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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大麦生产现状与前景的探讨 

缪 斌 张 红 马松高 

(i．江苏省如东县种子管理站，江苏如东226400； 2．如东中江种业有限公司，江苏如东226400) 

随着我国啤酒消费量的大幅增长，啤酒 

工业快速发展，啤酒原料即啤酒大麦的需求 

量也越来越大，2001年全国啤酒大麦需求量 

达到220万t，其中60％依赖进口，占世界进 

VI贸易量的 53％，价格每吨高达 2 200～ 

2 600元，进口大麦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保 

证，因此啤酒大麦国产化是必由之路。 

如东是传统的大麦生产大县。上世纪 

80年代许多乡镇和企业试图利用这个优势 

而相继创办了麦芽厂或麦芽车间，同时由县 

政府有关部门牵头组织相关企业、乡镇政府、 

农业等单位建设大麦生产基地，结果都没有 

达到目的。大多数麦芽企业因此而停产、转 

产，仅有极少数企业靠外调大麦得以生存和 

发展，发展速度受到很大影响。 

1 我县啤酒大麦生产的有利条件 

1．1 大麦种植历史悠久、面积较大 

我县农民有种植大麦的悠久历史和种植 

经验。大麦生育期短，耐迟播且早熟，是高复 

种指数地区的首选粮食作物。全县有2．4万 

hm2种植面积，东部地区商品率高，有利于厂 

家收购。 

1．2 自然条件较好 

全县境内土地较肥沃，排灌条件好，机械 

化程度高，对大麦产量的形成、品质的提高和 

及时的收获非常有利。本地的气候条件对大 

麦的正面影响是主要的，特别是本地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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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蛋白质含量比北方低，这与啤酒大麦的 

品质要求是一致的。 

1+3 县内外有龙头企业 

在我县境内有啤酒厂、麦芽厂等企业，为 

减少生产和运输成本，生产原料有稳定的来 

源，他们有建立啤酒大麦生产基地的强烈愿 

望，在邻县市如通州、无锡、苏州等地的生产 

厂，由于当地不种植大麦，往年也到如东收购 

大麦，他们也热切希望如东能为他们提供大 

麦原料。 

1．4 价格空间较大 

我县常年商品大麦的价格每吨1 000～ 

1 200元，只要大麦制啤品质好，价格上浮的 

空间是明显的。 

2 制约我县啤酒大麦生产的不利因素 

2．1 气候条件的负面影响 

啤酒大麦要求粒重高、色泽好、发芽率 

高，而我县的气候条件不及北方，10年中有4 

年因受4、5月份雨水多、光照少、病害重和干 

热风等影响导致品质下降、产量降低，有些年 

份还会遇到烂麦场。 

2．2 大麦品种多乱杂现象严重 

同一品种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才有可 

能生产出优质啤酒大麦，因此不同啤酒大麦 

品种混收是无法生产出优质麦芽。我县目前 

种植的大麦品种数量多，纯度差，这样无法保 

证厂家生产出好的麦芽。 

2．3 小农户种植，经营组织难度大 
一 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组织难度相当 

大，在品种选用、栽培管理、收获保管等方面 

难以统一，品质及其一致性难以保证，这是建 

设生产基地的最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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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县啤酒大麦生产的前景 

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分析，可以看 

出，只要我们扬长避短，加大科技、资金、设备 

等方面投入，在我县建立啤酒大麦生产基地 

是可行的，必须以企业为主体、科技为保障， 

用价格杠杆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1 啤酒大麦生产的组织形式 

根据家庭生产的实际情况，利用传统的 

政府行为或单纯的市场行为，要建立啤酒大 

麦生产基地实践证明是难以奏效的。生产的 

组织形式上应以企业或购销商为主体，直接 

与农户签订生产收购合同，即采取企业+农 

户或企业+基地+农户的形式，不宜采用某 

政府部门或某单位牵头组织企业与生产者建 

立生产、购销关系的模式，中间环节越多，扯 

皮越严重，责任不明确，利益分散。企业可利 

用自身技术人员或聘用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 

生产组织。 

3．2 啤酒大麦生产的技术支持 

啤酒大麦生产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通 

过科技创新、改进、推广普及可以减轻不良气 

候的影响，提高大麦的产量和质量，前面已提 

到企业可以利用内、外部技术力量开展技术 

创新和服务。 

技术支持主要的内容有：优质大麦品种 

的研究与利用，品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研究 

与推广应用，大麦的收获保管技术，麦芽的加 

工技术等。 

3．3 发挥价格的激励作用 

啤酒大麦种植者能否得到实惠是很现实 

的问题，这关系到这项工作的成败。在种子 

等相关物资的供应上坚持不赚钱或少赚钱的 

原则，在产品收购上做到优质优价，既要保证 

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又要使种植者得到更 

多的实惠，以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3．4 加大资金和设备投入 

企业和种植者都应在基础设施、生产条 

件等方面加大投入，尤其是企业应有必要的 

仓储条件和收购资金，根据我县的气候特点， 

添置烘干设备是啤酒大麦生产的必备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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