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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李 永 东

(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粮食核心区建设是国家针对全球粮食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这

为河南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河南省规划纲要》对河南如何实施粮食核

心区建设提出了基本思路、目标和措施。探讨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的现状，分析实现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农业产业

化双向优化的内在机制，具体研究两个农业产业化的企业案例，并根据事实提出通过粮食核心区建设推进农业

产业化进程的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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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Core Food Area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LI Yong-dong

( College of Economics，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China)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core food area is one major strategic choice made by our government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in the global food market an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ssues，which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National Food Pro-
gram for building the core area of Henan Province”puts forward the basic ideas，goals and measures concern-
ing how to implement the building of the core food area for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tu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bidirectional opti-
mization between the building of core food area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n，based on two specific
case studies 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facts，it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
mendations about building the core food area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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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是中国产粮大省之一，肩负着维护国

家粮食战略安全的重任。自 2000 年以来，河南省

粮食总产量已连续 8 年位居全国第 1，用全国 1 /
16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1 /4 的小麦、1 /10 的粮食，

粮食生产连续 2 年突破 500 亿 kg，2008 年夏粮更

是首次突破了 300 亿 kg 大关，达 306 亿 kg。然

而，全球粮食市场不容乐观，粮食问题面临的不确

定性在继续增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

据，全球 基 本 农 产 品 价 格 指 数 2006 年 上 升 了

8%，2007 年上升了 24%，而 2008 年前 3 个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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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上升了 53%。自新一轮食品价格暴涨以来，

全球有 37 个国家的食品供应受到威胁，有 20 多

个国家因食品涨价发生骚乱，超过 1 亿人因高粮

价陷入赤贫，基本生存面临威胁。为此，国家规划

建设粮食核心区，其根本目的在于应对全球粮食

问题的不确定性，增强粮食安全保障。
《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河南省规划》( 以下简

称《规划》) 提出的基本目标是: 到 2020 年，粮食

生产用地稳定在 500 万 hm2，通过对现有高产田

进一步巩固提高，使粮食公顷产量平均提高到

15． 75 t 水平，吨粮田面积由现在的近 66． 67 万

hm2
扩大到 166． 67 万 hm2 ; 对 213． 33 万 hm2

中产

田实施高标准开发，使其粮食公顷产量提高到

13． 50 t 以上; 对 66． 67 万 hm2
低产田实施综合改

造，使其粮食公顷产量提高到 12 t 以上。确保粮

食生产能力达到新增 130 亿 kg，稳定达到 650 亿

kg，调出原粮和粮食加工制成品 275 亿 kg 以上

( 数据来源于“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河南省规划”
中的整理) 。

那么，如何利用建设粮食核心区的机遇，更好

地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如何让农业产业化进程

更好地解决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富裕的问

题? 如何统筹解决传统农区粮食核心区建设、城
乡一体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综合改革? 这些都

是需要正确解决的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笔者认

为，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需要放在国家粮食战

略安全高度和全省农业产业化及农业生产方式转

变的角度来考察。一方面，粮食核心区建设要自

主地为国家粮食安全建立保障; 另一方面，要统筹

解决粮食核心区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工业化进

程和农村综合改革，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转型。
根据《规划》内容，结合河南省农业发展实际，本

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现状分析

(一)新世纪以来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河南省农业产业化进

程不断取得可喜的成果
［1］。首先，建设了一批农

业产业化基地。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向

优势产业和优势区域集中、龙头企业向工业园区

集中，强化产业集聚，初步形成了以豫北、豫中南

为主的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和黄河滩区绿色奶业示

范带、豫东平原奶业养殖基地、中原肉牛肉羊、京
广铁路沿线瘦肉型猪、豫北肉鸡、豫南水禽等一批

优势农业产业带。如新乡的优质麦、汤阴和临颍

的食品、淇县的肉鸡、潢川的水禽、孟州的玉米加

工、灵宝的果汁加工、永城的面粉产业等。农业产

业化经营水平稳步提高，目前全省符合农业部统

计标准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 9 102 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 8 473 家，初步形

成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别、覆盖全省的龙头企业群

体。其次，培育了一批具有实力的农业产业化企

业。全省 11 674 个农业产业化组织中，属龙头企

业带动型的 5 724 家，其中年销售收入 1 亿元以

上的 421 家; 有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3 家，省重点

龙头企业 343 家，市重点龙头企业 1 200 多家。
2007 年底，全省粮食加工能力达到 3 450 万 t，居

全国第 1 位; 肉类、奶制品加工能力分别达到 578
万 t、255 万 t，分别增长 18% 和 47． 5%。河南已

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和速冻食品生产

基地，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 和 60% ; 食用

菌、味精、方便面和调味品产量均居全国首位。通

过发展农业产业化，2007 年河南规模以上食品工

业企业销售收入达 2 000 亿元以上，位居全国第

二; 食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 6． 3%，占中

部的 32． 1%。龙头企业的实力增强之后，通过大

力推进农产品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加快

了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业整体素质。目前全

省 74%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建立了专门的研发

机构或者与有关科研院所有固定的联系; 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全部设立了研发机构，年投入技术创

新经费近 10 亿元; 70%通过了国家或国际有关组

织的质量、环保、安全卫生等管理体系认证; 部分

龙头企业还建立了农产品产地、质量、等级标识和

可追溯制度，组织和带动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
目前，河南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最大

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食用菌、味精、方便面和调

味品的产量也均居全国首位。第三，农产品的品

牌效应突出，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通

过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创出了一批国内外有一

定影响的名牌农产品，如“华英”鸭、“大用”鸡、
“金苑”面粉、“三全凌”汤圆、“思念”水饺、“莲

花”味精、“双汇”火腿肠等等。全省有 21 种食品

加工业品牌被命名为中国名牌产品。
(二)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河南省农业产业化

面临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主要存在国家对河南

省粮食核心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粮食收购订

单履约率低等问题
［2］。有研究者提出涉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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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户融资成本过高等农村金融支持粮食核心区

建设力度不够的问题
［3］。有学者提出了粮食核

心区建设背景下粮食加工业产业集群的对策问

题
［4］。笔者认为，河南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

问题是:

( 1) 从外部环境看，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面临

国内市场主体和国际市场主体的激烈竞争。从全

国来看，农业产业化龙头组织规模继续增加，竞争

力不断增强。从相邻省份来说，据统计，山东省符

合 农 业 部 统 计 标 准 的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组 织 达

11 268 家，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 884 家，被列入

全国重点龙头企业 44 家，河南分别只有 9 102
家、287 家和 23 家。例如，新蔡县 22 个乡镇近百

个产业 化 企 业 中，真 正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的 不 足

30%。也就是说，仅仅和山东相比较，河南省农业

企业整体包括数量和质量都很难相比。从全球竞

争环境来看，入世后中国农业企业将面临开拓国

外市场和迎接全球农业集团企业竞争的任务和压

力。各省农业龙头企业面临相同的竞争局面，而

现有农业企业规模和竞争力还不能适应国际市场

竞争环境的要求，尤其是在反倾销、反歧视等国际

市场竞争中还有很多被动。整体上，规模效应不

突出，综合竞争力不强，仍然是河南省农业企业面

临的主要发展问题。
( 2) 从内部结构看，产业化进程面临许多需

要解决的自身问题。一是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关系

不紧密，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不规范，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有些龙头企业与农户仅仅是买断关

系; 有些龙头企业仅仅与农户签订了产品购销合

同，缺乏相应的技术服务和价格保护。特别是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带动农户数量不仅占农

户总数的比例不足 10%，而且组织形式、运作机

制不规范。企业和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建立基于

共同利益关系的合作秩序。二是企业发展资金问

题突出。国家支农、惠农资金很难直接被企业直

接利用，且分配分散; 金融系统对农业产业的支持

力度有待加强。三是技术整合程度及技术含量不

高。农产品加工比重低、以粗加工为主，精深加工

少，增值率低，产业链短。在发达国家，农业初级

产品与加工品的产值比例已达 1∶ 5 左右，我国的

这一比例仅为 1∶ 0． 8。
( 3) 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看，没有将农业产

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及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有机衔接。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可能对粮

食增收构成潜在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是: 一是

政府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缺乏统筹兼

顾和均衡发展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政府作为

城乡一体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责任主

体，需要发挥统筹兼顾综合整治的功能，需要在农

民、企业和市场等各类社会主体之间建立利益平

衡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二是现有的企业竞争力

评价，侧重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而将企业

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的能力和责任没有考虑在

内。实际上，企业盈利能力和社会责任的协调将

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理论上，城

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 ( 包括

农村基本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最低社会保

障制度) 的实施，将显著改善农业产业化的外部

环境条件。首先，农民将得到更多到城市务工的

机会，实现收入的增长; 其次，免除义务教育费用

等政策实施，将逐步减轻农民经济负担，而农业产

业进程本身有要求能够迅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以及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但是，如果不能统筹解

决城市和工业化给农业产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会对粮食安全和农业企业竞争力构成威胁。
( 4) 从产业整体发展态势看，整体竞争力和

联动效应不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

整合内部资源和协调内部合作的机制，缺乏整体

上应对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企业处于短期

利益的驱动，很难从整体和全局上对农业企业竞

争态势作出判断和谋划，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内

部的无序竞争。这虽然能够取得短期利益，但长

期来看，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无序竞争

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整体竞争力的削弱并失去应

对复杂市场环境的能力。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

只有规模和效益能够在同行业中取得绝对优势，

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主动权，在竞争中获得更

大收益。在面对省外企业和国际企业竞争的条件

下，河南省农业企业只有加强自我内部联动效应，

提高整体规模和效益，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

动地位。

二、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农业产业化

关于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有学者认为要

建立促进粮食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实施农产品

加工战略，推进强化粮食生产基础上的新型工业

化道路
［5］。有学者研究了国家层面保障粮食安

全的技术战略和路线选择
［6］。这些研究对于河

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具有指导作用。笔者认为，

借助粮食核心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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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综合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农村劳动力

转移、农民增收和其它农村经济社会问题，应该是

有机联系和统一的，具有内在关系和影响。目前，

最为紧迫的就是建立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双向优化机制。
(一)建立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农业产业化优

化协调的机制

第一，进一步加强企业和农户的合作关系，让

农户从土地和粮食中获得收益的同时，能够从企

业获得务工收入; 让企业在获得基础资料的同时，

获得充裕劳动力资源。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

业化双向优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企业和农户的

合作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让农业和企业成为基于

共同利益甚至共同发展的合作关联体。这就需要

政府在法律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切实通过政策

手段来加强这种合作关系的形成。同时，积极维

护农民自发形成的各种合作秩序的稳定性。第

二，通过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村要素转移和集中。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和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要素的分散，主要是聚落形态的分散。这种聚

落形式甚至决定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

不利于要素充分流动。农民居住地通过城镇化集

中，可以建立全新的聚落环境，进一步增加农业土

地供应，增强农业用地的规模效应。农村城镇化

进程将逐渐改变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资源

高效利用、要素充分流动、效率和价值得到充分实

现的新型发展状态。第三，农业企业参与粮食核

心区建设，适度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不能单纯地

参与市场竞争，而需要通过各种交往和互动寻求

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适度承担社会责任

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粮食核心区建设

在内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如果没有企业的参

与是不能实现的。政府需要积极引导企业在粮食

核心区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可以采取财税

优惠等政策措施加强和改善企业服务社会的能力

和积极性。
(二)将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放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考察、谋划和实施

粮食核心区建设必然会对城乡一体化进程、
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产生积极影响。这就要求地方

政府在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

处理粮食核心区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之间的关

系。第一，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通过工业反

哺农业的方式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在目前循

环经济、绿色经济浪潮兴起的条件下，要鼓励工业

企业在循环经济产业链设计、生态经济产业链设

计等方面的优势，用现代工业技术来改造和提升

传统农业。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比如可以在政府安排下通过对口支援的方式来推

进。第二，将粮食核心区建设农业产业化纳入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规划有序推进。各地应

该在省政府的统一规划指导下，结合实地情况制

订本地粮食核心区建设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

进一步明确责任目标和政策措施。鼓励当地企业

参与粮食核心区建设，并在土地、税收等政策上继

续给予优惠。第三，将解决农民就业和形成当地

可持续人力资源发展相结合。人力资源是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通过粮食核心区建设，

在适度解决农民就业的同时，通过企业技术培训

等措施，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这将为

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储备，有利

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政府 － 企业 － 农村经济组织和其

他市场主体之间的有序合作机制，不断拓展合作

空间

按照系统优化运作的原则来处理各类社会主

体间的关系。第一，政府对企业和农村经济组织

的市场主体地位必须予以尊重，应该站在中立的

立场来衡量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注重通

过政策措施来平衡利益关系，严格保护弱势群体

的利益。构建各类主体间经常行对话机制和纠纷

调解机制，最大限度地形成合作供应的局面。第

二，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强在宏观经济判断和政策

上的支撑能力，降低农业企业在发展中的系统性

风险。具体来说，政府需要通过增加中低产田改

造投入和高产田开发潜力挖掘投入等方法，降低

粮食生产的风险。第三，农村经济组织作为新型

社会组织的功能需要切实发挥。农村经济组织对

农民来讲，即使市场竞争主体，也是维权主体，同

时也是管理主体。目前，需要增强农村经济组织

的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地位，将其活动建立的法

律和理性的基础平台上，使其能够真正独立自主

地为农民利益发挥作用。
(四)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进程都

需要制度变迁作为保障条件

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都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整体变迁的背景中发生

发展的。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变迁，主要是表现

为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化方式变迁、农村聚落形

式由村落向城镇变迁，农村乡土文化向城市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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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这将是未来中国农村长期的发展方向。
更微观地讲，制度变迁主要是社会主体组织结构

和合作秩序的变迁。从制度层面讲，目前主要面

临的问题是制度在供给方面不足，制度对于农村

农民来讲，仍然是稀缺资源。因此，需要各类社会

主体进一步互动以便形成更加科学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镶嵌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结构，它表

现为法律体系、行为规则以及一些规范性行为准

则。目前，应该采取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

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来大力推进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这样才能为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进

程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
(五)粮食核心区建设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的若干政策建议

( 1) 适度引导一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

入粮食核心区建设。有研究表明，化肥和可浇灌

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子
［7］。

而企业的参与能够较农户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通过规模优势降低成本。粮食核心区建设关系到

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关系到农产品龙头企

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粮食核心区建设不单纯

是政府的事情，不单纯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事情，而

是与涉农企业、农民直接相关的。因此，在粮食核

心区建设中直接引入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参

与，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为此，可以进行

如下设计: 对于积极参与粮食核心区建设的企业，

政府应该在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

惠政策; 鼓励涉农企业积极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逐渐解除农民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 涉农企业可

以直接参与粮食核心区建设的一些工程，并提供

相关技术和资金支持，可以直接享受粮食产量增

长带来的成本降低的收益; 对于在粮食核心区内

创办新的农业企业的，进一步给予更多政策优惠。
通过综合措施，必将调动农业企业参与粮食核心

区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农户和企业的合作

秩序，快速推进粮食核心区建设。
( 2) 积极尝试农民以土地入股等形式参与农

业龙头企业发展，增强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流

动性。粮食核心区建设，存在资源配置矛盾和行

政区之间利益矛盾
［8］，这会影响到要素的流动

性。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其

业已形成的家庭资产结构具有相关性，随外出务

工参与度的提高，营粮户明显减少，并通过净减少

承包田与转包田来调减其经营规模，由此使得粮

作经营边缘化
［9］。因此，应该发挥农村经济合作

组织的市场主体作用，推进农地大范围、跨行业流

转，让土地切实成为体现要素价值的市场主体要

素之一。按照人地分离的原则，农民通过个人和

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尝试土地直接入股，并按照入

股的土地数量得到与之相应的收益分配。大力引

导农民到农业企业务工，并和企业建立具有战略

意义的合作关系，使企业和农户成为利益联合体。
统筹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试点改

革，建立国家 － 企业 － 农民三方负担的社会保障

体系，解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 3) 切实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政府、企

业和银行等各类社会主体间的作用，积极培育农

村经纪人市场。大力发展商业金融、合作金融等

金融支持形式
［10］，加强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村金融

组织之间的合作。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能够增强在

农业耕地保护等问题上的主体地位
［11］，更好地解

决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
［12］，增强应对粮食危

机的能力
［13］，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组织支撑

［14］。
农村经纪人制度是通过农民自身力量来谋求利益

的可行制度模式。农村经纪人是农村经济合作组

织的骨干力量。需要进一步确立农村经济合作组

织的合法地位，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并参与市场博弈。政府应有

计划地组织农村经纪人进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

市场敏锐力和判断力，从而带动农民参与市场活

动，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和案例分析

(一)农业产业化模式:“公司 + 农户”模式的

运作现状及问题分析

目前，一般地将农业产业化模式简单地概括

为“公司 + 农户”模式。不能否认，这种模式是市

场主体根据环境变化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和合作

秩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作用，

增强了农村要素的流动性，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形

成了一定的利益共享机制。这是市场主体在经济

活动中进行的有效探索。但是，对于这种模式的

基本结构、运作机制和经济效益我们还缺乏正确

的判断。为此，我们对河南省部分农业企业进行

了调研。我们发现，“公司 + 农户”的组织结构和

合作秩序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

府介入的力度和政府的作用发挥不够，缺乏利益

平衡保障机制。第二，企业和农户还没有真正成

为利益关联体，农户和企业很难建立长期的合作

关系。第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户的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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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还需要进一步确立。在许多合作过程中，农户

和企业交易的成本提高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合作

组织的主体地位不明确，具体操作上存在模糊性

和随意性，这影响了农民的实际收益。这些都是

涉及到交易成本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农业产业化的两个案例

为了更好地了解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现状，笔

者走访了两家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龙头企业，就

企业运行现状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企业、政府和银

行的关系，加快产业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调查对象分别是郑州金苑面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南

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是调研报告的部分内容。
( 1) 郑州金苑面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州金苑

面业有限公司是以面粉加工为主导，以方便面、挂
面为精深加工的特大型粮油食品加工民营企业。
公司创建于 1992 年 10 月，占地 10 余 hm2，注册

资金 2 000 万元。2001 年和 2004 年公司分别在

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湖北省武汉市新建两个生

产基地。目前，金苑公司已拥有五条面粉生产线、
十条班产 12 万包方便面和三条挂面生产线，年加

工小麦 105 万 t、年产方便面 12 万 t、挂面 3 万 t;
拥有产业工人 2 000 余人，制粉专家、技术人员和

各类管理人员 220 余人。从 1998 年起，金苑年加

工总量和销售总量连年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企业在产业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公司具

有规模扩张的动机，也取得了政府在土地、融资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但是缺乏一些基础性发展条件。
目前，公司处于微利无亏损的运行状态，发展所面

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流动资

金运行压力。由于国家统一收购粮食，国有粮食

收储企业再向企业出售粮食，导致市场流动粮食

总量很少，公司在向国家购买粮食时，一般是先预

付全部款项然后获得粮食。这挤占了企业很大部

分的流动资金。第二，政府支持资金分散，到位率

不高，难以发挥规模效应。政府支农惠农政策在

实际执行时，采取均等化原则，各个企业都能够分

享，但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客观上造成了资

金使用效率下降的问题。第三，农业经济合作组

织的法律地位等不尽明确，合作过程中存在很多

不确定因素。第四，面临境外著名企业的竞争压

力。迫于竞争压力，我省一些企业利用挂靠境外

企业品牌的办法获得发展，从长期来看，丧失了自

己的品牌优势，出于竞争的不利地位。
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策略。①积极向政府争取

政策支持，增强企业流动资金数量。②通过整体

规模扩张来增强竞争力。③采取其他措施降低发

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 2) 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南街村

( 集团) 有限公司原名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属村

办集体企业。公司位居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紧

靠 107 国道，近临京广铁路、京九高速公路，距郑

州国际机场 80 km，走高速公路 50 分钟，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利。公司创建于 1980 年，形成于

1984 年，是一个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

化的大型集团实业公司，国家大型企业。总公司

下属 26 个企业( 其中中外合资企业 5 个) 产品有

11 大类、100 余种，现有职工 11 000 多人，其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 1 348 人。占地面积 87． 69 万 m2，

其中建筑面积 53． 75 万 m2，拥有各种设备 2 980
多台( 套) ，现有资产总值 10． 28 亿元。1996 年实

现销售收入 7． 8 亿元，创利税 7 800 万元; 1997 年

实现销售收入 8． 4 亿元，创利税 8 600 万元。
企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南街村集

团是村办集体企业，实行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即

全集团用共产主义理念作为企业文化的精神纲领

和行动原则。在全国农村发展中具有极为典型的

意义。所属土地一律归集体所有，由几十人组成

的农业队统一管理，全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集

团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是: ( 1 ) 受金融危机影响，

市场融资难度增加，流动资金压力大。集团采取

合作的方法和其他企业共同开发一些项目，例如

和日本企业合作建印刷厂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资金压力。( 2 ) 人力资源开发和保护成本增

加。集团为员工提供的各类培训、福利等，增加了

支出，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项负担。( 3 ) 人才引进

还存在一些问题。集团目前需要在生物技术等科

技领域具有高水平的人才来作研发，但是整体上

还是供给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集团技

术更新的过程。
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策略。①积极争取金融信

贷支持，增强资金总量和利用率。②加快企业并

购和合作进度，提高产业化水平。③利用高新技

术装备农业企业，不断推进企业技术结构升级。

四、总结与结论

粮食核心区建设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

举措，也为农业企业和农户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

秩序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河南省农业产业化进程

面临独特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通过采取综合

措施，实现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双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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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必要和可能的。农业产业化需要放在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全局加

以考量。政府 － 企业 －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结构和

合作秩序的建立，将进一步形成均衡的市场主体

格局和利益调整机制。
通过对典型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具有参与

粮食核心区建设的动机，希望能够承担一些社会

责任。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本身是相互

促进的。这需要政府提供更加公平和高效的平台

来实现。为了了解和研究农业产业化的微观机

制，笔者认为对于涉农企业进行长期研究是必要

和重要的。涉农企业要进一步公开企业经营现状

方面的信息，以便作出客观的比较。这将有助于

解释企业成长的过程，探索企业组织结构和合作

秩序的一般规律，从而提供对于所有企业具有借

鉴作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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