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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河南省 

谷子产业发展思路和对策
谢明杰　魏萌涵　宋　慧　刘金荣

（河南省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 河南省谷子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阳 455000）

摘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农业加快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河南是农业大省，以谷子为代表的杂

粮作物在全省丘陵旱作区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国内大宗粮食库存增大，供需矛盾加剧，种植效益开始下滑，为谷子

产业发展带来新契机。从谷子生产概况、品种推广、市场情况等方面，阐述了河南省谷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了河南省谷子产

业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确定发展思路和目标，从建立谷子产业技术联盟、创建高产活动和技术培训活动、完善产业技术体系

等方面，提出了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新形势下河南省谷子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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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脱壳后为小米，是起源于我国的传统特色

作物，从距今 7000 多年的河南裴李岗文化和河北磁

山文化起，谷子就一直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主栽作物，

培育了我国北方文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哺育作物。

谷子具有抗旱耐瘠、水分利用效率高、适应性广、营

养丰富且平衡、饲草蛋白含量高等突出特点，在干旱

日趋严重、人们膳食结构亟待调整，以及畜牧业不断

发展的形势下，谷子所具有的特殊的营养性、生态

性，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将在未来种植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

年提出大力发展旱作农业、热作农业、优质特色杂粮

等经济。河南是谷子优势产区，为了充分发挥谷子

在河南省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实现稳粮增

收、提质增效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充分发挥

谷子的品质优势和增产优势，加快河南省谷子品种

的推广和转化，建立谷子种子生产基地和商品生产

基地，积极组织谷子科研、推广、生产、企业对接，促

进谷子品种转化为优质产品和食品，以满足消费者

需求，扩大谷子消费量，带动谷子生产发展，提高农

民种植谷子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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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谷子生产现状
1.1　谷子生产概况　河南省谷子播种面积总体呈

先下降后逐渐上升的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河南省谷子种植面积 96.5 万 hm2，占夏粮面积的

19% ；2002 年谷子种植面积维持在 5.85 万 hm2，占

粮食总面积的 0.65% ；到 2012 年谷子种植面积仅

为 3.54 万 hm2，占粮食总面积的 0.35%。近年来，随

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市场拉动、轻简化生产

技术的推广，谷子生产面积逐渐回升，2016 年河南

省谷子种植面积 4.2 万 hm2，2017 年种植面积增长

到 5 万 hm2（数据由省种子站提供）。

国内玉米库存增大，玉米市场价格扭曲，供需

矛盾加剧，与此同时种植成本不断升高（自 2000 年

以来，国内玉米生产成本每 667m2 为 287 元，2016
年增加到 828 元），种植效益开始下滑，预计玉米种

植效益会进一步下滑，这为谷子产业的发展留下了

巨大空间。

1.2　谷子品种推广情况　当前河南省生产上推广

应用的谷子品种以豫谷系列品种为主，安阳市农科

院先后育出 20 多个豫谷系列国（省）审谷子品种。

曾在谷子育种史上出现了 2 个标志性成果：豫谷 1
号 1988 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引领华北夏谷区谷子

生产 20 年；豫谷 18 为目前唯一通过国家华北夏谷、

东北、西北中晚、西北早熟四大区组试验的品种，被

农业部领导誉为“谷子界的郑单 958”，“十二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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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的重大科技成果，连续 3
年被农业部推荐为生产上主导谷子品种，育种水平

居全国领先水平。

1.3　谷子市场情况　2004 年以来，河南省小麦与玉

米的生产效益基本持平，而谷子每 667m2 的经济效

益则由 2004 年的 310 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960 元，

增幅达 200%。2010 年谷子主产区受旱灾影响有所

减产，谷子价格一路攀升，与玉米等作物相比，谷子

的效益更加突出。2017 年上半年小米价格较高，达

到 6.3 元 /kg。2017 年 1-9 月出口谷子 3548.77t，出
口额是 330 万美元，出口单价 0.988 美元 /kg，折合

人民币 6.4 元 /kg。虽然谷子受到地方政府和农民

的更多关注，种植面积稳中有升，但整体仍处于恢复

性的提升阶段。

1.4　谷子消费形式　目前，小米深加工主要为小

米锅巴、小米醋、小米酒、小米豆沫等。谷子用于消

费类的比例为：直接食用小米 64.85% ；用于加工类

的比例为：小米锅巴 23.37%，饲料 11.29%，小米醋

0.41%，小米酒 0.07%，小米挂面 0.01%。

我国谷子消费区域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内

蒙古、天津、北京、山东、陕西、宁夏、甘肃等北方地

区。近年来，南方市场消费逐步增多，调研表明上海、

武汉、深圳等南方城市小米销量持续升高，这可能与

小米等杂粮的营养保健价值逐步得到认可以及南北

方人口流动加快有关。

2　谷子产业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河南省谷子科研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以优质品种为基础，以产品

开发为引领的谷子产业发展格局，但仍然存在许多

障碍，特别是优良品种的转化问题，制约着谷子产业

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良繁体系不完善　近 20 年育成一大批谷子品

种，但由于缺乏谷子种子繁供体系，种子没有进行专

门繁殖，绝大多数品种在生产上尚未发挥增产作用，

不能提供商品质量优良的谷子加工原料。

2.2　品种与市场脱节　高产是谷子品种评价的主

要指标，目前还不能满足谷子市场需求和谷子食品

加工需要，急需从现有的谷子品种中筛选出优质、专

用、适口性好、符合加工要求的谷子品种。

2.3　推广转化体系不健全　优质、专用、适口性好、

符合加工要求的谷子品种需要通过育种家、推广部

门、专业合作社（农户）和加工企业之间的对接，才

能转化为产品和商品，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4　科研力量分散　由于谷子研究与产业发展关

系不明确，加之缺乏经费的稳定支持、长远的研究目

标和系统性，追求短平快效果，研究内容随意性很

大；尚无部门把品种转化作为谷子产业发展的核心

项目进行支持；谷子育种科研力量分散，应进行统筹

联合，聚小成多，形成合力，解决谷子产业发展问题。

2.5　政策扶持脱节　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谷

子的产业政策，谷子主产县市实践表明，谷子良种补

贴政策对谷子生产具有刺激、促进作用。建议设立

专门针对谷子等小杂粮的产业政策，完善良种补贴、

农资补贴、农机补贴等支持政策；加强对谷子加工企

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在税收、贷款以及产业化项目上

加大支持力度；建立谷子粮食贮备制度，在谷子主产

区以最低保护价收购一定数量的谷子作为国家储备

粮；加快培育家农场、种植大户、种植合作社等新型

市场主体，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3　推进谷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3.1　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促进农业转方式、调结

构　整合河南省谷子行业相关资源，建立谷子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构建从育种、生产、储存到加工、运

输、销售的全产业链沟通平台，密切产、学、研、用各

方的联系；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首先转化一批技术

成熟、具有市场潜力的优质品种，打造名优品牌，形

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逐步建立以产业发展需求和

市场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体系、公共创新平台、信息资

源服务平台和试验示范基地，提高我国谷子产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针对当前制约谷子产业发展的重要

科学问题，组织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研发对产业发

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以及具有市场潜力且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或新工艺，以提

高谷子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在粮食行业内的影响力

与行业地位，从而获得政府和社会对谷子行业更多

的关注与支持；开展技术示范推广，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切实优化我国农业种植结构，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推动谷子产业的技术升级，提高产业链各环节的

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3.2　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优质专用品种选育

与示范推广　谷子产业化发展必须从基础投入上加

大科技支撑力度，需要政府扶持政策进行产业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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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配套体系的重点支持。鼓励市农科院和企业

进行科技攻关和技术创新，尤其是要做好基础学科

的创新、攻关和建立技术保障壁垒，同时做好良种、

良法、良机、良艺的协同攻关。创建谷子高产示范区

和有机（绿色）谷子标准田，可借助国家开展作物高

产创建活动的良好机遇，在安阳东部平原地区建设

谷子高产示范区，西部丘陵旱作区建设有机（绿色）

谷子标准田，坚持“科学引领、典型示范、区域带动”

的方针，狠抓良种统繁统供、测土施肥等关键技术，

达到“五个统一”。

3.3　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扶持，建立农机、农药补贴

政策　谷子全程轻简化栽培是实现谷子规模化种植

的关键，谷子全程机械化栽培所需的农业机械主要

包括：精量播种机、中耕机和收获机，收获机已被列

入国家补贴范围，精量播种机和中耕机需要政府支

持，给予一定的补贴。谷子除草剂和病害防治农药

专业性较强，一般农户不清楚如何使用，也不知道到

哪里购买，在第 1 年种植时，由政府统一供应较合

适。封闭除草剂有谷友、扑草净等，这类除草剂是在

谷子播后使用，使用时要注意查看天气预报，如播

后出苗前下雨，农药易渗入到表土下，接触幼苗根

部，造成药害，此时就不宜施药。抗除草剂的品种安

5415、安 5365 苗期使用拿捕净等灭杀单子叶杂草；

防治双子叶杂草一般用二甲四氯、使它隆、苯磺隆等

药剂。谷子的病害主要是谷瘟病，防治药剂有春雷

霉素、克瘟散。这些药剂在当地农资公司很少能买

到，统一备好对谷子生产有利。

3.4　要加快机械化栽培技术研发与推广　随着农

村城镇化建设步伐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作物种

植人员趋向老龄化，从事杂粮种植的多以 50 岁以上

的农民为主，而且，种植业只是众多生产事业中的

“副业”。另一方面，政府推广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

政策，一些工业企业老板、年轻农民尝试进行土地承

包，开展种植业生产和加工，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种植

机械和技术，机械化种植技术应用程度不足 10%，

加之劳动力成本偏高（每个工 100 元 / 天），经常出

现入不敷出现象，并且价格市场波动大，种植效益

低，种植积极性备受打击。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谷

子机械化生产技术研发与推广，研究集成轻简化栽

培技术，推广机械化精播、收割、收获技术，减少耕作

次数、间苗定苗、中耕锄草等操作，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种植效率。

3.5　要研发功能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目前，谷

子加工仍然停留在原粮脱壳、精选后的简单包装，深

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因此，建议加大谷子功

能产品研发力度，开发新型功能食品，探究传统食品

工业化、方便化、标准化发展之路，同时，构建“企业

主体、政府引导、专家指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

产品品牌建设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政府

的推动作用、专家的指导作用和媒体的传播作用。

对重点企业和品牌产品给予重点培育、重点扶持，鼓

励已有品牌资源扩张和延伸，促进规模基地早出名

牌；利用农博会、招商会、展销会等平台，打造良好的

品牌形象；通过媒体广告、网络营销、专题报道等多

种促销手段，进行品牌宣传，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美

誉度。

3.6　要加大政策性公益广告的投放　从生态环保、

主粮产业结构调整、国内国际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建

立消费导向，创建政策资金支持的、引导国民消费小

米的公益广告，将为推升市场容量和建立国民消费

意识增强影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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