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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产品产地加工产业布局分析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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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125） 

 

摘  要：通过对大宗农产品的主要产地分布和大宗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布局进行分析，可推知中国大宗农产品产地初加

工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农产品加工各行业的企业规模偏小、投资盲目、企业间无序竞争、精深加工的程度低、产品的附

加值普遍不高等问题是制约中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产业化的问题所在。因此，应尽快实现中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由初级

加工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转变，基本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加工标准体系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初步形成产学研相结

合的研发机制和先进适用技术成果的推广体系，为农产品加工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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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远距离运输极易造成

产品的腐烂变质和较大的损耗，因此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实现农产

品产地初加工，一是能避免远距离运输造成的不必要损

失，同时还可以大大减轻原本就紧张的运输压力；二是

能有效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稳定和提高农民种植、

养殖的积极性，即使企业有了稳定的原料来源，又保证

了农民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收入，从而有效地保护农民

利益；三是能大量吸收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

业，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可以提高农民素质，

减少远距离异地打工的离乡之苦，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

定；四是能有效延长当地的农业产业链，把产品优势变

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从而调整和改善当地的经济结

构和产业结构，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经济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防止加工企业过分集中在

沿海发达地区而造成的环境压力和资源的浪费。因此，

能否做到大宗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产业化，是关系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能否健康持久发展的关键。 

1  中国大宗农产品产地加工产业布局概况 

农产品种类繁多，通常把产量多、分布广或分布集

中但产量大且具有较重要经济意义的农产品定义为大宗

农产品。我国大宗农产品主要分为粮、棉、油、糖、蔬

菜瓜果、畜产和水产等品种。 
1.1  粮食 

粮食作物品种很多，其中小麦、稻谷、玉米和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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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最具代表性。 
2009 年全国小麦总产量为 11 511.5 万 t[1-6]，产量最

大的 10 个省区分别是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

新疆、四川、陕西、湖北和甘肃，10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

的 91.57%，集中度非常高。2007 年全国规模以上小麦加

工企业 3 184 个，其中民营企业占 91.1%，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占 7.8%；大中型企业仅占 6.2%，小型企业占

93.8%；年生产能力 10 218 万 t，小麦粉总产量 4 966 万 t，
产能明显过剩。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四省的面粉产

量占全国的 63%，主产区加工优势突出，其余主产省加

工能力较弱[7]。 
2009 年全国稻谷总产量为 19 510.3 万 t[1-6]，其中湖

南、江西、江苏、湖北、黑龙江、四川、安徽、广西、

广东、浙江、吉林和辽宁 12 省的产量占全国的 83.4%，

稻谷加工方面，2007 年全国入统（理解为规模以上）企

业 7 698 个，其中大中型企业 103 个，仅占 1.34%，其余

都是日处理稻谷 400 t 以下的小型企业。企业总体年加工

能力 14 666 万 t，大米全年总产量 4 381.5 万 t，标准一等

米占 57%，特等米占 36%。当年加工能力前 10 位的分别

是江西、湖北、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南、辽宁、吉

林、四川和福建，合计生产能力 11 757 万 t，占全国的

80.2%；实际生产大米 3 637 万 t，占全国的 83.0%。上述

10 省中除福建是主销区之外，其他主产区基本以产地加

工为主[8-9]。 
2009 年全国玉米总产 16 397.4 万 t[1-6]，其中山东、

黑龙江、吉林、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山西、四

川、陕西 10 省的产量占全国的 78.54%，主产区主要集中

在华北、东北、四川盆地。2007 年饲料玉米消费量达

9 550 万 t，占玉米总产量的 64.83%，工业消费量 3 750 万 t，
占玉米总产量的 25.46%。饲料加工在玉米主产区以外的

广东、湖南、江苏、广西等省玉米调出量也较大[1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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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玉米加工两级分化较为严重，深加工的主要产品

是玉米淀粉、淀粉糖和糖醇等[10-11]。中国玉米整体深加

工业从加工规模道设备的工艺水平均达到或超过了世界

先进水平，如吉林大成集团就是我国玉米加工企业的典

型代表。玉米主产区吉林、山东、河北近年来一直居玉

米淀粉和淀粉糖产量的前三名，分别占全国的 75%～80%
和 80%～85%；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省区的玉米酒精

产业也在主产区呈快速发展态势。但是产地初加工方面，

玉米产后干燥主要采用自然生长干燥和自然晾晒干燥两

种方式[12-15]。在自然晾晒中，80%为公路晒粮，20%为庭

院及房顶晾晒，玉米自然晾晒干燥占总产量的 99%以上[16]，

基本没有适合农户使用的玉米干燥储藏设备，产地初加

工水平较为落后。 
2009 年全国马铃薯全国总产量为 1 464.6 万 t[1-6]，其

中四川、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重庆、黑龙江、

陕西、湖北和宁夏 10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82.6%，主要

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和西南的云贵川

高原地区。之所以把马铃薯视为大宗农产品是因为中国

的产量占世界的 20%，占亚洲的 70%，产量在世界上居

领先地位。虽然中国是世界马铃薯生产大国，但是除淀

粉加工外，马铃薯大部分局限在鲜食和饲料等方面，产

业链条短，与其应有的规模效益存在一定差距。目前中

国马铃薯加工主要集中在淀粉、全粉、速冻薯条和油炸

薯片等几个行业。2007 年共有大中型马铃薯淀粉加工企

业 68 家，年生产能力 106.2 万 t，除一家外，其余 67 家

企业都比较均匀地分布在马铃薯主产区，布局合理，设

备先进，淀粉的质量水平大部分达到或相当于欧洲产品

水平，十几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全粉加工企业也都分布在

主产区，全年总产量达到 3 万 t。速冻薯条和油炸薯片加

工刚刚起步，主要分布在东部主销区，多为引进设备，

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1.2  棉花 

2009 年全国棉花总产量为 637.7 万 t[1-6]，其中新

疆、山东、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湖南、

江西和甘肃 10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95.36%，尤其是

新疆的产量占全国的 39.58%，接近 40%。可见西北内

陆棉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棉花的主

产区，分布高度集中。棉花初加工仅指轧花即把籽棉

加工成皮棉这一加工环节。目前中国棉花初加工都在

产区进行，新疆是最大的皮棉调出地。中国棉花种植

量大，单产不高，通常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种植模

式和手工采摘为主。由于阶段性重复性投资建设较多，

造成初加工能力总体过剩、轧花厂过多、技术难以上

档次、效益难以上规模等问题。 
1.3  油料 

中国油料作物品种很多，尤以大豆、花生和油菜

籽为要。2009 年全国大豆总产量为 1 498.2 万 t[1-6]，

其中黑龙江、安徽、内蒙古、河南、吉林、江苏、四

川、陕西、山东和辽宁 10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81.57%，

特别是黑龙江的产量占全国的 39.51%。东北地区和黄

淮海平原是大豆的主产区。全国花生总产量为 1 470.8 万 t，
其中河南、山东、河北、广东、安徽、湖北、四川、

辽宁、广西和江苏 10 省的产量占全国的 87.77%，可

见黄淮海平原、江汉平原、四川盆地和华南地区是花

生的主产地。全国油菜籽的总产量为 1 365.7 万 t[1-6]，

其中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苏、河南、贵州、

江西、云南和浙江 10 省的产量占全国的 85.83%，长

江流域和云贵高原是油菜籽的主产区。据中国粮食行

业协会统计，从区域布局方面看，花生和油菜籽基本

做到了产地加工，但大豆的国产原料严重不足，进口

大豆是国产原料的两倍，东北地区的企业以国产大豆

加工为主，环渤海大豆压榨圈以进口大豆为主，同时

也加工部分国产大豆；而江浙大豆压榨圈（江苏、浙

江）和华南大豆压榨圈（福建、广东、广西）均以加

工进口大豆为主；内陆大豆压榨圈（四川、重庆、河

南、陕西）则既加工进口大豆，也加工国产大豆。目

前中国油脂加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都达到

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体情况良好，知名企业和

著名品牌较多。2007 年底，包括即将竣工投产的项目，

全国共有植物油加工企业 1 094 个，年处理油料

8 806.7 万 t，年精炼能力 2 259.2 万 t，当年各种油料

产量合计 5 617.5 万 t，总折油量 1 034.7 万 t，相对于

国产原料，油脂的加工能力严重过剩。当年进口油料

3 185.7 万 t，加上国产油料共 8 803.2 万 t，与加工能

力基本相当。 
1.4  糖料 

2009 年全国糖料总产量为 12 276.6 万 t[1-6]，广西、云

南、广东、海南、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四川、浙江和

湖南 10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96.90%，分布高度集中。其

中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的糖料为甜菜，其余省份为甘蔗，

甘蔗占糖料总产量的 95%，尤其是广西的糖料产量占到全

国的 61.17%，华南热带、亚热带地区为中国糖料主产区。

截止到 2008 年 9 月，全国共有制糖企业集团 50 个，企业

296 家，其中甜菜糖生产企业集团 5 个，糖厂 47 家，其余

均为蔗糖生产企业。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全国糖厂数量

2006 年度 500 多家减少到 296 家，企业的规模和生产技术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制糖业加工布局与糖料主产区基本一

致，广西的糖产量占全国的 63.15%，与糖料占比一致，成

为中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 
1.5  蔬菜瓜果类 

2009 年全国蔬菜总产量达 61 823.8 万 t[1-6]，产量居

世界第一位，其中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四川、湖

北、湖南、辽宁、广东、广西 10 省的产量占全国的 68.22%。

蔬菜生产在全国总体上比较分散，除西北内陆干旱地区

和青藏高寒地区以外，种植都比较普遍。中国蔬菜产量

很大，但多为直接生鲜食用，加工蔬菜以出口为主。加

工以冷冻蔬菜、脱水蔬菜、腌制蔬菜、蔬菜罐头和直饮

型蔬菜汁为主。其中冷冻蔬菜、罐头蔬菜、脱水蔬菜、

蔬菜汁加工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等东部沿海各省，腌制蔬菜山东、辽宁和四川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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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蔬菜在宁夏、甘肃等内陆省份呈较快发展态势。蔬

菜的加工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新的生产工艺和先进

技术不断推广应用，大型企业的生产线均具备了国际先

进水平。 
2009 年瓜果类全国总产量为 8 149 万 t[1-6]，具有产量

大、分布广、品种多的特点。其中河南、山东、安徽、

新疆、江苏、河北、浙江、湖北、湖南和广西 10 省区的

产量占全国的 73.16%。总体来看，黄淮海地区、长江流

域和华南是蔬菜瓜果类的主要产区，而新疆等西北内陆

地区是特色瓜果的主产地。主要品种有：苹果、梨、桃、

葡萄、柑橘类以及香蕉等热带水果。随着我国水果原料

产量的不断增加，果品加工能力稳定增长[19]。2007 年苹

果汁加工能力达到 4 885 t/h，出口量达 104 万 t，占全球

市场份额的 63%[20]；水果罐头出口 65 万 t，水果汁出口

113 万 t，均比上年增长 20%以上；葡萄酒产量达 66.5 万 t，
比上年增长 37%；由此看出中国水果加工规模在不断扩

大[18-19,21-22]。与此同时，果品加工业的生产布局向中西部

地区原料产地扩展的态势非常明显，正逐步形成以东部

沿海地区为出口基地和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地区“优

势品种、优势产区加工”的“双优”布局。在浓缩果汁

方面，优势区域布局更加明显，其中浓缩苹果汁加工多

集中在环渤海的山东、辽宁、河北三省以及中部地区的

陕西、山西、河南等省；桃汁、浓缩梨汁以天津、河北、

安徽等地为主；柑橘浓缩汁以重庆、湖北等省市最为集

中；热带水果浓缩汁以海南、云南等省为主要集中地；

直饮型果汁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广

州等省市。总体上看，基本做到了初加工在原料产地，

深加工在东部主要消费城市的生产布局，而且越来越多

的果品加工企业通过了 ISO9000 体系、HACPP 体系等食

品认证体系，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体系日臻完善，加工技

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 
1.6  畜禽产品 

2009 年全国肉类总产量为 7 649.9 万 t[1-6]，其中

山东、四川、河南、湖南、广东、河北、辽宁、广西、

湖北、安徽、江苏和云南 12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75.45%，中东部、四川和华南地区是肉类的主要产区。

在肉类中，猪肉的产量最大，占肉类总产量的 63.93%，

其中四川、湖南、河南、山东、湖北、广东、河北、

广西、云南、辽宁、江西和江苏 12 省区的猪肉产量占

全国的 71.42%，华北、长江流域和华南的集中度比较

明显。全国的牛肉总产量为 635.5 万 t，其中河南、山

东、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四

川、云南、安徽和湖北 12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78.75%，

黄淮海地区、东北地区、蒙新草原和西南高原草原地

区是牛肉主要产地。全国羊肉总产量为 389.5 万 t，其

中内蒙古、新疆、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甘肃、

安徽、云南、黑龙江、湖南和青海 12 省区的产量占全

国的 81.14%，与牛肉的产地分布基本相似。家禽产地

主要分布在山东、广东、河南、广西、江苏、辽宁、

安徽、河北、四川、吉林，10 省的家禽出栏量（2007

年）占全国的 74%。从主要畜禽产品的存栏、出栏和

肉的产量情况看，羊和禽类基本上是在产地加工，活

羊、活禽跨省调运很少。猪的屠宰业基本做到了在产

地屠宰初加工，但临近省份之间有部分生猪调运。牛

的存栏、出栏和肉的产量三者之间部分省区偏差较大，

其中西藏和贵州牛的存栏数居全国的第四位和第九

位，但牛肉产量并不多；河北存栏数居第十位，但牛

肉产量居第三位；此外，像安徽、湖北等省也是一样，

存栏数不多但肉产量不少，说明活牛的调运量较大，

也说明像西藏、贵州等西部边远省份畜禽的加工能力

是比较薄弱的。尽管如此，就全国而言，畜禽产地初

加工的布局基本合理。 
2009 年全国奶类总产量为 3 734.6 万 t[1-6]，其中牛奶

产量 3 520.9 万 t，占奶类的 94.28%。产量较大分别是内

蒙古、黑龙江、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新疆、辽宁、

云南和宁夏，10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83.09%，产量的集

中度较高。从乳品加工情况看，2009 年全国乳品产量达

2 159.39 万 t，其中内蒙古、河北、山东、黑龙江、陕西、

河南、辽宁、江苏、安徽、广东 10 省区的产量占全国的

76.01%。乳品加工地与产地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偏差，新

疆、云南、宁夏等省区奶类产量较大，但加工能力较弱，

而江苏、浙江、广东、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武汉、

成都等大城市虽不是奶类的主产区，但人口稠密，经济

发达，都市型农业已基本形成，有较强的乳品加工能力，

特别是深加工的乳品产量较大。因此，乳品加工将奶类

主产区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主销区结合起来进行布

局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1.7  水产品 

2009 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 5 116.4 万 t[1-6]，位居世

界第一位，其中山东、广东、福建、江苏、浙江、辽宁、

湖北、广西、江西和湖南 10 省的产量占全国的 83.92%。

可见产地主要集中在黄（渤海）、东海、南海沿岸各省

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沿江各省，集中度高，产业带明显。

在全部水产品中，海产品产量占 52.4%，山东、福建、广

东、浙江和辽宁五省占全国海产品的 81.69%，是名副其

实的海产品大省。2009年全国共有水产品加工企业9 635个，

年加工能力 2 209.2 万 t，全年水产加工产量 1 477.3 万 t，
其中海产品占加工量的 84.6%。山东、广东、浙江、辽宁、

福建、江苏、海南、湖北、河北、广西 10 省区是水产品

的主要加工地，这十省区的企业数占全国的 94.33%，加

工能力占 97.38%，实际产量占 96.00%，水产加工地与产

地分布一致。目前，水产品加工仍以冷冻、冰鲜等初级加

工为主，占加工总量的 60%左右，加工的增值率不高[14]。另

外，水产品的加工率仅 28.9%（加工量与产量之比

1477.3/5116.4），大部分水产品，特别是淡水产品不经加

工就直接消费了，可见水产品的加工深度和广度还有很

大的空间和潜力。 
通过对以上大宗农产品的主要产地分布和大宗农

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布局进行逐一分析，可以基本得到

结论——中国大宗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的格局已经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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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2  中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仍存在的问题 

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2.1  企业规模小，设备和工艺水平落后 

农产品加工各行业的企业规模偏小，不利于大型的、

先进的成套设备引进和使用，从而制约着行业整体水平

的提升。 
目前中国共有乳品加工企业 831 家，其中小型企业

679 家，占 81.71%；中型企业 141 家，占 16.97%；大型

企业 11 家，仅占 1.32%。正是由于小型企业过多，使得

中国乳品行业知名品牌屈指可数，尤其是乳粉行业几乎

没有什么知名品牌；企业规模小，设备和工艺水平落后

是制约农产品加工业整体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 
2.2  盲目投资，企业间无序竞争 

近些年来，民间投资非常踊跃，在农产品加工业中，

除了为数不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90%左右都是民

营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普遍存在。以水产品加工为例，

2009 年全国共有水产加工企业 9 635 个，加工能力

2 209.2 万 t，而产量仅 1 477.3万 t，平均负荷率为 66.87%，

产能过剩 1/3。又比如舟山市有单冻虾仁生产线 100 多条，

但设备利用率仅 30%，原因是原料不足，无序竞争现象

普遍存在。 
2.3  精深加工程度低，产品的附加值不高 

目前，大宗农产品的初加工已经普遍开展起来，但

精深加工水平严重滞后。以马铃薯加工为例：目前中国

马铃薯加工仅限于淀粉、全粉、薯条和薯片等几个品种，

加工率不足 20%，产业链很短[17]。相比之下，欧、美、

日等发达国家的加工率都超过 50%，以马铃薯为原料加

工的食品有 300 多种，制成淀粉、各种类型的变性淀粉

及淀粉深加工产品更是多达上千种，增值率很高。中国

是世界马铃薯生产大国，目前的加工状况与之产量地位

极不相称。 
此外，农产品加工行业质量标准尚不健全，食品安

全事件时有发生；在资源综合利用上，很多加工后的下

脚料、副产品基本没有得到开发利用，浪费资源、污染

环境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还普遍存在。 

3  建议及对策 

3.1  加强政策引导扶持和科学规划 

产地初加工涉及面广，牵涉问题多，发展意义重大。

产地初加工既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基础，更是事关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改善的大事[20]。政府应当制定政策

措施，加以引导和扶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产地初加

工增收效果的宣传和示范，引导农民提高认识，转变观

念[16]。调整国家农机补贴目录，将产地初加工设备纳入

农机补贴范围，对农户及农民合作组织购置初加工设备

进行补贴，鼓励他们有组织进行农产品产后初加工活动。 

依据《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

目标、任务，对重点产业、重点区域进行统筹布局，加

快实施企业技术改造专项、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

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项、重大关键技术推广专

项等项目，逐步建立符合国情，较为完善的农产品产地

初加工体系。 
3.2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引导

培育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的最佳选择。要因地制宜积极引导扶持组

建农民合作社或专业协会或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实

现有组织、有计划地面向市场、发展农产品产后初加

工，形成分工合作，利益联动，分配合理的机制，提

高加工效率。 
3.3  强化实用产地初加工技术的创新和集成研究 

集中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技术资源和优势，

开展农户及农民合作组织急需的实用产地初加工技术的

创新和集成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摸清中国产地

初加工技术装备发展现状、发展瓶颈和发展需求，采用

技术引进、自主研发和集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针对农

民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生产需求，攻克一批制约农产品产

地初加工发展的核心技术难题，开发一批新产品、新材

料、新装备，建立一批产业化示范生产线，推广一批农

产品初加工成熟适用技术，满足农户和农民合作组织生

产需求。 
3.4  完善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以政府、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基层科技推广服

务组织构成的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政府负责信息服务网

络建设，建立技术服务数据库，搭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

平台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新型推广网络，拓宽农民和农

民合作组织以及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企业获取信息的渠

道；以项目为载体，引导研究单位进行实用技术研究和

推广，通过具体项目示范引导农户使用新技术、新装备。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承担实用技术研究开发，承担向基层

技术服务单位的培训和农户的指导，基层技术服务组织

在技术推广体系中面向广大的用户，指导具体项目的实

施，提供技术服务。 
加强推广队伍建设，着力提高产地初加工技术推

广人员的综合素质。从业人员应该保持较高的职业道

德，不断更新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技术知识。通过专业

培训、定期进修、继续教育等途径，提高基层技术推

广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提倡到生产实践中调查研究

新问题。 
改变技术推广方式。通过建立“示范户”、“示

范点”、“示范线”的模式，树立新技术新装备的样

板，吸引更多的农民或农民合作组织转变观念，提高

农产品产后初加工的意识，解决用户使用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 
3.5  加强技术培训 

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以及基层技术推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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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为基础，建立一支较稳定的技术培训教师队伍。

从事培训的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

平，具有为民服务的思想，具备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养成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优良作风。针对当地农业

产业特点和培训对象基础，科学设定培训科目，组织

相关专家编制实用性强的教材，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采取专家集中授课、观看农技科普视屏材料、

技术人员现场示范、开通专家热线等多种行之有效的

培训方式，促使农民接受新知识，学会新技术，掌握

新本领。同时还应选择一批综合素质高、基础条件好

的农民或种植大户，进行重点培养，让他们成为看得

见、问得着、留得住的“土专家”，充分发挥 “土专

家”、科技示范户的作用，用现身说法进行技术指导

和帮扶，提高技术培训的效用。 

4  结  论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目前已基本形成东部发达地区

以发展自主创新，精深加工型企业；中部地区利用农

业资源优势，发展粮食、畜产品加工业；西部经济欠

发达地区依托特色农业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加

工业的大体格局。针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企业规模小、

设备和工艺水平落后，盲目投资、企业间无序竞争，

精深加工的程度低，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等问题，应着

力自主创新，促进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

业层次，拓展产业功能，推进综合利用，提高国际竞

争力，尽快实现由初级加工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转变，

基本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加工标准体系和全程质

量控制体系，初步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机制和先

进适用技术成果的推广体系，为农产品加工业又好又

快地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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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layout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 producing areas of China 

 
Zhu Ming, Shen Jin, Sun Jie, Nie Yuyan, Yang Qin, Wang Xizhuo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Beijing 100125,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distribution of bulk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ustrial layout of bulk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were analyzed. It is showed that the basic layout of preliminary processing of 
bulk agricultural produce in producing areas has formed. Small-scale enterprises, blind investment, disorderly 
competition, low level of deep processing and low products added value are the main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So it is urgent for China to realize the conversion from preliminary processing to advanced, 
high value-added, deep processing mode of bulk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 producing areas, promote 
internationally compatible standard system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e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form a preliminary popularization system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with Produc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combined 
developing mechanism, so as to lay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producing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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