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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视角下延安谷子产业现状及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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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谷子是延安地区重要的杂粮作物之一，其产业发展与该地区农业经济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的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查询资料等方式，分析延安市谷子的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并在产业链视角下剖析今后谷子的发

展方向及谷子产业链的构建，针对性地提出科学合理的发展建议，以期为该地区乃至全国的谷子产业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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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又称粟，脱壳后为小米，起源于我国北方

地区，是世界上栽培最古老的作物之一，在中国历朝

历代中，谷子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誉为“五谷之

首”[1-2]。其营养价值高，富含维生素、蛋白质、膳食

纤维等营养物质 [3-4]。尽管目前谷子在我国被划分

为小杂粮，但仍然是北方地区重要的杂粮作物，在粮

食结构调整和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5]，特别是在延安地区，谷子以其抗旱、耐瘠、适应

性广的特点成为该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保

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2021 年在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的背

景下，延安市立足资源优势，全面培育建设以谷子为

主的小杂粮产业链，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全面推

动小杂粮产业的发展。本文以谷子为切入点，深入

分析延安市谷子的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并在产

业链视角下剖析今后谷子的发展方向及谷子产业

链的构建，针对性地提出科学合理的发展建议，以

期为该地区乃至全国的谷子产业发展提供参考与 
借鉴。

1　产业现状分析
1.1　生产规模与分布状况　据相关资料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延安市谷子种植面积为 5.20 万 hm2 

左右 [6]。随后，受国家粮食结构、农业政策调整和

谷子生产效益等多种因素影响，谷子种植面积逐年

下降。本文分析了 2008-2023 年延安市谷子的生

产情况，由表 1 可知，自 2008 年以来，延安市谷子

种植面积整体上呈现出先降后增的变化趋势，其

中 2008 年种植面积最大，为 2.57 万 hm2，2018 年

种植面积最小，为 1.23 万 hm2，16 年谷子平均种植

面积为 1.71 万 hm2。2008-2023 年谷子单位面积

产量呈波动变化，整体上每 hm2 产量从 2008 年的

1591.46kg 增加到 2023 年的 2447.19kg，其中 2020
年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为 2520.00kg，2015 年因受

自然灾害影响，产量最低，仅为 1465.48kg，16 年谷

子平均产量为 1996.46kg。2008-2023 年谷子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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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 2.07 万~4.39 万 t 之间，其中 2009 年产量最高，

2015 年最低，16 年谷子平均总产量为 3.35 万 t。

表 1　2008-2023 年延安市谷子生产情况

年份
种植面积

（万 hm2）

单位面积产量

（kg/hm2）

总产量

（万 t）

2008 2.57 1591.46 4.08

2009 2.49 1766.78 4.39

2010 2.05 1771.36 3.64

2011 1.58 1575.74 2.49

2012 1.53 1844.16 2.82

2013 1.64 1774.89 2.90

2014 1.55 1872.02 2.91

2015 1.41 1465.48 2.07

2016 1.81 1770.00 3.18

2017 1.90 1858.32 3.54

2018 1.23 2292.56 2.81

2019 1.44 2475.00 3.57

2020 1.65 2520.00 4.16

2021 1.50 2483.29 3.73

2022 1.53 2435.13 3.72

2023 1.48 2447.19 3.62

平均 1.71 1996.46 3.35 

数据来源：延安市各年统计年鉴，下同

延安市谷子种植面积广泛，全市各县（区）均有

种植。通过对延安市 2021-2023 年谷子平均生产情

况的分析可知，全市谷子 2021-2023 年平均种植面

积为 1.50 万 hm2，单位面积产量 2455.20kg/hm2，总

产量 3.69 万 t。吴起县、宝塔区、志丹县、安塞区、子

长市、延川县等北部几个县（区）种植面积较大，占

总面积的 90.00%，其中吴起县、宝塔区、志丹县种植

面积分别为 0.30 万 hm2、0.29 万 hm2、0.29 万 hm2，

占总面积的 58.67%；宜川县、洛川县种植面积最小，

均为 0.01 万 hm2。13 个县（区）中，宝塔区、志丹县、

吴起县 2021-2023 年平均总产量较大，分别为 0.84
万 t、0.81 万 t、0.76 万 t，占总产量 65.31%，宜川县、

洛川县总产量最小，均为 0.02 万 t。2021-2023 年平

均单位面积产量以宜川县最高，为 3489.38kg/hm2，

黄陵县次之，安塞区最低，仅为 1501.72kg/hm2。

1.2　主栽品种与生产模式　延安市谷子主栽品种

主要由引进的外地品种和自主选育的谷子品种组

成。主栽品种主要有长生 07、晋汾 107、张杂谷 10

号、延谷 14 号，搭配种植晋谷 21、中谷 19、张杂谷

13 号等 [7]。其中延谷 14 号由延安市农业科学院和

河北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联合选育而成，该品

种是全市第一个抗除草剂谷子品种，平均产量可达

366.4kg/667m2。目前，谷子生产中主要有旱地覆膜

穴播技术、旱地条播技术、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等栽培模式。

根据产业调研得知，在实际生产中，随小杂粮

全产业链的构建，延安市谷子生产模式主要分为以

下 3 种：一是传统的小农户个体种植，地块零散，种

植规模较小，大多以自给自足为主，即“个体户（散

户）种植”的生产模式；二是种植大户或合作社流转

土地种植，地块集中连片，种植规模较大，一般种植

面积在 6.67hm2（100 亩）以上，采用全程机械化种

植，有专人负责管理，即“合作社（种植大户）+ 基地”

的生产模式；三是经营主体基地种植或签订订单农

业，一般情况下生产所需谷种、肥料等农资由经营主

体统一提供，配有专门技术人员或与农业科研单位

合作进行统一管理，即“企业 + 科研（技术）+ 基地

（订单）”的生产模式。

1.3　经营主体与加工现状　为加快推进全市小杂

粮全产业链构建，延安市农业科学院小杂粮工作专

班对小杂粮经营主体生产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据

不完全统计，全市小杂粮经营主体 207 家，具有一定

规模的加工企业 42 家，其中谷子生产加工的经营主

体 27 家，约占小杂粮加工企业的 64.3%。2024 年

申请“延安小米”地理标志企业 21 家，其中延安市

20 家，主要集中在延安北部几个县（区），其中子长

市 2 家、宝塔区 6 家、安塞区 3 家、吴起县 2 家、志丹

县 2 家、延川县 1 家、甘泉县 3 家、富县 1 家；根据企

业性质分类，21 家“延安小米”地标授权单位中企业

16 家（国有企业 3 家）、合作社 4 家、家庭农场 1 家。

此外，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

个体营销商等，他们在产品销售链中扮演着桥梁的

作用，连接着种植与消费者，尤其是在一些具体的市

场细分领域和销售渠道上。

在生产加工方面，经调研 20 家经营主体均以延

安小杂粮生产、加工销售为主。涉及延安小米生产、

加工、销售全链条的企业有 16 家，电商销售 1 家，原

粮加工销售 1 家，产品代销 2 家。大多企业以分选、

包装为主，生产车间仍为传统式小作坊，只有简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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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备，其中具备大、中型原粮加工设备的企业仅 6
家。谷子初级加工产品即为小米，精深加工产品主

要包含小米酒、小米饮品、小米油、小米醋等酒水类，

小米粉、小米挂面、小米粥等速食类，以及小米锅巴、

小米面包等膨化食品类。目前，延安小米的加工基

本停留在初级加工上，即谷子脱壳加工成小米后，进

行简单分选、包装，占全市谷子加工 90% 以上；精深

加工产品占比较小，常见产品有小米锅巴、小米酒、

小米挂面、小米面包、小米乳等，其中小米乳还处于

研发推广阶段。全市以精深加工为主的企业共有 5
家，具有自主加工设备的企业仅为 3 家，其余为代

加工。

1.4　市场销售与品牌建设　随着居民消费和饮食

结构的改变，谷子市场份额在逐年增加，产业规模

也越来越大，据统计，我国谷子产业规模在 2020 年

已突破 330 亿元，全国地理标志商标 101 个，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49 个 [8]，形成了内蒙古“敖汉小米”、

山西“沁州黄小米”、河北“武安小米”、陕西“延安小

米”“米脂小米”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同样，在受

全国谷子产业的影响和构建小杂粮全产业链的背景

下，延安市谷子产业也逐步形成了以“延安小米”区

域公用品牌为主的小杂粮品牌体系和销售框架。

目前，就市场销售而言，延安市谷子的销售主

要依赖传统的销售模式，即农户自产自销和市场零

售。通过对“延安小米”地标授权的 21 家企业调查

分析，2023 年在 21 家企业中销售额大于 1000 万元

的企业 1 家，销售额大于 100 万元的企业有 9 家，销

售额在 100 万元以内的企业有 11 家。销售主渠道

主要有批发零售、专卖店、超市等，其中批发、专卖店

销售占比较大，线上平台销售仅有 5 家，占比较小，

销售市场主要局限于延安地区，从而限制了“延安

小米”的市场拓展和品牌影响力的扩大。

在品牌建设方面，延安市通过挖掘地方文化资

源，将“延安小米”与“红色文化”的概念相结合，提

升了品牌的文化内涵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持

续的品质提升和营销策略的创新，不断加强“延安

小米”的品牌建设。目前，全市先后申请“延安小

米”“安塞小米”“志丹小米”3 个地理标志商标，

其中“延安小米”曾连续 3 次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目录和第一批“陕西好粮油”产品目录，荣获

陕西省著名商标、中国好粮油十佳产品等称号，在

2023 年品牌价值达 29.96 亿元，商标授权企业 21
家。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小米企业商标“梁

家河”“黄土情”“圪梁梁”“黄米山”“美水沟”“峁

圪垯”“延韵”“延洲黄”“陕北村”“洛河畔”等

14 家。

2　存在问题与挑战
在延安市的谷子产业发展过程中，受相关政

策、地域限制、新品种、新技术等多个因素的影响，目

前全市谷子种植面积基本稳定，效益逐年提升。但

与内蒙古“敖汉小米”、山西“沁州黄小米”等知名品

牌相比，延安谷子的产业发展和品牌影响力还相差

甚远，从产业链视角分析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2.1　产业链前端—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缓慢，

生产积极性不强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多丘陵

沟壑地带，地块零散，不利于谷子规模化、机械化生

产，同时受极端天气影响，谷子的种植面临干旱、冰

雹等自然灾害的挑战，直接影响谷子的产量和品质，

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生产积极性逐年降低。此外，延

安市谷子品种更新换代缓慢，致使谷子品种退化，病

害发生严重，受种植习惯等因素影响该地区生产者

多年来以山西谷子品种为主，生产技术落后，本土自

育品种示范推广困难，市场占有量低，新品种、新技

术难以推广应用。

2.2　产业链中端—产销信息不对称，加工水平低且

同质化严重　长期以来，“延安小米”生产成本高、

市场价格波动大、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突出。目

前，延安市缺乏大型谷子原粮集散地，导致种植大户

与加工企业信息闭塞，市场流通受阻，加之近年来受

外部市场冲击，大多数加工企业只能从外省、市收购

原粮，甚至直接批发购买小米，致使延安市谷子生产

效益被进一步压缩，谷子生产逐渐陷入恶性循环，产

业环境越来越差。此外，延安市谷子加工企业大多

规模较小，生产设备简陋，多以初级加工为主，缺乏

龙头企业带动，生产销售方式传统，且消费主体较为

单一，企业内部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深

加工企业和高附加值产品，仅有个别企业开展小米

酒水、小米膨化产品的研发，但产销脱节，市场竞争

力弱，短期内难以形成一定的规模。

2.3　产业链后端—市场营销较弱、品牌建设和宣传

不足　“延安小米”的销售主要依赖于农户自产自

销和市场销售 [9]，销售形式单一，同时由于精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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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较少，影响力薄弱，市场份额占比不足；其次，市

场部门和企业对相关市场营销意识薄弱，市场机制

不健全，新型销售渠道起步较晚，在国内、国际市场

影响力较小，同时由于小米产品缺乏完善的质量标

准体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进一步影响了品牌影响

力和消费者满意度。此外，延安小米品牌建设和宣传

力度有待加强，尤其是在新兴的电商平台和社交媒

体领域，品牌差异化不足，难以应对市场上众多同类

产品的竞争压力；品牌文化挖掘不够，延安小米虽拥

有红色文化、自然资源等多方面的优势，但在延安小

米品牌塑造和品牌形象展示上文化优势体现不足。

2.4　产业链全链—各环节衔接不畅、延伸不足　谷

子产业链是伴随着延安市小杂粮全产业链的构建而

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延安市小杂粮产业链

的发展状态。2021 年在构建延安市小杂粮全产业

链的背景下，谷子产业才逐渐向链条化、多元化发

展。目前，谷子产业链各环节未能协同发展，具体表

现：一是谷子种植业与加工业衔接不畅，受政府主

导、种植规模以及加工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延安市谷

子产业链前端生产、科研一直未能与产业链中端加

工业有效对接；二是加工环节的技术与市场开发停

滞不前，受企业规模、加工设备等硬件设施的限制，

延安市谷子加工技术“卡脖子”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缺乏深加工技术和创新能力，导致精深加工产品类

目较少、附加值较低、市场开发有限、链条延伸不足。

3　产业链视角下延安谷子产业发展建议
3.1　集中“人力”，加强科技创新拓前端　一是加

强谷子新品种、新技术研究。立足延安谷子生产现

状，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选育适合本地区的高产优质

谷子品种，提高本土自育谷子品种市场占有率和种

植面积；同时筛选和选育一批专用型、特色型谷子品

种，以满足加工企业的不同生产需求和市场需求。此

外，应加强谷子生产技术、生产机械的研发和更新，

针对延安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气候，进一步

研究谷子旱作生产技术、机械化生产技术以及小型

机械的引进和研发，提高谷子生产效率，从而带动农

户的种植积极性。二是加强技术培训与指导。组织

农业科技部门的力量，深入农村进行技术推广和培

训工作，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水平和现代化机械的

操作能力。同时，通过举办研讨会、示范推广等形式，

将新技术、新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确保技术应用

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三是加强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

依托国家谷子高粱体系、小杂粮产业研发中心等科

研平台，加强与省、市内外的科研院所的学术交流和

人才培养，增强延安市谷子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3.2　集中“财力”，推动技术攻关强中端　一是加大

企业技改升级力度。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谷子

深加工产业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通过设立专项

基金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引进先

进的加工技术与设备，提升谷子深加工的技术水平

和附加值。二是加强精深产品生产工艺的研发。加

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谷子深加工的技

术研究。通过研发新产品，如小米蛋白粉、小米油、

小米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产品，满足市场的多样化

需求，同时也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新的途径。三是

优化谷子加工业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大

力发展家庭农场、观光农业等新型现代化农业，同

时，合理规划谷子农副产品加工园区的建设，整合资

源，加快院企联合、联盟共建步伐，实现企业间资源

共享、目标共进、互惠互赢。

3.3　集中“物力”，注重品牌营销延后端　一是依托

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延安小米”的文化内

涵，并通过打造“红色产品”的品牌形象，提升其文

化附加值。二是加大市场开发力度，通过市场调研，

了解消费者需求，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设计合适的产

品线，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展销售渠

道。特别是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背景下，通过建

立线上平台，拓宽市场范围，提升产品的销售量。三

是加强品牌与市场的协同发展。延安市应加强产

业链各环节的标准化建设，包括种植、收获、加工、包

装、销售等，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为品

牌建设和市场开发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过政府

引导和支持，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保障

“延安小米”的品牌信誉和消费者的权益。

3.4　集中“全力”，促进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发展　一

是加强政策与政策环境的支持。建议以政府为主导

将谷子产业定位为地方优势产业，并通过结构调整、

技术升级等措施，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加大

对谷子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和

提供财政补贴，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促进产

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发展。二是加强技术与创新驱动

发展。依托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小杂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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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发中心以及省内外科研院所，加强谷子从生产

到销售各环节的技术研发与支持。三是完善谷子产

业链。依托小杂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小杂粮产业

链工作专班，引导企业实行“基地农业”“订单农业”

的生产模式，扩大谷子生产前端规模，通过整合资

源，建立从原材料供应、加工、研发到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增强产业链各环节的联系，提高资源的整体利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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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处理。四是加快种子加工自动化。持续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进种子企业在怀化建立种子自动

化加工生产线，从自动精选种子、加工、输送、包装全

程实现智能化、自动化，提升种子自动化加工能力。

3.3　加强防范，降低制种生产风险　一是加强气象

灾害预警。充分发挥湖南杂交水稻农业气象特色服

务中心作用，合作建立完善信息传递机制，及时向企

业和农户预警极端天气，指导做好防范措施。二是

加强生产技术指导。定期组织专家对农户开展制种

技术培训，提高制种技术水平。开展针对极端天气

或制种关键时期出现问题的实地技术指导，及时制

定补救措施，加强田间管理，最大程度降低损失。种

子企业要根据不同制种区域有针对性地制定生产技

术方案，适时开展生产技术指导，督促制种农户严格

执行技术方案。三是加快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建立

市县两级制种产业风险基金，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

时启动，以补偿受灾农户损失。完善制种保险，在

落实制种政策性保险的基础上，积极开通完全成本

补充保险，增设制种商业附加险，适当提高制种保险 
保额。

3.4　积极创新，提升水稻育种能力　一是做实育种

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怀化分中心、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安江研究

基地等平台优势，全力推进杂交水稻科技创新。加

快推进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大湘西区域中心实体化

运营，积极对接岳麓山实验室。推进怀化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杂交水稻育种实

验基地和区域试验站，加快提升杂交水稻新品种研

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加快建成怀化·安江现代

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产业园，引进第三代杂交水稻育

种技术，建设新型杂交水稻育种研发中心和成果转

化中心。二是引培育种创新人才。以邓兴旺、邓华凤、

杨远柱等怀化籍水稻育种科学家为重点招才引智，

吸引育种科学家及其团队来怀化支持杂交水稻育种

创新。优化科研环境和氛围，持续支持怀化职业技

术学院抓好杂交水稻育种基础教育，鼓励采用传统

“师徒制”培养模式，带领学生开展杂交水稻技能实

训，培养新一代育种人才队伍。三是培育育种市场

主体。持续培育怀化本土企业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展壮大，支持商业化育种，选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适应市场需求的杂交水稻重大新品种。鼓

励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布局分子育种、基因

编辑等水稻育种领域，支持建设生物育种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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