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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杂粮在中国分布很广，但备品种主产区相对集中；杂粮种植粗放：全国播种面积减少、总产量下
降和单产提高，但单产水平普遍低于大宗粮食作物。
　　中国杂粮生产形成了一定的品种资源和品质优势，具有一定的科研开发和推广能力，种植成本收
益比相对较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在种植比较集中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并
形成了产业化生产模式。
　　杂粮加工业原料来源丰富，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为中心的加工业布局，加工业标准
化加强，科技推动作用加大，但是，总体上仍然以初加工为主，深加工品种少，企业研发能力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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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杂粮产业体系不健全　　1.杂粮种植、收购、流通、加工和销售等诸环节之间互相脱节，产
业链条连接不紧密、不完善、不平衡　　中国杂粮科研、生产、加工和销售脱节，没有建成科研、良
种、良法和商品化生产、加工和营销一体的杂粮基地和产业带，科研、生产、流通未形成一体，缺乏
系统的生产组织，没有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生产盲目性还较大，在杂粮产区还缺乏适宜的组织管
理形式和信息来源，杂粮生产仍然处于半自发状态，农民生产信息主要来自于前一年市场价格，由此
给杂粮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这是与缺乏市场预测信息紧密相联系的。
杂粮生产是在市场需求刺激下恢复起来的，目前，尚缺乏有效的产业组织管理手段，各环节条块分割
、信息不畅，每个环节的经营者都对自己的产品缺乏市场准确信息，相当多的经营企业主要是根据客
户需要在收获季节临时组织货源，而不是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和组织生产，经常有货无商、有商无货，
产量忽高忽低，价格忽上忽下，歉收抢购、丰年砍价，“买难卖难”现象时有发生。
“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模式、以销定产、订单农业等发展不快，还没有在中国范围内形成大面
积发展局面。
原料产地和生产加工企业以及购销者之间存在空间距离，增加了物流难度，也造成一定的产供销脱节
。
　　2.杂粮产业发展各环节组织化程度均不高，分散、小规模特征突出　　杂粮加工业发展需要一定
的生产规模水平作保障，种植面积在14万公顷以下的杂粮小品种则加工企业难以正常运转并赢利，达
到一定规模的小米加工企业需要种植面积达到28万公顷以上的支撑（常晋生，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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