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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麦产业链运行现状与发展建议 

--基于湖北、河南两省相关主体调研 

李先德 陈秧分 刘晋婧 

大麦是我国种植历史非常悠久的谷物品种之一，在啤酒酿

造、牲畜养殖、藏区人民主食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1961 年以

来我国大麦收获面积曾达到 519.13 万公顷，但近年来却呈现不

断减少趋势，2010 年降为仅 65.0 万公顷，大麦成为近年进口量

仅次于大豆的粮食品种。我国大麦产业发展除受国际市场波动、

宏观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以外，农民、种子生产者、啤麦加工

厂等相关主体的行为也直接决定着大麦产业的发展状况。有鉴

于此，大麦产业经济课题组于 2012 年 7 月下旬深入河南省驻马

店市、湖北省襄阳市、湖北省仙桃市等 2 省 3 市，对大麦产业

链的相关主体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大麦种植主体 

1、种植原因 

大麦在河南、湖北两省都被作为杂粮，农户根据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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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决定种植规模。除仙桃市曾于“十一五”提到支持大麦产业

发展外，各地大麦都让位于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菜等重

要经济作物，并无明确的扶持政策。农户选择种植大麦，主要

是因为大麦存在茬口优势。调研组亲自访谈的 17 位农户，普遍

反映，大麦可以迟种早收、茬口早，便于合理安排农时与适时

轮播棉花等效益较高的农作物。襄阳市农民反映，大麦在化肥

等方面的投入要少于小麦；驻马店市农民认为大麦适应性广、

抗逆性强，在山区非常适合种植。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农民反

映，大麦补贴缺失对其生产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实际操作过程

中并未严格区分所种植的作物类型，而是根据农民所承包的耕

地面积发放农业补贴。 

2、种植规模和品种 

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户大麦种植规模普遍不大，绝大部分

在 1 亩~10 亩之间，其中，驻马店所调研农户 2012 年大麦平均

种植面积为 8.6 亩，湖北两市 8 户农民平均种植 3.9 亩。 

驻马店农户的主要种植品种为驻大麦 3 号、驻大麦 4 号，

仙桃主要种植华大麦 3 号、华大麦 4 号与驻大麦 3 号，襄阳主

要种植品种为驻大麦 3 号、鄂大麦 32122 号、苏啤 3 号。在品

种选择方面，除与驻研种业有限公司或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签署

协议种植大麦种子的农户外，农户主要使用种子经销商所供品

种进行种植。 

3、单产水平 

大麦单产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驻马店所调研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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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大麦平均单产为 780 斤/亩；襄阳所调研农户大麦的平

均单产为 820 斤/亩；仙桃所调研农户平均单产为 550 斤/亩。需

要说明的是，即便同一农户，受气候、投入等因素影响，不同

年份的大麦单产也存在较大波动。 

4、大麦销售 

大麦销售渠道主要包括合作社统一收购与农户自行销售

两种。其中合作社统一收购一般在大麦收获两周内进行入户收

购。农户自行销售模式的时间不定，通常一年一至两次左右。

部分农户反映，大麦存在卖难现象，一是因为受气候、管理等

因素影响，大麦品质与啤麦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价格不理想；

二是因为大麦不像玉米等其他农产品有经销商长期收购。除为

种子公司生产大麦种子外，大麦通常被卖做了饲料，啤麦、加

工仅占小部分，如在湖北省，酿造、饲用和其他大麦制品的加

工原料的比例分别为 10%、85%和 5%。各地大麦收购价格存在

明显差异，从 0.80 元/斤到 1.07 元/斤不等，啤麦收购价格比普

通大麦收购价格高 0.05~0.06 元/斤左右。 

二、大麦产业链其他重要主体 

1、种子生产者 

调研以河南驻研种业有限公司为代表。该公司为驻马店

市农业科学院控股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2002 年 10 月成立。

该公司拥有 2 套 8 吨自动化生产线，日加工种子能力 30 万公斤；

建有各类种子生产基地 7 万余亩，年生产种子 2500 万公斤。 

公司拥有大麦种子基地 1 万亩，另有信阳、新乡、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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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等多个栽培试验基地或生产试验基地。公司通过专业合作

社、能人等主体来组织农户生产种子，公司负责提供大麦种子

以及全程的技术指导，在严格检验大麦纯度、杂质等具体指标

后再行收购，收购价比市场价高 10%左右。在此之后，公司还

有严格的排杂、精选、储存、包装等环节。 

公司种子省内、省外销售各占 50%左右，其中，在驻马店

本市的市场占有率为 60%~70%。作为驻马店市农科院控股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购买驻马店市农科院研发的品种，所付

专利经费的 30%作为市农科院科研奖励，70%作为其科研经费。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该公司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2008 年市场销售额是 2002 年的 25 倍，但自 2008 年以来，公

司发展进入一个瓶颈期，2011 年销售额仅为 2008 年的 1.2 倍，

同时，该公司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一是作为地方事业单位控

股公司，难以申请到银行贷款以扩大再生产；二是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有待加强，在驻马店市即有一家企业冒牌销售驻大麦系

列种子，维权较为困难；三是所依托的事业单位福利待遇相对

较差，难以引进、留住关键技术人才，直接影响大麦品种创新

能力。 

2、农民专业合作社 

调研以河南沁阳县春水镇啤酒大麦专业合作社为代表。该

专业合作社于 2004年 7月由春水供销合作社与驻研种业有限公

司联合倡导，春水镇农民参与，2007 年正式注册成立，是沁阳

县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春水大麦专业合作社以啤酒大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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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主，也涉及小麦、花生、玉米、大豆、芝麻等其他农作物

的生产。合作社有具体的章程，入社社员需登记并入股，每股

10 元，最低 1 股，上不设限。 

春水大麦专业合作社主要与驻研种业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之前有委托合同，现在主要依靠信用维持。合作社负责组织农

户集中连片种植大麦种子，并及时向驻研种业提供详细的种植

情况表，保证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技术规范、统一机械

收获，严格进行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及去杂除劣工作；驻研

种业有限公司则在合作社组织下负责农民具体的技术服务以及

产品收购工作。在物资供应环节，春水啤酒大麦专业合作社保

证农户所需化肥、农药以低于市场价格的 5%配送到户，为农户

提供化肥、农药及其他物资的实用技术，保证种子化肥农药质

量，做好种子供应并签订合同；在产品购销环节，由专业合作

社牵头组织有关人员及时收购，驻研种业有限公司提供资金、

包装等，专业合作社负责组织农户及时上交并提供场地组织收

购，严格按照签订合同收购，示范村、示范组与示范户就地收

购，收购价格高于当地市场 0.02 元/斤~0.03 元/斤。 

合作社社员大麦种植品种都为驻大麦 3 号，2006 年该合作

社大麦种植面积 1000 亩，2008 年达到 15000 亩，但 2010 年下

降到只有 6000 亩，2011 年仅有 800 亩。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受

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二是部分农民粗放管理导致卖难，

使种植积极性有所下降；三是整个豫南地区没有麦芽厂。 

3、种子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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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所调研的种子经销商位于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黄龙

镇，该镇农民的主要轮种方式为“大麦+玉米”、“大麦+棉花”、

“小麦+水稻”。黄龙镇共有种子经销商 29 家，提供水稻、玉米、

黄豆、棉花、芝麻、小麦、大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与经济

作物种子，其中，大麦种子约 180 ~210 万斤（32-35 斤/亩）。主

要的大麦品种为鄂大麦 32122 号（单产约 850 斤/亩，种子价格

1.7 元/斤）、鄂大麦 6 号（单产约 850 斤/亩，种子价格 1.7 元/

斤）、苏啤 3 号（单产约 900 斤/亩，种子价格 1.9 元/斤），全为

啤酒大麦品种。种子经销商反映，农户通常根据种植习惯选择

所种品种，较少更换。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全为啤酒大麦品种，

但因为实际的大麦质量达不到要求，部分大麦被作为了饲料，

卖给了武汉东西湖等养殖企业。 

4、啤麦加工厂 

课题组所调研的啤麦加工厂位于仙桃市。该啤麦厂共有 2

条生产线，德国进口设备，1986 年 10 月份正式投产。上世纪

八十年代主要进口加拿大大麦；九十年代主要用鄂大麦 9 号品

种，但品质较差；2003 年改制时曾在本地收购过 2~3 万吨的啤

酒大麦，但后来该品种出现退化。现在该公司啤麦来源中，约

40%为澳麦、40%为法麦，其他 20%来自于甘肃、湖北等地。

公司反映，仙桃进口大麦价格比国内大麦价格高，但国产大麦

蛋白质含量高，浸出率低，即便国内啤麦质量较好的甘肃，浸

出率也只有 79~80%，湖北本地为 75%~78%，国外的可达 83%，

因此，公司倾向于进口啤酒大麦。最近 2 年公司啤麦加工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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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万吨，2012 年仅为 2 万吨，主要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啤

麦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啤酒厂，包括本地的燕京分公司。此外，

公司反映，绝大部分消费者较少关注啤酒麦芽含量，啤酒产品

与价格难以差异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有啤酒产品中麦芽含

量越来越低，冲击啤麦加工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政策建议 

1、尽早出台大麦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 

从调研来看，农户种植大麦主要是因为大麦存在茬口优

势，但农户大麦种植规模也受到种植效益的直接影响。在没有

发展订单农业的地区，农户主要根据上年度的大麦价格决定当

年的大麦播种面积，因此波动较为剧烈，从而影响到饲料企业、

啤麦企业获得稳定的大麦原料。因此，建议政府切实考虑我国

大麦产业的实际情况，适时出台大麦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 

2、大力推行“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 

当前一家一户分散型大麦种植模式具有许多弊端，直接影

响大麦品质与产量，“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模式不失为克

服这一弊端的一种有效手段。企业通过推广优良品种种植、加

强农技推广服务、实现优质优价收购等，可实现大麦产业链各

主体间更密切的经济联系，提高大麦品质与农民种植经济效益。 

3、瞄准大麦产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支持 

基于产业链各环节的调研结果表明，各地大麦品质普遍良

莠不齐，由此导致农民大麦销售存在压力、销售价格偏低；啤

麦加工厂舍近求远进口啤酒大麦，压缩国内大麦需求。大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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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高及良莠不齐是制约大麦产业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建议

政府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大麦质量，引导企业使用国产大麦。 

 

（在调研过程中，得到湖北省农科院李梅芳研究员、河南

省驻马店市农科院王树杰副研究员和受访农户与企业的大力支

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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