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景东县冬马铃薯竞争力分析
1

李 敏，陈 蕊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冬季农业是利用冬季闲田改变冬季种植业结构，提高经济收入的有效措施。一直以来，景东县都沿

用一年一熟的传统生产模式，冬季闲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为了改变冬季农业现状，近年来，景东县大力发展冬季

农业，目前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冬马铃薯投入低、受益高，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冬季收入，对于景东县来说，具有实

际价值。从景东县的冬季马铃薯现状出发，通过波特五力分析景东冬马铃薯的竞争力，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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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冬马铃薯的重要意义

1.1 充分利用热区优势

景东县有“春种夏管、秋收冬闲”的传统生产模式，然而在冬季景东县的无霜期长，1 月最低气温也达到 10.9℃，全年温

差不大，热区优势明显，适合冬农开发，但却未得到充分利用。景东县的气候条件正适合种植冬季马铃薯，充分利用热区资源，

在坝区和低谷地区可实现“一年三熟”。

1.2 有利于脱贫增收

冬马铃薯的种植期处于农闲期间，在未推广冬季马铃薯时，这个阶段的土地通常被闲置，可以充分运用土地资源，创造经

济价值，冬季马铃薯每 667m
2
的收入在 600 元左右，且冬马铃薯的种植不影响春季播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拓宽了贫困农

民的收入渠道，有利的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把发展产业和脱贫攻坚有效结合，发展冬马铃薯产业，打造特色品牌，促

进脱贫攻坚。

2、景东县冬马铃薯现状

2.1 自然条件

景东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普洱市北端，属于低纬度地区，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十分显著，全年无霜期高达 355 天，年平均

气温 18.3℃。在县内拥有哀牢山系和无量山系，土地资源丰富，除了两大山系的少数高海拔地区，大多数地区都适合种植冬季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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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种植情况

景东县从 2000 年开始尝试冬农开发，当时主要进行魔芋和马铃薯的推广，由于技术的原因，直到 2003 年，冬季马铃薯才

被市场广泛接受，由于冬马铃薯后发力较强，逐渐成为了景东县冬农发的主要产品。近 5 年来的种植面积如图 1 所示。2.3 品种

和产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近年来多推行冬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主要推广的品种有：合作 88、会-2、丽薯 6号、青薯 9 号

等优良品种。近 5 年来的产量如图 2 所示。

图 1 2013～2017 年景冬县冬马铃薯种植面积（单位：公顷）

图 2 2013～2017 年景冬县冬马铃薯产量（单位：万吨）

2.4 市场和产值

景东县冬季马铃薯在 11～12 月播种，来年 3月到 5月上市，其他地区的春季马铃薯一般在 6〜11 月上市，冬季马铃薯上市

正是云南省乃至整个国家马铃薯市场的一个空档，这个时期的马铃薯市场价格高、销路好。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单价从

1.2～1.5 元/kg 上涨至 3 元/kg。近 5年来景东县冬马铃薯的产值不断提升。近五年产值如下：2013 年 0.77 亿元、2014 年 1.8

万元、2015 年 2.14 亿元、2.16 年 2.51 亿元、2017 年 2.9 亿元。

3、竞争力分析

3.1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3.1.1 种薯的供应商。目前景东县的冬马铃薯主要品种是合作 88、丽属 6 号等引入品种，这些品种主要来源于滇西北的高

海拔地区，但是这些品种渐渐出现一些病虫害问题，单产逐渐变低，冬马铃薯的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目前整个普洱

市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种，外来引入的种薯时常会出现节令的问题，不能很好的适应景东县的气候。种薯的供应商较少，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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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价能力较强。

3.1.2 肥料的供应商。冬马铃薯的种植在冬季，受到自然灾害和虫病困扰的情况比较常见，有机肥和化肥的合理使用则显得

尤为重要。农户一般根据出现的问题各自选择施肥的种类。化肥、农药的供应商众多，但是多数农户的冬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小，

导致农民议价能力较弱。

3.2 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3.2.1 职业经理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景东县冬季马铃薯大都属于小户经营，由职业经理人统一收购，销售给当地的企业、超

市、大型农贸市场或者销往外地。冬马铃薯的销售系统不完善，农民缺乏销售冬马铃薯公共销售平台，对马铃薯的销售信息接

触少，无法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调整马铃薯价格。一般进行收购的职业经理人，通常会因马铃薯的大量上市批量购买而刻意压

低收购价格，职业经理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强。

3.2.2 消费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农民在职业经理人收购时因为低价没有销售的马铃薯，通常农民会选择在赶集时，进行街边

售卖，这种直接从农民到消费者的销售模式能最大程度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马铃薯的大量上市必定会增强消费者的讨价还价

能力，种植户总是处于被动状态。

4、替代品的替代能力

景东县冬季马铃薯在 11～12 月播种，来年 3月到 5月上市，其他地区的春季马铃薯一般在 6～11 月上市，景东冬季马铃薯

种植时期正值北方地区天气寒冷，无法种植蔬菜，冬季马铃薯上市正是云南省乃至整个国家马铃薯市场的一个空档，这个时期

的马铃薯市场价格高、销路好。市场上的蔬菜较少，竞争力较弱。

4.1 现有行业竞争者的竞争

4.1.1 省外马铃薯行业的竞争者。我国冬马铃薯主产区分别是云南、广东、广西、福建。2016 年云南省种植 20 万 hm
2
、单

产 2000kg；广东种植面积 5.33 万 hm
2
、单产 1242kg；广西种植 6.67 万 hm

2
，单产 1300kg；福建种植 7.33 万 hm

2
、单产 1327kg。

目前，云南省的冬马铃薯面积、产量均居首位。但是其它省份的竞争力依然不容小覷，其他省份的区位优势优于云南省，科技

的创新能力也优于云南省，对提高单产有促进作用。省外的行业竞争力依旧很强。

4.1.2 省内冬马铃薯行业的竞争者。云南省是最适宜种植冬马铃薯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德宏州、红河州、临沧市、普洱市、

文山市等滇西南区域及河谷地带。云南省内的冬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广，省内的竞争力较强。冬马铃薯在景东县种植不久，对推

广冬马铃薯的投入不足，农民思想还处在落后阶段。对冬季马铃薯的管理方式粗放，产量不高，由于在冬季种植，受天气的影

响比较大，大多数农民依旧按部就班，不愿意冒险，种植面积受到限制。2017 年云南省景东县种植 0.32 万 hm
2
、广南县 0.312

万 hm
2
、会泽县 0.67 万 hm

2
、开远市 0.24 万 hm

2
、丽江 0.23 万 hm

2
、关山县 0.26 万 hm

2
、寻甸 0.15 万 hm

2
、麻栗坡 0.155 万 hm

2
，

省内竞争力依然很强。

4.2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4.2.1 省外的潜在进入者。随着冬马铃薯的市场不断扩大，适合种植冬马铃薯的其他省份都在不断加大对冬马铃薯的投资，

充分利用冬季闲田，扩大冬马铃薯的种植面积。省外发达地区的科技能力较强，对提高马铃薯单产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潜在

进入者的威胁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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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省内的潜在进入者。近年来，云南省内的冬马铃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各地区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景东县的种

植面积也在稳步增长，但是冬马铃薯在景东县种植不久，景东县的单产在普洱市内排名首位，单产大约在 1900kg/667m
2
，但是

与其他地区相比单产较低，一些地区单产分别为：德宏 3000kg、富宁县 2500kg、广南县 2500kg、会泽 2300kg、马笨 2200kg、

开远 2372kg，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大。

5、发展冬季马铃薯的对策

5.1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冬马铃薯在 11～12 月种植，景东县正处于旱季，雨水较少、天气较为干燥，需要相应的灌溉措施进行灌溉，之前的农业生

产大都不需要在冬季引水灌溉。灌溉设施滞后导致只有河道附近的田地才能种植冬马铃薯，极大的限制了冬马铃薯的种植面积。

相关部门和领导要充分认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把农田水利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领导，尽快研究制定和完善

水利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利用新闻媒体和舆论工具加强宣传，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全民参

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建立政府、农民、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渠道、

多元化的投入新机制，提高农田水利建设的总投入水平。

5.2 健全种薯系统，定制合理施肥定额

进一步加强新品种的繁育体系，宣传推广适合于各地的品种，也可根据市场的需求种植不同的品种。建立景东县的种薯质

量检测基地，加强对买进种薯的质量检测，保证种薯的质量，加大对合格种薯的推广率，争取全面推广合格种薯，通过电视、

政府网站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合格种薯。加大资金投入，引入专业人才，加强与高校的沟通，与市、省级加强合作，开发最

适合于景东种植的冬马铃薯种薯。合理制定施肥标准，确定肥料品牌，制定标准定额，增强农民的讨价还价能力。

5.3 完善销售体系，实现多渠道销售

为冬马铃薯制定收购和销售计划，制定不同的马铃薯用途，围绕发展出口冬马铃薯为目标。建设景东县冬马铃薯交易基地，

广泛运用互联网，建立专门发布销售冬马铃薯的微信公众号，充分利用政府网站、电视台发布信息，解决农民销售信息缺乏的

问题。打出品牌效应，大力发展订单式农业，减少农民种植风险。积极拓展省内外乃至国内外市场，争取省内外和国内外的冬

马铃薯市场份额，加强冬马铃薯的相关储备工作，解决好冬马铃薯存储问题，减少储存和运输损耗，增强景东冬马铃薯的市场

竞争力。

5.4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开发马铃薯产品

龙头企业对一个产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家以加工薯片和薯条为主的企业，加大对其的投资力

度，鼓励在景东县内不断开发新产品，制造出系列产品，不断拓展马铃薯市场，在景东县内延长马铃薯的产业链，占有市场份

额，树立景东县冬季马铃薯品牌，做出品牌效应。引入一批外销马铃薯的企业，建立冷库基地，提高储存质量，帮助企业完善

生产基地，形成农户、企业的经营模式。对引入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也可鼓励企业自行种植马铃薯，形成规模效益，建成示

范园区，形成标准，以便农民参观学习，保证冬马铃薯的质量，提升农民的竞争力。马铃薯的传统市场消费有限，企业开发新

的马铃薯产品扩大消费市场势在必行。

5.5 推行规模化种植，增强竞争力

可以采用发传单的方式让农民了解种植冬马铃薯的优势，也可以建立微信公众号，宣传种植冬马铃薯。可以鼓励农民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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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种植，根据种植面积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形成规模化种植。建立冬马铃薯示范基地，提高市场专业化水平和规模化开发水

平，加强示范带头作用，形成景东冬马铃薯的竞争优势，以此来增强竞争力。

5.6 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单产

加大技术投入，引入专业人才，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和种植户的培训，培养或者引进一批熟悉冬马铃薯的技术人员，时时

为种植户解决出现的问题，宣传科学的种植方法，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高单产，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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