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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集群在理论和实践上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区域发展模式，而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是农业产业集

群的一种重要发展模式。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群区域的“三

农”问题。有利于促进“中部崛起”，但其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此地方政府应适度作为，依据本地比较

优势通过合理规划因区、引导中小企业集聚、重视优势产业等培育特色和品牌产业集群，通过打造集群品牌、宣扬

信任合作的文化氛围、扶持中介服务体系等措施将现有集群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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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en proved that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clusters is an effective regional developing

pattern-and the farm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ial cluster is an important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cluster．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ial clusters in Hubei shows that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exist and develop well in central China．And the problems relating to agricul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se regions have been relieved in a way because of them．So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clusters with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re—

gion’8 advantages-and the clusters which have been formed need to be up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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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是指农户、农产品加工企

业及萁上下游产业和相关支撑机构在一定区域范围

内高度集聚，并且通过贸易和非贸易的方式相互紧

密联系，展开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使区域经济形成强

劲、持续竞争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是农业产

业集群的一个重要发展模式‘11，也有学者称之为农

业产业区，认为其能够发挥集聚经济效应，对提升当

地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有明显的优势作用。其竞

争力主要源于积聚产业网络组织所生产的规模经济

和范围经济效益、外部经济效益、联合效率以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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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网络。[23目前，农产品加工企业集聚成群并带动

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各地区的普遍现

象和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一、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

发展态势及典例

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是农业大省，农产品极

其丰富，农产品加工业近年来持续稳定发展，不断向

加工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同时，湖北省也正在不断

壮大富有中部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有力

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一些县市还形

成了一镇一业、一镇一品的特色板块经济，增强了县

域经济竞争力。如仙桃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无纺布生

产基地，大冶成为全国最大的保健酒生产基地，鹤峰

成为全国最大的氨基酸生产基地等。江汉平原的纺

织服装产业群、山区县市优质绿色食品加工业企业

群等也具有一定规模，产业集群已成为省域县域经

济的重要增长极。下面介绍几个较为典型的农产品

加工产业集群。

(一)仙桃彭场无纺布产业集群

彭场镇是位于仙桃东南、仅有162平方公里、人

口不足10万人的小镇，其产业集群特点是主要依托

地方资源优势，在当地政府的扶持推动下聚集而成，

并且通过产业合作机制和产业关联机制把无纺布口

罩、活性炭口罩、护士帽、手术帽、医生帽、太空帽、发

网帽、围裙、袖套、鞋套、工作服、隔离衣、无纺布套

装、手术衣、超声波热合手术衣、实验服、防护服、购

物袋无纺制品企业集聚在一起，获得专业化、规模化

和协作化范围经济效益。湖北仙桃市彭场镇无纺布

工业城，聚集了40多家无纺布制品企业，年出口无

纺布制品集装箱标柜5 000多个，出口交货价值6

亿多元，占全国出口的1／3，彭场镇成为全国无纺布

出口第一镇。到2003年10月底该地聚集企业已达

103家，职工1．5万人，已经初步形成无纺布生产、

制品加工、装饰包装完整的产业链条。

(二)汉川马口镇制线产业集群

该集群特点是以专业村为载体，发展“一村一

品”，并通过产业合作和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化品牌化

的生产与销售。湖北3 509纺织总厂对当地制线产

业发挥了龙头和孵化器作用，为一批中小企业培训

人才、提供技术，提高质量和管理水平。区内已经形

成了新庄、五福染纱专业村，高庙、高山、枣树制线专

业村，高窑、丁集制线包装专业村等。该地集聚有几

十户中小型纺纱制线企业，实现产值超过10亿元，

涌现了利达、森佳、惠惠、蓝天等品牌工业缝纫线，在

汉川市马口镇纺织工业园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工业园

里，就聚集了39家重点纺织企业，已经形成以纺纱

为主体，染纱、制线加工、配件、包装等与制线相互配

套发展的中小企业集群。纺织业成为支撑该镇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全镇工业总产值的80％、

工商税收的80％和第三产业收入的80％来源于纺

织业。

(三)咸宁特色麻纺产业集群

咸宁特色麻纺中小企业群的特点是依托本地苎

麻资源优势，通过银泉、精华、天化等优势中小企业

带动下游产业的发展，通过产品系列化发展，在国际

国内市场建立竞争优势，形成纯麻纱、苎麻混纺纱等

特色麻纺中小企业集群。苎麻纱及其混纺纱线

2002年就达到19 908吨，占全国53．93％，苎麻针

织纱裤年产量达到9 288万件，占全国同类产品

95．92％，具有绝对优势。产品系列有纯麻长纺纱、

短纺纱，支别从11英支到40英支，混纺纱、包芯纱、

功能性纱应有尽有。

(四)随州三里岗香菇产业集群

三里岗镇气候条件较好，栎木资源丰富，适合人

工栽培香菇。该镇由于有优质丰裕的货源，成套完

备的加工设备，享誉海外的知名品牌，稳定畅通的营

销渠道，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加之有关政府部门的

大力支持，使三里岗香菇产业逐渐做大做强。目前，

该镇香菇市场以年交易量8 000吨、交易额近5亿

元的规模，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集散地，三里岗

也成为中国香菇出口第一镇。全镇常年从事香菇贸

易的加工户近200家，生产加工达8 000人以上，其

中4 000人常年在外面进行技术输出和香菇购销。

另外，随着近30年来香菇生产的发展，随州市共建

立28个中小型香菇交易市场，其中的三里岗香菇

街、草店镇、万和青苔香菇交易市场等与城区的一个

占地21 335平方米的大型香菇交易市场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产、供、销一体化的交易市场群。三里岗

镇、万和镇、草店镇等几个产销大镇还吸引了香港、

台湾、深圳、广州、四川、陕西和本省的菇农到该市的

各大中型香菇市场进行香菇贸易，仅三里岗镇的香

菇街，年上市量就达3 000多吨，销售额超过118亿

元，成为中南地区较大的香菇交易市场，“菇乡”的美

誉也由此而享誉中南六省。

(五)“板栗之乡”——罗田

罗田是全国闻名的“板栗之乡”，在春秋、战国以

前即开始有人工种植，20世纪70年代以家庭作坊

式的手工生产起步，后发展到各类加工企业16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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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产值过1 000万元的6家，从业人员1．2万人，

年加工板栗2 500吨以上，年产值10亿元，占全县

国内生产总值的30％。目前全县已建起了15个板

栗保鲜库和200多个小型罐头厂，进一步扩大了深

加工和精加工，增加了速冻板栗肉、板栗粉、板栗果

脯、板栗罐头、板栗饮品、栗羊羹、甘露煮、酱栗膜等

新的加工产品种类，形成了板栗生产和加工的产业

集群雏形。

二、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缓解“三农"

问题的证据

(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有利于增加非农

产业就业岗位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工人的需求增

加，从而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上述的随

州市从事香菇专业和季节性运销的人员达15万人，

其中专业运销的达10．16万人；马口镇纺织业的从

业人员有1．8万人，同样为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村剩

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罗田县由于板

栗产业集群的发展，在全社会从业人员增加的情况

下，罗田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从2004年的12．49

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11．30万人，而第二和第三产

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从2004年的8．09万人和11．43

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9．53万人和11．82万人，非

农产业就业人数大幅上升，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和

发展。

(二)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农民

收入

三里岗人靠种菇致富后，不少农民购买了摩托

车代步，如今又坐上了蓝鸟、现代、桑塔纳、富康、奥

迪等名牌轿车。据统计，全镇9 026户，共有摩托车

2万辆，价值15万元以上的轿车15辆。生意忙时，

他们驾着自己的小车走南闯北联系业务，搜集信息；

生意闲时，他们带着家小到城市购物，到风景区旅

游。由此可见，香菇的种植和加工产业集群大大增

加了该区域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使人民生活水

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人均纯收人3 080元，其

中香菇收入逾千元。另外，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

展，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农民出售农产品数量增

加，使收入增长。如百户抽样调查资料数据显示，咸

宁的咸安区2006年上半年农民出售麻类人均3。55

公斤，同比增加1．28公斤，使人均收入增加9．91

元。而彭场镇由于加工企业的集聚，也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与仙桃市其他乡镇相比具有较

高的人均纯收入。

(三)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有利于加快农村

城镇化步伐

产业集群为小城镇的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有

了充裕的建设资金，当地政府必然会加强基础设施，

使城镇硬件水平得到提高。另外，产业的聚集，使乡

镇企业不断繁衍，也带动了产业工人的聚集，从而又

将带动当地的商业、饮食服务业、房地产、金融等第

三产业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在整体上提

高城镇化水平口]，使得产业集群成为农村工业化和

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实践证明，产业聚集度高

的地方，工业发达，市场繁荣，小城镇建设好。上述

的马口镇、三里岗镇、彭场镇等，都是在产业集聚的

基础上形成的小城镇，成为湖北省小城镇建设中的

亮点。如马口镇城区面积已由1995年的不足3平

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6．2平方公里，城区路网由过

去的小街里弄发展成为三纵三横的现代城镇骨架，

城区人口也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4万人发展

到现在的近6万人，从而实现了产业集群与小城镇

的良性互动。

综上来自湖北的证据表明，农产品加工产业集

群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

使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有效缓解了集群区域的“三

农”问题。

三、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

差距与问题分析

尽管湖北省已经形成不少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或者其雏形，但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

距，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具有一定的农产品生产优势却没有形成相

应的加工产业集群

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区域分布不均衡。据有关

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中、西三大区

域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比为66：24：10，我国农产

品加工业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这些年来这

种格局没有太大变化。全国约70％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农产品原料产地相分

离，而既有原料又有市场潜力的中西部地区农产品

加工企业及其集群则为数不多。对比湖北省和东部

发达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业，可以发现，有些东

部地区如浙江省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却发展起来大

量的专业企业、产业集群和专业镇(村)，促进了经济

的蓬勃发展。而湖北省是农业大省，具有丰富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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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源和优势农产品，具有接近原料基地的集聚条

件和优势，却没有形成相应的加工业集群，即“异地

(城市与消费区)加工多，就地(生产地)加工少”。以

纺织产业为例，湖北最大轻工行业纺织业的市场占

有率仅为4．4％，而纺织业作为浙江、江苏最大轻工

行业，其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17．2％和24．3％。中

国纺织工业协会公布的第一批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

(县)、特色城(镇)名单中，38个纺织产业基地市

(县)和特色城镇中广东有10个、江苏8个、浙江16

个、福建1个；第二批名单中，30个纺织产业基地市

(县)和纺织产业特色城镇中广东有9个、江苏6个、

浙江6个、福建5个、山东4个；第三批21个纺织产

业基地市(县)和纺织产业特色城镇中广东有5个、

江苏6个、浙江3个、福建3个、山东2个。而湖北

省只有仙桃市彭场镇作为“中国非织造布制品名镇”

进入第三批名单中。[4]同时，我们采用2005年乡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区位商[5]指标计算出

的地区优势产业①，江苏的优势产业为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浙江为纺织业、服

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造

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广东为服装

及其他纤维制品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

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

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等，由此可见，江浙粤地

区的纺织、服装、皮革等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地区比较

优势，已经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

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其棉、麻等农

产品产量并不低，2004年度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名单

中湖北省有5个，与其他省份相比处于较为优势的

地位，但是相对来说相应的加工产业集群不发达甚

至没有形成，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差距较大。

(二)现有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规模小。联系

不紧密。集群优势不强

一是集群数量少、规模小。浙江等发达地区几

乎遍地是集群，专业村(镇)、块状经济“遍地开花”，

且发展较为成熟，而湖北省产业集群仍然较少，而且

有很多仍处于雏形阶段，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也

相对较弱。如湖北省53个县市144个亿元产业集

群中，平均每个产业集群企业个数为31个，平均销

售收人为5．8亿元。而同期，浙江省工业产值在10

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149个，工业总产值1

万亿元，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每个产业集群平

均工业产值达67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35

个，100亿元以上的26个，200亿元以上的有6个。

无锡市15个产业集群，集聚企业3 000多家，每个

产业集群年销售收人都在15亿元以上。[63

二是集群企业联系不紧密，竞争激烈，合作不

足。例如，仙桃市彭场无纺布产业群、随州市三里岗

香菇产业群普遍存在低价竞争，农产品加工行业中

由于产品趋同导致恶性价格战的事情屡有发生。多

数企业单打独斗，恶性竞争的多，信息共享、相互合

作的少，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缺乏规制管理和行业

或产业自律，缺乏区域合作，企业间尚未建立有效的

信任机制，使得一些产业集群难以做强做大，有的甚

至萎缩。

三是技术含量低，与科研机构联系弱，人才、科

教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湖北是科教大省，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数目较多，但是这种科技资源的

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其食品、饮料、农

业、纺织、服装等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现代化技术含

量低，缺乏核心竞争力、出口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增加值较低。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传统

产业受到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很多中小

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等原因缺乏风险抵抗能力而

纷纷倒闭。

四、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中

政府应有的作为

中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根源在于其工业化和

城市化落后，因而事实上还是一个城乡差距和“三

农”问题。[7]技术落后、管理素质低、基础设施差等问

题是农村工业化、农民办企业的主要问题，而产业集

群恰恰在技术溢出、衍生企业的便利性、公共服务部

门的职业培训、技术支持等方面均能有效地弥补农

村企业的先天不足。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适当转变

政策思路，利用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来有效缓

解“三农”问题，从而加速实现中部崛起。

(一)依托资源优势，引导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的形成

一是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及其集群。应重点发展

本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并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

势，以其为主体引导发展产业集群。我们通过区位

商指数计算得出，湖北省比较优势产业为食品加工

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家具制造

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些优势产业已经形成一定

①：区位商(或地方专业化指数)：

。一地区j的行业i的产值／地区j的全部工业产值舢 行业f的全国总产值／全国工业总产值

数据来自《中国乡镇企业年鉴2005》

 

万方数据



3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7卷

规模的产业集群雏形，如湖北武穴市梅川镇聚集各

类食品加工企业100多家，产值达到12．6亿元，成

为“鄂东食品第一城”。也可以利用区内江湖和山区

等资源优势发展水产品加工和中药材、茶叶等产业

集群。如湖北潜江市发挥水产优势，发展水产养殖

和水产加工，目前有各类渔场207个，水产品产量

8．65万吨，全市有8家规模较大的水产品加工企

业，年加工能力5．1万吨。恩施州利用高山生态优

势，集中资金扶持药菜、葛粉、薇菜、魔芋等绿色富硒

食品的开发。另外还有洪湖水产、鹤峰山野菜、英山

茶叶等一批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雏形。如果通过行政协调和市场调节的双向推动，

使其形成集聚效应，很有可能成长为具有很强竞争

优势的产业集群。但是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适当引

导其向产业集群方向发展。

二是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如果没有广大的中小

企业，单凭龙头企业单打独斗，仍然难以形成集聚的

强大力量。湖北省并非缺乏大企业，湖北省农产品

加工示范基地已经培育了一批在行业或区域发展中

起龙头作用的企业，不仅是区域中龙头企业中的佼

佼者，而且在全省、全国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竞争

力[8]，但是为大企业配套的精深加工中小企业发展

不足。应在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同时加强对

广大中小企业的扶持和服务，使之成为与农户和大

企业“抱团”的农产品生产和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园区和农业科技园区，做好

园区规划。浙江省13个省级农产品加工专业园区

就有2 300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年创产值98．67亿

元。众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园区兴起，形成了产业

集聚效应，使园区成为产业集聚的平台。湖北省也

应做好集群和园区规划，做好园区定位，施行优惠政

策吸引相关配套产业入园集聚，鼓励企业合作，使工

业园区真正成为产业集群的载体和摇篮。

(二)促进现有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

一是打造集群品牌和区域品牌。抓住我国加入

WT0的机遇，形成一批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如“大洪山”、“神农”、“三里

岗”、“牡丹”等品牌已经构成三里岗香菇的国际形

象，享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海内外客户一提

起这些品牌，就自然而然想到三里岗；彭场镇被中国

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非织造布及制品名镇”的称

号，扩大了该镇的知名度，也形成了一定的区域品

牌。但是湖北省的品牌相对来说仍然较少，知名度

也较小。如罗田的板栗曾经出现销路不好、栗农亏

损的局面，严重挫伤了农民种植板栗的积极性，其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尚未打出知名度。因此应继续打造

特色品牌，将产品品牌逐渐做大为集群品牌、区域品

牌，同时维护已有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防止恶性

竞争和假冒伪劣商品造成品牌的消失和毁灭。

二是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加强企业同大

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和交流。发展农产品加工

和储运新技术，加强深加工技术、产品及成套设备的

开发与应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加强对农民的文

化和技术培训，成立中介服务组织对其进行指导。

适应食品安全的要求，发展安全生产技术，力争使产

品达到国际标准，与国际接轨。还应适应新农村建

设的要求，宣传治污观念和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园区，实现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三是出台政策扶持中介服务体系，从而更好地

服务于广大农户和中小企业。采用“政府扶植中介，

中介服务企业”的政策思路，扶植发展第三产业中小

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包括物流业(保鲜、储藏、运输

企业)、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等)、金融业(信用担保

体系等)、培训业(高校、技校、培训中介机构等)、技

术创新服务机构等服务行业，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各

种中介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专业市场等，以

降低农户和中小企业的交易费用，包括信息费用、物

流成本、人力资本费用、技术创新费用、融资成本等，

同时也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宽广的服务和

市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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