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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花生生产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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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生是吉林省中西部地区传统作物，由于经济效益高，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中西部主

要栽培作物之一。本文分析了吉林省及国内先进省份花生生产现状，明确了与国内先进省份的差距，找出吉林

省花生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吉林省花生产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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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anut is the traditional crop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Jilin province. Because of
its high economical performance, the peanut production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i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rop in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Jilin provinc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eanut production
in Jilin province and other provinces was analyzed in the paper. The distance between Jilin province and oth-

ers was defined, existed problems of peanut production in Jilin province found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anut production in Jilin province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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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花生种植主要集中在四平市、松原市

和白城市，产区处于高寒区域，是世界适宜花生生

产区域之一。花生具有抗旱、耐瘠薄的特性，正在

成为当地依托种植结构调整抗旱，突破春旱束缚，

发展适应性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首选作物。近年

来，花生产业在吉林省发展较快，种植面积、总产

量、单产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分析吉林省花生生

产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对我省花生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花生生产概况
1.1 国内花生生产概况

根据中国种植业信息网资料，2011 年全国有

29 个省区种植花生。根据这 29 个省区的数据，将

2011 年全国花生种植面积前 10 位、总产量前 10
位及单产前 10 位的省 (区) 及吉林省相应情况列

于表 1。
从种植面积看，河南省、山东省位于前 2 名，

均在 70 万 hm2 以上，其他 8 个省份种植面积在

15.79 万～37.71 万 hm2。吉林省第 12 名种植面积

为 11.85 万 hm2，为河南省的 11.72%，总产量只有

河南省的 8.38%，原因在于河南省的单产水平较

高。
从总产量看，位于前 2 名的河南省、山东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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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种植面积和单产水平较高，位次没有变化。河北

省种植面积排在第 4 位，由于单产水平较高，其总

产上升到第 3 位。类似的情况还有安徽，种植面积

排在第 8 位，但总产量却排在第 6 位。而吉林省种

植面积排在 12 位，总产量也排在 12 位。
从单产水平看，前 8 位的省份单产水平均在

3 550 kg/hm2 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单

产排在第 10 位，单产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 吉林省花生生产概况

吉林省花生主要分布在松原市、白城市和四

平市三大产区。松原市扶余县占 80%以上，其次

是前郭县、宁江区、长岭县和乾安县等，东北四粒

红交易中心设在扶余县。白城市洮北区占 56%，

洮南市占 15%，其次是通榆县、镇赉县和大安市

等，品种以当地的四粒红为主。四平市双辽市约占

80%以上，梨树县约占 10%，种植年限较长的是白

沙 1016。

从表 2 看出，“九五”以来，花生产业在吉林省

发展迅猛，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一直呈现上升

趋势，增长很快。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吉林省花

生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20 万 hm2，上升幅度很大。

“十一五”期间面积年递增率、总产递增率与全国

递增率基本持平，单产递增率略高于全国递增率，

但绝对值仍然低。2011 年为 3 040.65 kg/hm2，低

于 2007 年全国平均水平 3 302.40 kg/hm2。

2 吉林省花生产业的主要问题
2.1 良种化水平低

花生在吉林省虽然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但

花生育种起步晚，没有形成良种繁育推广体系，优

质专用品种少。生产上品种多、乱、杂问题突出，大

多数农户习惯于集市购种、自种自留，长期使用，

品种更新缓慢，品种退化严重。
2.2 栽培规范化程度低

吉林省现有的先进花生生产应用技术也很

多，包括在高产栽培、地膜覆盖、平衡施肥、病虫防

治等方面都有研究推广，但先进的科研技术没有

得到广泛应用，普及较差，生产规范化程度低。目

前各产区基本以雨养农业为主，在生产方面尤其

是在化肥、地膜灌溉、专用机械等方面投入较少，

生产栽培基本以手工播种原始投入为主。由于规

范化栽培程度低，受天气环境不良条件影响大，导

致单产低而不稳。
2.3 产业化程度低

吉林省花生生产加工主要以榨油、食品加工为

主，花生产品加工能力弱，加工企业规模小，产品档

次低，附加值小。吉林花生龙头企业少，生产基地化、
产品专用化程度很低，大部分自产自销，市场组织化

程度低，没有形成完整的产、购、加、销体系。

3 吉林花生生产优势

表 2 吉林省花生种植基本情况

年份 面积(万 hm2) 总产(万 t) 单产(kg/hm2)

2005 10.02 22.00 2 195.55

2006 11.30 29.70 2 628.30

2007 10.02 22.00 2 195.55

2008 12.69 35.00 2 757.15

2009 12.25 30.51 2 490.75

2010 13.54 37.09 2 739.00

2011 11.85 36.02 3 040.65

湖北 19.22 7 68.74 7 3 577.20 7

安徽 18.89 8 84.34 6 4 464.90 1

广西 17.95 9 47.46 9 2 644.35 19

江西 15.79 10 43.75 10 2 771.25 14

吉林 11.85 12 36.02 12 3 040.65 10

全国 458.14 1 604.64 3 502.50

注：数据来源中国种植业信息网资料，下表同。

四川 25.86 6 62.75 8 2 426.40 24

表 1 2011 年花生种植面积、总产、单产情况

省份 面积(万 hm2) 排名 总产(万 t) 排名 单产(kg/hm2) 排名

河南 101.06 1 429.79 1 4 252.95 2

山东 79.71 2 338.59 2 4 247.70 3

辽宁 37.71 3 116.54 4 3 090.60 9

河北 36.00 4 128.92 3 3 579.00 8

广东 33.44 5 90.85 5 2 716.3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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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然条件好

吉林省花生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处于高

寒区域，土壤类型以风沙土为主，年降雨量 400

mm 左右，70％集中在夏秋两季，无霜期 135 d，年

平 均 积 温 2 700～3 200℃·d ，5～9 月 份 日 照

2 500～2 800 h，雨热同季，降水集中，非常适合花

生生长。且吉林花生不含黄曲霉，营养丰富，品质

优良，远销全国许多省市，出口海外多国，享有很

高声誉。
3.2 市场需求大

吉林省的花生富含高蛋白、多种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品质优良，抗病性强，是我国在国际市场

上为数不多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宗农产品之

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保健意识的

逐渐增强，其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出口量在逐

年增加。同时，由于我国大豆市场的萎缩，国内食

用植物油缺口很大，作为我国三大油料作物之一

的花生，将有较大的市场空间。种种迹象表明，巨

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空间为吉林省加快花生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3 增产潜力大

吉林省主要农作物常年种植面积较大，其中

沙土化面积又占较大比例，花生种植发展潜力可

达目前种植面积 6 倍左右，潜力巨大。而且 2011

年吉林省花生平均单产 3 040.65 kg/hm2，而全国

平均单产已达 3 502.50 kg/hm2，花生单产最高的

安徽省已达 4 464.90 kg/hm2。吉林省花生种植传

统以四粒红为主，相对单产低。近年来，主产区尝

试引进山东优质白沙系列，通过使用地膜覆盖等

先进技术，单产可达 4 950.00 kg/hm2，可见，吉林

省花生单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4 经济效益高

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数据，花生与其他作物

单位面积效益比较，单位净利润高于稻谷、玉米、
大豆、小麦和油菜等。在吉林省中西部花生主产

区，在同等地块种花生与种玉米的效益比较，花生

纯收入为 36 000 元 /hm2 左右，与同等地力有水

浇条件的玉米相比，比玉米高 (22 500 元 /hm2)

60%，种植花生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4 促进吉林省花生发展的对策
4.1 政府重视及政策导向

花生产业发展应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应有的

重视，不应把它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小宗特产作

物。发展花生产业不仅是优化区域农业结构、促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在稳

定粮食生产指标的前提下，推进吉林省内农村经

济发展的重要选择。另外，花生产业发展将带动运

输业、包装业、仓储物流业、餐饮业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
主产区各级政府应把花生作为一项优势产业

做强做大，在农业生产、加工、出口等方面调整产

业政策，具体包括在花生良种、农机具购置等方面

实施财政补贴以及在科研推广、种植回收等方面

实施政策倾斜等优惠措施，提高种植积极性，促进

科研推广，降低花生产业全面系统性风险，全面推

进产业发展。
4.2 加大良种研究引进，普及规范化生产，推进

产业化经营

加大花生良种研究力度，加快新品种引进和

选育的工作力度，注重引进选育有特色、有突破性

的高产、优质、适应性广专用品种。
普及花生规范化生产，加强高产、高效、无公

害栽培技术的研究。生产中正确用肥、用药、用水，

合理密植，精细管理，及时播种，并做好收获、贮藏

的后期保护工作，提高产品质量。
推进产业化经营，推行龙头企业加产业基地

加散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加大重点龙头企业的

扶持力度，对政府圈定扶持的龙头企业，实行差别

化管理，在贷款贴息、技术改造、科研立项、新产品

开发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利用政策

引导龙头企业向基地集中，散户向龙头企业靠拢，

加强整合营销，建立强势品牌，形成规模经济，产

生集群效应。
4.3 成立产业协会，构建科技信息平台，构建全

方位现代化产业服务体系

可在农业主管部门指导下成立花生产业协

会，探索创新运行机制，实行自我管理、科学管理，

理顺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协会对整个产业进行

宏观指导，定期举办会议，讨论议定和发布种植计

划和市场行情，举办专家讲座和花生论坛等。协会

更要监督引导企业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在生产、收
获、贮运、加工环节实施推广产业流程标准化，系

统地提高花生产业质量。
构建科技信息平台，建立多层次的农业科技

咨询推广体系。应以县乡两级农业科技推广部门

为主体，成立有科研院所、高校及社会团体参加

的农业科技咨询推广组织。指导推广农户对花生

进行地膜覆盖栽培、病虫害防治、机械化生产、化

肥农药使用等规范操作。通过农业 (下转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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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 页) 科研单位与咨询推广服务部门的结

合，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同时对基层技术
推广人员进行科技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更应和

产业协会配合，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向广大农
民、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企业等提供技术、信

息、培训和咨询服务。
构建全方位现代化产业服务体系。以产业协

会、农业科技咨询推广体系为主，结合其他农业服
务部门，构建全方位现代化产业服务体系。利用现

代网络信息技术，将地方农业部门和当地的气象
部门、环境监控部门、植保部门联系起来，集成各

部门信息对花生生产、科技推广、灾害防治等各个

方面进行服务，促进产业内各环节实现互动，构建
科学有序、现代高效的产业运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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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4 页)交互作用对叶绿素含量影响较为明显，

在低密度 5.0 万株 /hm2 时，施氮 180 kg/hm2 和 200
kg/hm2 差异不明显，但都极显著高于其它施氮处

理；在高密度 8.0 万株 /hm2 时，施氮 180 kg/hm2 极
显著高于其它施氮处理。各处理组合中以 7.0 万

株 /hm2，施氮 180 kg/hm2 时叶绿素含量最高。不
同类型玉米硝酸还原酶的含量与其变化不尽相

同，中农大 67 在 7.0 万株 /hm2 硝酸还原酶含量
最高，京科 301 和吉饲 8 都在 8.0 万株 /hm2 时达

到最高，而龙优 1 号是在 6.0 万株 /hm2 时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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