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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杂粮生产大国，但杂粮的产业化发展水平还较低。针对当前影响杂粮产业化发展的规模化种植难
度大、市场交易成本高和产业链条不完整等障碍，应着力构建以种植适当集中、依托产业组织和实施品牌战略为主
要内容的杂粮产业化体系，以促进杂粮产业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需要、带动农业国际竞争力
的提升和发挥杂粮的保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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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Building Non-staple Grain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MU Shao-yan，LI Jing-suo

( Chinese Academy for Agricultural and Ｒural Studies，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Qingdao 266109，China)

Abstract: Our country is the largest non-staple grain producer，but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still
comparatively low．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of large-scale planting i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non-staple
grain，high 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and in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the non-staple grain industrialization system
with the appropriate planting concentration，relying 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nd executing brand strategies should
be buil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industry，serve better the needs of the new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e and ensure that the non-staple grain can play a role
in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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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粮是泛指生育期短、种植地区和种植方法特

殊的多种粮豆，一般说来，除水稻、小麦、玉米、大豆

和薯类五大作物外的粮豆作物均可称之为杂粮。杂

粮种植在我国分布广泛，面积较大。据中国粮食行

业协会杂粮分会统计，2012 年我国杂粮种植面积

1468． 8 万公顷，总产量 4584． 6 万吨，是不可小视的

粮源。2011 年杂粮列入国家粮食高产创建计划，并

扩大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杂粮作物的类型，为

杂粮产业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总体来看，

近年来杂粮产业化的程度还相对低下。因此，构建

杂粮产业化体系，寻找影响体系构建的障碍及其对

策，对促进我国杂粮产业化的快速、健康发展大有

裨益。

一、构建杂粮产业化体系的必要性

( 一) 杂粮生产的重要性
1． 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需要

最近，我国制订了粮食安全新战略，在强调数量

安全的同时，也强调了农产品质量和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当前，我国粮食数量保障受到较大挑战。据

海关统计，我国 2012 年粮食进口总量( 包括大豆)

达 7236 万吨，相当于中国全年粮食产量的 12． 2%。
2013 年 1 － 11 月累计进口大豆 5597 万吨，同比增

长 6． 6%。据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13 /14
年度中国小麦进口数据从早先的 750 万吨可能要上

调到 800 万吨，将是自 199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因

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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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 2014 年六大主要任务的首位。
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而且扩大耕地资源的

潜力空间也非常有限，因此，为了更好的保障粮食的

数量安全，除了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大宗粮

食作物外，还应积极的种植杂粮。因为杂粮的种植

适应范围广，不仅可以在条件较差的土地上，如山

地、丘陵、旱地等种植，而且还能在田头地角、田岸等

上面种植，也可与小麦、玉米等实行间作、套种、混

种［1］。同时，与大宗粮食作物相比，杂粮生产过程

中施用的化肥、农药较少，对环境的污染较小。因

此，种植杂粮不但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有利

于增加粮食数量和保护生态环境，符合国家粮食安

全新战略的需要。
2． 有利于带动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杂粮的种植方式与大宗粮食作物不同。杂粮种

植相对分散，地形较为复杂，不适于机械化大规模作

业，一些栽培环节只能依靠人工操作，劳动成本相对

较高，难以在发达国家大面积的种植，因此，可以说，

全世界范围内的杂粮总产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幅

有限，杂粮在国际市场上将有良好的前景。
我国是世界上盛产杂粮的国家。据统计，2011

年，从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占世界的比重来看，我国谷

子均占第 1 位，荞麦、糜子和黍稷均居第 2 位，高粱

分别居第 8 位和第 6 位［2］。我国的杂粮品种较多，

气候环境和土质适宜杂粮生长，加上我国的劳动力

相对廉价，因此，生产杂粮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

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可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起到

带动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作用。
3． 杂粮具有较好的保健作用

杂粮的营养具有多样性，而且还能起到医食同

源的保健作用，因此，备受消费者的关注和青睐。近

年来，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们把食用杂粮当作一种安全、健康的

饮食理念。杂粮对糖尿病、高血压等现代文明病有

很好的食疗和保健作用。如小米营养成份中含有多

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养胃、
护肾和防治多种疾病等功效［3］。而国际营养和卫

生组织研究发现，杂粮的特殊营养价值还没有被充

分的认识和利用［4］。随着人们对杂粮营养价值认

识的加深，其保健作用将会进一步的得到挖掘和

利用。
( 二) 杂粮生产不适应社会需要的表现
1． 品种更新缓慢

长期以来在品种选育领域，国家科研资助较重

视大宗粮食作物而忽视杂粮，导致杂粮研究基础薄

弱，品种改良和创新工作远远滞后于产业发展的实

际需要［5］，严重影响了杂粮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

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不少地区性的杂粮品种都是

由农民自己选种，已多年没有更换。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农民不关心品种的更换。
这部分农民主要是“兼业”种植杂粮，规模很小; 另

一个是农民想更换，但找不到良种来源。这在西部

偏远地区，表现的特别突出。这种原有品种退化、混
杂严重，品种更新缓慢的状况，较大的阻碍了我国杂

粮产业的快速发展。
2． 生产方式落后

杂粮的种植特点和种植条件造成了我国大部分

地区从事杂粮生产多以人工投入为主，管理形式较

为粗放，生产方式较为落后，标准化生产技术难以推

广应用。在我国南方地区，多数农户是在田边地角

和山坡地上种植杂粮，或者与其他大宗作物进行套

种。近年来，北方一些杂粮主产区开始向布局集中、
规模种植方向发展，但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的要求

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分散的种植方式和粗放的管理

形式造成了杂粮产品经常出现异色和异型的现象，

影响了其质量的稳定性。
3． 产销信息不对称

当前，不少农户生产杂粮的信息主要根据前一

年的市场价格进行判断，杂粮生产存在较大的盲目

性。由于产销信息不对称，使得处于杂粮生产、销售

各环节中的经营者都难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准确市

场信息，导致不少从事杂粮经营的企业不能依据市

场需求状况安排和组织生产，而只能根据客户的需

求量临时组织货源。这样就造成了有货无商、有商

无货，价格和产量不稳定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使得

杂粮种植户和从事杂粮经营企业的利益无法得到稳

定的保障。这种不稳定性使部分农户和企业时而退

出杂粮的生产经营，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杂

粮产销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 三) 产业化是发展杂粮生产的有效途径
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实践和经验证明，产业化是

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对于杂粮生产来说，其

产业化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品为重点，

通过延长杂粮产业链条的方式把其产前、产中和产

后环节有效的衔接起来，以提高杂粮产品的科技含

量和附加值。杂粮产业化可进一步扩大农户生产经

营外部规模，实现杂粮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使杂粮生产的规模效益得以较好的体现，从而让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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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种植户能够更多的分享杂粮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带

来的价值。

二、构建杂粮产业体系的主要障碍

( 一) 难以形成主导产品，难以实现规模化种植
我国杂粮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绿豆、燕麦、豌豆、

豇豆、荞麦( 甜荞、苦荞) 、青稞、芸豆等 14 种［6］; 且

其生产区域颁布广泛，全国各省市区都有不同规模

的种植。在当前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下，农户拥有

的耕地面积较少，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因此杂粮生

产的规模就更小。在这种杂粮种类较多、种植分散

的状况下，难以筛选出主导产品; 即使确定了主导产

品，也难以规模化种植。这对于杂粮产业的发展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 二) 市场交易成本高
由于当前在我国多数地区农户生产杂粮的规模

还较小，使得杂粮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

比重不可能太大。这就造成了小规模生产的农户缺

乏主动寻求销售市场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构建杂

粮市场信息的渠道更为困难，成本也更高。而对于

从事杂粮经营的企业来说，面对数量庞大且分散的

杂粮种植户，在缺乏有效信息来源的情况下，若要把

一家一户的少量杂粮收购起来，将付出较大的交易

成本。
( 三) 产业链条不完整
当前，我国杂粮在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等环

节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还没有建成集生产、
加工和营销于一体的杂粮基地和产业带，杂粮产业

链条还不完整。近年来，虽然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

不少地区出现了一些从事杂粮加工和贸易的龙头企

业，但是多数加工处于初级阶段，只是将原粮进行简

单包装之后就投入市场，这就使得本能较大提高杂

粮附加值的深加工这一环节，没有被做大做强，从而

导致了杂粮有产品但形不成大产业的尴尬局面。

三、构建杂粮产业化体系的设想

( 一) 在一定区域内适当集中种植
实现杂粮种植在区域内适当集中是构建杂粮产

业化体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当前杂粮的品种

相对老化、科技服务还满足不了现实需要，因此，要

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杂粮的产量还不现实。在目

前杂粮产量普遍低于大宗粮食作物的情况下，还不

能挤占主粮种植面积。我们所说的适当集中主要是

指以一个地区如一个县、一个镇或一个村为单位的

集中，而不是以农户为单位的集中。可以结合当地

实际，筛选较有发展潜力的杂粮品种，在不影响主粮

生产的情况下，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农户集中种植，

这样不但易于提高该杂粮的商品化率，而且容易形

成当地的特色。如有“豇豆之乡”之称的江西省丰

城市袁渡镇、有“燕麦之乡”之称的河北张家口市

等等。
( 二) 建立杂粮产业组织
建立杂粮的产业组织对促进杂粮产业的健康、

有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面对当前杂粮生产规模

小、产销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成本大和杂粮质量不

高的现状，应建立杂粮农民合作社和杂粮行业协会。
杂粮农民合作社可提高杂粮种植的规模化、标准化

程度和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特别是能起到聚

沙成塔、集腋为裘的作用。这对于提高杂粮的生产

质量和保护杂粮种植户的利益都有着重要意义。杂

粮行业协会可根据当地主导杂粮产品或潜在主导产

品，以县或镇为单位成立。行业协会主要向农户和

企业提供国内外杂粮的产销信息以及市场行情预测

信息，同时向农户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产业组织作

用的发挥，可有效的促进杂粮产业链条衔接的紧密

程度。
( 三) 实施杂粮品牌发展战略
品牌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产品质

量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对于那些已有一定知名度和

影响力的杂粮品种，更应该提高品牌意识，实施品牌

发展战略。创立并维护好杂粮品牌，应做好以下方

面的工作。一是应保证杂粮的质量。没有质量，难

以创立品牌，即使原来有了品牌，最终也会“倒牌”。
这就需要在品种的选育上，强调保证杂粮的品质和

口感，而不能片面追求产量; 在技术推广服务上，强

调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服务，而不能只顾产中

的技术服务。二是严格杂粮认证工作程序。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在杂粮认证上严格把关，使杂粮的质量

与通过认证的名称达到名副其实，提高杂粮认证的

有效性和权威性。三是应依法保护好品牌。对假冒

杂粮品牌的行为和虚假广告，要进行严厉查处打击，

为品牌杂粮的生产和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 四)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杂粮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

因此，应把杂粮种植列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加以扶持，纳入粮食生产总体布局和商品粮基地建

设中［7］。鉴于当前我国杂粮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农
民种植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国家应出台以下方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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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政策。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杂粮

主产区耕地改良的投资力度，改善杂粮生产条件，提

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二是将杂粮列入补贴范畴。当

前，我国在粮食直补等政策上着重考虑了小麦、水

稻、玉米等大宗粮食作物，而并未将杂粮纳入补贴范

围。虽然有的省份已开始对杂粮生产进行补贴，但

补贴标准仍低于小麦、玉米等主粮。笔者建议，应把

杂粮列入粮食补贴范畴，使其享受和小麦、玉米等大

宗粮食作物同等的“待遇”，以更好的增加农民种植

杂粮的收益。三是制订杂粮最低收购价政策。当前

在杂粮流通流域，由于还缺乏杂粮最低保护价政策，

导致杂粮价格因受市场影响而出现较大的波动，使

农民种植杂粮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在一定

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种植杂粮的积极性，也造成了杂

粮生产数量的不稳定。
总之，构建杂粮产业化体系应是提升我国杂粮

产业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对于消除影响杂粮产业

发展的障碍和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

需要、带动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等都有着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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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消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之间的制度
壁垒

通过科学的规划和设计，使改变身份的农民能

够获得相应的养老保障，保障养老权的实现。通过

制度设计，使有能力并希望将来获得较高的养老待

遇的农民参与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甚至更高水

平的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同样，城镇居民也能

够获得参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机会。当某一

城镇职工失业或其他原因不能在短期或长期时间内

获得劳动的权利，那么他( 她) 应该有权利转入到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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