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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框架、现状特征与路径选择

龙张延 1 汤 佳 2 王海峰 3 大刘 玮 4 陈 慧 5

摘要： 大 、 ， 村 必做 做强农 业 动 产品加工业高质量 展 不 动乡 兴的 然产品加工 推 农 发 仅是推 产业振

，也 一 。 ，本要求 是 项关系到农业强 建 的 任务 首先 界定国 设 重要 文 农产品 质量发展加工业高 的概念内

涵，并 。 ，提 用于中国农 加工业高 量发展 架 其次 基出适 产品 质 的分析框 于 2019－2021年 31384家代

，表 农 品加工企业的监测 据性 产 数 本文分析 产品 在农 加工业 、 、 、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个 度维

现的 状 征特 。 ，本 ： 力，最后 文 出实现农产 高质量发 径 培 质生产 以创提 品加工业 展的政策路 育新 新驱

； ， ； ，动激发高 量发展 差异化策 协 优 高质量发展结构 倡 绿色 型 以质 动能 坚持 略 以产业 同 化 导 生产转

； ， ；设转变高质量发展方式 鼓励市 开 合 国际视野 展高质量发 善利益联质量建 场 放 作 以 扩 展格局 完 结

， 农带 享高质量发 果机制 以联 农共 展成 。本文研究 村 了乡 产业 业强国建 体 操为 振兴和农 设提供 具 的 作

， 了 。路径和理论依据 展 多维 作用 产品加工业发展模式示 度协同 下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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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必国 先强农强 ， 国强农强方能 。2022年 10月， 二十大党 告首的 报 次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农

， 锚业 定加快建强国 并 设“ 、 、 、 、 力障强 科技 备 经 强 能 强的供给保 装 强 营体系强 产业韧性 竞争 农业

强国” 。的发展目标 同年 12 ，习 村 议中 农 作会 调月 近平总书记在 央 工 上再次强 ，“ 国就没有农业强

没有 化强国整个现代 ”。这说明， 必设农 国式 然建 业强国是中 现代化的 要求（ 啸志雄和胡杜 凌 ，2023），

心 义 （ 长 ，业强国的 要 产建设农 核 是 业发展问题 姜 云 2024）。 村 力 心 ，为 业的主 和核 产作 乡 产 体 量 业

一 ，一 。品 产 场 边 费农产品加工业 边连接着农产 生 市 连接着消 市场 较 、产品加工 步 晚中国农 业发展起

较 ，大 了 、 、 、发展程 致经 发展度 低 历 起步 探索 转型升级 4个阶段，长 来以 都是国 重要支期 民经济的

本文研究是 202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运行机制研究”（编号：2024NFSB01）的

阶段性成果。本文通讯作者：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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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 欣 等刘 雨 2022）。 来近年 ， 了 ， 大， 力工 得 显著 产业规中国农产品加 业取 成就 模持续扩 市场活

不断增强。2022 国 模 上农 企 超过年全 规 以 产品加工 业营业收入 19万亿元
①
， 加工业产值 业农产品 与农

总产值比达到 2.52︰1②
。 也 ，但 应看到 中国农 工业在追产品加 求 ，发展的进 中 面高质量 程 仍 临着诸多

。 ， 、 、 、的 和瓶颈 是在高 协 绿 转型 等由量到质 挑战 特别 质量发展要求下 创新驱动 产业 调 色 开放共享

尤为突出方面的问题 （谢 祖麟天成和施 ，2020）。 了这些问 仅制 工业 康题不 约 农产品加 的持续健 发展，

也 了 力 。响 中国农 整体提升 农 强影 业竞争 的 和 业 国战略的建设进程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计划要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 ， 村 高 量 展推动乡 产业 质 发 。然而，

前纵观当 文献， 讨产品加工 发展的 论极 限关于农 业高质量 为有 ，学 产品 现者主要从农 加工业的 状分析、

扶聚集效应 等方面展和 持政策 开（ 长 ，管 华治 和蒋 流 2011； ，赵海等 2012； ，和汪洋 王宏 2023）。与

，此同时 。一以发现 研 存 以下 是 企业数据可 当前关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 究 在 几点问题 农产品加工 老

旧。 来研究的数据 源于 业数多数 主要 中国工业企 据库（ 芝 军于爱 和周建 ，2021；张晓磊和杨继军，2021），

较 ， 。二 一 （但该数据 目 更 近 国农产 工业的库 前 新时间 短 无法反映 年中 品加 现状 是主要以某 省份 姚红

，玉 2012； ，艳 等韩 旗 2014； ，锐和张 陈玉成 2015） （ ，全或 国 冯伟等 2016； ，欣雨等刘 2022）为研

对 ， 对 对 。三乏 地区和省 面的 是缺究 象 缺 级层 横向 比分析 乏从“ 量高质 发展” 对角度 农产的 品加工业

的理论框 与架 展发 现状进行分析。 较少反 产品加 高质量四是 映农 工业 发展水平的具体指标 。 来综合 看，

术前 界当 学 在农产 高 内涵品加工业 质量发展的 、特征、现状、 一乃至政策路 究上问题 径研 仍有 定不足。

全面认识当前农产品 必 。工业发展 动农产品 工 高加 现状是推 加 业 质量发展的 要前提 准 解农产确理 品加

， ，工业高 农 品 工业 展 并探索多 框架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把握实现 产 加 高质量发 的现实情况 维度分析

择下的政 径选策路 ， 对 义提质 业 设具有重将 促进农业 增效和农 强国建 要意 ， 也 本是 文的贡 所这 正 献 在。

本 ： 二文 构 如下 第 梳理余下内容的逻辑结 安排 部分 农产品加工业 文 和 论基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献 理

， 术内础 把握国 外学 界关于农产品加工业 ，究现状 构建 于中 工业 展的研 适用 国农产品加 高质量发 的分

框架析 ； 三 本 来第 部 的数据 源分介绍 文 、 本结 和样 构 指标选取依据； 部 从创新第四 分则 、协调、绿色、

、开放 共享五个维度系统分析 ， ， 计品 工 高质 实 出问题导 掘统农产 加 业 量发展的 际情况 并突 向 深入挖

， ；数据背 映的 政策 出 础 第五部 述分析特 提 相后反 现实挑战 为 路径的提 奠定基 分基于上 征 出 应的政策

议， 。推 产品加 高质量路径建 为 动农 工业 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分析框架：农产品加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

（一）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阶段

来 ，史从产业发展 看 较 、 较 ，大 划 、中 农产 发 展程度 低 为起步 探国 品加工业 展起步 晚 发 致可以 分

①
资料来源：《中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收超19万亿元》，http://www.moa.gov.cn/ztzl/ymksn/spbd/qt/202309/t2023

0907_6436007.htm。
②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就2023年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3

10/content_69110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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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发展、转型升级 4个阶段。1949－1978年是 品 发展的起中国农产 加工业 步阶段。 段时期这 ，在“重

工 农轻 ” ， ， ，和 品加工 要为工 停 状 但的政策导向下 农业 农产 业主 业服务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处于 滞 态

也 了一工 建 产品加工 奠定 定基础业体系的 立 为后续农 业的发展 。1979－2003 中国 业发年是 农产品加工

阶展的探索 段。 时期这段 ，中国 于中期过 阶工业化处 渡 段， 哺国 育 政策的家在继续实施农业 工业 同时，

。开始注重农业产业发展 2004－2015 ， 。加 业 入发年 中国农产品 工 进 展阶段 从 2004 ，年开始 历年中

央“一号文件” 调均连续强 “三农”问题，并 突出 业的不断 农产品加工 重要位置。2015年以后， 国中

农产品 始进入转 升 阶加工业开 型 级 段。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确明 指出，要推动 品加工农产 业转型

升级， 对 体 径 行重并 其转型升级的具 路 进 要部署。2018年，农业部 一 布进 步发 《农业部关 产于实施农

品加工业 行动提升 的通知》（ 发农加 〔2018〕2号）， 实 品加工业决定启动 施农产 提升行动。2023年，

村 布《 村 》（农业农 再 发 推 产品初 机械化部 次 农业农 部关于加快 进农 加工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农机发

〔2023〕1 ）， 。在 快 进农 工 量发展号 旨 加 推 产品初加 机械化高质

， 对 。农 业支持政策 续出 示国 加 展的高度 而言产品加工 的连 台和更新 显 家 农产品 工业发 重视 整体 ，

中国 产 加 要 府引导 策支持农 品 工业的历史发展主 以政 和政 为主线， 了 升 转 的经历 从服务工业到自身 级 型

过程。 程在此过 中， 一 料 心工业的角 单 的原 供应 变为农产品加 色逐渐从 商转 产业链的核 ，不仅涵盖农产

品 工的初加 ，还拓展到深加工、品牌建设 及 场以 市 扩展等多个层面。 一 了转 映 中国 现代化这 变反 农业 的

势整体趋 ， 本 给 提 质量 变即从注重数量和基 自 向 高 和效益转 。在 化背景下当前全球 ， 工业更是农产品加

未面 前所 遇与临着 有的发展机 挑战。一方面，消 带费升级 来的多 了样 农产品加 业 供化需求为 工 提 广阔的

长 力增市场空间和 潜 ； 一方面另 ，环 束境约 、资源瓶颈、 也对 品 工 的可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 农产 加 业 持

了提 求续发展 出 更高的要 。为回答“ 工业的高质 展何农产品加 量发 以可能” 一 题这 问 ，需 农要先界定 产

工业高质 概念品加 量发展的 ，剖析 内 特其 涵 征，构建分析框架， 一后 步客观 农产品然 再进 分析 加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基 此于 ，本 来 讨接下 品 量发展的文 将探 农产 加工业高质 理论逻辑， 一并构建 套符

、 、 。国国情 求 促 持 产品加工 发展分析 架合中 适应市场需 进环境可 续的农 业高质量 框

（二）农产品加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应响应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要求

， 。定 量 的内涵 明确中界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 发展 应先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在 的党 十九大 告报

，习近平中 总书记作出“ 长 ， 、由高速增 高质量发展 正处 方式我国经济已 阶段转向 阶段 在转变发展 优

、 长 力结 增 动 的攻化经济 构 转换 关期” 要论断的重 。 了这 示 国 方 及新战揭 中 发展所处的新历史 位以 略

，也 （ ，向 意味 展 段 保平方 着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质量发 阶 任 2018）。 长 高 经济高速增 与 质量发展是

， ，社会 个不同阶段 虽然 全社 品 值的增加 量发展是发展的两 两者 描述的都是 会产出产 使用价 量 但高质

长 （ ，速 基 发 态 张涛高 增 础之上更高层次的 展状 2020）。

来 ， 对 ， 本 一 ，已有文 的 涵 释有 基 可综合 献 看 虽然不同学者 高质量发展 内 解 所差异 但 认识是 致的

：一 来 ， 、 一（以概括 个方面 是从 逻辑 展是 过 和前景的为以下几 发展 看 高质量发 经济发展 程 结果 统 魏

，李书昊敏和 2018）；二 心 来 ， 一，也是 核 涵 量 量的统 率和质从 内 看 高质量发展是数 和质 是效 量的统

一（ ，究 课 组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 所 题 2019）；三 来 ， 、 、 、 、是 念 绿色 开放从发展理 看 创新 协调

共享 大 展理念五 发 本 （ 碚，是高 发展质量 的根 理念 金 2018）； 来 ，四是 容 量发展是从发展内 看 高质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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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政治建设、 化 设文 建 、社会建设、 建生态文明 设“ 一位 体五 ”的 发展协调 （张军扩等，2019）；

来 ， ， 长 ，量 展 民生 要 益增 的美 要 人民幸福五是从发展目的 看 高质 发 以 为导向 即 满足人民日 好生活需

（ ，是推 展的 赵安康 动高质量发 最终目的 剑波等 2019）。

来 ，从宏观战 农产品加 业 高 国 质量发 共性要略层面 看 工 的 质量发展目标应与 家高 展的 求呈现密切

本 。 。 ， 心 力 ，联 具 现在 维 量发展的 于创新 这且根 的内部联结 该 结 体体 以下几个 度 首先 高质 核 驱动 在

必 ， 术 ， ，要 产品 强科 投 技 革新 从 产效率与 品品 以求农 加工业 须增 技研发的 入 促进 而提高生 产 质 满足

对 、 长。 ， 一 ，个 需求的 增 其次 体 发 为此消费者 多样化 性化 日益 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协调 的 展 ，

， 。 ，工 源利用和 效率 解决经 展中 分的 国农产品加 业应提高资 资源配置 济发 不平衡不充 问题 再次 家高

、 ， ，量发展战 业向绿色 保 及 转 产品加 亦应遵质 略倡导产 环 以 可持续方向的深度 型 农 工业 循此项原则

术 ， 染。 ，管 优 旨在 流 消耗与环 国家高质量通过引领技 革新与 理 化 降低生产 程中的资源 境污 然后 发展

， ，战略 作的 产 业的高质 样需要在 球 围 积强调开放合 重要性 农 品加工 量发展同 全 范 内加强交流与合作

术 ， 。 ，进国际 技 和管 家 质 发展 于 理极引 先进 理经验 以拓宽国际市场 最后 国 高 量 战略着眼 共享发展的

， 也 ， ，念 农产 的发展 应契 原则 业链 和 推动农民 的品加工业 合此 通过提升产 的整合度 协作性 与企业间

。利益共 共享 赢

（三）农产品加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应凸显农产品加工业的差异性特征

，农 体 领域 其 量发展 间 存 密切产品加工业作为具 生产 高质 思路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之 既 在 的联

，又 其系 有 特定的 。本重点 文发展 了梳理 ， 对产品加工业 的相 已有 域中国农 发展 关文献 发现 研究 该领

势 、 、 ，主要集中 状与趋 分 产 集 支 激励机 及农产的关注 于产业现 析 业 群与聚集效应 政策 持与 制 以 品加

， 了几 关 领域 解 业的高质 供 宝贵的理工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 个 键 为深入理 农产品加工 量发展提 论支

。撑和实证参考

一 。 ， （ ，关于 工 状分析 有 级层面出 分 湖是 农产品加 业的现 学者从省 发 析 北省 韩艳旗等 2014）、

（ ，省 玉陕西 姚红 2012） （ ，和辽 张锐和宁省 陈玉成 2015） ，状 况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 情 示各揭 省

份 品 特发展模农产 加工业的独 式及其 限局 （例如普遍存在的 、产 化 品 足业结构不优 牌建设不 、与国际

轨市场接 程度 境低等困 ）。而有学 从 家者 国 层面的角度分析， 现 农产品 产业整发 中国 加工 体稳步发展，

、 较 、 （不 衡 产品 率 工业与农 比不高等问 欣但仍存在区域发展 平 农 加工转化 低 农产品加 业总产值 题 刘

，雨等 2022）。

二 。 布 。 ，产品 聚 有学者分 加工业的 集 和是关于农 加工业的 集效应 析农产品 聚 度 空间分 特征 例如

二 （伟 李 玲何 纯和 2019）、 （史洁琼 2021） ，通过测 农 品 工业算农产品加工业的聚集度 发现 产 加 聚集

存效应 在“东强西弱” ， 。也区域差异 农产品加工 发展 快 有 农的 但中西部 业的 增速明显加 学者分析 产

长 。 ： （工业聚集 增 的关系 如 志品加 度与经济 例 徐 仓等 2014） ， 一产 聚并不 促在研究中发现 业集 定能

， ； 池 （进行 追 行 的集业总产值的增加 认为不能盲目 求 业 聚 陈 波等 2019）、 杰（平瑛和施文 2023）在

对 ， 长农产品加 度进行测算 发现 业集 增 现工业集聚 后均 农产品加工 聚与经济 之间呈 U 。型关系

三 扶 。 ， 来 了一产品加工 的 政 工 展 近年 出台并是关于农 业 持 策 为支持农产品加 业发 国家 完善 系列

扶 ，也 了大 。 ： （研 例 邱丽持措施 引发 量学者的 究 如 敏 2010）、 （戴芳 2011） 于 业税收基 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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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对 ； 长 （政 问题提出 相 完善 蒋 流策存在的 应的 策 管治华和 2011） 了 对支 农产品加研究 财政 农支出 工

， ； （的政策影 发 增 以 农产品 业的发业发展 响 现 加财政支农支出可 促进 加工 展 张晓磊和杨继军 2021）

一 ， 势力对 本步 现 资垄 农 存在在研究中进 发 外 断 中国 土 产品加工业 “ 术技 挤出”， 为加强市场因此认

， 对本 、 才 未来扶 。以及 产业 政 是 持农产 的发展重监管 提高 土企业 科技和人 策支持 品加工业 点

来 ， 。一 ，综 看 以 个显著 业差异 产合 农产品加工业具有 下几 的行 性特征 是与其他制造业相比 农 品

料， 必 料 、加 业直 农 田间直接 独特产业链 求行 品质工 接依赖于 业原 这种从 到餐桌的 条要 业 须关注原 安

。二 术 。供 定性 是农 业的产品 样 和 传 食品加 现全性和 应的稳 产品加工 多 性 技 应用的广泛性 从 统的 工到

术 ， 了 大 力 。三 对代的 强 创 能 和 展 消费者 食生物技 应用 农产品加工业展现 的 新 广阔的发 空间 是随着 品

， 。品质的日益 农产 临着 量 产品追溯安全与 重视 品加工业面 更高的质 控制和 要求

（四）适用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

， ，品加工业 高 量 量 战略的 组成部农产 的 质 发展 作为国家高质 发展 重要 分 既应响应国家高质量发

，也 。共 要 应凸 有 征 国家普 高质量发展 于经 化展的 性 求 显产业特 的差异性特 遍倡导的 聚焦 济结构的优

、 、 、 ，升 动 模式转变 的构建 开 经 的 民 旨在推级 创新驱 的发展 绿色生态 放 济 扩展以及全面的人 共享 动

本 。 ，一 ， 一济社会 升 农 品加 质 应响应这经 发展质的飞跃和效率的根 性提 而 产 工业的高 量发展 方面 宏

， 、 术 、 、强调产业内 构的 与应 条 转型 全球 度参与以观战略 部结 优化 技 创新 用 产业链 的绿色 市场的深

； 一 ， ，利 共 面 要着眼 决行业 品 工及 益 享机制的构建 另 方 还需 于解 内部的具体问题 例如提高农产 加 附

、 、 、 力 ，加值 安 制 促进农 业的深度融 升产 等 以强化食品 全与质量控 业与加工 合 提 业国际竞争 期在促

、 大 。 ，本农 推动农业 程中发挥 作 据 工 质量发 概念进 民增收 现代化进 更 用 此 文给出农产品加 业高 展的

内涵， 为 础即以遵循自然社会客观规律 基 ， 持坚 “创新、协调、 色绿 、开放、共享” 大新发展理五 念，

心 力 、 、农业质量效 国内 目标 进 收和企业 旨 以科学以提升 益与 外核 竞争 为 以持续促 农民增 增效为宗 技

术 、 ， 大为 段 与 生产可 的农业 农 以 足手 统筹农业产业结构 绿色 持续 综合发展新模式 最 限度地发展 业 满

对 。人 活民 美好生 的需要

， ， 、 术 、品加工业 发展 是现代 进程 节 涉 级 绿色转农产 的高质量 农业 中的关键环 及产业升 技 创新

、 布 。型 与社会责 的 维全球化 局 任 多 度挑战 在“ 、 、 、 、绿 放 共享创新 协调 色 开 ” 大 论维度五 理 的基

，本 一础上 文进 步细化 工 高 量发农产品加 业 质 展 。内的概念 涵

， 一 力。领农产品 质量发展的 农产 发展 吸 合国创新 是引 加工业高 第 动 品加工业的 不仅需要 收和融

术， ， 术 ， 村内外 还需在此 础 进 科 备支撑 字技 赋的先进技 基 上 行变革性创新 通过 研装 和数 能 推动农 新

、 ， 撬 村 （ 力 ，成 动 经济 引产业 新业态的产生 为 农 发展的新 擎 夏显 等 2019）。

， 。 、 布 ，调 是农产 健康发展的 特点 地域 分 产品加工协 品加工业 内生 考虑到中国 广阔 资源 不均 农

布 ，也 ，仅需根据 域 色 强 链各环 协同配业发展不 区 特 优化产业 局 需要加 产业 节的 合 形成区域特色鲜明

， 村 （ ，群 维 同推 高 德海等的产业集 多 协 动乡 产业 质量发展 张 2022）。

， 。 对 、 长，绿 品加工业可 发展 随着 康 需求日益色 是农产 持续 的普遍形态 消费者 健 环保的 增 农产

力 ， 少对 染 ，加工业需 于 加 高 利用效 环境的品 致 增 绿色产品供给和提 资源 率 减 污 和破坏 通过严格的质

， 一 ，体 确 产品 推 产品认证 系建设 提升 品加量管理 系 保 安全 积极 进统 的绿色 与标识体 农产 工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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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的能

， 必 。 ，是 加工业加 由之路 在 球 背 应 国际多开放 农产品 快发展的 全 化 景下 农产品加工业 参与 元合

， 势， 力， 本 ，作 充分 国 国 交往 提 平 积极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 提高 际 内 能 同时要 高资 开放水 育

势， 布 （ ，国际竞争优 产业 国际 述和打造 推动 的全球 局和 化发展 马 忠等 2015）。

， 本 。 ，享 是农产 高质量发 的 目 在 经济效 同时 应共 品加工业 展 根 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 追求 益的 积极

， 扶 ， ， 村贫 方 联农 社 促进社会 和农民农承担起社会责任 通过产业 等 式 带农 提高 会服务水平 共享成果

（ 龙 ，共 裕 张同富 延 等 2023）。

对 ，本 一 ，农产 高 展机制的 建 个全面 分 框为深化 品加工业 质量发 理解 文构 的 析 架 如图 1 。所示

图1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样本结构与指标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 的文使用 是 2020－2022 村 龙头农业农 全国农年 部的 业产业化 企业监测数据（简称“ 测 据监 数 ”）。

数据该 一 ，次每年调查 反映全国 2019－2021年所有市级及 龙头农业产业化以上的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

（况 近 6万家），内容 、 、 、及 行业规模 创新驱动 品 建 展涉 企业和 营收状况 和 牌 设 新产业新业态发 全

、 ， 龙头 势。业链建 业聚集 够 效 映农 企产 设 产 和联农带农机制等多个方面 能 有 反 业产业化 业的发展态

较 来 ， 龙头 权 、 、 本大、相 于其他 国农业产业 业监 威性 效 样数据 源 全 化 企 测数据具有 强 观测时 好 观测

计 势统 指标 征全等优 特 （ 龙张延 等，2022b）。 此据 ， 者笔 在 本全样 中筛选 主 务为所有 营业 农产品加工

龙头的农业产业化 企业（简称“ 龙头工 业农产品加 企 ”），共计 31384家①
。

①
经与农业农村部数据部门协商，出于数据安全和保密的考虑，本文不公开逐年的样本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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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结构特征

一是 划 ，分按照地区 2019－2021 、东 、 东、 、 、华中 华南年华北 北 华 西南和 七大北 地区西
①
农产

龙头工 企 比品加 业数量的占 分别为 9.66%、9.09%、36.05%、16.56%、5.60%、13.94%和 9.10%。二是

划 ，按 级别 分 国照认定 家级企业占比为 4.10%，省级企业占比为 34.92%，市级企业占比为 60.98%。

三是 类 划 ，照行业 种植及按 型 分 其加工相关企业占比为 75.34%，畜牧 殖 其 工养 及 加 相关企业 比占 为

15.36%，水产养殖及其加工相关企业占比为 3.81%，林业 加工及其 相关企业 比占 为 1.26%，其他企业

占比为 4.23%。 是四 类按照控股 型划分， 有及控股 业 比国 企 占 为 8.65%， 占民营及控股企业 比为 88.48%，

集体企 比业占 为 0.01%， 、 、港 澳 台商投资企业占比为 1.28%， 资 业 比外商投 企 占 为 1.58%。

（三）指标选取

品 量发展的基于农产 加工业高质 理论 框架分析 ，同时考 指标 性虑到 体系的科学 、系统性、 性综合 、

，本 、 、 、 、性和可量 绕创新 协 绿 开可操作 化性 文围 调 色 放 共享 5 以 产品加 高质个维度构建 下农 工业

。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 、 术度 文 取科 入 发投入总 国外引进的 装备在创新维 中 选 技研发投 总量 自主研 量以及从 技 和 的

资金总额 ， 龙头 力。为关 评 品加工 企 创新方面 投 强 有键指标 以 价农产 业在科技 的 入 度和自主创新能 建

及以上 机构的省级 研发 企业数量和企业获得的省级及以上 ，科 奖励 量 产品加工技 或荣誉数 能够反映农

龙头 。 ，本 术创新活动的 及其 科技 此 考察智慧 用和企业科技 成效 在行业内的 创新地位 外 文还 智能技 应

子 ， 龙头 术 。电 商 开 情 企 创新的 程度务 展 况 分析农产品加工 业技 应用

对针 协调维度，本 布 规 的 区差文考察企业分 和发展 模 地 异情况， 龙头分 工 企业在以 析农产品加 区

。 布 ， 龙头发展中的规 应 考 产业 以 产品加工 业协同发域协调 模效 察产量分 和 集聚情况 分析农 企业在产

。 ， ， 龙头中 集 业 业链发 况和流 工 业展 的 聚效应 同时 考察企 全产 展情 通链发展情况 以衡量农产品加 企

。全产 下 同效应在 业链中上 游之间的协

，本 门在 上 文选取建 质检 数量 过绿色维度 有专 机构的企业 占比和通 ISO9000、HACCP、GAP、

GMP 体系认证 量占比等质量 的企业数 ， 龙头 对作 评 农 生 产品质 理重视为 估 产品加工 企业 绿色 产和 量管

。 ， 、 料有 农 品原程度的指标 同时 创建绿色食品 机 产 产标准化生 势，发展趋 能 产基地面积的 够反映农

龙头 、 。 ，本品加工 企 推进 程绿 化 成就 另外 企业拥有 注业在 农业生产过 色化 环保 方面的 文还选取 的 册

， 、 ，来 龙商 色 有机农 和地理 量 产 加工标数量 以及获得绿 食品 产品 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产品数量 衡 农 品

头 。绿 量水平企业开展 色生产的质

关 度于开放维 ，本文通过分 出口 变化析进 业务的总额 情况， 龙头农 工 企业在揭示 产品加 国内外市

力 。 长 ，场中的竞 与 放 境 资的企 量和投争 开 性经营的成效 参与 外投 业数 资金额的增 率 反映农产品加工

①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华东地

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山东省。华中地区包括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华南地

区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重庆市。西北地区包

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现状特征与路径选择

- 62 -

龙头企业“走 去出 ” 。 ，本 布 ，战 情 考察境外 的行业分 情 分析略的实施 况 此外 文还 投资企业 况 以 农产

龙头 力。企业 经品加工 的国际化 营能

对 ，本 采共享维度 负责的原 档 卡针 文 用明确 建 立 贫困户数量
①
、 龙头 类加 业带动农产品 工 企 各 从

，来 龙头 力。 ，本 龙头 对业人员 辐 带 能 同 产 农的数量 反映农产品加工 企业的 射 动 时 文将农 品加工 企业

户的平 额和均支出总 支付的 福利工资 水平 龙头 、量农 企 加农民收 会共作为衡 产品加工 业在增 入 促进社

。享方 的 要面 重 指标

四、现状特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度分析

（一）创新维度

1. ， 力 。自主研发投入 加 科 能 仍 强增 技创新 有待加 ，根据监测数据 2019－2021 加年全国农产品 工

龙头企 的平业 均科技 发 步提升研 投入总量稳 ，分别为 228.41万元、333.24万元和 336.75万元。与 2020

，相比年 2021 工年农产品加 龙头 术企 引 装备的资 降业从国外 进技 和 金总额下 37.88%，但自主 发研 投

入总量增加 5.25%。 受这主要是 海外新冠 对 ，疫 外国政情和 府 华科技脱钩政策的影响 因而 术国 技外 和

大装备 和引进难度 风险加 ； 、大 、 计 、 、 术上以互联 算 人工智能 链等 技再加 网 数据 云 区块 为代表的新

高速 ， 国 创新发展 为 内企业 提供了 ，农产品加有利窗口 工龙头 力企 提 的 性不业 高自主科技创新能 主动

。断 虽然增强 2019－2021年农产品加工龙头 ，入 有 提高企业在科技研发投 上 所 但其 力能创新 实际上

在短板仍存 。以 2021年为例， 产品加工农 龙头企 发业研 投入强度
②

的省 自最高 份为西藏 治区， 均研平

发投入强度为 5.95%， 龙 ，而排名最 的 份低 省 为黑 江省 平均研发投入 度强 仅为 0.95%， 各省说明 份农

产品加工龙头 对 力 较 。持 度 投入企业 科技创新的支 程 和 度普遍 低 同样是在 2021年， 有省级及建 以上

机构的农产 工研发 品加 龙头企业数量占比为 21.31%，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获得省级业平均 及 技奖以上科

励或 誉 数荣 的 量仅有 0.76 ，个 品说明农产 加工龙头 力 较 。企业的 创新能科技 和水平仍然 弱

2. 力 ， 术 。新质生产 发展不 智 智 应用有待 加足 慧 能技 增 ，显示监测数据 2019－2021年各年运用智

慧农业管理 开展 农产方式 生产活动的 品加工龙头 业企 数量 比分别占 为 6.39%、9.11%和 9.07%。分地区

来 ，看 以 2021年 ，为例 运 智 展 活动的 品加工用 慧农业管理方式开 生产 农产 龙头企业数量 较占比均 低，

最高是华中地区（11.23%），其 是次 华南地区（10.54%）。分省份来看，2021年， 智慧农业运用 管理

开展生产活 农产方式 动的 品加工龙头 三 、 、数量 前 为北京市 庆市企业 占比排名 的省份 上海市 重 。这说

明，在 产 业 方式的 品加工生 活动中运用智慧农 管理 农产 龙头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 市发达的城 。 主这

一 术与智 进 金和技 支要 慧农业推 需要 定的资 持有关， 了 术时侧面印证 智慧 产品同 当前 智能技 在农 加工

。用 困境业应 的现实

①
尽管 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已取得胜利，但依照国家的政策“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原

建档立卡贫困户仍继续接受重点帮扶。

②
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总量÷企业的营业收入。该指标用于衡量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并以百分比形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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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东 。新业态持 在 部 展差异电商 续发展 存 西 发 ，示监测数据显 2019－2021年 年各 子开展 务电 商

交易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 别占比分 为 38.21%、42.08%和 42.40%， 。 ，量稳 中数 步提升 其 2020

工年农产品加 龙头 子企业通 实现的销售 比上过电 商务 收入 年上涨 22.71%， 明显增速 提升。 因这是 为，

受 冠新 ， 大 ， 子 长。疫情影 规模转向 上 费 交 快速增响 消费者 线 消 进而刺激电 商务的 易额 分 来 ，区 看地

2021年，东北、 工华北和华南地区的农产品加 龙头 子业 过电 的 入最高企 通 商务实现 平均销售收 ，而西

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则 。低 农最 产品加工龙头 子 三业通 实 均销售收 的省份为企 过电 商务 现的平 入排名前

、 ，京 辽 后北 市 宁省和上海市 排名 三 州 、份为贵 西省和的省 省 山 陕西省。这说明， 子电 商务交易规模

东 。存 西 发展 征在 部 不均衡特 另外， ，意的是 虽仍需注 然西南 区地 和西北地 产品区农 加工龙头企业通

子 较过电 的 售收入商务实现 平均销 低，但 2021年实现了比上年分别 长增 57.09%和 28.17%。这说明，

子 较 力， 势头 。务 强发展 展 迅猛西部地区电 商 具有 潜 发

（二）协调维度

1. 布 ，企业发展规模空间分 不均 。南部 区 展 加快地 发 有所 ，监根据 测数据 2021年 龙头产品加工农

企业 相比数量 2019 长了年增 6.40%。 来 ，从 规模企业 看 2019－2021年 龙头加工农产品 企业 均的平 固

产净值分定资 别达到 7122.66 、元万 7116.03万元和 7194.46 ，元万 均平 产 分别每年新增的固定资 投资

比 上涨上年 10.45%、21.97%和 0.59%， 了 长保持 良好的增 水平。这说明，农业 龙头 一产 化 业这业 企 新

主 广阔的发型农业 体仍然具有 展空间。 来地区层面 看从 ，2021 东地区 拥有年华 和华中地区 加的农产品

龙头工 数量最多企业 ，均超过 4000 ，而西北家 地区、华南地区 东和 北地区拥有的数量 少最 ，均只有

约 2000 ，不足家 本当年全国样 总数的 10%。2021 ，年 华北地区 龙头产 加 企业农 品 工 定的平均固 资产

新增固定净值和 资产投资分别达到 12908.43万元和 1488.79万 ，元 均位居当年 。 长全国 幅首位 从增 度

，看 2021年，西南地区 龙头工 企业农产品加 长的 定 产固 资 净值比上年增 15.80%， 地华南 区 产品加农

龙头 业工 企 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长比上年增 51.82%， 于 他 区远高 其 地 ， 来说 部 在明近年 南 地区发展正

力， 较大 。逐步发 空间和发展 有 的企业生存 前景 改善

2. ， 。规模化 集群逐渐 成 推动 多元发展产业 形 地方经济 来，近年 农产 加 业品 工 的集群发展在国家

大力 ， 。支 初具规 型升级持下 模 转 成效显著 ，监测数据显示 以 2021年 ，例为 中 区农华 地 产品加工龙

头企 物产量占业的粮食作 当年全国粮食作物总 的产量 42.54%，明 地区显高于其他 ， 地说明华中 区已形

一成 定规模 产的粮食生 加工集 地聚 ； 北西 地区农产品加工龙头 业企 类花和麻 分别占的棉 产量 当年全国

总产量的 79.83%和 59.08%；西南地区农 品 工产 加 龙头 蔗 料企 糖业的甘 和 产量均超过当年全国总产量

的 75%。这说明， 势 了各地 自身 优 形根据 条件和资源 成 相应的产业集群，因地制宜，有序开发，有利

、于推 农 农动 户 产品 、流通企业 农 品产 、 。企业 农 产企业 集加工 业生 等主体在区域和空间上的高度 聚

3. ， 力 。业 普中有强 争 有待提升产 集聚 竞 监测数据显示：2019－2021年 年各 农产品加工龙头 业企

处于农业产业园区内的数量占比 为分别 39.75%、39.89%和 39.45%；2019年，参 业强镇项与农业产 目

的 产农 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占 本当 国样 总 比例年全 数的 为 5.35%， 势 农而参与优 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的

品 工产 加 龙头企业数量占 本当 数的比例年全国样 总 仅为 4.09%。 明这说 ，农产品加工龙头 业参企 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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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 较少。产业 产 和农业产 建项目的 量代农业 园 优 特色 业集群 业强镇创 数 还 分 来 ，省份 看 2019－2021

年各年 品农产 加工龙头企业处于 业产业农 园区内的数量占比 三 东 、 、份 为 省 安排名前 的省 均 山 徽省 江

苏省。以 2021年 ， 三省份的该为例 上述 为占比分别 8.47%、8.40%和 6.52%，不足 10%。就 农业参与

势 来目和 业 目的企业产业强镇项 优 特色产 集群项 看，2019 省年湖南 、 三河南省 湖 省和 北 省参与这两个

的 品加工项目 农产 龙头 数量企业 各自占 本 本当年 省样 总数的比例 三居均位 前 ，但均低于 13%，说明集

势竞群 争优 尚未 。结合凸显 来实际情况 看， 较 ，尤国农产品加 在某 现 强 应中 工业 些地区已实 的集聚效

。 、 术 本 ，经济发达 要的农产 生 基 设 善 技 和 中 以及其是在 地区和主 品 产 地 这些地区因基础 施完 资 集 政

， 较 ， 了的 业 群 从 地 业的高效 济效益的策支持等因素 已形成 为成熟 产 集 而促进 当 农产品加工 运行和经

。 ， ，一 、 术、提 而 这 在不 存 的差异 些 区由于资 技 金升 然 种集聚效应 同地区间 在明显 欠发达地 源 资 等

， 较 ， 了 。集 度仍然 限制 这 展 平方面的限制 产业 聚程 弱 这 些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整体发 水

4. 较 ， 。农 业链条 短 益协调机制业产 利 不够完善 ，显示监测数据 2021年农产 工品加 龙头企业自建

产基 均的生 地面积平 为 2992.74 ，比上年下万亩 降 1.67%。其中： 村赁农 土地 积租 面 为 1143.34万亩，

面占自建生产基地 积的 38.20%； 权吸收农 土地经民以 营 入股面积为 428.18 ， 生 基万亩 但仅占自建 产

面积地 的 14.31%。这说明，农 建生产基 与度不高户在企业自 地中的参 ，企 益和业效 农户效益的联系不

， 一 了在 上限制 农够紧密 定程度 产品加工龙头 料 一 大。 料 来企业原 基 的 设 的地 建 和进 步扩 从收购原 源

，看 以 2019年 ，为例 料要农产主 品原 从自建基地收购的 龙头加 企农产品 工 业占 本当 总年全国样 数的

比例为 10.36%，这说明，农产品加工龙头 较小企业自建生 地规产基 模 ，大 料以自 主多数原材 主收购为 ，

未 。 来 ，完整的产 省情况 看尚 形成 业链 就各 以 2019年 ：例为 料 建 收购的主要农产品原 从自 基地 农产

龙头品加工 企业数量占比 三 依 为 林省排名前 位的省份 次 吉 、 津天山西省和 市，分别为 24.07%、28.36%

和 33.82%； 三 、 川 ，而排名后 为上海市 北 和四位的省份 京市 省 分别仅有 1.92%、2.32%和 5.89%。这

本地 有关主要与土 收购成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具 更往往 备 高的人口聚集、 设 设等条基础 施建 件，

， 本较 。 ，致土地 业 业 韧性导 价格普遍偏高 自建基地成 高 农 产 链 锻铸问题 不仅 身发展问是农业自 题倒

，也的客观要求逼下 是从“量”到“质” （ 长 ，革 姜的深刻变 云 2024）。

5. 力 ， 术 。流通链 有所降 区技 装备 提能 低 西部地 水平有待 升 ，测监 数据显示 2019－2021年农产品

加工龙头 力业的储 分别平企 藏能 均为 11773.74吨、16703.73吨和 13704.36吨。其中： 冻 力冷藏冷 能 分

别 均平 为 2323.51吨、3662.48吨、2243.44吨； 力分运输能 别平均为 10912.98吨、12796.55吨和 11021.02

吨，其中 力输能 分别平冷链运 均为 995.34吨、1833.75吨和 1947.83吨。这表明， 龙整体 加上农产品 工

头 力 。流通能 有企业 所下降 来 ，省份 看 北 市 上分 京 和 海市农产品加工龙头 力 力业 藏能 和 能企 在储 运输

三 。 ， 较 ， 力较 ，对 子上 年 供 链 系建 流 电 商务均位于全国前列 这说明 两市的 应 体 设 为完善 通能 强 发展

了交 要保障易提供 重 。2021年， 子 三两 过电 销售 居市通 商务实现的 收入均位 全国前 。 来分地区 看，西

和西南地 农 品北地区 区 产 加工龙头 力 力 ， ，和 能 明显 其他地企业的储藏能 运输 低于 区 这说明 农产品加

工龙头 业 专 化分 现企业的产 链 业 工程度呈 “东高西低” ，征 西部地 加工的特 区农产品 龙头企业在基础

、 才 。设施 引进 有建设 专业人 等方面还 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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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维度

1. 管理增强产品质量 ， 重 程 提高绿色生产 视 度 。根据监测数据，以 2021年 例为 ， 门建有 检机专 质

构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占 本全 样 数的当年 国 总 比例为 59.96%， 当且 年通过 ISO9000、HACCP、

GAP、GMP 量体系认等质 证的 品加工农产 龙头企业 占比数量 为 60.41%，比 2019 长了年增 6.54%。企

，业质 证 推行全面 的重要支 工 通 助 业进行 化量体系认 是企业 质量管理 撑 具 过质量体系认证有 于企 品牌

（ ，管理 蒋玉等 2021）， 势， 一绿 农 品在 具 步激励企从而使得企业所生产的 色 产 市场中更 竞争优 并进

大 。 ， 一 长规模的绿色 因此 明业开展更 生产 这 增 数据说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对 农业生产提升 标准和提

，也 了高产品质 的 视量 重 程度增强 反映 品农产 加工 、 势。业不断 色 环保向绿 和可持续方向发展的趋 除

此，2019－2021年， 龙头农 品 工 企 色产 加 业创建绿 食品、 料产品原 标 基地的面积有机农 准化生产 明显

大扩 ，2021年比 2019 了年提高 44.21%。 着经 收 提高随 济发展和 入水平 ， 对居民 绿色、 农产品的优质

费 求消 需 明显增加。 布连 营协会 数据根据中国 锁经 发 的 ，中国有机食品消费市场正以每年 25%的 速增

长（ ，张建增 平等 2020）， 也色 将有效带而绿 消费的升级 动 加工农产品 龙头企业 ，的 产品绿色 供给 并

。推动 产 健康发展不断 农业绿色 业持续

2. ， 未 。品牌建设 但 色 质品牌的地区差异 格局意识提高 绿 优 化 尚 形成 ，数据显监测 示 2021年全国

农产品加工龙头 注 商 数量企业拥有 册 标 为 278667个， 每 工平均 个农产品加 龙头企业拥有 11.10个，比

2020 长了增年 16.08%，说明农产 工品加 龙头企 设意业的品牌建 识有所增强。但 ，是 产品加工农 龙头

、绿色食品 机 产 品企业获得 有 农 品和地理标志农产 认证的 。产品 明显不数量 足 以 2021 ，年为例 农产

品加工龙头 均 得 色食企业平 获 绿 品认证的产品数量为 0.61个，平均获得 品有机农产 认证的产 量品数 为

0.28个，平均 农产 志 产品数量获得 品地理标 认证的 为 0.54个。可见，农产品加工龙头 对企 绿业 色优质

，重 度仍不品牌产品的 视程 足 这 ：是因为 一方面， 对 ，效 在 滞性产品认证 农业经营提质增 存 时 会加剧

本 力业企 的早期成 压 ； 一另 方面， 术 较大 （新 生产会存在 产和品种新技 的生 市场风险 子杨和高 牛 恒，

2019）， 农 工导致 产品加 龙头 。企业在 环节中的 现 不产品认证 表 并 积极 来 ，从全局 看 当前中国 色优绿

质 的地区品牌 差异化 未格局尚 完全形成： 区发达地 （ 苏江如 和省 浙江省） 术 对产 先进的农 品加工技 相 ，

能够 多高标准的 优质生产出更 绿色 产品， 术 一设备 发 则难以达而技 和 受限的欠 达地区 到这 水平。此外，

一 较 力， 较 。些地 的 产 牌 但其他 的农产区 农 品已经形成 强的品 影响 地区 品在品牌推广方面 为滞后 鉴于

术 ， ，不 地 在自 加 异 建设具 色的绿色优 牌 不 业产同 区 然条件和 工技 上的差 有地区特 质品 仅是实现农 业

、 必 择，也 。高 展的 然选 国农业走 深 融 要多元化 质量发 是推动中 向 度 合与创新发展的重 途径

（四）开放维度

1. 势 ， 。业务 向好 呈现地区不平衡特点进出口 形 总体 ，数 显监测 据 示 2021年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比上年上进口总额 升 11.08%， 额比上年上出口总 升 3.00%， 明说 新冠 未并 导疫情冲击 致 加农产品 工龙

头企业进口和出 下滑口总额的 。 ：原因 于在 着随 新冠疫情 ， 苏全 济和贸 渐复冲击减弱 球经 易逐 。与其

， 了供 链 现 更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产业链和 应 展 强 。 了性 稳定性加的稳定 和韧性 这种 速 农产品加工业的

苏， 长。复 有利 进出 增从而 于推动国内 口总额的 分 来 （看 见表地区 1），2021 东年 地区华 和西南 农产

加品 工龙头企业 ，同 滑 呈现 不平衡的进出口总额均 时下 地区 的 。 东 额 明特点 华 地区之所以进出口总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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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减 是 外 下降等因显 因为受到 需走弱 订单 素的 ，而影响 西南地区 少口总进出 额减 是与的原因 境外

新冠 大 力 大 （ ，疫 加速以及 外防输入 增 关情 流行 边界省份 压 有 宗会明等 2021）。

表 1 2021年不同地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上年比较的变化程度 单位：%

项目 东 区北地 东 区华 地 华中地区 华北地区 华南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比 年 业收上 营 入 9.75 9.49 2.61 16.38 12.77 12.87 11.56

营比上年 业利润 −4.26 −2.82 −19.41 4.54 −11.78 −18.18 −32.29

年净利润比上 −12.06 −4.63 −20.66 −0.94 −14.40 −21.87 −38.02

口总额比上年进 33.68 −12.92 7.19 31.41 21.23 14.11 −7.99

比上 口总年出 额 −9.93 −1.09 3.47 18.95 9.28 15.33 −2.84

2.“走出去” ， 本 。进 快 但资 市 开放程程加 场 度仍不高 ，数据 参与 外 资根据监测 境 投 的农产品加

工龙头 较数 比 低企业 量占 ， 一但 分析发进 步 现，2021年农产品加工龙头 投 金 比企业平均境外 资 额 2019

长了年增 27.95%。 龙头面 加工 企业这从侧 反映农产品 “走出去” 力投资经营能 提升的 有所 。值得注意

， 、 、 ， 龙头是 受 政 经营管理 体系等国 外 素 企的 产业保护 策 企业 社会服务 内 因 的影响 农产品加工 业在

“走出去” 一 （ ，中仍面 尹 飞过程 临 定的投资和经营困境 郭婷婷和 燕 2023）。 ， 龙头时 农同 产品加工

较少，企 国外上市 内上市的企 量占业在国内和 的数量 国 业数 比不足 5%， 外上 数而国 市的企业 量占比

则低于 2%。 龙头 本 ，也农 企业成功 市 其 手 获取市 资的关产品加工 上 是 走向资 市场的重要 段 是 场融 键

。 ， 大、 力 龙头 较少，雄 的 产品 数 受农业产途径 然而 当前中国规模巨 实 厚 农 加工 企业 量仍 再加上 业与

村 ， 少。区的特殊性 重因 成功 业农 地 等多 素影响 能够 上市的企 就更

3. ， 一 。境 元化发展 定 理 险外投资多 但仍存在 管 风 ， 龙头产 工 企业 的境根据监测数据 农 品加 涉及

势，外 发 趋投资行业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 展 2019 超过年 100 ，个 而 2021 一 长了数年这 量增 63.08%，

外投资的 突破参与境 行业数量 200 。 ， 龙头 ，个 这说 产品 境外 表 呈现明 农 加工 企业在 投资领域 现活跃

势， 、 、 了 。 来多元 为推动资 优 市 供 条件 从 投资的化发展态 源 化 场拓展 国际合作提 有利 境外 具体行业

， 龙头 、外 资 集中 牧看 农产品加工 企业境 投 多 在种植 畜 养殖 品及畜产 。 一加工行 与朱亚勤等业 这 结果

（2020） ， 龙头 术 力较 ，的结 映出 工 技 创新和 能 弱 在国 市得到 论相似 这反 农产品加 企业的 高端加工 际

势。 ， ， 龙头 、上 以 目前 中 产品加 然 件场 缺乏竞争优 同时可 看到 国农 工 企业主要投资的行业易受自 条

术 、 、 ， 对 较大 （适应 价 政策等因 在 外投资过 面临 何技 性 农产品 格波动 经济 素的影响 程中 的管理风险

，邦路等 2023）。 ， 、 力，建 风险防控 评估企业 受 险 动因此 立健全 体系 合理 承 风 的能 将成为持续推 农

龙头 力 。品加工 提高国产 企业 际市场竞争 的重要手段

（五）共享维度

1. 龙头 力 ， 、 。农产品 工 业 带动能 提 不断创造新 业加 企 辐射 升 岗位 新就 ，据显示监测数 2021年农

加工产品 龙头企业 确负 档 困户数比平均明 责的原建 立卡贫 2019 长了年增 8.31%，而 均带动的 业平 从 人

长员数比上年增 8.00%， 村 长动 户籍从 员数比其中带 的农 业人 上年增 8.03%，带动的女性从业人员数

长比 年上 增 8.29%，通过 关订单合同 系带动的 户农 数 长比上年增 16.09%。这 明说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对 了 ，业 带 就近 重 让更多农动农民就地 就业发挥 要作用 民（尤其是 性女 ）农民 能 与 产参 到 业增值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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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具体来看，2021 东年山 省、 川四 省、湖南省农产品加工龙头 人 数企业带动的从业总 员 占当年

品全国农产 加工龙头 动的从业 的企业带 总人员数 比例分别为 13.54%、11.31%和 7.10%， 三位居全国前 ；

其中，带动的 村 从 数农 户籍 业人员 占比分别为 15.08%、8.45%和 8.32%， 动带 的女性 业 员从 人 数占比

分别为 14.40%、9.48%和 7.82%。 类 来岗 看从 位 型 ，2021年农 加工产品 龙头企业平均带动的生产人员

长年数比上 增 4.11%， 术 长技 员数人 比上年增 3.29%， 长销 上年增售人员数比 1.48%，但管理人员数比

上年下滑 2.11%。 说明这 ，农产品加工龙头 对 术 才 较 。企业 人 高技 技能型 的需求

2. 龙头 ， 。加工 企业 益 结 切 社会责任意识增农产品 与农户利 联 密 强 ，数据显监测 示 2021 全国农年

产品加工龙头 对 总 比 年上企业 农户的平均支出 额 上 升 3.11%， ，其中 、 、过 资福利 分通 土地租金 工 红

和 料收购原材 的 对方式 的平 比上农户 均支出总额 年分别 升上 了 41.71%、251.93%、195.06%和 7.37%。

可见，农产品加工龙头 农户企业与 的利 联 更益 结 加密切。 方在工资福利 面，2021 农产品年 加工龙头企

业发放的平均工资福利比上年上升13.46%， 村其 发 给农 人 资福利总中 放 户籍从业 员的平均工 额比2019

了高年提 27.16%。分 来省份 看， 市北京 、海南省、 的农上海市 产品加工龙头企 的平均工业发放 资福利

三。列全国前位 对 省 农各 份 产品加工龙头 的 福利总企业支付 工资 额 别与其分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净

，相 性 析 发 数利润进行 关 分 现相关系 分别达到 0.96、0.90、0.91，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农产 工品加 龙头企 资福业支付的工 利水平与其 入营业收 、利润有显著 相关的正 关系， 较大即 模 实规 和

力较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 业企 大 。承担更 会责任应该 的社

五、政策路径：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了 ， 势 ，品 工 发展 著 带农的优 加前文多维度分析揭示 中国农产 加 业 质量的显 提升 其联农 日益凸显

，对 了 。 ，工生产的 化程 中国 体 到 积极的 然而 中国 产 加精细 度不断提高 经济的整 发展起 推动作用 农 品

也 一 ， ， 扶 力 ， 力 ，如 品加工 持 度不 色 牌工业 存在 些挑战 例 农产 业的 足 科技创新能 有待加强 优质绿 品

， ， 较 ， 。 来 ，工产 足 应不强 产 及区域发展 衡等 中国加 品供应不 产业集聚效 业链 短 以 不平 总体 看 当前

， ，工 于成熟期 发展转型 关 阶 尚 离 但其农产品加 业仍处 向高质量 的 键 段 虽与高质量发展 有距 早 成为已

力农 济 重 产业业现代化的支撑 量以及国民经 的 要 。中共中央、 布国务院发 的《 于做好关 2023年全面

村 》乡 振兴重点 的意推进 工作 见 指出， ， ， 、足国 现 色 建设供 科技装备要立 情农情 体 中国特 给保障强

、 、 、 力 。经 体 争 的农业强 营 系强 产业韧性强 竞 能 强 强国 ，在此背 的景下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重

。 ，本 讨要 更为 理 据分析得 品加工业现 征 文 度探性 凸显 结合 论框架和数 出的农产 状特 试图从多维 农产

择，工 量发展的 选 以期品加 业高质 政策路径 加快农 品产 加工业 。的 步伐高质量发展 转型

（一）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

2023 议年 经济工中央 作会 提出， 业 新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创 ， 术 术别是 技特 以颠覆性 和前沿技 催

、 、 ， 力。 长 本生新产业 动能 发展新 产 随 增 模 资 要素驱动新模式 新 质生 着中国经济 式正在从 等传统 型

、 术、 ， 力 长技 数据等 型 产 质 能够加 产品加向知识 新 生 要素驱动型转变 新 生产 速农 工业新型增 模式的

。形成 力 、 术 、农 品 工业 新 强 智慧智 有待增加而当前 产 加 的科技创 能 仍有待加 能技 应用 术从 技 熟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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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隐 缺 的政策支练度不足 数 私担忧及 乏明确 持—— 了 力素共同制 新 生这些因 约 质 产 的发展，并导致

对分部 企业 术智慧智能技 。持抵触态度 ，高 量 展动为增强创新驱动进而激发 质 发 能 路在政策 径上需精

把握准 “ 力新质生产 ” ，内涵 。不断完善创 系建新体 设

一 。 ， ， ，政策 策 应以科技 擎 以新产 为 导是要创新 体系 在政 体系上 创新为引 业 主 以产业升级为方

， 心 力 ，对 类 ， 、 、 、以 核 竞争 标 各 创 科 领 跨机向 提升 为目 新主体进行整合优化 集中跨学 跨 域 构 跨部

门 势力优的 量。 脐橙 业为例以赣南 产 ， 一 采赣 企业 用南地区 批 “公司+ 社合作 +基地+农户” 式等方 ，提

了 脐橙 。 脐橙 ，业 水平 当地 企业不仅 以 升 销 难的升 当地 产 的组织 的 深加工 可 提 产品附加值 在鲜果 售困

，时候 还 脐橙 汁、 。 脐橙 术 心 大 脐橙可以将 技 究 以及 学加工成果 果酒等产品 国家 工程 研 中 赣南师范 学

脐橙 了 （产业的发 技支撑院为当地 展提供 科 ，江宏 胡俊飞和 健 2022）。

二 。 ， 大生产 支 产品加工 发展的重 引 中是要提高 质量 科技 撑是农 业高质量 要 擎 国仍然面临着重 科

， 心 术 本 。 一技 关键领 技 受制 变 产 加工 批瓶颈 域核 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 上得到改 农 品 业应建设 能够支

， ， ， 大 、大 、水平创新 施和协同创 台 促 实现 扩 数据 区撑高 的基础设 新平 进要素融合 资源共享 物联网

术 ， 、块 信息技 在 产 加 建 品加工 的国家链等现代 农 品 工中的应用范围 搭 农产 领域 重点实验室 科技产业

园区等， 力化 产 初加强 农 品 工能 ， 农 工和综合提高 产品精深加 利用水平，推动农产品 业向加工 信息化、

。化发智能 展

三 力。焦是要聚 生产 了有效提升 产率为 全要素生 ， ，并确 农 品 产 技要保 产 加工业实现高质量 出 科

。素 业链的 色与产 深度融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术 ，不 涉及 技 更关乎科这 仅 高水平的 研发和应用 技创

对 。 才产业实际需 间的 在强 果 应用的同 专业人 的 养新与 求之 有效 接 行业 化科研成 的生产 时应加强 培 和

，引进 术教通过支持职业技 育等 ， 一 术、 、 才 。 对项目 培 懂技 会 强养 支 经营 懂管理的复合型人 队伍 加

才 ， 术、 、 ，年 技人 支 生物技 机 食品安全等 为农 的青 科 的培养和 持 特别是在 械自动化 领域 产品加工业

力持 供续创新提 人 保障，从而 力 力。有效 品加工业 整 竞提升农产 的 体 争 和可持续发展能

（二）坚持差异化策略，以产业协同优化高质量发展结构

一 力 、 、 、 、 ，打 创新能 业链条 带 紧 农业 是造 批 强 产 全 绿色底色足 安全可控制 联农 农 的 全产业链

村 村和农业农 重要支撑乡 全面振兴 现代化的 ，也是 防范有效 、 对 的重应 风险冲击 要举措（ 长云姜 ，2024）。

， 大力 ，分析 在国 支持下 农 品 工如上文 家政策的 产 加 大企业规模不断壮 、 长资 平稳增投 总量 、 收营业

入稳步增加， 力 ，农产品加工能 日益增强 了完成 “ 大做 ” 。目标的 但 也析上文分 凸显当前 产品加工农

业 群仍然存在产业集 “ 、 小不群集而 散而弱 ” 。题 部的问 分特色 ， ，业 糊 同质化 差产 定位模 竞争明显

， 势较 。 ，异化发 程 低 的 优 弱 因 政策路展 度 使得区域特色产业 竞争 此 在 径上应当注意农产品加工业的

独 特有 征。加工 产业往往位于 业链中上游，做强农产品 本业的基 路径加工企 不仅仅是 大追求规模的扩 ，

更应侧重 。 ，业 合和协同 重组等手全产 链的整 通过并购 段 农 品产 龙头加工 企业 资 集中优能够实现 源的

， 。 、 ， 、用 形成 链 合 仅涵 工 市场拓展化利 更高效的产业链条 这种全产业 整 不 盖生产 加 还包括研发 等

，环节 而从 力。使企业更 合竞具综 争

策路在具体政 径上， 品 的高质量农产 加工业 发展应当 ，坚持差异 策化 略 注重区域间的协调 展发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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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资 。一 ， 力，应提高方面 跨区域协同能 布优化产业 局。 ，推 农 品加 协积极 动 产 工业区域 同发展

资源的充促进 分流动。 地各 应充分挖 地特 源掘当 色农产品资 ，积 代 牌极培育现 农产品品 ， 少减 同质性，

禀 ， 办 ， ，特色资源 为 托 理 手段 以 进步为以区域 赋 依 以现代化的生产管 法为 科技 支撑 把区域资源转化

力 。 、 、 势争 区 产业 食 重要农产 特色农产品 和水为具有竞 的 域 体系 在粮 生产功能区 品保护区 优 区 产品

， 。 ， 对 料 ，关键 应 加工企业 配性 为此 建 针主产区 是解决供 基地与 之间的匹 应 立 加工的专用原 基地 推

， 料 ， 、 、产品加 产地下 端 伸 建完 储动农 工向 沉 向前端延伸建设原 基地 向后 延 构 整的加工 运 销售和服

务网络系统。 ， ， 。 一 ，产业链的延 优质 系 以 链 质性 另 方通过全 伸 与 基地建立联 保证整个 条的优 面 可

， 甄 ，过搭建覆 全 条 台 市场信 寻与 别以通 盖 链 完备信息的信息平 加快 息搜 为产业链各环节的参与主体

， ， ， ，供 时 效的 各 合作 简化 和流程 降低 费用 加提 及 有 信息 强化 主体之间的 交易环节 交易 提高农产品

力。工 增企业增收 效能 快农文旅加 产业融合， 、 、 ， 一充分挖掘 业 业 功 步农 产 链的生态 文化 旅游 能 进

丰 。富农 业链功业产 能性内容 例如： 丰 ， 、品 文 资源 此 中医西部地区农副产 和 化 富 可以借 打造以白酒

、药材 为特色的农 加工乳制品等 产品 业；东 、 、 势，继续 通 源等优 发部地区要 发挥其交 经济 资 展农产

， 大 。出口贸易 分 用品 充 利 好国际国内两 市场 、 ， 、借 模化 社 的特色助规 会化 产业经济体系 在企业 农

、 ，之 的 互作 达户 政府 间 相 用影响下 到“ 大 部之和整体 于局 ” ，的 最终提升产 区域协同效果 品和 的竞

力。争

（三）倡导绿色生产转型，以质量建设转变高质量发展方式

， 。农业 构 提高农业 的整体质 与 率 关 措深化 供给侧结 性改革 供给体系 量 效 是实现产业兴旺的 键举

农产品 龙头 ， ，工 企业 的 色 仅是 品 关键主体加 在农业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角 不 维持农产 稳定供给的

也 。 龙头 ，食安全的重 当者 企业 加 的 地位 其 运作能是国家粮 要担 这源于这些 在农产品 工业中 规模化的

力 、 术 、 ， 对 ，使 在 合 设 面更为 能够有其 整 资源 技 创新 品牌建 等方 成熟 效应 市场波动 进而确保国家粮

（食 全安 ，安华何 和秦光远 2016）。 ， ，为 供给保障 设转变高质 展方更好地增强 以质量建 量发 式 需进

一 龙头确农 企 键主体地步明 产品加工 业的关 位。 长 划发展规 的 统强调 期 系 性，确 性保政策实施的科学 ，

。使农业 转型稳以促 绿色 步推进

， 对 。色 工 念形 准 认识到并 区都具备在具体政策路径上 要 绿 加 理 成更为精 的认识 应当 非所有地

，对 采 ， ，相 绿色 不适 则 进式的策 升绿色加 水 体同的 发展条件 于 合的地区 应 取渐 略 逐步提 工 平 现出

。 、 对种 化的发 略意味 绿 品 建设地域差异性 这 差异 展策 着在产品定位 营销渠道等方面 色 牌 应有更深

划。 一层 规 整个产 个绿色次的理解和 业应进入 “种植 生产养殖 － 工产品精深加 －商品销售” 良的 性

轨 ， 力， ，道 不仅要 的加工质 和 场 链 节实现 协同 从循环 提升产品 量 市 竞争 还应促使产业 各环 高效 而

。 ， 力 力，逐 提 相关 场 是促进产 强的创造出更多的特优品牌 此外 步 高 产品的市 影响 和竞争 业做精做

。有效途径 ，色 是 业绿 农产品加工 可持续发展 。 对 、的 态 随着消 环保的需 日 增普遍形 费者 健康 求 益

长， 力 ， 少对 染 ，于 绿色产 给和提 破 通农产品加工业需致 增加 品供 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 环境的污 和 坏

， 一 ，严格 理 品安全 积 的绿色产品 与标 提升过 的质量管 体系确保产 极推进统 认证 识体系建设 农产品

力。工 续发展的加 业可持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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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好的市场 销 络 场 至关重 础设施建设良 营 网 形成优质优价的市 机制 要 基 建设的完善是农产品

一展 可 缺的加工业发 不 或 环。尤 对 龙头农 业其是 于 业产业化 企 ，不仅要 改造以解决 问题推动道路 交通 ，

也 力 、 ，链仓 网 等体系的 产品加工 业 供 运要着 加快冷 储 物流和 络服务 建设 为农 企 提 更为便捷和高效的

、 ， 。 ， 门存和销 道 为其 政 相 部 应 农输 储 售通 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此外 府 关 建立健全 产品质量安

， ， ， 权 。 、全监管体 场监管 打击 伪劣 费者 工 准制定 示系 加强市 假冒 产品 保护消 益 通过加 行业标 范引

、 术 训 ，培 等途径导 技 划 ，使 业 农 产 在防 源浪费促 农 企业更加合理地规 业生 止资 的同时实现绿色产品

，售的溢价销 一 。步 活市 资 中的作用进 激 场在信息 源配置过程

， 扶 ， 一农产品加工 业的 要专 的 入 更需要 约此外 中国 业行 发展不仅仅需 项 助资金 简单投 个激励与

。 较 ， 本 ，束并存 多 次 绿 业自身 报率 低的 层 政策支持体系 鉴于 色农 的回 资 的自然倾向不会指向农业 政

尤 。 ， ，府 作 就显 在 以借鉴工 产业基金的 通过 业基的 用 得 为重要 此背景下 可 业和财政 经验 设立农业产

， ， 。促 向农产品 动 为其提 更 坚金等方式 进资源 加工业流 供 加 实的资金支撑 ，政 综合施通过 策的 行 倡

导 龙头加工型 企业 成 色 质量引领下的加工业尽快完 绿 高 转型， 绿进入 色“ 生产种植养殖 －产品精深加

工－商品销售” 轨 ，的 循环良性 道 力。国家 给 能从而增强 农产品供 的保障

（四）鼓励市场开放合作，以国际视野扩展高质量发展格局

，随着全 入发展球化的深 ，农 产 环业 业 境发生显著变化 际 为中国 品加工国 市场 农产 业提供前所未

。 ， 对 、 、 术发 阶 面 与 在 率 深加工 以及产业规有的机遇和挑战 新 展 段 发达国家 农产品加工 度 技 水平 模

方面等 的差距， 品加 当 极地融入农产 工企业应 更加积 国际市场， 力通过国际 作 升合 提 自身的产业竞争 。

，具 策路径 国农产在 体政 上 中 品加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应采 、取 维 多层 合多 度 次的国际 作和市场

拓行动开 。

一是积极利用“一 一带 路” 习 。 ，等国际 平台 通过 家 合作交流合作 学 先进经验 与沿线国 的农业 引

术 ， 、 、农产品加 业 先 括 创新的 机制 产进国外 工 的 进技 和管理经验 包 科技 驱动 业链的整合思路 政府政

布 。 未来 ，持 略 及品 的 中国农产 的 发展 应在 这些策的支 策 以 牌与市场 国际化 局等 品加工业 借鉴 经验的

， ， 大 ， ，上 结 色 放国内庞 模 深入挖 独 多 建基础 合国情特 充分开 的市场规 掘 特 样的农业资源 通过 立农

、 ， ， 、 势 。业合作 产品加 业 际 实现 优区 农 工产业园 推动中国农产品加工 国 化 资源共享 互补

二 找 。 未来 必 一球价值链 自身发展的 中国 业的 个是在全 中寻 适合 定位 农产品加工 发展 将是 融合传

、 、 。 ，统与现代 际 科技与 态 全 中 产品加 业不仅国内与国 生 的 方位发展过程 因此 国农 工企 要充分利用

较 势， 、 ，在 放 全球 化 动 为实现 化贡献中国自身的比 优 更需要 开 的 视野中深 改革 创新驱 农业现代 智慧

。 ， ，和中 升中 的 场占有率 品加工企 应 极国方案 为提 国农产品 国际市 中国农产 业 积 参与国际竞争 促进

农 加工业产品 “ 去走出 ”， 、 ，借助 强 国 产品 全国际展会 贸易洽谈会等平台增 中 农 加工业的 球可见度

力。化中国农 场渗透和品 响深 产品的市 牌影

三 ，是 准化 入 际市场研 食品安全 准 质加强国际标 工作和深 开展国 究 将国际 标 和 量管理体系引入国

内， 中国农 加工业促进 产品 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工 不 要关 农 域农产品加 业 仅 注传统的 产品加工领 ，

。 ， 对 对 。还要积 兴市场 从市 分和 出发 开 路的农产极探索新 场细 差异化策略 有针 性地 发适销 品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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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 ，针 不同国 和 区 诸 机食品 性食品家 地 的消费者偏好 开发 如有 功能 以及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

大 ， 长 。从 扩 场份 推 品加工业 场中的持续 发展而 市 额 有效地 动中国农产 在全球市 成 和

（五）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联农带农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一 。 力来业利 制 业迈向高 至关重要 步 业完善加工企 益联结机 是加工 质量发展 的 农 发展的动 自多元

， ， 大体 动结构 益联结 成 紧 的关 同主 的互 而利 机制能够促使这些主体之间形 更 密 系 实现共 利益的最 化

（ ，钟真等 2021）。 村 ，在 略实施过程乡 振兴战 中 “ ， ，利益 经营 以 济以 捆绑联农 以 主体带农 集体经

促农，以 助农稳岗就业 ” 一的联 带 方 而 续的方农 农 案逐渐成为 种有效 可持 式。 文监测上 数据分析显示，

龙头 的 射 动效农产品加工 企业 辐 带 应显著， 续 位和就业持 创造新的岗 机会， 利益联结更 样化同时 加多 ，

也 。 ， 一 一 。一 ，识 得 而 背后仍有 题 方面 利 联 的社会责任意 到增强 然 这 现象 些潜在问 益 结 不均衡可能

较少， 大了 。 一 ，些 或农户 益 从而 品 工 业的导致某 地区 的受 加 贫富差距 另 方面 农户与农产 加 企 合作可

对 ， 权 ， 判 力存 或合同制 的情况 从而 农户 农户 导能 在信息不 称 度不健全 导致 益受损 例如 谈 能 受限 致的

。公平报酬不

，益联结机 的 持 策 上应构 加紧密为实现利 制 可 续性和协同性 在政 路径 建更 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

、民 专 合 社农民 业 作 。 龙头 、之 联 支持农业 业间的利益 结关系 优先 产业化 企 农民专业 社合作 等与农户

切联 组 体有密 系的经营 织和主 ，构建“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 地基 + 户农 ” 式等农企融合共赢模 ，

、 、 ， 。订单生 销联动 尽 能 更多 产 在创新 产 产 土地资产入股等联农带农方式 可 让 农民享受 业发展红利

， 权，利益分 高农户在价 利益 话语 得配方面 提 格和 分配方面的 让农户获 合作社“保息分红” ，的同时

二 。 ，能按照超 产 和 返 发农户 农产品还 额 量 交易额获得 次利润 还 激 参与 加工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最 实 农产 循 发展成果终 现 品的良性 环 共同分享

此外， 也联结机制在 聚集 要的利益 产业 中 应起到重 推动作用， 也产 可为利益 良好业聚集 联结提供

的土壤。 村农 品 有 推动农 农 经济产 加工行业聚集不仅 利于 业和 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城镇化，还

拉会 动相关 ， 一二三 。 ， ，加 为此 在农 行业发展中产业发展 快 产业融合 产品加工 应 持坚 “一 一县 业”

业化的特色专 集聚发展，促 品加工企进农产 业在空间（产业园区 物 园或 流 区）的集聚， 一 当进 步带动

势色农产 优 农产地特 品或 品的基地化生产和相 ，业 空 集聚关服务行 的 间 进而形成“产业园区+ 园物流

区+服务基地+ 农业区域 ”的产业体系（ 龙 ，张延 等 2022a）。 ， 大 扶 ，策 持 导同时 加 政 和政策引 继续

较 力 龙头育和打造 动能 的 企培 具有 强带 业，通过“强强联合”“强弱联合” 式等方 ， 企业的提高 竞争

势。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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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 Choices

ZHANGYanlong TANG Jia WANGHaifeng LIUDawei CHENHui

Abstract: Enhanc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promoting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not only imperative for revitalizing rural industries, but also crucial for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suitable for China’s context.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data of 31,384 represent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enterprises from 2020 to 2022,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in five dimensions: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development, openness, and sharing.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policy path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foster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innovation-driven initiatives to

stimula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ynamics; adhering to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industrial synergy; advocating for a gree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to alter the metho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quality construction; encouraging market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to expand the patter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perfecting mechanisms for linking interests to facilitate shar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utcom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farming effort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pecific operational path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 demonstrat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undermulti-dimensional synergy.

Keywords:High-QualityDevelopment;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Policy Paths;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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