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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网络结构组织和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这样才能避免企业业

务雷同导致的恶性竞争，以及因参与企业过少而使区域供应链竞

争力不强等现象，形成区域经济“内生”增长亮点，培育老工业

基地的“原发”竞争力。

其次，采取“引进来”策略，包括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

我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市场，并且在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已经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国际厂商将我国市

场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他们在资金、技术、管理和物流等方面

优势明显，但进入我国后，在市场开拓、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

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等方面存在“瓶颈”。为了快速、低成本地进

入我国市场，与具有核心优势的区域产业进行合作是行之有效的

途径，因此，老工业基地可以利用这一机遇，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全球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由国际厂商负责产品的开发设计，自身扮演好供应链

上供应商、制造商、服务商等角色，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和

区域优势，成为全球供应链区域化过程中有竞争力的一环。

第三阶段，实施“走出去”策略，大力拓展全球市场。我国

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最终目标应定位于自身主导全球供应链，这又

分两个层次，第一，利用自身的产业集群优势，实行区域化生产

制造，全球化营销；第二，自身做好技术和服务职能，实行全球

化制造，全球化销售。第一层次是在我国老工业基地是存在的，

但优势还不很突出，销售地多集中于不太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二

层次是老工业基地发展的目标，它要求老工业基地专注于全球供

应链的高端领域，将一些非核心、利润空间低的环节转包出去，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供应链合作伙伴，实现全球资源、经济、市场

的又一次转型，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大的成功。

这三个阶段是相辅相成的，但不是不可逾越的。老工业基地

由于处于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以及资源条件的差异，

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进程也是有差异的，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区别

对待。

四、结论和展望

本文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对我国老工业基地融入全球供应链的

对策进行了研究。首先，探讨了老工业基地产业集群化的策略，

指出老工业基地必须发展主导产业和优势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来培育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利润增长空间。其次，对我国老工

业基地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本地化和区域化策

略、“引进来”策略、“走出去”策略进行了阐述，指出产业集群

化发展是老工业基地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基础，融入全球供应链是

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目标。进一步的研究应集中于老工业基地产业

集群发展的平台搭建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实现机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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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农业上最具多功能性的作物。它不仅营养丰富，素有

“地下苹果”和“第二面包”之称，而且是重要的工业加工原料，目

前已有151 个国家种植，主要分布在欧洲和亚洲。我国是马铃薯生

产大国，但马铃薯的加工利用率、增值率非常低，这与其应有的经

济价值差距非常大。因此，我国马铃薯的加工能力亟待提高。

一、国内外马铃薯的加工状况

国际上，马铃薯加工业大致分两种类型：一类主要是在大规模

马铃薯精淀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淀粉衍生物的生产，如波兰、捷克

等许多东欧国家。另一类主要是薯条、薯片、全粉及各类复合薯片

等快餐及方便食品的生产，如美国、荷兰、德国等西欧国家。虽然

各发达国家马铃薯产量有限，但其大部分用于加工增值。美国的马

铃薯食品加工率在85% 左右，其中50% 以上用于速冻薯条加工生产。

冷冻马铃薯产品均为高附加值产品。2005年美国向中国出口32800吨

左右马铃薯，大部分为加工后的冷冻马铃薯产品。荷兰80％的马铃

薯深加工后进入市场。马铃薯从欧洲传入我国已近四百年，作为加

工产业发展仅十多年。在这期间，马铃薯加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

展，加工产品主要有粗淀粉、粉丝、粉皮等初级产品，真正用于薯

条、薯片和全粉等附加值高的产品很少。只有300 万吨左右的马铃

薯用于精淀粉、薯条、薯片和全粉的加工，占马铃薯总产量的5％。

这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二、马铃薯加工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

1.马铃薯淀粉的市场供求状况

国际市场上，马铃薯淀粉供应将逐步趋紧。据悉，2006 年国际

马铃薯淀粉年产量约600多万吨，欧共体国家产量占85%。但从1998

年起，欧共体国家逐步取消了补贴政策，导致马铃薯种植面积的减

少，从而国际市场的马铃薯淀粉供应将逐步趋紧。在马铃薯淀粉供

应逐步趋紧的同时，马铃薯淀粉的市场需求不断加大。中国农业科

学院谢开云博士分析认为，亚洲是马铃薯淀粉国际市场的重要销售

地区。中国目前年进口马铃薯淀粉20 多万吨，日本需要进口15 万

至20万吨，韩国12万至16万吨，我国台湾地区8万至10万吨，东

盟国家20万至30万吨，合计70万至100万吨。2006年国内马铃薯

淀粉年需求量为70 多万吨，市场缺口为40 多万吨，缺口部分主要

由低档产品或其它产品替代。同时，马铃薯淀粉的应用领域有食

品、医药、纺织、造纸、石油钻探、铸造和工业用酵母淀粉等行业。

发达国家80% 的马铃薯淀粉用于医药、纺织、造纸及石油工业等领

域。而我国90% 的马铃薯淀粉用于食品工业，我国马铃薯人均消费

淀粉量只有2.5 公斤，欧洲、日本为10 公斤以上。随着经济的发

展，我国人均马铃薯淀粉消费量将进一步增加，淀粉的应用领域也

将进一步扩展。马铃薯淀粉市场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都较大。

2.马铃薯加工食品类市场的供求状况

据预测，中国薯类食品具有上百亿元人民币的市场空间。虽然

目前我国人均马铃薯食品年消耗量较低，仅为18 公斤左右，远远

低于发达国家人均马铃薯年消耗量（按联合国统计，人均马铃薯消

费量以西欧国家居高，年人均约为90 公斤左右，美国人均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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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国内外马铃薯加工状况和目前市场对马铃薯

加工产品的需求情况出发，探讨了提升我国马铃薯加工能力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制约我国马铃薯加工业的主要因素，并就

如何提升我国马铃薯加工能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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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年消耗量约为60 公斤左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

念的转变，马铃薯加工食品类市场需求将不断加大。据国家食品工

业协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和市场预测，我国薯条年需求量约30 万吨，

并且每年以20% 速度快速增长，而国内每年加工的薯条量不超过3

万吨，国内所需速冻薯条的90%靠进口，年进口量约20 余万吨，表

现在已占领我国快餐市场半壁江山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国外快餐

店，其所需的马铃薯制品如薯片、薯条土豆泥等绝大部分进口。

三、制约我国马铃薯加工能力的因素分析

1.加工原料供应紧缺

马铃薯加工业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有充足的原料供应。在欧

洲，用于工业加工的马铃薯有严格的要求：用于淀粉加工的马铃

薯，其淀粉含量均在18％～23% 之间，早、中、晚熟分别供应；用

于全粉及薯条、片加工的原料，要求还原糖含量低、纤维含量高、

淀粉含量适中，并且薯形好、芽眼浅。所有加工薯，必须使用脱毒

种薯，并有严格的田间管理，不带病虫害。但我国适于加工的马铃

薯品质较差，品种很少，远远不能达到马铃薯加工工艺的要求。如

我国用于马铃薯淀粉加工的产品绝大多数是普通菜用薯，淀粉含量

和产量都低。西北、西南产区淀粉含量为14％～16%，华北产区为

13％～15%，而东北产区仅为12％～14%。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国马铃薯的育种工作多年以鲜食、

马铃薯淀粉加工及抗病为主，忽视了加工品种的选育，导致品种单

一，与国际脱轨。虽然我国从“九五”开始重视加工品种的选育，

但目前适合加工的专用品种数量仍然有限，远不能适应马铃薯加工

业的需求，比较畅销的加工型品种大多从国外引进。这些品种的病

害传播和退化速度快，在不同气候条件和土壤种植的品质差距很

大，不易贮存。加工型马铃薯在我国的种植面积不大，且产出率严

重偏低，这是国内部分马铃薯加工企业开工不足的主要原因。

2.马铃薯的贮存、加工技术落后

马铃薯是一种鲜活、易烂原料。它的贮藏是马铃薯加工企业需

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我国加工型马铃薯原料的整体贮藏

技术落后。其贮藏基本上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分散贮藏。贮藏设施简

陋、贮藏量小、贮藏技术水平低、损耗大，由于腐烂、发芽引起的

损失占原料的30％。由于贮藏不当，块茎容易发芽、变绿。低温贮

藏导致马铃薯块茎内还原糖含量显著增加。这增加了加工企业的成

本，也使得马铃薯加工品质变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淀粉

加工用原料薯价格低，种植者和加工者对其贮藏技术不重视。马铃

薯贮藏技术落后已经成为当前马铃薯加工业发展中的瓶颈环节。我

国马铃薯加工企业的加工技术普遍不高，如高温油炸工艺使马铃薯

营养成分受到破坏，色、香味受到影响等，有限的科技水平使得其

加工产品的质量差，技术含量低。

3.马铃薯加工副产物的处理有待加强

马铃薯作为农业上最具多功能性的作物，它也体现生态功能。

马铃薯在进行初级加工和深度加工时，会伴随大量副产品的产生，

主要包括马铃薯薯汁、湿渣、下脚料和废水。这些副产品中包括了

马铃薯干物质的40％左右，若能对它们进行综合利用，将大大提高

马铃薯的经济价值。欧洲加工产业对马铃薯加工副产物的综合利用

已很成熟，废渣被加工成膳食纤维和牲畜饲料，废液用于提取植物

蛋白，以及用作液体肥料浇灌农田。但国内马铃薯加工产业处于发

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全国大部分淀粉加工企业环保设施配套不

全，排污普遍超标，特别是中小加工企业污水处理能力差，随意排

放废水，已经严重污染了环境。另一方面，马铃薯加工企业对其加

工副产物的回收利用能力很弱，有的甚至没有利用能力。

三、提升我国马铃薯加工能力的路径选择

1.加大加工型脱毒种薯的开发和推广力度，提高种薯的普及率

加工型马铃薯的缺乏导致我国马铃薯加工业发展乏力。因此非

常有必要从源头上加强种薯的研发、推广力度。相关机构应通过引

进、选育、推广市场需求较好的马铃薯早熟和适于加工的品种。提

高种薯的普及率。首先，国家要在脱毒种薯的选育和快繁方面进一

步加大投入力度，鼓励更多的科研院所和专业人员加入脱毒种薯的

研究领域。其次，必须加强对种薯生产和经营部门的管理，规范无

序经营的种薯市场。主要是健全种薯繁育体系和种薯质量管理制

度。有关部门要定期对脱毒种薯进行常规检测，建立完整的种薯档

案，确保种薯质量。种薯的生产和销售应实行统一合格证制度。具

体做法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2.提升马铃薯贮藏和加工技术水平

提高保鲜贮藏技术，可有效延长马铃薯的贮藏期限，降低损

耗，延长企业加工周期。目前国内对马铃薯贮藏技术的研究较少，

如食用薯一般结合药物贮藏，抑制块茎发芽。国外相关研究有运用

模糊控制器提高马铃薯贮藏的温度控制等。实践中，河北省围场县

建有风机、主风道、分风道的水泥、砖石结构的大中型现代化贮藏

窖。内蒙古集宁富广公司建成的10.3 万吨大型马铃薯恒温贮藏库。

马铃薯加工企业可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马铃薯种薯贮藏技术和窖藏

设施，建设符合加工的马铃薯气调贮藏库，为企业提供合格和足量

的原料。也可加强相关技术的消化，研制适合国情和企业实际的贮

藏技术和设备。

为了提高马铃薯的加工技术，国家应继续将马铃薯深加工技术

与设备开发列为科技攻关项目，并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加强吸收消化。这一方面有待于科研院所和企业自身的研发和

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外国公司在马铃薯主产区独资或合资办厂，

间接地学习马铃薯的加工技术。荷兰考森·艾为口集团在甘肃合作

投资建设的中外合资项目——艾为口中国张掖马铃薯全粉项目，该

项目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进口马铃薯全粉生产设备及工艺技术

和管理方式。这无疑将促进甘肃马铃薯加工业的发展。

3.用农业循环经济理念指导马铃薯加工副产物的处理

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在资源投入、农产品的

生产、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农业资源消耗的线

性增长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依靠生态型农业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体系。农业循环经济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潮流和趋

势。用农业循环经济理念指导马铃薯加工副产物的处理，首先政府

有关部门要对规划建厂和已经投产的企业，加强环保管理，从源头

上减少环境污染。其次，政府要鼓励、筛选对马铃薯加工副产物循

环利用的项目，如淀粉污水处理、粉渣二次利用等项目，解决环境

污染和资源循环利用问题。当然，如果能够利用先进的加工设备，

将有利于减轻马铃薯加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如采用无废料马铃薯淀

粉加工设备，可完全利用马铃薯有用成分，同时对环境没有任何负

面影响，彻底解决马铃薯淀粉厂的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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