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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业跨越式发展问题探讨 

——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 

章灵侃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有效途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型

龙头企业是今后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客观分析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探寻制约发

展的症结，提出了农产品加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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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有效途径。今后一段时期，如何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是松滋市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对该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情况进行了

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松滋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松滋市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引导、

招商引资、加大投入、龙头带动，有力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市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约120 家，规模以上41 家，

从业人员9000 余人，企业总资产33.9 亿元。2011 年实现销售收入65 亿元。松滋市农产品加工业主要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特

点。 

1、农业龙头企业迅速成长。全市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到33 家，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有云祺实业公司、望春花果

汁公司、白云边股份公司、金松油脂公司、恒生油脂公司，永盛粮油公司、银舟棉业公司、今阳食品公司8 家，荆州级龙头企

业11 家，松滋市级龙头企业14 家。粮油加工企业实力进一步提升。2011 年，白云边股份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2 亿元；永

盛粮油、银舟棉业两家销售收入过2 亿元；恒生油脂销售收入过1.5 亿元。森工龙头建设取得突破。武汉凯迪公司投资8 亿元，

新建了生物质发电厂、生物质油厂、有机肥料厂以及20 万亩油茶和30 万亩薪炭林基地。 

2、产业链条连接方式日趋增多。加工龙头企业与农户已从过去单一的买卖关系逐步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目

前，松滋市产销对接的运作模式有：一是订单连接方式，即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实现产销对接。如永盛粮油、绿秀

米业、云达米业等企业与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带动农户每亩平均增收近100 元。二是中介连接方式，即以农村中介服务组

织为桥梁和纽带，形成企业+ 中介+ 农户的产业链条。如望春花果汁公司以乡镇基层组织和专业合作社为依托，通过中介与农

户签订合同，年收购柑桔6500 吨左右。三是粮油兑换连接方式。 

3、加工业的带动效应已经显现。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板块建设。全市12 家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年收购加工稻谷

20 万吨，占全市总产量近83%，4 家油脂加工龙头企业年收购加工油料6 万吨，占全市总产量的80%左右，11 家棉花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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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购加工籽棉1.1 万吨，占全市总产量的70%，直接推动了55 万亩优质稻、50 万亩双低油菜和20 万亩优质棉基地建成。全

市15 家水果产后商品化处理企业，年加工柑桔近10 万吨，占全市总产量的85%，带动发展3000 亩以上柑桔大基地11个。全市

现有注册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商标47 个，其中，全国驰名商标1 个（白云边酒），湖北名牌2 个（八宝棉、上明牌柑桔）。 

4、农民组织化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也催生和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已在工商部门

登记注册的各类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达到295 家，入社成员2.1 万人，占总农户数的11.8%，带动农户9.3 万户，占农户总数

的52.5%。石桥生猪养殖协会和荆乡源桔棉专业合作社为全省示范社。 

5、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初具规模。近几年，松滋市通过推进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建设，以白云边为龙头的农产品加工园区

雏形初具，已吸纳神舟纺织、今阳食品等棉纺和畜禽产品深加工企业入驻，且固定资产达到8.5 亿元，2011 年园内实现销售收

入近45 亿元。 

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加工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国内发达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大都在2.0—2.5：1，而松滋市 

只有1.5：1，一般都是初级加工，深加工产品较少。 

2、农产品加工企业实力不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名牌企业为数太少，加工企业总体规模不大。企业实力薄弱，加工产

品档次低，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完备的产业链条。 

3、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是一种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化

程度较低，利益机制不完善，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 

三、农产品加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发达程度的一个显著标志，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是今后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根据松滋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客观实际，今后3—5 年，松滋要着力构建粮食、油脂、棉纺、水果、水产、畜禽、瓜菜、林纸等农产品加工

七大产业体系，建成一个省级农产品加工园区。力争到2015 年，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60 家以上，主要农产品加

工率达到70%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100 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2：1 以上。 

1、深化认识，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对提升县市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加

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围绕农产品抓加工，用工业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在发展理念上，要树立建大龙头、

兴大产业、占大市场、创大效益的雄心壮志；在发展重点上，稳步发展粮油精深加工，扶持发展棉花加工企业，突破性发展肉

类、蛋类等畜禽产品加工，重点发展绿色无公害果蔬产品加工，积极发展水产品、林特产品加工；在发展途径上，坚持龙头和

基地两手抓，用资本营运的方式培植大龙头，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设大基地，力争通过3—5 年的努力，使农产品加工产业化经

营收入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60%以上。 

2、调整结构，大力构建农业优势产业体系。适应市场需求，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由

之路。全市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按照品种优质化、种养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和营销品牌化的思路，切实抓好粮

食、棉花、油菜、畜牧、水产、瓜果菜、林木等七大优势产业发展，重点抓好生猪、柑桔、水稻、水产业的发展，做大做强优

势产业。力争到2015 年，全市粮食总面积达到100 万亩，棉花总面积20万亩，油菜面积55 万亩，蔬菜总面积20 万亩，柑桔22 

万亩，生猪出栏达到180 万头，水产品总产达到4.5 万吨，林业建成80万亩特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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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育龙头，大力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实力。农业龙头企业是带动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火车头。要通过政策扶持、自强发

展、引资合作、资产重组、联合经营、农企联合、招商引资等多种方式，努力培植大龙头，不断壮大企业群体规模，切实提高

竞争实力。努力挖掘白云边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潜力，扩容升级，开发产品，利用品牌拓展市场，力争3 年实现销售收入60 亿

元；努力整合粮油加工企业，在现有云达、永盛、聚丰等粮食加工企业和恒生、金松等油料加工企业中，自主择优组建企业集

团，发展粮油深加工项目，力争3—5 年实现粮油加工销售收入15 亿元以上；把神舟纺织、望春花纺织、飞龙织造和银舟棉业

等企业联合起来，将“八宝棉”推向全国，力争3—5 年全市棉花加工实现棉业加工销售收入10 亿元以上。开展精品名牌创建

活动，引导企业注重商标注册、“三品”申报和产品质量认证工作。 

4、招商引资，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坚持科学编制园区规划，高标准搞好园区配套建设，打造省级农产品加工园

区。制订出台农产品加工业项目招商优惠政策，重点抓好招大企业、引大龙头的工作。招商引资重点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精心包装推出一批重点项目。要建立健全农业招商项目库，及时推出适应招商要求的、可行性程度高的招商引资项目，

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可信和快捷的信息服务。针对松滋属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和湖北柑桔生产大市的实际，应把主攻方向放在招

生猪屠宰加工和柑桔深加工企业上。二是拓宽招商引资渠道。要确立全方位、宽领域的招商理念，坚持内外商齐招、内外资并

引、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拓宽招商引资的渠道。三是创新招商引资形式。积极探索农业招商引资的新形式、新方法，组

织相关企业参加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项目推介、商贸洽谈等活动。四是强化后续服务与跟踪管理。 

5、加强引导，大力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建设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服务的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着力提高农

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快建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其成为外接加工龙头，内接生产基地，实行生产联合、资本联合、产品流

通联合的企业性组织。力争经过3—5 年的努力，全市有80%的农户参与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来。 

6、保障服务，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一是建立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加强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工作职能，强化

服务工作。二是强化政策扶持。认真落实有关扶持农产品加工业的税收、用水、用电、用地等优惠政策，帮助和指导企业用好

用足优惠政策。根据本级政府财力，在现有100 万元产业发展基金的基础上，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财政资金集中投入

机制，整合国家、省级财政可用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资金，扶持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项目。加强银企对接平台建设，

充分发挥金融支农作用。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平台，为企业发展提供宏观参考消息。三是优化发展环境。相关部门

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在备案、核准、审批等方面应优先办理，并将优势项目纳入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规划，积极向上

争取扶持。加强对乱检查、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行为的治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认真落实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

策。加强龙头企业运行监测和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加大对龙头企业、优秀企业家和优质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营造全社会

共同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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