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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徐州市食品加工业的门类齐全,基础雄厚,鼓励企业进驻乡村办企业,可以就地带动就业,实现标

准化农业发展,促进城乡经济高效交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提

升技术传播和创新水平,促进产业集群化,从而减少城乡发展差距,为乡村振兴和城乡均衡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关键词] 乡村振兴；均衡发展；食品加工；促进就业 

中图分类号：S731.7  文献标识码：A 

 

The Study of  Xuzhou Food Processing Industries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Balanced 
Development 

Haidong Wang  Wenwu Chen  Jiangtao Wu  Feng He  Mengzhu Cao 

Xu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Abstract] The food processing enterprises in Xuzhou City have a complete range of categories and a strong 

foundation.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enterprises in rural areas can stimulate employment, achieve 

standardiz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mote efficient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mote urbanization, narrow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improve technology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levels, promote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thus reduce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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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随着中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农业发展也日新月异。对于农业发展现状及前景的分

析,对于制定未来农业政策、引导农业发展方向、提高农业产值

和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并且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中国农业

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已成为农业现代

化的支撑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对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

民就业增收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

质量和健康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为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1 徐州市食品加工业概述 

徐州是江苏省地级市,其食品加工业发展成熟,涵盖多个

领域,包括粮食加工、油脂加工、肉类加工、乳制品加工、饮

料制造、方便食品制造等。著名的企业有维维食品饮料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忠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君乐宝乳业有

限公司、徐州绿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

造有限公司等。近年来,徐州食品加工业发展势头良好,更加

注重产品的质量安全、科技创新和市场渠道的拓展,不断调整

产品结构,加强自身品牌建设,积极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

产品。 

2 徐州市食品加工业在促进城乡均衡发展中可发挥

的作用 

城乡均衡发展需要依靠工业的输入,和农村联系最紧密的

是食品加工企业,他们应该在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发挥

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各类型企业多倾向于集中到城市,以利用城

市便利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而农村的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没

有,种植的农产品主要是原材料的形式出售,价格低廉,不能形

成产业优势。但随着城市的土地成本越来越高,人工成本越来越

贵,企业若要大幅降低这方面的成本投入,完全可以考虑到乡村

建立企业,特别是食品相关的企业,并为乡村振兴和城乡均衡发

展作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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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提供就业机会 

首先,企业的生产环节需要大量劳动力,包括操作、包装等

各个环节,可直接吸纳消化农村闲置劳动力,农村居民可以就地

解决就业问题。其次,在原材料采购、运输、仓储等相关领域也

会创造就业岗位,让农村居民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企业的管

理、营销等方面同样需要人员,为具备相关能力的农村居民提供

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此外,企业的入驻还可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在

当地发展,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1]。这些就业机会不仅增

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能减少农村劳

动力外流,促进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

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减少城乡就业差距,提高收入,促进城

乡就业的均衡发展。 

2.2带动标准化农业发展 

(1)稳定农产品需求：企业以与农民签订长期采购合同的方

式,为农产品提供稳定的销售渠道,稳定供需关系,鼓励农民扩

大种植或养殖规模,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 

(2)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农民改进种植、养殖技术,提高农

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规模化推广优良品种、传授科学种植和养殖

方法等。 

(3)提升质量标准：引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促进农业标

准化发展,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保障价格：给予合理的收购价格,保障农民的收益,提高

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产品的加工转化,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5)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根据企业加工需求,引导农民

种植或养殖适合加工的农产品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6)产业链延伸合作：与农民合作开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等项目,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增加农民收入来源[2]。 

2.3促进城乡经济交流 

食品加工企业进驻农村可以加强城乡之间原材料、产品、

技术和资金的流动,促进城乡经济的融合与互动,打破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 

企业在农村地区采购农产品原材料,进行加工,销售到城市,

使得农村的资源能够进入城市市场,实现城乡间的物资流通。通

过与农村生产者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商业往来。企

业的生产和运营需要各类人力资源,促进城乡间的人员交流与

融合,加强城乡产业间的联系和互动。 

企业的市场推广活动可以将农村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城市消

费者,增进城市居民对农村产品的了解和认可,从而促进城乡消

费观念的交流。企业在农村建设生产基地或与农村合作组织合

作,会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带到农村,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

水平和管理能力,推动城乡经济理念的交流[3]。食品加工企业在

农村的投资和发展,会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吸引更

多的城市资源向农村倾斜,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的融合与互动,

促进城乡经济运行模式的均衡发展。  

2.4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满足食品工业的发展需求,一定会推动城乡交通、仓储

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升级,使城乡居民共同受益,食品加工企业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直接投资：利用企业资金,投资建设农村的道路、水利

设施、电力设施等,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2)与当地合作：与农村当地政府或社区合作,共同出资建

设基础设施,分担成本和责任。 

(3)产业带动：通过企业的发展壮大,吸引更多的资金和资

源流入农村,间接推动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升级。 

(4)捐赠设备和物资：如捐赠农业机械、灌溉设备等,帮助

农村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基础设施的完善。 

(5)推动物流建设：协助改善农村的物流基础设施,如仓储

设施等,便于农产品的运输和储存。 

(6)参与公益项目：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公益

项目,贡献企业的力量[4]。 

2.5推动城镇化进程 

企业的入驻农村发展一定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农

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同时也

促进了农村地区的人口聚集,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镇。企业的

发展会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兴起,如运输、餐饮、休闲等,这些

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地区的经济业态,提升了农村的

经济活力,推动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此外,食品加工企业通

常会对基础设施有一定要求,这会促使当地加大对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完善力度,包括道路、水电、通信等,这些基础设施的改

善也是城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5]。企业的经济活动会带动农村

地区商业的繁荣,促进消费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助力城镇规模扩

大和功能完善,从而增强农村地区的城镇化特征,促进城乡城镇

化的均衡发展。 

2.6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食品加工企业入驻农村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多方面的

积极作用。首先,食品加工企业的入驻能增加农村居民的就业机

会和收入水平,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会相应

增强,从而有更多资金用于消费各类商品和服务,逐步向城市消

费水平靠拢。企业的发展会带动农村地区商业的活跃,引入更多

适合农村市场的商品和服务,丰富农村消费市场的供给,满足农

村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减少城乡在消费品种类上的差距。它

还能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升级,例如物流配送等方面会

得到优化,使得农村居民能更便捷地获取各类商品,提升消费体

验,与城市的差距减小[6]。同时,企业的文化和管理理念等也会

对农村居民产生一定影响,提升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意识,推动消

费行为的升级,进一步缩小与城市居民在消费种类上的差距,不

断丰富食品供给种类和质量,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多样化的消费

需求,提升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和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促进城乡消费平衡。 

2.7促进技术传播和创新 

食品加工企业进驻农村发展,会带来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



农业科学 
第 7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4 

 Agricultural Science 

和设备,当地农民和相关从业者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到这些新技

术,从而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会不

断进行技术改进和创新,这些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会在农村地区

传播开来,激发当地的创新氛围。企业的技术人员与农村居民交

流互动,能直接传授技术经验和知识,加速技术的扩散。企业还

可以与当地的科研机构或学校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活动,推

动技术创新成果在农村的应用和转化[7]。而且,随着企业对原材

料品质等要求的提高,也会促使农民采用更先进的种植或养殖

技术来满足需求,间接推动了相关技术在农村的传播和发展,辐

射到城乡各个领域,这种技术的传播和创新推动城乡整体技术

水平的提升,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城乡的技术均衡。 

2.8促进产业集群均衡发展 

食品加工业在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除提升和壮大了自身

的规模和竞争优势以外,其关联性企业也会蓬勃发展,如息息相

关的包装工业、食品机械工业、食品添加剂、生物技术企业、

生物制药企业、环保资源企业等[8],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形成大规

模的产业集群,互相辅助,整体提升乡村的发展水平,缩小城乡

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共同发展。 

3 总结 

徐州市食品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基础雄厚,应该积极进驻

乡村,在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均衡发展中发挥带动作用。可以就

地带动就业,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

城乡就业差距；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使农产品得以深度加工,增

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

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为城乡均衡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还可以连接农业生产与市场销售,促进城乡间产业协同发展,

完善产业链,增强城乡经济联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乡

相关配套设施的改善,如交通、仓储等,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均衡

化；促进技术传播与创新,将先进的加工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农村

地区传播,提升农村地区的发展能力和创新水平；促进城乡交流

融合,加强城乡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流,增进城乡之间

的理解与合作,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使资源在城乡之间更合理

地分布,优化城乡资源利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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