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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共享减轻就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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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加 工 而 种 养
加工才能增值，没有加工的农业永远是弱势农业。农产品加工是农

业全产业链的腰，腰杆硬不硬标志着产业体系强不强。倡导为加工而种、

为加工而养，有助于以加工需求为牵引，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增效。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牵住大宗消费这个

﹃
牛鼻子

﹄

刘志成

超 1100 亿元！这是刚刚闭幕的第 25

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洽会上的签约总

额。日前，黑龙江省出台政策措施，将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 9 亿多元支持农产品精

深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值得更多期待。

预制菜生产、肉类加工、恒温灌装、米

面生产⋯⋯这些都是农产品加工。传统

种养业生产的是初级农产品，农产品加工

业则是转化农产品。以辣椒为例，1 公斤

鲜辣椒价格 1.2 元、干辣椒 5 元，制成辣椒

酱 10 元。而如果提取出红色素、辣椒精、

辣椒籽油等，1 公斤能增值到 35 元。过

去，很多地方发展农业主要是卖原料，如

今要倡导为加工而种养，导入资金、技术、

品牌等，既生产原料又加工转化，应加工

尽加工。

农产品加工业，沟通城乡、亦农亦工，

是体量最大、农民受益面最广的乡村产

业。这条产业链，向前延伸可带动农户建

设原料基地，向后延伸可拓展物流营销服

务网络，是构建乡村产业的核心。2022

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超

19 万亿元。在河南，农产品加工业已成

为全省两个万亿元级产业之一。在吉林，

农产品加工业与汽车、石化产业并列为全

省三大产业。

加工才能增值，没有加工的农业永远

是弱势农业。农产品加工是农业全产业

链的腰，腰杆硬不硬标志着产业体系强不

强。成功的农业强国都是相似的，共同点

是农产品加工都很强。农产品加工业与

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是衡量一国农业发展

水平的重要指标。经过努力，我国该指标

已提升到 2.52∶1，但仍低于发达国家 3.5∶1

的水平。倡导为加工而种、为加工而养，

有助于以加工需求为牵引，优化产业结

构，实现产业增效。

成功的农产品加工业各不相同，有的

地区擅长初加工，有的地区则是精深加

工，在实际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上指出，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

加工。这启示我们，不是所有的加工都要

是精深加工，不是所有的主体都要搞精深

加工。只要立足地方实际发挥比较优势，

无 论 初 加 工 还 是 精 深 加 工 都 要 支 持 鼓

励。要通过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实

现 宜 初 则 初 ，宜 精 深 则 精 深 ，能 加 工 尽

加工。

事实上，预冷保鲜、清洗分级、烘干

储 藏 等 都 属 于 初 加 工 范 畴 ，也 都 很 重

要，且是精深加工的基础。“十三五”期

间 ，通 过 初 加 工 设 施 的 使 用 ，果 蔬 等 农

产品产后损失率从 15%降至 6%以下，实

现错峰销售、减损增值。而发展精深加

工，则需标准体系规范、技术专家支撑、

知名品牌引领，并非朝夕之功。要鼓励

农 民 合 作 社 、家 庭 农 场 、中 小 企 业 等 发

展初加工，促进农产品顺利进入市场和

后续环节；引导大型农业企业发展精深

加 工 ，开 发 类 别 多 样 、营 养 健 康 的 系 列

化产品。

当 前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存 在 布 局 分

散、创新能力不强、开发层次较浅、质量

效益不高等问题，但同时也面临重大机

遇。农业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为下游

的 加 工 奠 定 了 基 础 。 消 费 者 日 益 多 元

的食品需求，使得加工产品的市场空间

广阔。现代工业技术不断向农业渗透，

工 厂 化 生 产 的 效 果 越 来 越 好 。 以 主 食

加 工 来 说 ，以 往 只 能 手 工 制 作 ，现 在 装

备 水 平 提 高 ，既 保 留 了 风 味 又 方 便

快捷。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是时代

命题。要优化农产品加工业空间布局，向

产地下沉，向优势区域聚集，改变种养在农

村、加工在城市的二元结构。要推进科技

创新，避免技术装备过度依赖进口，攻克一

批工艺和设备瓶颈难题，集成创制一批适

用 的 配 套

装 备 。 要

推 进 经 营

主体培育，

培 育 农 产

品 加 工 副

产 物 综 合

利用主体，

促 进 循 环

利用、高值

利 用 和 梯

次利用。

大宗消费作为消费中规模最大、产业带动

能力最强的部分，既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引擎，

也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的主战场。扩大

居民消费，必须牵住大宗消费这个“牛鼻子”。

中央高度重视提振大宗消费工作，近期多

次释放积极政策信号。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就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

消费作出重要部署，8 月 16 日召开的国务院第

二次全体会议再次强调要提振大宗消费。大宗

消费已成为促消费的重要政策着力点，相关职

能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大宗消费增长的政

策举措。例如，7 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稳

定大宗消费就是其中的首要举措。随着政策环

境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大宗消费潜力持续释

放的条件不断改善。促进汽车、家电、住房和家

居等大宗消费，既推动了各地消费恢复，也为相

关产业健康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汽车是促进大宗消费的重头戏，也是提升

国内产业竞争力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消费如火

如荼。为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各大中城市通

过发放汽车消费券、给予汽车置换补贴等方式

引导汽车消费，带动家庭汽车消费潜力释放，

促进了消费扩容升级。各地车展也为汽车企

业推广品牌、宣传新车提供了舞台，带动了汽

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消费表现尤其亮眼，今年

前 7 个月，全国新能源汽车销售突破 450 万辆，

同比增长超过 40%。新能源汽车消费势头强

劲，为大宗消费和汽车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家电消费事关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生活便

利度提升，是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绿色转型的重

要领域。为促进家电消费，各大中城市联合线

上线下平台发放节能家电补贴，举办绿色智能

家电消费季、家电家居消费节等活动，主要家电

品牌也纷纷举办家电促销活动。家电更新升级

步伐加快，家电消费热度不减，冰箱、空调等大

家电消费持续扩张，特别是绿色智能家电销售

额快速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主

要电商平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销售额同比增长

12.7%，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同比增长 67%。促进家电消费的各项政策效

果持续显现，对大宗消费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住房消费事关居民福祉，也事关经济发展。近日，国务院及有关部委

结合市场形势优化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城市也因地制宜作出政策调

整，通过降低首付比例、降低房贷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式更好

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随着相关政策落地，预计住房消费将

有明显改善，也会带动家居消费逐步回暖。

大宗消费快速增长能够稳定居民消费增长的基本盘，为经济持续

增长提供坚实支撑。令人欣喜的是，在保持量的增长的同时，大宗消费

也实现了质的提升，消费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为一种潮流，

高端化、品质化消费占比持续提升。随着大宗消费对需求和供给两侧

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将有力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耦合互动，实现

消费扩张与产业提质互促共进，不断激发新动能，推动我国经济行稳

致远。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

制定全省中医药特色服务电子地
图；建设智慧共享中药房 48个，为患者
提供中药以及膏方的调剂等“一站式”
服务⋯⋯获批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示范区一年多来，包括山东省在内的
多地在服务体系、服务模式、医保支持
等多方面取得突破，为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的中医药服务，减轻了群众就医负
担。2021 年 12 月，国家中医药局会同
有关部门批复上海、浙江、江西、山东、
湖南、广东、四川7省（市）建设国家中医
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以较低费用取得较
大健康收益为目标，构建国家统筹、地
方先行的改革工作模式，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期待示范区更好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加快向全国铺开，解决好
群众看中医的急难愁盼问题。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