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0-06-30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项目(2008000011)
作者简介:张凤英(1964-),女,河南柘城人 ,副教授,主要从事管理学和市场营销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mail:sqzyzfy@163.com

商薯 19效益分析与实现产业化的思路

张凤英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分析了甘薯新品种商薯 19近几年示范推广的综合效益 ,由此提出了建立良种繁育—高产栽

培模式—综合加工利用—销售一体化体系和实现商薯 19生产规模化 、加工现代化 、销售社会化的

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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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薯是我国重要的低投入 、高产出 、耐干旱 、耐

瘠薄 、多用处(粮食 、饲料和工业原料)作物。其营养

丰富 ,除含有大量淀粉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

素 B2 、维生素 E 、胡萝卜素 、食用纤维和多种氨基酸

外 ,还含有钙 、磷 、铁 、钾矿物质 ,以及具有防癌 、抗癌

作用的黏液蛋白 、脱氢表雄酮 、准女性激素 、抗性淀

粉和硒等物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甘薯的

角色已发生了变化 ,除了作为粮食补充外 ,甘薯还作

为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 ,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中

体现出越来越高的价值 。近几年来 ,我国的鲜食用

甘薯 、甘薯淀粉和以甘薯为主要原料的化工产品需

求量均大幅度增加 ,甘薯种植和产业化开发效益明

显增加 ,为甘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研究与

实施甘薯产业化开发已显得更加必要 。商薯 19 是

河南省商丘市农林科学研究所利用自育甘薯种质

S L-01与甘薯品种豫薯 7号进行有性杂交选育而成

的高产 、高淀粉 、抗病甘薯品种 。笔者对商薯 19 几

年来示范推广所获得的综合效益进行了分析 ,结合

产业化生产的技术与方案 ,以期为农作物新品种的

快速推广提供参考。

1　商薯 19的效益分析

依据《农业科技成果经济评价方法》和农业生态

学原理 ,对商薯 19进行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分析 。

1.1　效益分析基础数据的采集和整理

1.1.1　经济效益计算参数 　(1)年利率 r 为 10%;

(2)复利系数为(1+r)
7
=1.95(7 为成果研制推广

时间的中间值);(3)经济效益计算年限为 2003-

2008年 ,为 6 a;(4)单位规模新增纯收益缩值系数

0.8;(5)间接科研费分摊系数为 0.85;(6)因推广地

区均为旱涝保收区域 ,故保收系数取 1.0[ 2] ;(7)甘

薯单价为 0.5元/kg 。

1.1.2　基础数据的整理

1.1.2.1　单位面积的增产量　根据 2003-2008年

在永城市 、夏邑县 、商丘市梁园区 、周口 、驻马店 、徐

州 、阜阳 、荷泽等地的多点试验结果 ,商薯 19平均比

对照徐薯 18增产 10500 kg/hm2 。按照单位面积的

增产量=新成果使用后的单产-对照单产=控试点

平均增产量×缩值系数计 ,增产甘薯 8 400 kg/hm2 。

1.1.2.2　累计有效推广面积　据在黄淮海 10个地

级市农业局种子管理站调查 ,按照“累计有效推广面

积=累计推广面积×保收系数” , 2003-2008年商

薯 19累计推广面积为 73万 hm
2
。

1.1.2.3　新增甘薯总产量 　累计新增甘薯总产

量=单位面积增产量 ×累计有效推广面积 , 为

61.32万 kg 。

1.1.2.4　新增(节约)生产费　新增生产费为 0 ,即

使用商薯 19不增加生产成本。由于商薯 19高产 、

优质 、抗病性强 ,抗旱耐涝 ,其优质高产标准化栽培

新技术的应用 ,使每公顷减少费用不低于 50元 。

1.1.2.5　研制年限　从1995年配制商薯 19杂交组

合起到 2003年品种鉴定 ,育种年限 8a , 2003年开始

全面推广至 2008年 ,推广时间6 a ,合计时间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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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科研费　直接科研费是指直接用于科研

项目的开支 。选育商薯 19 的直接科研费为 35 万

元。直接科研费复利成本 =直接科研费 ×复利

系数=68.25万元 。间接科研费复利成本=直接科

研费复利成本 ×0.85=58.01 万元 。总科研费计

126.26万元 。

1.1.2.7　推广费　成果的推广费可用“单位面积推

广费与有效推广面积的乘积”来计算。据调查 ,每公

顷推广费用平均为 45元 ,则有效推广面积的总推广

费为 3 285万元。

1.2　经济效益指标的估算

1.2.1　主副产品新增总产值　甘薯新增总产值为

有效推广面积 、主产品增产值 、缩值系数三者的乘

积 ,缩值系数取值为 0.80 ,则主副产品新增总产值

为 24.528 0万元。

1.2.2　成果节约总成本　成果节约总成本为单位

面积节约成本与累计推广面积的乘积 ,经计算为

3650万元 。

1.2.3　成果增收节支的总效益　成果增收节支的

总效益等于主副产品新增效益与节约总成本之和 ,

本例中为 24.893 0万元 。

1.2.4　成果新增社会纯收益　成果新增社会纯收

益是考核推广新成果给全社会新增经济效益的情

况 ,可用成果增收节支总效益-(总科研费用+推广

费+新增生产费)来计算 ,本项目为 24.5518万元。

1.3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分析

在全国推广商薯 19优质高产标准化栽培技术

73万 hm2 ,新增甘薯 61.32万 kg ,新增社会经济纯

收益 24.551 8万元 。由于该品种品质优良 ,产量水

平高 ,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 ,将有利于我国农业

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促使我国甘薯生产实

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提高我国甘

薯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降低木薯淀粉和变性淀粉

的进口量 ,节约外汇 ,也可以拉动我国甘薯产业及纺

织 、医药 、饲料加工和畜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

时能够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农业效益 ,增加农民

收入 。

2　产业化发展的思路

2.1　提高栽培技术水平 ,优化生产结构

为了更好地发挥商薯 19的增产潜力 ,必须建立

良种及脱毒薯原原种繁育基地 ,为商薯 19生产提供

抗病 、种性优良 、丰产的种源。在生产上采取综合配

套栽培技术 ,改进农艺措施 ,降低生产成本 ,培育壮

苗 ,掌握适宜扦插期。采用适宜的密植密度 ,优化群

体密度;通过科学合理施肥 ,优化群体的质量 ,为实

现栽培规范化 、模式化奠定基础 。

2.2　连片规模种植 ,发展商品生产

抓好规模开发 ,连片大面积集中种植 ,以利于加

工企业集中收购及加工销售 , 并采取分批种植 、分

批收获的方法 ,以延长鲜薯供应和加工时间 ,提高其

市场占有率 。

2008年江西省科院生物质发展有限公司 ,引种

商薯 19共 341.53 hm
2
,平均产鲜薯 58 800 kg/hm

2
,

高产示范田 1.33 hm2 产鲜薯 81 315 kg/hm2 。该公

司是用甘薯生产 L 乳酸的大型企业 ,商薯 19的引

种成功 ,为该企业的生产加工提供了原料保证。

2.3　建立甘薯新技术推广站 ,提高甘薯产业化技术

水平

在全市各县(区)和甘薯生产重点乡镇成立甘薯

新技术推广站 ,推广站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 ,举办

技术培训班 ,传授甘薯生产技术 ,交流经验 ,商讨解

决技术难题的方法措施 ,承担新品种 、新技术示范项

目 ,组织种薯 、种苗 、农药 、肥料 、农膜等生产资料的

统一购买 ,商品甘薯的统一销售 ,以及外来学习技术

人员的安置 ,外出推广技术人员的选派等事项。起

到了技术传播推广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先后邀请了

中国农科院甘薯研究所谢逸平 、唐君研究员 ,河南省

农科院肖利贞前来授课 ,向薯农传授甘薯病虫害的

防治和淀粉加工等技术 。

2.4　抓好基地建设 ,培植样板示范田

基地是产品的重要基础和依托 。我们立足现有

基础 ,整体规划 ,分步实推 ,在基地推行标准化 、规范

化栽培技术。2008-2009年 ,在商丘市睢阳区临河店

万庄王明历承包田对商薯 19进行标准化栽培示范 ,

示范面积 13.3 hm2 ,实现了鲜薯 63787.5kg/hm2 ,出

干率为 38%, 产薯干 24 240kg/hm2 。淀粉率为

26.69%,产淀粉 17 025kg/hm
2
。按鲜薯 0.70元/kg

计算 ,每公顷收入 44 640 元 ,扣除每公顷 6000 元投

入 ,纯收入每公顷 38640元 ,深加工后效益更高。

2.5　综合加工利用 ,搞活流通市场

一是商品薯的开发 。商薯 19 属优质营养型品

种 ,且薯的表面光滑美观 ,色泽鲜艳 ,单质量 150 ～

200g 的薯块较多 ,一级商品薯率高 ,适宜作商品甘

薯 。薯块在适温的条件下可长期贮藏 ,一年四季供

应 。通过制做小包装 ,创出品牌。通过信息网络和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各类农民运销渠道 ,将商品

甘薯打入菜市场或超市 。商丘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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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虞城 、夏邑和商丘市梁园区等地建立商品

甘薯基地 20 hm
2
,在商丘市市区以小包装袋(2.5 ～

5kg)销售 ,其销售价比一般甘薯高 0.20 元/kg ,经

济效益可观。

二是拉长产业链条 ,增加甘薯附加值 。商薯 19

是以高产 、高淀粉为育种目标而选育出的适合加工

变性淀粉的甘薯新品种 ,利用甘薯淀粉进行变性淀

粉生产试验 ,代替木薯淀粉 ,开拓了新的原料资源 。

利用商薯 19淀粉生产变性淀粉属国内外首创 ,其变

性淀粉达到的技术指标是:黏度 ≥4 500 cp , 白度

(457 nm 蓝光反射率)≥75%, 蛋白(干基)≤

0.03%,斑点≤4 个/cm2 ,符合食品 、饲料 、医药 、轻

纺及粘合剂等方面的要求 。

三是优质脱水甘薯的开发 。研制出优质脱水甘

薯新产品 ———低糖松软休闲薯脯和无糖松软餐用甘

薯。低糖松软休闲薯脯产品的特点是色泽鲜艳 、质

地松软 、风味佳 、低糖 、甜味适中 、卫生质量好 ,开袋

即可食用 。无糖松软餐用薯的产品特点为表皮桔红

色 、质地松软 ,不加糖在米粥中煮 5 ～ 10min即可食

用 ,并基本保持原有风味 。这 2 种新产品克服了传

统甘薯干质地硬 、不宜嚼 、类型单一的弊端。

四是甘薯营养酱的开发。该产品的特点为营养

丰富 、味道细腻 、醇香 、甜度适宜。其工艺流程为原

料选择—清洗—去皮 —切片—磨浆 —加热浓缩—过

滤—调配 —加热浓缩 —冷却—包装 。该产品具有市

场开发潜力。

五是其他系列产品的开发。利用商薯 19 还可

开发双歧因子红薯泥 、地瓜膨化粉 、速冻红薯馒头红

薯营养糊 、甘薯虾片 、甘薯系列饮料(粒粒甘薯汁饮

料 、地瓜原汁饮料 、保健饮料 、乳酸饮料)、甘薯冰淇

淋 、甘薯罐头(速冻甘薯罐头 、甘薯叶及其嫩芽罐

头)、保健菜等产品。

实现产品销售社会化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

时 ,要加大产品的宣传和营销力度 ,创品牌和名牌产

品 ,做好绿色食品的开发和申报工作 ,提高产品的知

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通过建设一批专业批发市场 、建

立各类营销窗口及委托经销渠道 、建立和完善信息

服务体系 ,发展中介服务组织 ,壮大民间营销队伍 ,

逐步实现甘薯产品销售的社会化 。

3　小结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农户为基础 ,以

“龙头”企业为依托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系列化服

务为手段 ,通过实行种养加 ,产供销 ,农工商一体化

经营 ,将农业再生产过程产前 、产中 、产后诸环节联

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的经营方式。商薯 19就

是按照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律 ,协调社会生产的各

种因子 ,为甘薯产业的做大做强 ,保值升值奠定基础

和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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