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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发展趋势、区域格局与增产潜力

米　健，罗其友，高明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发展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重大。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

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和产量均稳定增长，但 ８省份趋势有所不同，广西发展尤为迅速。南方冬作区马铃薯进

一步增产存在三方面有利因素：（１）冬闲田面积达 ７３３３万 ｈｍ２，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闲田面积

均超过 １３３３万 ｈｍ２；（２）最为重要的 ３个技术瓶颈都与脱毒种薯培育和检测相关，相关科研正在加强；

（３）马铃薯的种植收益远高于油菜，部分油菜耕地将改为种植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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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北地区的作物主要是小麦，东北和南方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而西北地方则因水资源短缺大量
种植马铃薯，成为我国马铃薯的传统优势产区

［１２］
。近年来，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水资源缺乏等因素的

影响下，马铃薯作为一种具有较高水分利用率的兼用型农作物，对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缓解南方尤其是

西南地区的农业旱情越来越重要，其种植面积也逐年增加
［１２］
。

由于南方各省冬季水稻田闲置量较多，为发展冬作马铃薯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近年来，南方马铃薯

播种面积和产量的迅速增加，主要来自于冬闲田的开发利用。该文所研究的南方冬作区范围是：福建、江

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８个省份。这些省份的主要共同点在于［４６］
：（１）马铃薯播

种面积较大，产量较多，属于南方马铃薯主产区； （２）以水稻为主要作物，马铃薯多在冬闲田上种植，
并不影响下一季水稻生产；（３）冬作马铃薯发展迅速，且冬闲田总量较多，有较大潜力进一步发展冬作
马铃薯；（４）马铃薯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都遇见了种薯质量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１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发展趋势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马铃薯呈现种植面积基本稳定，而产量稳步增长的趋势。而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则
总体呈现播种面积稳步增长，总产量迅速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南方冬作区内部８省份的地理位置、气
候和社会经济条件还存在较多的差异，因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变化趋势也有地区差异。南方冬作区马铃

薯总体的快速发展趋势和内部的区域差异可以体现在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方面。

１１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的播种面积与区域格局
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从４６７多万ｈｍ２增长到５００万ｈｍ２。２００７年后由于

政策调整，各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均略有下降，但全国总播种面积也一直保持在约 ４６７ｈｍ２，总播种面积基
本稳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快速增加，从２０００年的约１２７万 ｈｍ２增长至２００６年的约
１７３万 ｈｍ２。之后随着政策调整而略有下降，但也维持在１４６７万 ｈｍ２上下。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　　　　６６６７ｈｍ２

年份 ＼省份 福建 广东 广西 江西 湖北 湖南 贵州 云南 闽粤桂３省合计 ８省合计 全国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３２９ ７９５ ０ ０ ３４６９ １４６４ ７１６２ ４７５３ ２１２４ １８９７３ ７０８５１
２００１ １２９６ ７０８ ０ ０ ３５６１ １４８１ ７４２３ ５６８１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４９ ７０７８２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１ ６５８ ０ ０ ３５０４ １５８１ ７６２９ ５２２１ １９３９ １９８７５ ７００１２
２００３ １２８１ ６３９ ０ ０ ３４０６ １６４２ ７７９１ ６２９７ １９２ ２１０５７ ６７８３６
２００４ １２９３ ６５１ ０ ７９５ ３１５３ １６３１ ８２７１ ６６６７ １９４４ ２１７４５ ６８９５１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５ ６７１ ０ ６４５ ３２２８ １６６９ １１２８１ ７４８１ １９７５ ２５６９９ ７３２１３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１ ６４２ １８０９ ６３ ３４４７ １６９８ ８８９２ ８０９８ ３７６２ ２５９６１ ７５６８７
２００７ ９１２ ５４４ １７１９ ７８ １７９２ １０３８ ９０７３ ６６５１ ３１７５ ２１８０８ ６８３８８
２００８ ９４３ ５４７ １９２９ ０ １９１２ １０８４ ９０８７ ６９９３ ３４２ ２２４９７ ７０４３２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其中广西的数据来自２００９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调查资料

考虑到２００７年的政策调整对马铃薯的影响属于短期影响，而长期来看，在南方地区农业干旱日益频
发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对马铃薯的支持力度会逐渐增大。因此，从 ２００６年的情况来分析马铃薯发展的内
在趋势更加合理，该文的后续分析主要根据２００６年的数据来分析马铃薯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结合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加以简要说明。

南方冬作区８省份的马铃薯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差异较大，结合各省的播种面积和其变化趋势，可以将
南方冬作区 ８省份分为以下 ３类：贵州和云南类，两省 ２００６年播种面积均在 ５３３万 ｈｍ２以上，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播种面积保持增长趋势，经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的短期调整之后，预计会恢复增长，且贵州在２０１０年的
总播种面积很可能达到６６７万 ｈｍ２，为南方播种面积最大的省份。湖北、湖南、福建和广东类，２００６年，
湖北省马铃薯播种面积约２３３万 ｈｍ２，湖南省约为 １１３万 ｈｍ２，福建和广东分别为 ４３万 ｈｍ２和 ８７万
ｈｍ２。湖南、湖北两省的西部均为山区，种植制度和西南地区类似，多年来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两省的
东部和中部地区为平原，冬闲田面积较大，近年来的马铃薯面积的稳定增长主要来自平原区的冬闲田。福

建和广东主要在冬闲田生产马铃薯，发展潜力较大。江西的生产条件与福建和湖南类似，但由于马铃薯支

持政策较少，一直发展较慢。广西类，２００６年广西的播种面积达到 １２万 ｈｍ２，发展速度非常快，考虑到
统计数据的滞后性，实际播种面积可能更大。广西的马铃薯都是在冬闲田上耕作，属于典型的南方冬作

区，发展潜力较大。

图 １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６年南方冬作区各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全国比重

　　进一步考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各省马铃薯播
种面积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从图 １可看
出，２００６年贵州、云南两省马铃薯播种面积
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 １０％。由于马铃薯抗旱、
稳产等特点十分适合西南地区种植，两省的占

全国比重均有所上升，其播种面积绝对量的增

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湖北、湖南、广东、福建４省份的播种面积的相对比重均变化不大；４省份所占比例都在 ５％以内；说明
４省份马铃薯播种面积的绝对量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属于稳定增长阶段。由于传统上不属
于马铃薯主产区，马铃薯种植很少，广西一直缺乏马铃薯统计数据，但 ２００６年的统计表明广西的马铃薯
种植面积占全国比例达到２％，与湖南省相当，超过了广东和福建，说明其马铃薯播种面积增长速度非常
快，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１２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总产量与区域格局
　　如表２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全国马铃薯产量从 １３００万 ｔ增长到 １５００万 ｔ。２００７年后由于政策调
整，各省马铃薯产量均略有下降，但全国总产量也一直保持在约１４００万 ｔ，总产量基本稳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南方冬作区马铃薯产量快速增加，从 ２０００年 ３８０万 ｔ增长至 ２００６年 ５４０万 ｔ。之后
随着政策调整而略有下降，但维持在约４５０万 ｔ。南方冬作区 ８省份的马铃薯产量变化趋势差异较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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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省的总产量和其变化趋势，可以将南方冬作区８省份分为以下３类：产量超过１５０万 ｔ，且稳定增长。
贵州和云南属于这类，两省２００６年产量均在１５０万 ｔ以上，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产量保持增长趋势，经过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的短期调整之后，预计会恢复增长。贵州和云南的种植面积近年来还在稳定增长，但由于基数已
经很大，未来增产的潜力主要来自于单产的提高，科技进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会更加重要。产量较大，且

稳定增长。湖北、湖南、福建和广东属于这类，２００６年，湖北省马铃薯产量 ６７万 ｔ，湖南省约为 ４１万 ｔ，
福建和广东分别为３０万 ｔ和１８万 ｔ。这４个省都还有相当面积的冬闲田可以开发，马铃薯科技研发和推
广工作也受到支持，因此经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的政策调整后，未来产量增加的动力将来自播种面积增加和单
产增加两方面。产量较大，且迅速增长。广西属于这类，２００６年广西的产量达到 ５２万 ｔ，发展速度非常
快，由于实际播种面积可能更大，总产也可能高于这个数值。广西的马铃薯多是在冬闲田上耕作，耕地资

源充足，发展潜力较大。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折粮后产量　　　　万 ｔ

年份 ＼省份 福建 广东 广西 江西 湖北 湖南 贵州 云南 闽粤桂３省合计 ８省合计 全国合计

２０００ ２９０ ２１８ ０ ０ ６９４ ３０５ １２４６ １０７３ ５０８ ３８２６ １３２５６
２００１ ２８１ ２０３ ０ ０ ７７６ ３１５ １２８１ １１８６ ４８４ ４０４２ １２９１３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７ １７６ ０ ０ ５９４ ３２５ １３６９ １２１４ ４６３ ３９６５ １５０４６
２００３ ２８４ １７１ ０ ０ ６８９ ３４８ １３５５ １３９４ ４５５ ４２４１ １３６２
２００４ ２９０ １７８ ０ ２９ ６７４ ３４４ １４２２ １５４８ ４６８ ４４８５ １４４４４
２００５ ２９５ １９２ ０ ２１ ６８１ ３９２ １４７５ １５７９ ４８７ ４６３５ １４１７３
２００６ ３０２ １８８ ５２２ ２１ ６７８ ４１７ １５４６ １７２２ １０１２ ５３９６ １５３９３
２００７ ２１８ １５８ ５１６ ３０ ３８１ ２７４ １５２７ １３７０ ８９２ ４４７４ １３４７３
２００８ ２３１ １６２ ６１７ ０ ４１５ ２８５ １５０３ １４４４ １０１０６ ４６５７ １４７７３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其中广西的数据来自２００９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调查资料

图 ２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６年南方冬作区各省马铃薯产量比重

　　进一步考察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６年各省马铃薯
产量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从图 ２可看出，
２００６年贵州、云南两省马铃薯产量占全国的比
重均超过１０％。虽然贵州的播种面积更大，但
云南的马铃薯单产更高，弥补了播种面积的差

距，总产量超过贵州。云南马铃薯产量占全国

的比重高达 １１％。在 ２０１１年西南的严重旱情

中，云南、贵州的马铃薯种植非常有利于抗旱和灾后重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湖北、湖南、广东、福建 ４
省份的产量比重均变化不大；４省份所占比例都在５％以内；说明 ４省份马铃薯产量的增长速度与全国平
均水平基本一致，属于稳定增长阶段。广西一直缺乏马铃薯产量统计数据，但 ２００６年的统计表明广西的
马铃薯产量比重达到３％，超过了湖南、广东和福建。虽然广西的播种面积比重仅为 ２％，但其单产为全
国平均单产的１５倍，因此其总产量增加速度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２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发展的资源潜力

南方冬作区进一步发展马铃薯将对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促进西南地区的水资源集约利用，加快建立

节水型农业有重要意义。南方冬作区８省份继续发展马铃薯的潜力也有所不同，发展潜力的差别主要体现
在３个方面：一是未来马铃薯播种面积的增加将主要是在冬闲田上，各省份冬闲田面积不同；二是各省份
在脱毒种薯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的力度不同，这些技术对产量影响很大；三是一些原有冬季作物利润率低

于马铃薯，各省农民可能不同程度调整种植结构。

２１　南方冬作区的耕地和冬闲田总量
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８省份的耕地总面积为２０６６万 ｈｍ２，其中冬季种植面积为 １３２３万 ｈｍ２，占总耕

地面积的６４％，冬闲耕地面积为７４３万 ｈｍ２，占总耕地面积的 ３６％，冬闲耕地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都较

５７第３期　　　　　　　　米健等：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发展趋势、区域格局与增产潜力



大，有利于冬作马铃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南方冬作区８个省份的耕地利用状况差异较大，对相关
数据①进行整理，具体情况见图３。

图 ３　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各省耕地利用概况

　　如图３所示，从耕地总量来看，湖北和湖
南耕地较多，均超过 ３６６７万 ｈｍ２，紧随其后
的是云南，约为３００万 ｈｍ２。江西、广东、广
西和贵州 ４个省份的耕地总量都在 ２００万 ～
２６７万 ｈｍ２之间，而福建的耕地总量较少，只
有约１００万 ｈｍ２。结合各省冬闲田占耕地比重，
可以将其大致分为３类：耕地总量较多，冬闲耕地比例也较大，进一步发展马铃薯潜力较大的地区，包括
广东、广西和云南、湖南。广东和广西两省份的冬闲耕地比例最大，分别为 ６５％和 ５６％，湖南和云南两
省冬闲田比例均在４０％ ～５０％之间。这４个省份冬闲田的绝对量均超过１３３万 ｈｍ２，进一步发展冬作马铃
薯的耕地资源潜力很大。耕地总量较大，但是冬闲耕地比重较小，进一步发展马铃薯时必然涉及耕作结构

调整，减少其他冬季作物的种植的地区，主要是湖北和贵州两省，冬闲田均不超过 ３３３万 ｈｍ２，冬闲田
比例均为１０％左右。耕地总量不大，冬闲耕地比例中等，有一定潜力发展冬作马铃薯的地区，主要是福
建和江西两省，耕地资源有限，大面积耕作马铃薯可能会涉及种植结构调整。福建冬闲田面积约为 ４６７
万 ｈｍ２，江西冬闲耕地约为６０万 ｈｍ２。
２２　南方冬作区冬季种植结构

除了在冬闲耕地直接播种马铃薯之外，南方各省份也有可能出现种植结构调整，将种植其他作物的耕

地改为种马铃薯。目前，南方冬作区冬季作物主要为：马铃薯、油菜、小麦、玉米、青饲料、绿肥、各种

蔬菜。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各种作物播种面积相对比重见图４。

图 ４　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作物种植结构

　　如图４所示，２００８年整个南方冬作区冬季种植最多的作物为
油菜，种植比例为 ３０％，其次为蔬菜，比例为 ２１％，小麦和绿肥
的比例相当，都是１３％，马铃薯的种植比例已经达到８％。青饲料
和玉米的种植比例都非常小，已经不到 ５％，其他作物的种植比例
约为１０％。就单一作物而言，种植比重较大的作物为油菜和小麦。
虽然小麦总体种植比例高于马铃薯，不同地区的种植结构还是存

在相当大的差异，具体差异见图５。

图 ５　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主要作物播种比例

　　如图５所示，江西、湖北、湖南和贵州４省种植比例
最多的是油菜，这和整个冬作区的情况一致，而其中湖北

和贵州小麦种植较多，湖南和江西的小麦种植非常少。福

建、广东和广西３个省份种植比例最大的是马铃薯，油菜
次之，小麦的种植非常少，这 ３个省份也是冬作马铃薯发
展非常迅速的地区，马铃薯已经成为冬作第一大作物。云

南是唯一一个小麦种植比重最大的省份，油菜次之，马铃

薯比例最小。

如果南方冬作区的马铃薯的种植引起种植结构调整，则马铃薯的对比作物应该是油菜，油菜的播种比

例在所有８个省份都是最多的，或者第二位的。而小麦在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这５个省份种植
比例过小，不如油菜有代表性。

２３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发展的技术潜力
在南方冬作区马铃薯生产中，除了耕地冬闲量影响马铃薯的发展潜力，马铃薯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６７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１２年

① 数据来自２００９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所调研资料，本小节和２２节中其他图表数据也来自于这些资料。



也能相当大程度影响马铃薯进一步提高单产或增加播种面积。通过整理国家产业技术体系马铃薯产业经济

研究室的相关调研资料，南方冬作区普遍面临的技术瓶颈集中在下面 ４个方面：缺乏抗晚疫病脱毒种薯；
脱毒种薯的成本太高，推广困难；脱毒种薯的质量检测和认定困难，易与商品薯混淆；南方马铃薯水分含

量高，相关加工储藏技术不成熟。

这些技术瓶颈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影响见表３。
表 ３　技术瓶颈对马铃薯产业的影响

项目 ＼技术瓶颈 缺乏抗晚疫病种薯 脱毒种薯成本高 脱毒种薯难以检测 加工储藏技术不成熟

问题的来源 雨水多，晚疫病严重 种薯靠外地调入，运费高 种薯是否脱毒无法检测 水分含量高，不耐储藏

对农户影响 种植风险增加 种植成本增加 购买脱毒种薯风险增加 收获季节销售风险增加

对育种企业影响 研发种薯的需求增加 研发种薯后被假冒风险增加

对收购者影响 收购的质量和数量不确定

对加工企业影响 加工成本增加

　　资料来源：２００９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调查资料

如表３所示，目前南方冬作区马铃薯进一步发展的技术瓶颈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最前端，即种薯的品
质、成本和检测。在产业链的最后端，加工技术的缺乏也一定程度影响着产业链各环节顺利地生产和

销售。

南方冬作区和北方各马铃薯主产区的自然环境差异是导致这些技术难题的重要原因。南方雨水充沛、

气候湿润，这些直接导致了晚疫病比北方更加多发，雨水较多的另一个后果是马铃薯淀粉含量低，水分含

量高，不耐储藏，易腐烂，这些对长途运输和销售马铃薯都是不利因素。

南方农业主产区各种作物的种植密度较大，一年两熟或三熟地区，以及套作、间作等耕作方式较为普

遍，很难找到一大片与其它作物隔离很好的耕地来专门进行马铃薯脱毒种薯的育种工作，这样一来，脱毒

种薯就必须北方调入，这样做的一个风险随之出现，商品薯和种薯的外形差异不大，检测起来也很困难，

很多北方的商品薯被冒充种薯销售到南方，影响了南方冬作区的产量和收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南方冬作区的４个主要技术瓶颈都是来自有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和耕作环境，短时
间难以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在这些技术领域获得突破，南方冬作区的马铃薯单产和效益都将获得较

大的提高，这样一来，即使冬闲耕地面积不变，马铃薯播种面积也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也

能够使得马铃薯的单产和总产进一步提高。这些暂时的不利因素，也是可以通过科研来实现的技术潜力。

２４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发展的市场潜力
除了冬闲耕地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可以促进南方冬作区马铃薯产量的增长外，来自市场的需求拉动也

是马铃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为了衡量南方马铃薯的市场潜力，选择南方冬作区的油菜最为对比作

物。在竞争性市场中，不同商品的收益率大致相等。在南方冬作区的越冬作物中，油菜和马铃薯的生产条

件是最为接近的，适宜作为同一市场的不同商品来比较。

ｐ１－ｃ１
ｐ１

＝
ｐ２－ｃ２
ｐ２

＝Ｒ０ （１）

　　如式 （１）所示，ｐ１，ｐ２分别代表马铃薯和油菜的销售价格，ｃ１和 ｃ２分别代表马铃薯和油菜的生产成
本，则在市场均衡时，生产不同作物获得相同的收益率 Ｒ，否则农户就会改变生产结构，去生产收益率更
高的作物。采用湖北省数据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其他各省份的情况也类似。湖北省的具体数据见表４。

表 ４　湖北马铃薯和油菜每 ６６７ｍ２成本收益对比

项目作物
销售价格 （元） 总成本 （元） 收益 （元） 收益率 （％）

马铃薯 油菜 马铃薯 油菜 马铃薯 油菜 马铃薯 油菜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０６７ ２５０６８ ９２９９３ ２６７５５ ３７０７４ －１６８７ ２８５０ －６７２
２００６ １５７８６７ ２８７０６ ９２９０１ ２７６５８ ６４９６６ １０４８ ４１１５ ３６５
２００７ ２８８０００ ５０８２６ １６６３３６ ３０２６５ １２１６６４ ２０５６１ ４２２４ ４０４５
３年平均 １９１９７８ ３４８６６ １１７４１ ２８２２６ ７４５６８ ６６４０ ３７３０ １２４５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全国农产品成本资料收益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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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４所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湖北的马铃薯的每 ６６７ｈｍ２收益的绝对量和收益率均远高于同期的油
菜。马铃薯的收益率一直在２８％至上，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更是超过４０％，３年平均收益为 ７４５６８元／６６７ｍ２，
平均收益率也高达３７３％。

油菜的收益则非常不稳定，２００５年的收益率为负值， －６７２％，而 ２００６年仅仅为 ３６５％，到 ２００７
年又突然增长为４０４５％，这与国内油料市场受到国外进口油料冲击严重，市场波动剧烈，竞争优势逐渐
丧失有关系。３年平均值，油料的平均收益为 ６６４０元／６６７ｍ２，平均收益率为 １２４５％，远低于马铃薯的
收益率。

在南方冬作区，马铃薯的收益率远高于油菜和其他作物，市场力量将促使农户减少其他作物种植，增

加马铃薯种植，以得到最大收益，南方冬作区马铃薯种植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３　结论和政策建议

３１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播种面积稳步增长，各省份呈现３种不同趋势
２００６年，贵州和云南两省播种面积均在 ５３３万 ｈｍ２以上，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

１０％，且增长趋势稳定。贵州为全国播种面积最大的省份。湖北、湖南、福建和广东 ４省播种面积均在
３３万 ｈｍ２～２６７万 ｈｍ２之间，且稳定增长。４省份播种面积占全国比例都在 ５％以内。２００６年广西的播
种面积达到１２万 ｈｍ２，占全国比例达到２％，增长最为迅速。
３２　南方冬作区马铃薯产量稳步增长，各省份呈现３种不同趋势

贵州和云南产量均超过１５０万 ｔ，且稳定增长。２００６年贵州、云南 ２省马铃薯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均超
过１０％。贵州的播种面积更大，但云南的马铃薯单产和总产更高。湖北、湖南、福建和广东 ４省产量在
１５万 ～７０万 ｔ之间，且稳定增长。４省份产量占全国比例都在 ５％以内。２００６年广西马铃薯产量达到 ５２
万 ｔ，产量占全国比重达到３％，增长速度是南方冬作区中最快的，增长潜力很大。
３３　 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省尚有大量冬闲田，发展马铃薯潜力较大

２００８年南方冬作区８省份的耕地总面积为 ２０６６２万 ｈｍ２，其中冬闲耕地面积为 ７４３１万 ｈｍ２，有利
于冬作马铃薯的进一步发展。广东、广西和云南、湖南这 ４个省份冬闲田的绝对量均超过 １３３３万 ｈｍ２，
进一步发展冬作马铃薯的耕地资源潜力很大。湖北和贵州两省，冬闲田均不超过 ３３３万 ｈｍ２，福建冬闲
田面积约为４６７万 ｈｍ２，江西冬闲耕地约为６０万 ｈｍ２，也均有一定潜力发展冬作马铃薯。
３４　脱毒种薯的选育和质量检测是各省最重要技术瓶颈

南方冬作区普遍面临的技术瓶颈集中在下面 ４个方面：缺乏抗晚疫病脱毒种薯；脱毒种薯的成本太
高，推广困难；脱毒种薯的质量检测和认定困难，易与商品薯混淆；南方马铃薯水分含量高，相关加工储

藏技术不成熟。其中最为重要的３个技术瓶颈都与脱毒种薯培育和检测相关，这方面的科研亟待加强。
３５　马铃薯收益高于油菜等冬季作物，种植结构将出现优化调整

２００８年整个南方冬作区冬季种植最多的作物为油菜，种植比例为 ３０％。但马铃薯的种植收益远高于
油菜，因此未来冬作马铃薯的发展将可能引起冬种油菜的减少。合理引导种植结构调整优化将有助于粮食

安全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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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谭仕彦，韦文科．广西马铃薯产业的优势及发展对策中国马铃薯，２００７，２１（６）：３７４～３７６

［６］　袁继平，胡成来，肖军委，等广东冬种马铃薯产业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８）：３６９～３７０

８７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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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征文启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杂志是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全国农业资源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中国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学会联合主办的指导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综合性刊物，主要宣传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农业计划、农业发展规

划、农业投资规划、农村区域开发、商品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介绍农业资源调查、农业区划、区域规划、区域开

发、农村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持续农业等方面的经验、成果和国外动态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应

用，探讨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机制与农业计划和农业资源区划的关系和影响；推动农业计划和农业资源区划学术理论发展。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期刊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之一，曾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二等奖。２００８年，《中

国农业资源与区划》顺利入选 “中文核心期刊”。期刊栏目包括：研究综述、热点问题、工作研究、问题讨论、资源利用、

持续农业、区域农业、区域规划、技术方法、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动态监测等。

为适应科技期刊发展要求，提高杂志稿源质量，《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杂志现面向从事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的广大博士生、硕士生诚征高质量稿件。凡稿件符合本刊办刊宗旨，立题新颖，论述深刻，确为质量上乘的佳作，我刊将

作为杂志的领衔之作，不再收取版面费，并给予高额稿费。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２号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编辑部

邮编：１０００８１

单位：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

电话 （传真）：（０１０）８２１０９６２８　８２１０９６３２　８２１０９６３７

稿件请登录 ｗｗｗｃｊａｒｒｐｃｏｍ进行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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