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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助力玉米深加工业发展的建议
张秋平

都集中在淀粉及淀粉糖、氨基酸、酒精

等初级产品。故此，在“互联网 +”背景

下，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建立有效的信

息交流平台及产品交易平台，使得玉

米深加工企业能及时获取国际市场上

先进的加工生产信息，迅速掌握市场动

态，并生产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玉米

产品。

（二）支持标准化的生产加工基地

和交易市场建设。当前黑龙江省较为著

名的交易市场仅有中俄农业博览会，至

于标准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尚没有成型

的代表。因缺乏优质的、标准化的生产

加工基地，玉米深加工企业无法得到健

康有序的发展，加之中俄农业博览会也

不是完全针对玉米深加工产品而承办的

博览会，在扩大玉米加工产品市场知名

度方面的作用有限。故此，应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建立专业的、技术先进的玉

米深加工基地，以带动玉米产品的深加

工。同时，应利用各种财政手段来鼓励

和支持各类玉米深加工企业积极参与到

不同级别的玉米产品交易市场中，健全

市场竞争机制，促使玉米深加工企业得

到长足的发展。

（三）支持建立产学研一体的玉米

深加工体系。黑龙江省作为农业生产

大省，拥有东北农业大学、八一农业大

学、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

如何将充足的玉米资源转化为附加值

高的玉米产品成为各科研院所的研究

焦点。但由于缺乏充足的科研经费，加

之产学研分离严重，玉米深加工企业

很少依托科研院所开发玉米新产品。所

以，财政应加大对研究院所的科研经费

投入，同时鼓励产学研结合加快研究成

果转化，这样不仅使科研院所有了研究

成果转化基地，也使得玉米深加工企业

有了科研依托基地，实现科研、效益双

丰收。

（四）加强政府层面以及企业层面

的国际交流。美国、日本及欧盟国家在

农产品深加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特别是美国对于玉米深加工拥有成

熟技术和研究成果。同时，从对发达国

家的食品市场调查可知，玉米深加工产

品的市场广阔，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当前在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国际交流多数

集中在政府层面，科研院所及玉米深加

工企业由于没有经费支持或者由于缺乏

有效的信息使其进行国际交流的机会少

之又少。所以，应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人

员及企业参与国际交流的支持，及时获

得国际市场上先进的玉米生产加工技术

和经营理念，不断提高玉米深加工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系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青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UNPYSCT-2016052）

及哈尔滨商业大学青年创新人才支持项目

（2016QN0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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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发展是

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而粮食

生产则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

键。黑龙江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地

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的东北

平原，玉米种植条件优越。但是随着玉

米产量逐年增加，玉米仓储量随之增

加，但使用率及加工率却有限，出现了

“仓满为患”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就是对玉米进行深加工，但是当前黑龙

江省从事玉米深加工的企业却少之又

少，大部分生产加工尚处于初级加工阶

段，产业链条短、高附加值的玉米产品

匮乏、市场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低等

问题突出，生产加工企业从事玉米深加

工动力不足。同时，黑龙江省对于玉米

产业的财政扶持主要针对玉米的种植

阶段，对于加工特别是深加工阶段没有

具体的补贴措施。黑龙江省农业大省、

农业强省的地位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因

此，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玉米深加工阶段

的财政扶持力度，实现玉米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

 （一）支持玉米深加工业的信息体

系建设。玉米深加工业的发展首先需要

获得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互联网 +”

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所起作

用越发关键。而目前玉米深加工企业却

无法建立广泛的信息平台，只能通过一

些网上交易平台进行简单的销售，且存

在严重的跟从现象，使得玉米加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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