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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有机特色小杂粮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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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西部地区是小杂粮的主产区和优势产区�西部发展有机特色小杂粮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生产
优势、品质优势和市场优势。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西部地区有机小杂粮生产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西部发展有机
特色小杂粮产业的思路和对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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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杂粮是小宗粮豆作物的俗称。泛指生育期
短、种植面积小、地域性强、种植方法特殊、有特种用
途的多种粮豆［1］。主要包括荞麦（甜荞、苦荞）、燕
麦、糜子、籽粒苋、薏苡、青稞、绿豆、小豆、豌豆、蚕
豆、芸豆、豇豆、小扁豆、黑豆等作物。我国小杂粮大
多种植在高海拔、无污染的自然生态地区�其中西部
的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云南、
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省区是我国小杂粮的主产
区和优势产区。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
的地区�小杂粮多分布在丘陵旱坡地�生产过程中极
少使用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物质�基本保持着生态
系统的天然本性；该区小杂粮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
多�有较多的名特优品种和产品资源�具有传统的生
产优势�且大多数主产地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已形
成一种合理轮作倒茬的独立生产体系�因而在产地
环境、生产技术等方面一般都能达到有机产品的要
求�具备发展有机特色小杂粮的优势和潜力。

近年来�借助西部大开发人才、技术、资金西进
的良机�西部各省区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农业资源
（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积极引入高新技术�挖掘
小杂粮的营养保健内涵�紧扣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有
机小杂粮生产�以独特的无污染、有机产品参与市场
竞争�赢得了广阔市场�有机小杂粮产业现已成为西
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

潜力的特色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
意识的增强�市场对无公害有机小杂粮的需求日益
增长�小杂粮特有的食疗、食补保健功能也使其身价
倍增�因此�在西部地区�发展有机特色小杂粮产业
对西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有着重要意义。

1　西部发展有机小杂粮的资源优势
1．1　地域优势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57％�是我国荞麦、糜子、绿豆、蚕豆、芸豆、豌豆等小
杂粮的主产区和主要出口地区。西部小杂粮产区地
域独特�地形和气候类型复杂�山地面积大于平原�
小杂粮多种植在土壤瘠薄的山坡、丘陵旱地上�且高
原、山区多为河源分水岭的径流产出区�长期的水土
流失�使有限而宝贵的降水和土壤中可溶性矿质营
养物质�化为非目标型输出�付诸东流�与此同时�土
壤中毒害性物质存留量也随之减少。由于西部区位
经济落后�农民欠缺扩大再生产资金�农用化学物质
也极少使用�加之西部小杂粮生产地多远离城市和
工矿区�绝少现代环境污染�从而使这个地区成为困
扰于现代环境污染之外的一方净土�显示出诸多不
利因素之外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区位优势［2］。
因而�西部是我国发展有机食品生产的理想区域�而
在西部最适宜发展的是有机小杂粮生产。
1．2　生产优势

西部土地资源丰富�但土壤贫瘠的旱地和山坡
地比重较大。由于大宗粮食作物生育期较长�要求
肥水条件较高�在本区生长受到限制�产量低而不
稳�而小杂粮生育期短�适应范围广�具有耐旱耐瘠
等特点�长期栽培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西部生态环
境的特殊适应性�如荞麦根系分泌的根酸�能溶解土
壤中难溶态的磷；糜子茎叶表面密生长茸毛�而且叶
片运动细胞发达�茎维管束数量多于小麦等作物�对
干旱具有特殊适应性；小杂豆根系具有根瘤�可以固



定空气中的游离氮素�是其他作物的良好前作。因
此�在西部�小杂粮既可以作为主要作物种植�也可
作为填闲补种作物�又能适宜干旱半干旱地区、冷凉
地区、丘陵山地和一些瘠薄地种植。
1．3　品质优势

小杂粮营养丰富�既是西部人民传统口粮�又是
现代保健珍品。随着人们健康需要和膳食结构的改
善�小杂粮作为医食同源的重要新型食品资源�在现
代保健食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小杂豆蛋白质含量
高�富含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脂肪�在食品工业中
广泛用作奶类代用品和添加剂；绿豆是粮、菜、药、饲
兼用�被誉为粮食中的“绿色珍珠”；小杂粮中的荞麦
富含生物类黄酮、酚类、亚油酸及钙、镁、铜、铁、锌、
硒和丰富的维生素等特殊营养成分�具有降血脂、降
血糖�软化血管和防病治病等效果�被誉为”美容、健
身、防病”的保健食品；燕麦独特的食疗效果给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带来福音。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
略研究表明�在供给国人的粮食中�小杂粮应占
20％［3］。
1．4　市场优势

我国是小杂粮主要出口国之一�年均出口量约
80～90万 t�约占我国粮食出口量的10％左右�创汇
3～4亿美元�占我国粮食出口创汇总额的20％～
30％。西部地区在长期的小杂粮贸易中形成了许多
地域名优品种和产品�并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认同。
如新疆奶花芸豆、云南大白芸豆、甘肃红芸豆、陕西
黄芸豆、榆林荞麦、榆林绿豆、延安红小豆、青海蚕
豆、宁夏糜子等都是西部享有盛誉的名优商品。而
且�我国小杂粮价格普遍低于其他国家。据调查�我
国荞麦、豆类产品价格仅为日本、意大利等国市场价
格的10％。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以小杂粮为原
料的食品、饲料、酿造、医药等加工业还将会有更大
的发展�国内外市场对小杂粮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2　西部有机小杂粮发展现状

我国有机产品生产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
要目的是通过开发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的食
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增进
人民健康�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先
后在内蒙古、青海、山西等地建立了分中心或行业分
中心�相继成立了自己的认证机构�颁布了“有机食
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食品生产和加工技术规
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法规�目前
已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有机食品生产和认证体系�为
促进我国有机小杂粮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随着有机农业的发展�我国西部有机小
杂粮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内蒙古、甘肃、陕西、云
南、新疆、宁夏等地都建有一定规模的有机小杂粮生
产示范基地�主要进行小豆、绿豆、芸豆、荞麦、燕麦
等作物的原粮生产�有机产品发展主要以外贸出口
为主。但是由于西部小杂粮生产条件普遍较差�人
们认识不足�加之小杂粮育种栽培技术及产品开发
研究工作开展少�有机小杂粮生产水平普遍较低�尤
其是在有机小杂粮产业化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

题。
2．1　认识不足

由于西部经济落后�小杂粮主产区农民极少使
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有着生产有机产品的
天然优势�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种生产
方式产出的产品接近有机产品。因此�在西部小杂
粮产区�通过宣传�提高认识�按照国际标准建立良
好的认证体系�将普通小杂粮产品升级为有机产品
出口�一定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
2．2　分散农户制约有机小杂粮质量控制

我国一家一户式的经营体制已经构成有机产品

质量控制体系中的最大障碍。在西部小杂粮产区�
由于当地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差�缺乏商品意识�加
之以户为单位的分散管理和经营�小杂粮生产仍处
在零星种植、广种薄收、粗放管理的落后状况下�实
用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应用。在品种上�小杂粮产
区多以农家品种为主�新品种推广速度缓慢；在观念
上农民多以粮食生产为主�生产中只求产量�不求质
量�造成地域名牌和优质品种少、优质率和商品率低
下�在国内外市场缺乏竞争力�严重影响了我国有机
小杂粮产业的发展。
2．3　有机小杂粮科研滞后

我国荞麦、糜子、小豆、绿豆等大多数小杂粮研
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20多年来�科研人员在
开展荞麦、糜子、食用豆类等小杂粮品种资源整理、
鉴定的基础上�先后开展了小杂粮品种选育及配套
栽培技术研究、示范与推广工作�为我国小杂粮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相对于大宗作物来看�我国
小杂粮科研滞后�尤其是有机小杂粮研究几乎是空
白�生产上既缺乏专用品种�又缺乏生产和加工的实
用技术。
2．4　管理体制亟待加强和完善

我国有机农业生产缺乏完善的结构体系和管理

规范�有机、绿色以及无公害产品生产在农业部门内
部独立运作�缺乏必要的组织协调和统一。此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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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机小杂粮生产多来自于边远的西部贫困省区�
这些地区政府和企业财力有限�有些企业还没有外
贸进出口权。而且在普通农田改作有机农田�通常
要进行3a以上的轮换期�在转换期内�产量会有明
显的降低�国家对此也没有经济补偿和扶持政策。
2．5　信息不畅�市场开拓不足

小杂粮生产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刺激下迅速恢复

起来的�目前尚缺乏有效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措施�加
之生产、加工、贸易各环节条块分割�信息不畅�产品
经营者缺乏市场预测信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
安排和组织生产�经常造成有货无商、有商无货的被
动局面。在小杂粮产区�由于缺乏合宜的组织管理
形式和信息来源�小杂粮生产仍然处于自发和半自
发状态�农民的生产信息主要来自上年市场的价格
信息�这种盲目性的生产方式对小杂粮生产又会带
来不良影响。加之在小杂粮产品流通过程中�生产
者和出口公司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产品销售经过
了许多中间环节�在增加商品成本的同时�不能保证
商品质量。此外�小杂粮市场开拓不够�一方面我国
西部农民仍然存在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市场意识
不强�小杂粮进入市场消费的比例不高�加之各出口
公司也只注意国际市场�而忽略了国内市场的拓展；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开拓力度还不大�小杂粮生产大
国还没成为完全的小杂粮出口大国。
2．6　产品加工落后

我国是世界小杂粮生产王国�也是小杂粮食品
王国�但目前我国以小杂粮为原料进行食品加工的
科研单位、加工企业很少�市场上既缺乏满足改善膳
食结构调整需要的大众小杂粮食品�也缺乏有利于
膳食营养平衡的小杂粮营养食品�更缺乏进行防病、
治病的保健食品。许多小杂粮加工食品仅仅停留在
宣传、试销或展销上�没有发展到广大消费者的餐桌
上。这些情况既不利于国内外小杂粮市场的开发�
也不利于我国小杂粮产业化发展。
3　西部有机小杂粮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

西部小杂粮产业应以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提高小杂粮市场竞争力和农民增收为目的�以
提高小杂粮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为核心�以发展有
机小杂粮生产为特色�依托科技�充分发挥生态环境
和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品种结构、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创建一批加工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发
展订单生产�突出名、特、优、稀�突出优势区域�实现
小杂粮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加快
建成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小杂粮优势区域�实

现西部小杂粮产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统一�形成小杂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1　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

西部有机小杂粮产业开发是一个开拓性的新生

事物�是一项需要人力、物力、财力高投入的工程�在
其起步和发展初期均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精心的扶

持�而不能要求短时间内的回报�因而政府部门应制
定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和企业从事有机小杂粮

生产和开发�并加强引导和扶持�建立和完善我国有
机小杂粮产品生产、加工、出口、质量管理以及认证
体系。
3．2　加强有机小杂粮品种改良和技术开发研究

有机小杂粮生产是一种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标

准�在生产中完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
长调节剂等物质�也不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
的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作物秸秆、畜禽粪便、
豆科作物、绿肥和有机废弃物是土壤肥力的主要来
源�作物轮作以及各种物理、生物和生态措施是控制
杂草和病虫害的主要手段。可见有机小杂粮生产是
种劳动知识密集型产业�是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投入�也需要大量的知识技术投入�包括选用
抗性品种�建立合理的轮作体系和耕作措施�利用微
生物肥料、植物性农药等系列可持续技术�因而有机
小杂粮生产要比常规生产难得多。建议国家把有机
小杂粮研究列入国家重点计划�并建立国家有机小
杂粮研究开发中心�组织全国有限的科研力量�开展
小杂粮品种改良和技术开发研究工作�尽快选育一
批商品性好、抗性强、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新品
种；对名优农家品种及时进行提纯复壮�加速良种繁
育；积极引进国外优良品种资源�尤其对国际市场走
俏的品种要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多点试验示范�以扩
大种植面积�形成规模；加强现代生物防治技术、物
理防治技术、生物肥料技术、有机作物的轮作、间作
技术、有机农业生产基地的生态环境改良技术等项
目的开发研究�为有机小杂粮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
理论和技术支持。
3．3　建立有机小杂粮生产基地

我国目前虽已有一批名牌小杂粮生产基地�并
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的声誉�但缺乏明确的基地生
产区域、生产条件、产品质量标准、加工储运设备、主
栽品种等。因此�政府应尽快组织专人考察了解小
杂粮生产现状�积极扶持和发展有机小杂粮繁种、生
产和出口创汇基地�走产业化开发之路。选择传统
产区�按照适度集中、规模发展的原则�建立具有地
域资源特色的优质小杂粮生产基地�形成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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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基地建设的生产标准�基地的建设应以保护生
态环境为基点�以市场为导向�站在大农业的高度�
利用当地环境优势�把小杂粮生产、大宗作物生产、
园艺特产（多种经营）、畜牧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通
盘考虑、科学规划；增加科技投入�引进优良品种�改
善栽培技术�确保基地生产科技含量的整体提高�以
此确保基地建设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基地内
有机小杂粮生产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实行规范化生

产、标准化管理、特色化经营�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
小杂粮产品�并严格加强质量检测�保证产品安全、
优质。
3．4　加大产后开发力度�实现小杂粮加工增值

虽然我国是小杂粮生产和出口大国�但由于对
小杂粮产品加工利用研究甚少�加之缺乏适宜的加
工设备和技术�所以我国小杂粮加工产品匮乏�不能
满足国内外市场对小杂粮食品的需求。因此�要把
小杂粮的初、深加工同小杂粮生产紧密联系�充分利
用我国现有食品加工设备和食品加工技术�积极开
发我国小杂粮食品资源�立足国内消费�着眼国际市
场；因地制宜地开发小杂粮系列加工食品�努力将优
质小杂粮产品变成各种各样集方便、营养、保健于一
体的优质食品�以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小杂粮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5　加强行业联合�提高有机小杂粮市场开发潜力

我国小杂粮科研、生产、加工、出口等分割于不
同行业�长期以来缺少联合与协作�严重影响了小杂

粮生产、出口及加工。因此�在有机小杂粮产业发展
中�应尽快建立由小杂粮专家、食品加工专家、管理
专家、外贸专家等多单位、多行业代表参加的小杂粮
协作组织�一方面引导农民进行小杂粮生产和销售�
对小杂粮生产进行协调、指导�确保小杂粮生产有依
托�加工有方向�销售有目标�改变我国小杂粮生产、
销售的无序状态；另一方面�围绕增强小杂粮产业开
发创新能力�支持和引导小杂粮食品加工企业、外贸
等行业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在
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宽营销渠道�积极参
与国际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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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rganic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of minor grain crops in the west of China

GAO Xiao-li�GAO Jin-feng�FENG Ba-i li�CHAI Yan
（College of Agronomy�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Y 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 The west of China is the main and prior production area of minor grain crops．There are obvious
priorities of area�production�quality and market for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aracteristic minor grain crops in
the wes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rain of thought and strategy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aracteristic
in the west by analyzing the production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organic minor grain crop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rming and the increase of revenue of farmers in the west of China．

Keywords： the west of China；minor grain crops；the train of thought of developmen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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