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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知识和技术的创造、传播和共享方式剧烈变革，以及我国食品安
全保障需求日益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跨区域建设原料基地和生产体系的能力骤增
，农产品加工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业已由市场不断细分和营销渠道争夺，转向企业集群在高品质原料
的均衡供给、适度规模化的生产体系、综合性的服务保障能力等方面的相互角逐。
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如何形成和保持区域产业比较优势，如何通过提高本地企业集群的价值创新能
力来增强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
本书正是力图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进行一些初步而有益的探索。
它以系统分析和决策分析方法论为基础，融合产业集聚、比较优势、耗散结构、行为科学等原理和理
论，以产业比较优势的形成与转化为主线，从关键要素、驱动模式、战略行为、利益冲突、策略方案
等角度，提出了一套系统研究区域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升级的理论、方法和个案体系，希望能为该领域
的科研、管理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一本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研究和操作参考书，为产业经济、企业管
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一本可读性较强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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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成功之路：集聚与升级》形成的思想观点、分析框架、方法体系，将
为涉农领域的科研与实践工作者提供一套相对完备的思想体系和分析工具，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层次
上思考和解决问题。
《区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成功之路：集聚与升级》既可作为科研工作者、企业经营管理者、行政管
理人员，运用系统分析和决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要参考书，也可以作为产业经
济、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自学参考书。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农产品加工企业一方面跨
区域构建原料、生产、市场、信息、研发等外部网络，带动企业聚集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在更广
阔的空间与领域内对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和谐问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而引起了涉农产
业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同时，因其主导着产业集群的兴衰，也受到了区域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者基于对我国20多个省市、涉及12大类农产品加工行业的案例研究和长期领悟，以战略管理思
想为指导，将系统分析、决策分析的方法论与产业集聚、比较优势、耗散结构、行为科学等理论相结
合，从关键要素、驱动模式、战略行为、利益冲突等层面研究了区域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升级机理。
主要结论是：强化成本比较优势、培育差异比较优势和创造网络比较优势，是区域农产品加工业集聚
升级的关键。
此外，结合我国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河北省隆尧县莲子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大城市
郊区（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等典型区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历程和策略方案进行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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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凤君，男，1960年生，吉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霍英东青年基金获得者，青海省政府顾问。
现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农学会农业产业化分会常务理事、副
秘书长，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畜牧工程分会常务理事。
注重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组合运用系统、经济、管理等理论，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涉农产业
链、企业竞争、战略管理、人才开发、价值创新等。
　　卢凤君教授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课题60余项。
代表性著作有《地域系统规划设计的理论及应用》（第一作者，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走
向县域可持续发展》（副主编，科学出版社，1999年），已在国内重要刊物和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
论文100余篇。
近年来，针对区域涉农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升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创新等问题，积极
开展对部委机关、省地政府、各类企业的管理咨询活动。
创办了涉农企业与产业网站，为涉农领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工作者提供了沟通交流平台。
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受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派，先后6次在全国县委书记、县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专题培训班上，为500余人做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专题讲座。
　　张敏女，1975年生，河北人，2008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涉农产业集聚、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在卢凤君教授指导下，参与完成课题10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篇。
　　李世峰，女，1968年生，内蒙古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5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农业大学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村建筑与环境工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致力于村镇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市边缘区问题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课题30余项，出版专著2部，公开发
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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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国外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研究侧重于企业的资金运营方式、产品技术创新、流通渠道开拓
等问题。
主要结论有：企业投资和各国政府的公益基础投资逐步加大使得农产品加工产业资本密集程度提高，
私营和合作经济部门将是今后农产品加工贸易产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农产品加工技术与设备趋于高新
化，精深加工比例越来越高，加工能力越来越强；农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业食
品部门中的优势地位逐步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经济领域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农产品加工
业在农业现代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贸工农一体化思想、农业产业化经营和
涉农产业链管理理念，并运用产业组织、供应链管理、模糊评价、博弈分析等理论和方法开始研究有
关问题。
代表性观点有：通过中介组织或大户、股份制或股份合作社、一体化等方式可以实现农产品加工企业
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扶持实力和辐射力较强的龙头企业、加
强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研究、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主导农产品
产业链在规模、数量、组织模式、标准化水平、龙头企业形成方式等方面表现出阶段差异性征。
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区域布局相关的主要观点有：受现有行政区划、部门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我国
农产品加工业区域布局不合理，难以体现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区域农产品加工业布局由改革之初的
原料依赖型分布格局转化为东南沿海地区的技术依托、市场主导型区域集中分布格局；优势农产品产
区、大城市郊区、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物流通畅区域有利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国内学者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研究还表明，农产品生产的专用化和标准化程度低、农产品生产
者与加工贸易企业利益机制扭曲、农产品加工企业设备及技术装备水平低且管理水平落后、区域产业
结构雷同现象严重，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四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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