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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西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

尹世洪

【摘 要】：国内外发展经验证明，农产品加工业是长盛不衰的朝阳行业。江西是欠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态

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是其加速崛起和进位赶超的战略抉择，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起飞的重要引擎，也

是江西工业化进程的中坚力量。文章提出了加快江西生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一是确立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的战略地位；二是做大江西生态农产品（食品）品牌；三是打造和布局“航空母舰”型加工龙头企业；四是大力

引进先进的加工技术和管理方法；五是多渠道增加投入。

【关键词】：生态农产品，加工业，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江西的崛起说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供江西加快工业化的途径须从自身的优势出发去探求：一方面，江西最大的

特点与优势是农业大省和生态环境好；另一方面，江西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远远滞后，这就决定了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

将是江西工业化追赶崛起的最佳选择之一。

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江西加速崛起的战略抉择

江西农产品加工业现状与国内外相比显示出巨大差距。

首先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在许多先进国家，农产品加工业都是长盛不衰的朝阳行业，我国与他们相比显示出巨大的差

距。目前我国粮油、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 45%左右（初加工以上），

发达国家高达 90%左右，其深加工（二次以上加工）都占 80%，我国只有 30%左右；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

（3—4）：1，我国仅为 1.63：1，我省只有 0.86：1。据专家测算，价值 1元的初级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 3.72

元，日本为 2.20 元，而中国只有 0.38 元。

其次落后于国内大多省份。第一，一些农业大省近年来依托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根据资源禀

赋和区位优势，围绕本地优势产品、特色农产品和市场需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带和加

工区，如内蒙古的乳品加工，河南、河北的小麦和肉类加工，吉林的玉米和肉牛加工，湖南的水稻加工，江苏、福建的茶叶加

工，新疆的葡萄和番茄加工，京津和上海等大城市郊区的畜禽、果蔬、乳品的精深加工等。作为发达的浙江省，早在 2005 年全

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总产值 10762.16 亿元，销售值 10499.66 亿元，增加值 2078.52 亿元，创造利润 457.55 亿元，其农产品

加工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已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 31.65%。2007 年，山东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已达到了 6000 多亿元，超过

了江西的经济总量；同样作为中部省份的湖南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达到 1680 亿元，河南省达到了 3000 多亿元，仅河南

省双汇集团 2007 年产值就达到了 300 多亿元；而江西省只有 987 亿元，不及山东的 1／6，也不及河南的 1／3。即使是 2009 年

的江西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仍然只有 1293 亿元，也远远落后于他们 2007 年的水平。特别是 2007 年全国 GDP 增速最快的内蒙

古（19%）和吉林（16.1%）就是依靠加速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而崛起的。早在 2005 年，内蒙古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

业就有 114 家，“十五”期间农产品加工利润总额年均递增速度高达 48.2%。多年来，吉林工业一直由汽车和石化两大产业支撑，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壮大，使工业经济从两个轮子驱动转向三足鼎立。原来与我省差不多的安徽省近几年也实现了快速发展，

其重要贡献力量也离不开农产品加工业的强力推进，2007 年安徽省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全省仅次子机械工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2008 年安徽省又出台了《安徽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施方案》，将农产品加工业列为工业强省的重要力量。第二，农产品加工

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值也凸显了江西农产品加工业的明显落后。1993 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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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以后总的趋势为不断上升，2003 年是 1.04：1，2007 年为 1.56：1，2008 年达到 1.63：1。同为中部的湖北省近年的

农产品加工业也快速发展，仅 2009 年武汉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就发展到 460 家，产值首次突破 800 亿元，已形成以汉口

精武、中粮、光明、高龙、如意、新元粮油、统一、希望等为龙头的禽类制品、肉制品、乳制品、水产、蔬菜、油脂、粮食和

饲料加工 8 大产业集群，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 3：1，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相比之下，江西 2007 年农产品加

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仅为 0.76：1，2008 年仅为 0.86：1，与 17 年前即 1993 年的全国平均比值 0.95：1 都还有相当大

的差距（这些比值都是通过对国家权威统计资料分析计算出来的，它比较精确和充分地反映出江西农产品加工业与全国的巨大

差距）。

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将江西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由现在的 0.86：1 提高到全国的平均水平 1.63：1，仅按

2009 年江西农业总产值 1734 亿元计算，就能增加产值 1335 亿元，为江西经济总量创造近 20%的增幅，其速度和力度让人震撼！

放眼中部六省，大家都在你追我赶，想进位赶超必须具有更快的加速度和爆发力，这正是江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所具有的魅力

所在。

显然，发达国家的历程，国内发达省份的经验，近几年快速崛起和发展省份的事实，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农产品加工业是长

盛不衰的朝阳行业，是欠发达省份追赶崛起的关键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江西实现跳跃式发展和进位赶超的战略抉择。

二、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起飞的重要引擎

在中部崛起大战略下，中部诸省，如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四省分别提出“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

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经济圈战略。在各省城市圈的带动下，中部多个省份在 2007 年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再次刷新纪录。

以上述四省为例，河南迈过 1.5 万亿元大关，而湖北和湖南分别突破 9000 亿元大关，但是江西经济总量仍然偏小，仅为 5500

亿元，相比之下，江西省的区域经济战略显得落后。

2008 年，江西基于自己最大的生态优势，针对国家正在开展的主体功能区划分工作，果断定位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实

现“生态立省”与“加快发展”的有机统一，统筹环鄱阳湖周边的发展与湖区保护，争取国家有关政策支持。这是一个有远见

的科学的战略决策，正如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所说：打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切中要害，势在必行。国务院于 2009 年 12月 12 日

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那么用什么和怎么去打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呢？任何一项战略目标的实现都要有具体科学的策略和措施作保证。打造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它必须要有其相应的发展重点作支撑，否则这个战略就是空洞的。这个战略的两个

关键：其一是保护生态，其二是发展经济。保护生态需要投入，发展经济需要产业。农产品加工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陶瓷、

生物医药、电子工业、石化工业等产业是该区域可供重点布局和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

核心，而其中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则是该区域产业布局的重中之重。这种重中之重的地位是由该区域的资源禀赋和保护

发展生态的目的所共同决定的。细加分析，本区域一直是国家重要的优质商品粮基地，是我国鱼米之乡，鱼米粮仓、农产品丰

富是其重要的资源禀赋，让这种资源禀赋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办法就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发展若干“航空母舰”级别的

生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打造“鄱阳湖生态食品”系列品牌，就可大幅度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从而快速发展经济，由此带动

大规模生态农业基地的建立，进而促进生态休闲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兼得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的两大功效。在建设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的全部过程中，要将生态的理念贯彻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所有项目中，牢牢树立“生态第一”的理念。所以我们

提出：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它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生态和科学要求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可

以看出，在该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能使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两大核心任务——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同时快速发

展，有理由坚信，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将会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起飞的重要引擎。

三、发展生态农产品加工业是加速江西工业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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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业本身是工业范畴，但又与其他工业不同，它具有非常突出的特殊性。农产品加工业在产业经济学中定位为持

续产业，具有承“农”启“工”、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农民就业转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整

合经济布局、培育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促使资本要素低成本替代等特点。发达国家的经验揭示，没有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产业链条

终端的农业是不健全、低效益、高风险的弱质产业；没有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是缺乏持续发展支撑、

不完整的工业。江西是农业大省，农业比重很大，农村范围很广，这是江西整体工业化的软肋，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历史性地

落在了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上。

1.农产品加工业是实现农业工业化的落脚点

传统农业的显著特点是其产出品不经加工或稍微加工即进入流通消费领域，用来出售的是原字号产品，如原粮、原棉、原

油、原奶、原果等等。由于没有经过加工，没有附加值，其销售价格往往都非常低廉，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只有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我们用延伸的眼光看，农产品加工业也是工业化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最后一个生产链，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是 90%）的农

业原产出品最终都流进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大口袋”，通过加工创造出几倍十几倍甚至更高的价值，在这里农产品加工业的水

平和规模就是农业工业化程度的标志，也可以说，没有农产品加工业的高度发展，就没有农业的高效益，更谈不上农业的工业

化。

2.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加快江西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提到工业化，人们可能更多地会想到城市现代化工业、大型企业、重工业发展等等，但是，目前在江西绝大多数县市以下，

特别是远离城市的乡镇，其经济实力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不具备发展冶金、汽车、机械、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产业的条件，

而发展产品科技含量相对较低的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开展农产品的加工和综合利用，实现农产品的升值，却是切实可行的，这

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捷径。近 10 年来，中国一大批新生的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如河南双

汇、山东龙大、河北华龙、内蒙古伊利、蒙牛等，其主要生产车间大都建在具有原材料优势的中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牧场，

并围绕这些大企业集团形成了若干新生的配套行业和企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以农产品加工配套为主的新型城镇，迅速地推动

这些城镇的经济和工业化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仅能直接增加农村工业的规模和效益，还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民就业，使

他们变成工人，提高他们的素质，造就大量的较高水平的农民产业工人，从而推动农村工业化的更快发展。

3.农产品加工业对相关工业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产业链的终端环节，既可以带动上游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又可以把下游的农产品加工机

械制造、包装印刷、物流运输、贮藏保鲜、餐饮服务等串接起来，促进相关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推进，加快整体经济和工业化的

发展。如美国第一食品加工城芝加哥就是依托美国中西部农业区发达的种植和养殖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 18 世纪中叶就成

为美国的食品尤其是肉类加工中心。由于农产品加工业具有较高的关联度，在其发展的同时促成了芝加哥的包装印刷、化工医

药产业发展，并在推动芝加哥成为全球最大的期货市场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最终使芝加哥成为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工业中心。

四、加快生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1.确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战略地位

全省上下形成共识，真正认识到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促进江西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

事关江西经济发展和能否赶超崛起的大事，并树立了大力发展好农产品加工业的坚定信心。科学制定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规划，

并坚持不懈地实施落实，在资金、用地、税费等方面制定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农产品加工业地位突出，优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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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大江西生态农产品（食品）品牌

生态优势是江西最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为发展绿色食品和打造江西生态农产品（食品）品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放眼

国内外市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仅要求“吃得好”，更加追求“吃得安全”。2008 年 9 月爆发的“三鹿事件”不仅直接导致

了三鹿集团的垮台，还波及了国内奶业巨头蒙牛、伊利等，甚至使整个中国奶业危机四伏。这也从反面推证了农产品和食品安

全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展示了生态农产品和食品的巨大潜力和商机。江西后发超先的重要力量就在于做大江西生态农产品（食

品）品牌，让江西的生态优势进发出强大的经济优势。做大江西生态农产品品牌，首先要求确保产品质量，从农产品的生产到

加工的所有环节都必须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生态质量保证是做大江西生态农产品品牌的前提和关键。其次要重视宣传工作，扩

大江西生态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一个产品品牌的建立，一定要让消费者知道你的产品，了解你的产品，使用你的产品，同时还

要让他宣传你的产品。要善于利用媒体、广告、网络、博览会、招商会、专题报道、展销会等多种手段，大力宣传江西的生态

优势，宣传江西农产品的生态质量，特别要利用好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大好时机，把江西生态农产品的品牌推向全国，推

向世界。

3.打造和布局“航空母舰”级别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采取选择若干家国家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强强联合，或对多家省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合并重组的方法，集中优势资金、

人才和技术，打造若干年销售收入超过 50 亿元的特大型生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这些“航空母舰”级别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农产品加工业基础、交通技术等条件进行合理布局，尽快形成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相协调的现代

农业产业带，实现农产品加工与原料基地的有机结合，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如粮食加工可优先布局于南昌、

抚州、九江、吉安、宜春等地，食用油类加工可优先布局于九江、吉安、宜春、南昌等地，有机茶叶加工可优先布局于上饶、

九江、吉安等地，橙桔加工可布局于赣州，林业产品加工可优先布局于抚州、上饶，畜禽加工可优先布局于赣州、南昌、抚州

等地，水产品加工可布局于九江鄱阳湖地区。

4.大力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管理方法

日本在引进方面创造的世界奇迹尤其值得江西认真学习贯通。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先进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工艺、设备，

实现江西农产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的转变，创造更大的加工效益，满足市场对农副产品多样化、优质化的需求；通过

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也是打造江西生态农产品食品品牌、创立现代化的特大型生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

关键。当然，在引进的同时，我们更要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全力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基地和产业化示范基地，要深

入研究生态农产品加工的新技术、新方法，也要深入研究生态农产品的生产管理技术，从而使江西的农产品加工业健康可持续

地发展。

5.多渠道增加农产品加工业的投入

投入不足是江西农产品加工业落后的主要因素，为此要采取切实措施增加投入。一是各级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投资

力度，积极扶持优质高效生态农产品的加工和转化；，二是加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根据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方向合理调整

贷款结构，增加贷款总量；三是加快上市融资步伐，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尽量上市，

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型企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四是加大民间资金投入力度，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加工业比较容易进入，

应鼓励和扶持私营经济从事农产品加工业；五是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扩大招

商引资领域，引导和鼓励国际资本采取多种方式投向农产品加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