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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环节!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其前景十分广阔!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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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指出*8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9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

域经济则是实现这个重大任务的重要环节,
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提高农业整体

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县域经济

农 副 产 品 加 工 业 是 农 业 产 业 链 条 延 伸 的 最 高 层

次!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有牵动全局的作用,加工业上

不去!粮食经济就搞不活!畜牧业也难以有大的发展!
农民增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首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初

级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发达国家的农业增值

最大的环节在加工转化,美国的农产品总价值构成中!
产前 部 门 转 移 价 值 占 02:!农 业 生 产 创 造 的 价 值 占

2;:!而产后部门创造的附加值则占’0:!流通和加

工环节的增值是生产环节创造价值的/<’倍,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农产品加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235&
=233;年间!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工业的产值按可比

价格计算增长了0/<;倍-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产值

增长了2;<;倍-食品加工制造业产值增长了2%<’倍,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明显增加

了动物食品的消费量!这给饲料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空间,235&年全国饲料工业产值仅有(亿元!
233;年产值达到20’0亿元,而且农产品加工业也越

来越细化,如玉米加工!目前国内已有玉米方便粥+玉
米爽饮料+玉米淀粉+玉米油+玉米蛋白+玉米糖浆+淀

粉糖浆+饴糖+酒精+各种变性淀粉等0&多 种!有 效 延

伸了农业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了农民收

入,但这只是中国农产品精深加工的开始!且规模较

小!急待大力发展,
其次!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可以解决当前农产

品8卖难9和农民的困难!而且可以提高农业整体素质!
增强农业竞争力!加快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变的进程,目前!农业结构不合理!生产专业化程度有

限!农民文化技术水平较低!初级原材料生产比重大!
加工转化增值能力弱!尤其是农产品附加值少!是制约

我国农业综合素质和影响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如美国玉米深加工产品达/&&&个品种!广泛应用于化

工+纺织+印染+造纸等各个领域!而我国玉米深加工产

品只有0&多种!并且生产规模很小,这种状况严重影

响着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制约着整个农业的发展

速度+质量和效益,要克服这些不足!也只有通过发展

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业来解决,从长远看!加快农

产 品 加 工 业 的 发 展!可 以 通 过 延 伸 农 业 产 业 链!把 生

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都纳入农业的全部内容!
使农业摆脱仅仅提供原料和初级加工品的地位!形成

8从田头到餐桌9的完整产业!从而有效地提高农业的

整体效益,因此!要抓住当前农产品供给比较充裕的有

利时机!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更大规模地实

行农产品加工转化!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来源!为中国

农业的发展开拓新的领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
第三!发 展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也 是 应 对 >?@挑 战 增

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步骤,当今世界各国的农业竞争!
已不仅表现为初级农产品和单个生产环节的竞争!更

表现为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在内的整个

产业体系的竞争,因此!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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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保持和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而且可以

充分利用我国原料充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相对

降低某些初级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从而使比较劣势

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比较优势"
第四!农产品加工业的合理布局会促使乡镇企业相

对集中和加快小城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农产品加工的

大都是一些土特产品或优势农产品!原料分散!资金技术

含量要求较低!所需活劳动量大!工艺相对简单!因此适

合于乡镇中小企业生产"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的经济

快速增长时期!中小企业在全国出口特别是农产品出口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年和$%&(年日本中小企业的农产

品出口占全国的()*%+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会带动商业#运输#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集中!
这些产业又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

力进入该产业!从而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壮大县城经济"

二#农产品加工业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目前!在我国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极其必要!
而且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可以开拓农产品的新市场!为农业的发展提供

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
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高档食品中的保健食品#无公害绿

色食品尤受人们喜爱"截止到$%%(年底!全国使用绿色食

品标志的产品已有$/$(个!其产量为(,/*0万吨!全国

平均每人0公斤"但$%%(年我国绿色食品出口额为)*1亿

元!绿色食品产地监测面积11(&*&万亩!仅占全年农作

物播种面积的$*$0+"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绿色食品

需求会越来越大!从国内市场看!在大中城市形成了对绿

色食品的旺盛需求!绿色食品的售价高出普通食品&/+
至$倍以上"在未来$/年中!绿色食品消费在食品消费总

量中将达到$+左右"国外专家预测!世界绿色食品产值

在今后$/年内将从现在的$$/亿美元增加到$///亿美

元!许多国家绿色食品市场消费量年增长率将达到’/+
至1/+甚至&/+"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城镇居民家庭在

外就餐趋势增强!城镇居民在外用餐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

重已达到$$*(+"$%%’2$%%)年间!城乡居民在外用餐

支出对其可支配收入的弹性值高达$*&%!在各类支出中

是最高的"目前城镇居民消费的食品中经过加工业加工

部分的比重已接近,/+"从$%%/年到$%%)年!城市居民

用于食品衣着等消费支出由1’0*,元增加到’,01*&元!
按可比价格增长了$$,*1+!年均增长,*0+3农村居民同

类支出也从$’/*)元增加到%%%*)元!年均增长&*’+"随
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中将有$亿农村居民转

移到小城镇"上述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小城

镇的发展!将为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的发展创

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在国际市场上!高档的食品加工产品也为人们看

好"’///年我国食用植物油#食糖#蔬菜和水果出口量

分别为$$万吨#,$*&万吨#1$&万吨和$1&万吨!分别

增长$&+#$’*%+#$1*,+#$,*1+"畜产品和水产品增

长幅度较大!畜产品和水产品出口创汇分别为1(*’亿

美元和1)*(亿美元!分别增长$%+和’’+"这说明我

国加工食品的出口正在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
-’.我国农产品尤其是食品加工业的整体水平还

很低!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产品

加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其他

发展中国家"(/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工业增

长 速 度 普 遍 快 于 发 达 国 家"例 如 在 $%(/2$%%/和

$%%/2$%%,年!发展中国家食品加工业的年均增长速

度分别为’*0+和1*,+!而发达国家则分别为$*(+和

$*,+"我国从$%($2$%%)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年均

增 长 $1*(+!其中食品类年均增长 $,+!在整 个 工 业

中!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为’(*1+!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的农产

品加工产值大都是农业产值的 1倍以上!而我国还不

到(/+3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程度都在%/+以上!而我

国 还只有’/+41/+3发达国家工业生产和加工食品

占食 物 消 费 总 量 的 比 重 大 约 为 (/+!而 我 国 还 不 到

1/+3国外水果贮藏保鲜量占水果总产量的0/+以上!
是我国的&40倍"$%%&年我国果品贮藏量0//万吨!
只占水果总量的$%+!其中冷藏库和气调库的贮藏量

为)/万吨!仅占水果总产量的)+"美国和巴西的柑桔

加工量占总产量的)/+以上!美国和日本的苹果加工

量分别占苹果总产量的,&+和’1+3而我国水果$%%&
年加工量1//万吨!仅占水果总产量的)*&+"发达国

家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劳动力远远多于从事农业生产的

劳动力3而我国正好相反"目前食品工业是世界制造业

中的第一大产业!年营业额高达近’万亿美元"我国目

前 已达$1亿人!并且仍呈扩大的趋势!加上国民经济

的持续快速增长!足以发展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及其加

工的最大消费市场!我国也完全有可能形成世界上最

大的农产品加工体系"

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建议

发 展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是 农 业 结 构 调 整 的 重 心 和 关

键!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枢纽工程!是壮大县城经济的

必要途径"为此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5发 展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要 坚 持 相 对 集 中#合 理 布

局!形成县城经济优势"要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建设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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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化!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产品生产基地"使基地

生产逐步由分散经营转向适度规模经营"由粗放经营

转向集约化经营"由兼业为主转向专业化生产"提高基

地建设的整体水平"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系列

化生产#如吉林的大豆!玉米产加销体系"广西的糖料

生产加工一条龙体系$陕西的水果生产与加工体系$山
东的蔬菜产加销产业化体系$还有养猪大省河南"利用

市场力量培育出像春都!双汇这样的大型肉类加工企

业集团"它们几乎将全省的商品猪转化成加工品"这些

都是加工程度和产业化程度较高的成功范例#各个加

工企业和产业化群之间要相互吸收"互通有无"共同发

展"相得益彰"避免盲目上马"搞重复建设"恶性竞争#
%&调 整 农 业 结 构"提 高 农 产 品 质 量"推 动 加 工 业

的发展#在农业结构调整上要围绕’优质高效(和适宜

加工的品种开展#在种植业上"应大力发展专用小麦!
专用玉米的生产"在经济作物中"重点发展优质棉!’双
低(油菜和品质好!产量高!适合精加工的糖料品种$积
极 鼓 励 和 引 导 农 民 发 展 优 质 水 果!蔬 菜 以 及 各 种 名!
特!优!新!稀且适宜加工的经济作物#在畜牧水产业的

发展上"应加快生猪品种改良"发展肉牛生产和城市郊

区奶牛业"大力发展畜牧水产的精加工!深加工和综合

利用"提高水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改善人民的生活水

平#为此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调整科研和技术推广的重

心"根据加工业的需要"加强专用原料品种的研制开发

和技术推广$二是抓紧制定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农产品

及其加工制成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和卫生标准"建立和

完善检测手段"促进优质优价和专业化生产#
*&积 极 实 施 名 牌 战 略#随 着 人 们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人们对品牌也就是那些质优价廉!独具特色和精益

求精产品的追求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那些知明度高"有
信 赖感!安全感的品牌更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因

此"让消费者消费新鲜!卫生!无污染!高品质!价格合

理的农产品"不仅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也可以为农民

谋福利#所以要注意提升和保护我国的国产名牌#如推

动双汇!莲花!兴发!蓝田!露露!金键!希望等国产名牌

向国际名牌发展#同时相对集中技术!资金!人才和政

策倾斜等"再培育一些国内省内名牌"形成一个农产品

名牌产业群"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以
加快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促使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

参与国际竞争#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的

转化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附加值高的出口创汇

产品"尤其是畜牧业和粮食加工品#要支持农产品加工

企业向国际市场发展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技术!
工艺和管理水平#要加快农产品外贸体制改革"提倡农

贸结合"对有条件的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企业

集团给予进出口经营权"使它们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要
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农产品边境贸易与农业合作"
鼓励出国兴办农业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合作开发土

地!林业以及渔业等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

中发展!增强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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