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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淀粉：马铃薯淀粉应用广泛，未来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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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铃薯是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第四大农作物，中国已成为全球马铃薯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国家。龙头企业在

行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近年来，马铃薯淀粉市场规模波动较大，主要受价格和需求影

响。未来，随着市场回暖，马铃薯淀粉市场规模有望回升，同时，马铃薯淀粉产业将专注于发展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高的淀粉品种。

马铃薯淀粉行业定义[1]

马铃薯是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第四大农作物，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马铃薯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国家。淀

粉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由多个葡萄糖聚合而成，是植物储存能量的形式之一。马铃薯含有丰富的淀粉，中国的

马铃薯供应充足，为中国马铃薯淀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马铃薯淀粉具有独特的性质，因而被广泛用

于医药、纺织、食品、化工等领域，其中，在食品工业上，马铃薯淀粉可增加食物的弹性及韧性，在医药行业中

能用作糖衣及药物辅料等。

[1] 1：中国淀粉工业协会、中…

马铃薯淀粉行业分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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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工程度分类

根据使用级别分类

马铃薯淀粉可根据其加工程度及使用级别分类，根据加工程度分为原淀粉、变性淀粉，根据使用级别分为食

品级、工业级、医药级及其他。

马铃薯淀粉
分类

原淀粉
以马铃薯为原料加工成的淀粉，可作为食品添加剂、填
充剂、胶粘剂等。

变性淀粉
变性淀粉为物理或化学处理后的淀粉，是一种可满足高
端产品配方加工需求的理想选择。

马铃薯淀粉
分类

食品级 食品级马铃薯淀粉可用于增加食物的黏性及韧性等。

工业级
通过改变马铃薯淀粉的物理和化学特性，满足工业要
求，常用于造纸、建筑材料等领域。

医药级
经过多次筛选和精加工的医药级马铃薯淀粉具有高品质
稳定性，同时其溶解性和生物相容性较好。

其他级
包括吸水淀粉、胶性淀粉等，具备不同性质及应用场
景。

[2] 1：中泰淀粉、国家质检总…

马铃薯淀粉行业特征[3]

马铃薯淀粉行业特征包括供需波动明显、产量集中度高、产业转型较快。

1 供需波动明显



马铃薯淀粉在下游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需求量受市场影响较为波动。

受市场环境影响，马铃薯淀粉需求量下降。中国马铃薯淀粉主要用于食品行业，占据了超过80%的消费比

例，此外，有少量用于造纸、染织、医药、建筑、宠物饲料以及降解材料等其他行业。2018年至2021年，

中国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均为70万吨以上，2022年受市场环境影响，需求量有所下降，至60多万吨。此

外，中国为马铃薯淀粉的净进口国，主要从德国及荷兰进口马铃薯淀粉，进口量受宏观环境影响较大。

2021年，马铃薯淀粉进口量为9.4万吨，较上年增加110.6%。2022年，马铃薯淀粉进口量回落至3.5万

吨，同年出口量为0.4万吨。

2 产量集中度高

马铃薯淀粉行业集中度较高，头部企业产量占总产量的30%以上。

从生产地区来看，马铃薯淀粉生产地区随着马铃薯种植区域分布，产量较为集中。2022年，内蒙古、甘

肃、宁夏和黑龙江的马铃薯淀粉产量分别达到12.1万吨、10.1万吨、8.4万吨和4.4万吨，分别占中国总产

量的24.7%、20.7%、17.2%和9.0%，合计占比达到71.6%。从企业分布来看，马铃薯淀粉企业产量集中

度逐年增加。2022年，马铃薯淀粉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共计生产了15.7万吨，占据了总产量的32.2%，较

上年增加6.2%。可预见，未来随着头部企业将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行业的产量集中度将会逐渐提高。

3 产业转型较快

近年来，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提高机械化程度，从而有效增加了马铃薯淀粉的产能。

近年来，国家及各地区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产业发展。其中，国家级政策包括《“十四五”全

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等，地方政策包括定西《关于加快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及内蒙古自治区

《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链发展六条政策措施的通知》等。另一方面，企业积极促进其机械化生产。20世纪

80年代，陕西清涧县引进了一条来自苏联的机械化马铃薯淀粉加工生产线，这是中国最早的全机械化马铃

薯淀粉加工企业。发展至今，以北大荒薯业集团为例，已具有5条每小时可加工135吨马铃薯的现代化精制

淀粉生产线。

[3] 1：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北…

马铃薯淀粉发展历程[4]

马铃薯淀粉产业的发展与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在启动期期间，马铃薯产量稳步上升，部分用于淀粉

制造，同时，马铃薯淀粉行业步入机械化生产时代。在高速发展期期间，马铃薯产业加大科研力度，市场需求不

断增加，早期马铃薯精淀粉企业出现。目前，行业步入成熟期，马铃薯及其淀粉产业迈向现代化发展。



启动期 1960~1984

在此期间，中国马铃薯育种目标主要集中在提高产量和抗病性方面。马铃薯被广泛用作蔬菜的鲜食品

和饲料，同时有一部分用于加工成淀粉或粉丝。尽管马铃薯生产经历了困难，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在

稳步增长，自1961年的130.1万公顷增加到1984年的256.2万公顷，与此同时，总产量从1,290.7万

吨增加到2,840万吨。

20世纪80年代，陕西清涧县引进了一条来自苏联的机械化马铃薯淀粉加工生产线，在当时是中国最

早的全机械化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

马铃薯作为马铃薯淀粉的原材料，在此期间产量稳步上升，部分用于淀粉制造。同时，马铃薯淀粉步

入机械化生产时代。

高速发展期 1985~2007

1985年，中国成立了国际马铃薯中心（CIP）北京联络处，加强了优良种质资源引进、支持科研项目

合作和科技人员培训等活动的举办。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中国马铃薯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马铃薯种植面积自1985年的247.8万公

顷增加到2007年的443.0万公顷，总产量由2,840万吨增加到6,486.4万吨。自1990年以来，宁夏相

继在西吉县、隆德县和原州区建立了中国首批马铃薯精淀粉加工企业。

在此期间，马铃薯产业科研力度增加，产业快速发展，推动马铃薯加工相关行业发展，早期马铃薯精

淀粉企业出现。

成熟期 2008~2023

2008年，中国农业部启动了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旨在推动马铃薯种植业的现代化发

展，通过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集成和示范，推动马铃薯产业的现代化。

随着2015年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提出，加工型马铃薯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至2020年，中国马铃薯淀

粉产量为66万吨，相较于2019年增长了46.6%。

2023年，农业农村部首次发布了《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收录了4个用于加工用途的特专

型品种，包括适用于鲜食和淀粉加工的品种“中薯早39”，以及专门用于淀粉加工的品种“东农

310”。

马铃薯及其淀粉产业正在迈向现代化发展，生产规模持续扩大。

[4] 1：凤凰网、唠叨的小嘴、…



产业链上游

马铃薯种植

临夏县美联薯业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薯香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民乐县丰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查看全部

马铃薯淀粉产业链分析[5]

马铃薯淀粉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角色，相互之间密切相关。产业链上游主要涉及

马铃薯种植企业，主要作用为提供高质量的马铃薯及农业技术支持；产业链中游主要为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主

要作用为马铃薯淀粉生产及销售；产业链下游主要为销售渠道，包括线下商超及电商平台等。

马铃薯淀粉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1.中国已成为全球马铃薯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国家，马铃薯供应量充足保障了马铃薯淀粉的生产。马铃薯引入

中国已有300余年，发展至今，种植技术得到优化，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保持在7,000万亩

左右，占世界的1/4左右。

2.产业链中游为最重要的一环，中游企业产量分布较为集中。从产量上来看，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统计，

2022年的产量集中度达32.2%，较上年增加6.2%。中游企业从扩大市场占有率及减少成本的角度，参与到马铃

薯种植当中，未来，中游企业与上游企业的合作将更加密切。

3.产业链下游主要包括线上及线下的销售平台，未来电商平台将逐渐成为主要销售渠道。目前，各地区及省

市积极推进农产品进入电商平台，其中，为响应“数商兴农”号召，“农云行动”于2023年2月启动。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中国马铃薯种植产业发展迅速，马铃薯供应充足，在源头端保障了马铃薯淀粉的生产。中国马铃薯产

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1.马铃薯是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第四大农作物，引入中国已有300余年。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

马铃薯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保持在7,000万亩左右，占世界的1/4左

右。

2.马铃薯具有出色的环境适应能力，可在广泛的种植区域生长。西北和西南地区种植规模较大，占中

国的近70%，此外，马铃薯亦是脱贫地区的主要产业，3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及62个原国

家级贫困县均将马铃薯作为主要的产业发展方向。



产业链中游

马铃薯淀粉加工生产

静宁县红光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华尔晶淀粉有限公司

新疆万农合创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产业链下游

渠道销售

3.中国主要马铃薯产区包括甘肃省定西市、山东省滕州市、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等。其中，2022

年，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340亿元，定西市培育的种薯生产企业共有36家，优质种

薯年产量超过200万吨。

中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马铃薯淀粉的生产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观点：

1.在技术方面，大型马铃薯淀粉生产工艺过程与小型生产工艺基本相似。马铃薯淀粉加工流程包括洗

涤、磨碎、筛分、流槽去杂、清洗回收、脱水干燥等。考虑到马铃薯的收获时间及储存条件，马铃薯

淀粉企业生产加工的时间通常在当年的9月至次年的3月。

2.马铃薯淀粉生产地区较为集中。2022年，内蒙古、甘肃、宁夏和黑龙江的马铃薯淀粉产量分别达到

12.1万吨、10.1万吨、8.4万吨和4.4万吨，分别占中国总产量的24.7%、20.7%、17.2%和9.0%。

3.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主要根据马铃薯种植区域进行布局，甘肃、山东、内蒙古的生产企业较多，产

量集中度高。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统计，2022年，马铃薯淀粉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共计生产了15.7

万吨，占据了总产量的32.2%，从集中程度来看，2022年的产量集中度较上年增加6.2%。

4.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带动农民增收。通过积极推动订单产业发展、实行保底价收

购、建立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以及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引导企业与种植主体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

制，从而实现企业与农户共享发展结果，农户每亩增收可达到200元以上。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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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下游说明

马铃薯产业链下游的相关研究观点主要包括：

1.从市场需求来看，中国马铃薯淀粉主要用于食品行业。食品行业占据了超过80%的消费比例，此

外，有少量用于造纸、染织、医药、建筑、宠物饲料以及降解材料等其他行业。2018年至2021年，

中国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均为70万吨以上，2022年受市场环境影响，需求量有所下降，至60多万

吨。

2.从销售渠道来看，线下渠道主要包括商超、便利店等，线上渠道主要包括电商平台。目前，各地区

及省市积极推进农产品进入电商平台。为响应“数商兴农”号召，“农云行动”于2023年2月启动，

作为中国大型农产品上行平台，推动中国100个农产区更快“拼上云端”。未来，随着渠道的多样化

和覆盖范围的扩大，企业将能够更好地占据市场。

[5] 1：食品界期刊、中国果菜…

马铃薯淀粉行业规模[6]

2018年—2023年马铃薯淀粉行业市场规模由60.8亿元下降至59.7亿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0.4%。预计

2024—2028年，马铃薯淀粉行业市场规模由63.9亿元增至83.9亿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7.1%。

近年来，马铃薯淀粉行业市场规模受其需求量影响较为波动，2022年马铃薯淀粉市场规模下降至47.9亿

元，主要原因包括：

1.马铃薯种植面积减少，造成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原材料紧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约479.0万公顷。由于不利的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中国的马铃薯种植面积

减少至440余万公顷。

2.木薯淀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马铃薯淀粉。2022年，马铃薯淀粉需求量下降至60多万吨。同年，木薯淀粉

的价差扩大，促使需求增长，达到约450.9万吨，较上年增长22.5%。

未来，预计马铃薯淀粉市场规模回升至78.8万吨，主要原因包括：

1.在价格方面，马铃薯价格增加促使马铃薯淀粉价格上升。根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0-2029）》，随

着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马铃薯品质的改善等因素的影响，马铃薯市场价格在长期内呈现总



马铃薯淀粉行业规模

马铃薯淀粉行业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体上涨的趋势。马铃薯价格增加促使马铃薯淀粉价格上升，保守估计未来马铃薯淀粉价格以3%的增速上升。

2.在需求方面，马铃薯淀粉产业转型，生产科技含量更高的淀粉品种，进一步满足下游需求。未来，马铃薯

淀粉产业将专注于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淀粉品种，包括变性淀粉和精淀粉。随着市场回温及马铃薯淀粉

产业的转型，预计马铃薯淀粉的需求量将回升至2019年水平，超80万吨。

[6] 1：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马铃薯淀粉政策梳理[7]

政策名称

《2022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

颁布主体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生效日期

2022-06-

10

影响

9

政策内容

《政策》提出，在地方财政自主开展、自愿承担一定补贴比例基础上，中央财政对稻谷、小麦、玉米、棉

花、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天然橡胶、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森林、青稞、牦牛、藏系羊，

以及三大粮食作物制种保险给予保费补贴支持。



政策解读 《政策》旨在覆盖所有主产省和粮食大县，实现三大粮食作物的全面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

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稳定马铃薯淀粉的原材料供应。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 十四五” 全国种植业发展规

划》

颁布主体

农业农村部

生效日期

2021-12-

29

影响

9

政策内容

《规划》指出马铃薯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食品加工原料。“ 十四五” 期间要稳定面积、多元发展，突出专

用、改善品质。到2025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 产量保持在1,750万吨左右。大力推广高产高

干物质品种和脱毒种薯，扩大加工专用型马铃薯品种种植。

政策解读
《规划》指出稳定马铃薯播种及种植面积，因地制宜推广多层覆盖技术，提高单产水平。马铃薯作为马铃

薯淀粉的原材料得到重视。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颁布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3-01-

02

影响

9

政策内容

《意见》重点包括：1.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

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2.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政策解读
《意见》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向园区集中。另一方面，鼓励马铃薯淀粉等农产品加工企业结

合互联网、向园区化、规模化发展。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规划》

颁布主体

农业农村部

生效日期

2021-12-

27

影响

9



政策内容 《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农机总动力稳定在11亿千瓦左右，农机具配置结构趋于合理，农机作业条

件显著改善，覆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农机装备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效果，

农机对农业绿色发展支撑明显增强，机械化与信息化、智能化进一步融合。

政策解读
《规划》指出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50%以上。马铃薯初加工

因机械化率提高，产能增加。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淀粉及其衍生物术语（GB/T

12104—2022）》

颁布主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生效日期

2023-05-

01

影响

9

政策内容
新标准代替 《GB/T 12104—2009》，界定了淀粉及其衍生物的常用术语，适用于销售、科研和检验。淀

粉为以颗粒形状存在于某些植物有机体或者微生物中的一种碳水化合物。

政策解读
淀粉及其衍生物术语表述及其定义更为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随着行业发展持续更新，促进淀粉

相关行业向标准化发展。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7] 1：农业农村部、新华社、…

马铃薯淀粉竞争格局[8]

马铃薯淀粉行业产量分布较为集中，根据中国淀粉工业协会统计，2022年，马铃薯淀粉产量排名前十的企

业共计生产了15.7万吨，占据了总产量的32.2%，较上年集中度增加了6.2%。

马铃薯淀粉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包括北大荒薯业、甘肃蓝天；第二梯队包括云南云淀、内蒙古

华欧淀粉、新疆天山雪等；第三梯队包括新疆万农合创、宁夏华尔晶。

中国马铃薯淀粉竞争格局形成的原因包括：

1.马铃薯淀粉企业根据马铃薯生产地点分布，得益于产业聚集效益，龙头企业呈规模化发展。马铃薯在西北

及西南地区的种植规模较大，占中国的近70%。根据马铃薯种植的主要地点，企业及产能趋于集中。根据中国淀

粉工业协会统计，2022年，马铃薯淀粉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共计生产了15.7万吨，占据了总产量的32.2%，并主

要分布于甘肃、内蒙古等地。



2.近年来，各马铃薯淀粉主要生产地区先后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马铃薯淀粉企业得益于政策扶持，迅速发

展壮大。如甘肃省定西市，先后出台了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四个五年规划，配合出台《关于加快马铃薯产业转

型升级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此外，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链发展六条政策措施的通知》，重

点支持企业加大淀粉延伸领域等精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力度。

未来马铃薯淀粉竞争格局变化的原因包括：

1.未来，通过借鉴龙头企业发展方向，更多企业将参与马铃薯种植，实现降本增效。以北大荒薯业集团为

例，2023年，北大荒薯业集团种薯研发中心通过催芽技术处理有效提升种薯出芽率通过催芽技术处理，可使种

薯提前5-7天出苗，实现增产10%左右，通过应用自主研发的马铃薯新品种，有效地确保了淀粉和全粉生产的原

料需求。

2.得益于政府支持，马铃薯淀粉企业进一步覆盖线上渠道，销售体系趋于完善，市场竞争格局将趋于稳定。

以定西市为例，通过在京东商城建成“中国特产·定西馆“，发展网络销售店铺2,200多家，2023年1月至8月，

全市马铃薯及其制品销售额达43亿元，其中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11]

上市公司速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598)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222.4亿元 39.8亿元 14.68 39.29

[8] 1：食品界期刊、澎湃新闻…

[9] 1：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10] 1：企查查、专利之星

[11] 1：wind、爱企查

1 北大荒薯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91458.69156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哈尔滨市 行业 批发业

法人 张军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3000677471963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08-08-11

品牌名称 北大荒薯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的马铃薯精淀粉、粉丝、粉皮、木薯淀粉、玉米淀粉、全粉；木薯及… 查看更多

2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4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定西市 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法人 高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1102739633869U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2-08-07

品牌名称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淀粉及淀粉制品加工、销售，马铃薯购销，农产品种植、加工，蛋白、膳食纤维加工、销售… 查看更多

3 云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

马铃薯淀粉代表企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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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曲靖市 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法人 林英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381587382537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1-12-27

品牌名称 云南云淀淀粉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淀粉及淀粉制品（淀粉）生产；马铃薯、红薯购销；进出口贸易；马铃薯、红薯蛋白粉；马…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