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农业部公布《关于推进马铃薯
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
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1亿亩以上，适宜
主食加工的品种种植比例达到30%，主食
消费占马铃薯总消费量的30%。

《指导意见》一发布，在社会上引发热
议，启动将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已经一年多
了，马铃薯作为主粮大量进入市场还有多
远，市民何时才能正真吃上这道“主食”？

从“副食”到“主食”

在欧美等国，马铃薯作为主食已经有
几百年的历史。就中国而言，在西北的陕
西、宁夏部分地区、东北部分地区，马铃薯
已经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食。随着经
济发展，消费需求日渐多元，为了顺应这
种趋势，我国不断实现主食的多元化，并
在全国范围推广马铃薯主食。

研究发现，马铃薯主食含有人体所需
的全部7类营养物质，还填补了日常主食
中缺乏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C。100克的
马铃薯中维生素的含量相当于7个苹果
的含量，或者是一个半西红柿的含量，钾
的含量相当于两根香蕉。

“马铃薯主食开发，并不是让大家直
接把马铃薯当成主食吃。”中国农科院农
产品加工所所长戴小枫表示，马铃薯主食
开发，就是用马铃薯加工成适合中国人消
费习惯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产品，实
现马铃薯由副食消费向主食消费转变、由
原料产品向产业化系列制成品转变、由温
饱消费向营养健康消费转变。

何时能吃上马铃薯馒头？

那么消费者何时才能在日常生活中

买到并吃上马铃薯馒头呢？对于这个问
题，在超市采购食品的市民王阿姨对此也
很好奇地表示：“光听新闻上说马铃薯主
食化，可是在超市里也没见过马铃薯馒
头，也不知道在哪儿能买到？”

除馒头外，在中国农科院举行的马铃
薯产业开发高层研讨暨成果发布会上，面
条等大众型主食，还有入口即化的豆沙
糕，造型别致的菊花饼，精巧美味的曲奇
饼干……美味的口感，让品尝者赞不绝
口。

专家表示，以马铃薯粉占比40%的主
食产品，在未来10年内，将以20%的速度
推进，马铃薯传统主食产品的消费能力可
达2000万吨左右，休闲型产品的消费能
力能达800万吨左右，马铃薯产品市场将
是一片广阔“蓝海”。

最安全也最营养的主食

作为一个新生产业，马铃薯主食化产
品的前景如何呢？业内人士表示，无论是
作为菜还是粮食，马铃薯都是最安全的。
因为埋在地下，不接触农药残留；无需催
熟；不能膨大（用膨大剂会空心）。因此，
在蔬菜里面，马铃薯是最安全的。在粮食
里面，与小麦、稻谷相比，马铃薯没有裸露
在外，因此农药残留最少，受到的人工干
预手段最少，转基因品种也最少，因此在
主粮里面也是最安全的。

不仅最安全，马铃薯也是几大主食里
营养最全面的。马铃薯的微量元素最全，
在没有蔬菜的情况下，食用马铃薯就能保
持全面营养。中美俄三国在俄罗斯搞的

模拟火星生存实验五百天，吃的主食就是
马铃薯全粉。再就是耐储存，马铃薯全粉
的储存时间是面粉的五倍，大米的三倍。

专家认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在一个
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和营养的时代，马铃
薯主食化，对产品的未来应充满信心。

不与三大主粮争地的马铃薯产业

我国耕地面积有限，资源环境约束日
益趋紧，为此，我国大力推行马铃薯产业
化，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推广马铃薯产
业，不会出现与三大谷物抢水争地的现
象。此外，还可以利用南方冬闲田、西北
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因
地制宜扩大马铃薯生产，力争形成马铃薯
与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相互补充、协调发
展的局面。

专家认为，马铃薯产业化，更应该有
重点地梯次推进。未来我国将按照“一个
主中心、七个次中心”的整体布局推进。
作为主中心的北京，将成为马铃薯产品研
发技术中心，形成一批引领性的产品配方
和加工工艺。梯次推进东北、华东、华中、
华南、西南和西北区域马铃薯开发，培育
消费群体，拓展消费市场，并根据区域消
费习惯，开发具有区域特色的马铃薯产
品，满足消费需求。

“但财政资金投入只是起引导作用。”
专家表示，马铃薯产业开发涉及科研、生
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多环节，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调
节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的带动和示范作
用，开展主食开发技术模式攻关，改进和
完善主粮化加工工艺，搞好主粮化消费引
导，才能真正让马铃薯成为百姓餐桌上的
主食。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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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委信息

市场调查

本报讯 张勇 据农业
部监测，3月30日，全国农
产 品 批 发 价 格 指 数 为
230.17，比前一天下降0.04
个点，其中，“菜篮子”产品
批发价格指数为 237.23，
比前一天下降0.02个点。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猪肉平均价格为25.60元/
公斤，与前一天基本持平；
牛肉53.64元/公斤，比前
一天下降0.6%。重点监测

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5.56元/公斤，比前一天上
升0.5%；重点监测的7种
水果平均价格为5.31元/
公 斤 ，比 前 一 天 下 降
0.7%；鲫鱼平均价格为
14.08元/公斤，比前一天
上升0.6%；鲤鱼11.43元/
公 斤 ，比 前 一 天 下 降
2.6%；白鲢鱼 6.51元/公
斤，比前一天下降 2.7%；
大带鱼31.62元/公斤，比

前一天上升2.7%。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

市场重点监测的60个品种
中，与前一天相比价格升
幅前五名的是菠萝、冬瓜、
南瓜、葱头和芹菜，幅度分
别 为 5.2%、4.3%、3.4%、
3.2%和2.8%；价格降幅前
五名的是：巨峰葡萄、富士
苹果、白鲢鱼、鲤鱼和生
姜 ，幅 度 分 别 为 3.7%、
2.8%、2.7%、2.6%和2.2%。

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下降0.04个点

马铃薯主食化还有多远马铃薯主食化还有多远

本报讯 张勇 3月28日，据八里桥
市场信息办对市场蔬菜价格监测显
示，市场41种蔬菜的平均批发价格
5.72元/公斤，比上周同期下降6%，蔬
菜价格仍维持高位。

41种蔬菜中23种蔬菜价格下降，
9种蔬菜价格上涨，9种蔬菜价格持
平，香菜、香葱、生姜等品种蔬菜价格
降幅分别为21%、59%、17%，价格降幅

明显，价格分别为5.5元/公斤、4.3元/
公斤、4元/公斤。

圆白菜、西芹等品种蔬菜价格涨幅
分别为34%、91%，价格上涨明显，价格分
别为4.3元/公斤、6.5元/公斤。

与去年同期相比，41种蔬菜的平
均批发价格，比上年同期的4.21元/公
斤上涨36%；其中9种蔬菜价格下降，
32种蔬菜价格上涨。

本报讯 张勇 据农业部公布的数
据，进入2016年，我国猪肉价格持续
上涨，到3月的第三周，全国猪肉零售
价格达到每公斤28.6元，同比上涨超
过35%。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轮上
涨从去年3月份开始，属于恢复性和
补偿性上涨，是过去三年猪肉价格偏
低引发产能适应性调减的结果。从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市场经济中，
影响价格的最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
供应充足则价格平稳，供应不足则价
格上升。

另外，在此轮猪肉价格上升过程
中，就有观点认为，国家近期宽松的货
币政策很可能会导致CPI持续走高，
也即通胀的加大，这有可能最早反映
在猪肉价格之上。因此，猪肉价格的
上涨，是CPI上涨的一个风向标。

农业部的专家预测，由于当前基
础产能偏低，预计全年生猪供需处于
紧平衡状态，生猪价格将维持高位，但
在出栏逐步增加、养殖成本下降、消费
需求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猪价暴
涨的可能性不大。

■ 市场动态

八里桥市场：蔬菜价格环比下降6%

全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超35%

北京市3月31日部分蔬菜批发市场价格行情
单位（元/公斤）

品种
大白菜
小白菜
生菜
韭菜
蒜苗
白萝卜
土豆
胡萝卜
大蒜

最高价
3.2
3.6
7.0
4.2
12.0
2.4
2.8
2.8
13.6

最低价
2.4
3.0
5.2
3.0
5.0
2.0
2.2
1.8
13.0

品种
莴笋
莲藕
绿豆芽
黄豆芽
菜花
西红柿
尖椒
青椒
黄瓜

最高价
6.0
5.4
2.0
1.8
6.8
7.8
8.4
6.6
5.2

最低价
3.6
4.0
1.8
1.4
6.0
3.4
6.0
5.0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