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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京津冀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规划（2018-2020）》
在首届京津冀农业产业化合作
对接大会上发布，《规划》提出，
到2020年，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比2015年增长50%以上，达
到2万亿元以上。

《规划》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真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推
动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从数量
增长向质量提升、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分散布局向集群发展转
变。明确了京津冀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的主要原则，即坚持统筹
规划，突出重点；坚持全面布局，
梯次推进；坚持融合发展，利益
共享；坚持市场决定，政府引导；
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坚持
绿色加工，持续发展。

产值增长 结构优化
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有目标

《规划》提出，到2020年，京

津冀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比2015
年增长50%以上，达到2万亿元
以上，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自
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基本形
成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区域布
局合理，行业布局清晰，产业结
构优化，产能产效显著提高，社
会带动效应显著增强，区域内农
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局面，实现产
业体系转型升级，初加工和精深
加工转型升级和农民与加工主
体关系转型升级。

北京以科技要素优势重点
发展高端化、康养型、精致化农
产品精深加工；天津以区位优势
重点发展城市服务型绿色、精
品、特色菜蓝子农产品加工；河
北以资源禀赋优势重点发展主
食加工和精深加工，实现京津冀
农产品加工业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利益共赢。

粮油、果蔬
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进行
行业布局

粮油加工。重点建设河北
粮油原料生产基地，以小麦、玉
米、马铃薯、杂粮、食用植物油生

产加工为重点；发展天津城市服
务型农副食品加工，以主食加
工、调味品加工、食品精深加工
等城市服务型农副食品加工业
为重点；打造北京康养、精致型
粮油加工，以生物技术、分子技
术、热能技术为支撑，集成生态、
健康、营养需求元素，深化精致
粮油生产加工，培育米面粮油高
端产品。

果蔬加工。围绕京津两个
超大型城市“菜篮子工程建设”
和京津冀城市化新需求、新消
费导向，加强果品蔬菜生产基
地建设，完善果蔬预冷、分级、
包装、贮运现代物流体系，发展
便食、粉制、提纯等精深果蔬制
品加工。加强河北应季、错季
果蔬生产基地与深加工基地建
设，推动天津精品果蔬生产与
加工，提升北京果蔬制品精深
加工能力。

畜牧加工。围绕天津、河北
养殖优势产区，重点发展精深加
工和高值化综合利用，推动京津
冀埠外养殖基地建设。以河北
饲料加工、畜禽养殖及其制品初
深加工为基础，做好畜牧副食品
供应和原料保障，推动天津畜牧

精细养殖园区建设，开发特色产
品及其制品生产与加工，增强北
京功能性高档肉蛋奶精深加工
能力。

水产加工。依托津冀环渤
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沿海水
产养殖和宜养区复合养殖。以
天津、河北水产养殖和生鲜水产
品深加工为主导，充分发挥北京
即食、营养水产制品精深加工能
力，提升京津冀水产品产业化水
平和价值含量。

林业加工。围绕京津冀资
源保护、生态工程建设，着力发
展生态经济林、观赏（食用）花
卉，促进特色经济林及花卉产业
快速发展。重点以河北林木加
工、板材制造，天津林果、观赏
（食用）花卉精深加工及北京果
饮制品、特色林产品精深加工为
主，构建安全、生态、健康林产品
加工体系。

工业集群 品牌建设
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有任务

建设加工业集群，培育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积极推动加工

业向主产区、主销区、“三区一
园”（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和贫困
地区发展，促进“四个结合”，培
育一批前后相连、上下衔接的全
产业链产业集群。

实施国家品牌战略，加强
加工品牌建设。积极实施国家
品牌战略，逐渐形成京津冀品
牌，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和市场优势。到2020年重点
打造1~2个国际知名品牌，中
国著名商标数量达到100个以
上、地理标志产品达到60个以
上，重点推介300个农产品加工
优势品牌。

建立“五统一”机制，实现共
享共赢。通过实施“五统一”，
即：市场统一培育、资源统筹安
排、产业统一布局、科技成果统
一共享、统一社会化服务等，在
共享经济下，创新共同发展机
制，共享协同发展成果。

另外，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还提出将强化科技创新驱
动，提升能力与水平；积极引入
“互联网+”，实现融合发展。

（河北新闻网）

20202020年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年京津冀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22万亿元万亿元

■ 部委信息

本报讯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月27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95.76，
比前一天下降0.08个点，“菜篮子”产品
批发价格200指数为94.87，比前一天下
降0.10个点。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
为16.66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1%；牛
肉56.17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0.6%；羊
肉54.78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1%；鸡
蛋7.59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0.4%；白
条鸡 14.31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
0.7%。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
为3.30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0.3%；重
点监测的7种水果平均价格为5.40元/

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9%；鲫鱼平均价
格为14.70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3.7%；
鲤鱼12.11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3.4%；
白鲢鱼 6.59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
1.8%；大带鱼36.03元/公斤，比前一天上
升0.9%。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
测的60个品种中，与前一天相比价格
升幅前五名的是：西瓜、鸭梨、豆角、平
菇和茄子，幅度分别为 3.3%、3.0%、
2.6%、2.1%和2.0%；价格降幅前五名的
是：鲫鱼、鲤鱼、莲藕、草鱼和大葱，幅
度分别为 3.7%、3.4%、2.8%、2.6%和
2.6%。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下降0.08个点

本报讯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近日发
布，预计今年全国茶叶总产量将逼近
280万吨，销售额可突破2400亿元。

这次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还发布了
2018中国春茶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报
告显示，2017年国内茶叶年消费量达
到190万吨；销售均价约为124元/公
斤。高档茶价格平稳、销量略减，中低
档茶价格差距继续缩小，价格略升、销
量稳增。

各种茶类中绿茶仍是主导茶类，但
黑茶、红茶、白茶增速较快。去年我国茶
叶出口总量35.5万吨，出口额达16.1亿

美元；中国茶叶出口至128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超过万吨的国家和地区为12个。

据推算，预计2018年全国茶叶总
产量将会逼近280万吨，产值将突破
2100亿元，销售额有望突破2400亿元，
名优茶产量会出现回升，产值增幅较上
年将有明显增加，大宗茶产值增幅也将
较上年增加。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姚静波
还介绍，2018北京国际茶业展4天活动
期间，马连道和北京展览馆客流量突破
了14万人次，项目成交含意向合作项目
926个，现场总成交额为7.93亿元。

全国年销茶叶将超2400亿元
6月26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

布《关于实施〈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第
二修正案协定税率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指出，对原产于孟加拉
国、印度、老挝、韩国、斯里兰卡的进口货
物适用协定税率。有媒体梳理此次《亚
洲-太平洋贸易协定》协定税率表发现，7
月起我国将对原产于以上述国家为代表
的亚太贸易协定国家进口大豆关税税率
从3%调降至零。同时，绝大多数协定税
率在调整后，较最惠国税率也有不同程
度下调。

具体来看，此次关税税率调整中，
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和其他大豆均
从3%降至零税率。而其他较为重要的
进口食品中，活鳗鱼从10%的最惠国税
率调至6.7%，鲜、冷带鱼从12%降至8%，
冻冷水小虾虾仁从8%降至4%。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虽然对印度、韩
国、孟加拉国、老挝和斯里兰卡进口大
豆实行零关税，但这些国家并非全球主
要的大豆供应国，也不是中国进口大豆
的主要来源国。

“上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长期保持
较大的贸易逆差，但中国主动通过降低
关税缓解这些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体现
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感。此次降低关税税
率也旨在扩大进口，有助于我国在中美
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从中美贸易来
讲，降低部分亚太贸易协定国家进口货
物关税税率并不是受美国压力，美国对
中国发布加征关税清单，我国进行了反
制，但仅仅反制是不够的，我国更应该把

核心放在质量上，中国通过给予这些国
家更大的开放政策，让美国也能看到现
实与机会成本损失。”白明进一步表示，
中美贸易下，我国拿大豆进行反制也是
考虑到国内刚需。“为了促进我国大豆进
口来源多元化，我国除了增加亚太国家
大豆进口量，也要加大进口来自巴西和
俄罗斯等国的大豆。当然，降低亚太地
区进口大豆关税税率，也是考虑到提高
印度这些国家在种植大豆上的积极性。”

资料显示，巴西、美国和阿根廷是
中国进口大豆的三大来源国。其中，去
年有5093万吨大豆来自巴西，占了中国
大豆总进口量的53.3%。美国大豆的比
例为34.4%，为2006年以来最低占比，对
华出口大豆价值120亿美元。而此前受
美国发起的关税政策影响，中国本月中
旬宣布，将对美国进口大豆征收25%的
关税，以作为美方对价值500亿美元商
品加征25%关税的反击。美国农业部上
周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进口的美国大
豆出现减少态势，2017/2018年度迄今，
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销售总量同比减少
20.4%，截至6月14日，装船量为2728.1
万吨，低于上年同期的3429.5万吨；美国
对华大豆销售总量（已经装船和尚未装
船的销售量）为2861.2万吨，同比减少
20.4%。

而近期，关于国内农业市场高度关
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是否会导致我国
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当期正值南美大豆集中上市
期，所以预计近期国内大豆进口供应基
本稳定。 （《北京商报》）

我国将对部分国家
进口大豆实行零关税

■ 市场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