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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滨州模式”，是“政府引导、市场导向、龙头带动、科技支撑、融合循环、惠民安全”

的一种可学习、能复制、易推广的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需

求侧”结构改革为导向，推动粮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创新案例。目的在于塑造产业发展优

势，促进一二三产结合，推动企业稳步发展，壮大加工转化能力，实现产品高端引领，完善粮食

产品供应体系。滨州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粮食经济

园区为载体推进三产融合发展、以科技创新支撑为助力创立粮食优质品牌”的经验做法，值得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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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粮食市场多重矛盾交织、新老问

题叠加，粮食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矛盾转

化为结构性矛盾[1]，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

粮食产品需要和绿色优质粮食产品有效供给不平

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粮食消费的需

要已经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安全”

“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吃得便利”正在成为

主要需求。滨州市坚持和发扬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的优势，在粮食领域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延伸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推动优粮优产、

优粮优购、优粮优储、优粮优加、优粮优销“五

优联动”，加快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现代粮

食产业经济发展路径，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推动粮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方面进行了成

体系的创新，形成了“滨州模式”。 

1  滨州市粮食加工业发展现状 

滨州是山东省粮食主产区，2019 年粮食总产

量 71.89 亿斤，占山东全省粮食产量的 7%。粮食

播种面积 877.74 万亩，单产 819 斤/亩。 
粮油加工产业是滨州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也

是全市重要支柱产业。2018 年全市粮食产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1 326 亿元，利税 59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11.8%和 5.2%。粮食年加工转化能力

1 180.4 万 t，是全市粮食总产量近 4 倍，其中玉

米加工转化量 443.9 万 t，小麦 232.4 万 t，大豆

356.7 万 t。拥有规模以上粮油食品加工企业 194
家，西王玉米、香驰大豆、中裕小麦三个国家粮

食加工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落户滨州。全市粮食行

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7 个，中国名牌 3 个，山东

著名商标 10 个，山东名牌 10 个[2]。 

2  解读“滨州模式” 

所谓“滨州模式”，是“政府引导、市场导向、

龙头带动、科技支撑、融合循环、惠民安全”的

一种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塑造产业发展

优势，推动企业稳步发展，壮大加工转化能力，

加强产品高端引领，促进一二三产结合，完善粮

食产品供应体系，初步实现了产业链条全、结构

调整优、品牌战略兴。滨州粮食产业经济稳步迈

入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阶段。 

2.1  政府引导：塑造产业发展优势 

“滨州模式”以政府引导为起点，塑造产业

发展优势。市政府统筹规划行业布局，凸显粮食

产业的支柱地位，推动粮食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升

级。一是加强规划的引领作用。滨州市规划提出

打造 1 500 亿级粮食加工产业集群的目标，并研

究支持政策，明确工作责任，落实产业产值增量。

二是加大硬件支撑条件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建成投用滨州港、滨德高速、德大铁路及一条连

接滨州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双股铁路专用线。其中，

滨港铁路二期正在规划建设中，为粮食企业提供

有力的物流支撑。三是落实配套扶持政策。落实

粮食直补、农机购置等多项补贴政策，安排用于

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农业园区和农业龙头企业发

展的专项资金 8 000 万元，培育企业，引导上市，

实施托市收购。 

2.2  市场导向：推动企业稳步发展 

“滨州模式”以市场导向为基点，推动企业稳

步发展。一是以创建知名品牌为核心，提升产品

市场竞争力。滨州实施粮油精品战略，努力提升

粮油精深加工产业化程度，促进拳头产品成为全

国知名品牌，有效提升名牌产品生产数量和市场

占有率[3]。香驰控股、渤海实业、美食客食品、

香驰粮油 4 家企业入选“中国百佳粮油企业”。邹

平县被授予“中国玉米油之乡”荣誉称号，三星

集团被认定为“玉米油系列标准制修订基地”[4]。

二是创建营销新模式，融入销售新业态。积极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开展“互联网+”营销，创

建“网上粮店”等新型粮食经营业态。中裕电子

商务在自有旗舰店的基础上，与天猫、京东、苏

宁、一号店等平台深度合作，进入其全国性仓库

和业务，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性营销网络，

覆盖 1.7 万多家大型超市。三是密切跟踪市场需

求，促进产业及时转型升级。加强优质粮食基地

种植建设，推行产品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加工

精深水平，提升产品综合利用率，构建现代仓储

物流体系，健全现代粮食信息市场体系，促进粮

油食品加工企业转型升级。香驰、西王等企业在

产品、工艺、设备和技术等方面坚持高端定位，

引领行业发展。香驰拥有国内规模最大、产品品

种最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2 万 t 大豆分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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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每吨成本降低 400 多元。 

2.3  龙头带动：壮大加工转化能力 

“滨州模式”以龙头带动为着力点，壮大加工

转化能力。滨州以粮油食品加工龙头企业为培育

重点，引导土地、资本、人才、科技等要素向重

点龙头企业集聚，形成产业、产能、市场“三集

中”的优势[5]。 
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培养企业管理领军

人才队伍，培养一批熟悉市场经济、善于管理、

善于管理、素质过硬的企业家，如西王集团王勇、

三星集团王明峰等。 
加大对粮食龙头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滨州涉

农金融机构积极提供金融服务，有效提升了当地

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的“造血能力”。2013 年以

来，农业发展银行滨州分行累计投入政策性粮油

收储贷款 36.6 亿元，粮食加工企业累计投入 38.8
亿元，助力粮食产业发展和壮大。邹平的玉米加

工业，博兴的大豆深加工，以及滨城、阳新、惠

民的小麦深加工等产业快速集聚，形成了具有鲜

明区域特色的粮食深加工产业集群。 

2.4  科技支撑：实现产品高端引领 

“滨州模式”以科技支撑为支点，加强产品高

端引领。滨州为抢占市场制高点，以科技创新为

工作中心，设立科研专项资金，提升产品质量和

档次。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创新人才队

伍，与市场衔接转化科技成果。滨州粮食龙头企

业，如西王集团、三兴集团、渤海油脂、香驰控

股、泰裕麦业等企业，为提升产品档次，从销售

收入中每年都至少拿出 3%进行产品科技研发。香

驰集团研究开发的果葡糖浆产品，成为国内唯一

一家指定出口国外可乐公司的果糖原料的 A 级供

应商。西王集团建立了多层次国家级、省级科技

创新平台研发平台，包括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

业技术中心、葡萄糖质量检测中心。泰裕麦业研

发的无水乙醇和托福食品的高钙馒头，科技含量

和产品质量在全国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2.5  融合循环：促进一二三产结合 

“滨州模式”以融合循环为核心点，促进一二

三产结合。遵照“吃干榨净、循环发展”的原则，

以提升原料利用率、产品开发连续性和能量循环

利用率为目标，加强上下游产品的配套衔接度[4]，

实现了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 
目前，滨州小麦、玉米、大豆原料利用率都

达到了 98%以上。小麦精深加工覆盖一二三产业，

已形成完整的循环产业链。玉米、大豆梯次开发

深度不断提升，粮食产业的大循环、全利用、可

持续发展初步形成。绿色循环产业链的打造，既

提高了小麦、大豆、玉米的产品利用率，也充分

发挥了粮食产业加工转化的引擎作用，推动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共赢发展[6]。 

2.6  惠民安全：完善粮食产品供给体系 

“滨州模式”以惠民安全为出发点，完善粮食

产品供应体系。始终坚持“造福人民安全”的理

念，推进农业现代化，有效提高了粮食和食品安

全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7]。一是夯实农业基础设

施条件。在农田公路、农田林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改良盐碱地。抓住国家实

施“粮食安全工程”建设的重要机遇，积极争取

粮库设施维修和新建工程，总库容 238 万 t。二是

加强粮食产业全过程监管。重点针对农产品种植

和食品生产部门，在源头和过程中加强监测，健

全监测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显著

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三是健全粮食安全追溯

机制。建立市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从供应到

销售的食品追溯体系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强食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提高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东等省会城市的粮食、

蔬菜、水果供应保障工程深度合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来自 10 多家企业和 30 多个生产基地的产

品已进入北京的超市和批发市场[8]。 

3 “滨州模式”的启示 

跨入新世纪，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大步迈进。滨州粮食产业经济改

革紧跟国家经济发展新形势，瞄准人民群众新需

求，步伐之大、程度之深，在我国粮食行业是前

所未有的。“滨州模式”对促进我国粮食产业经济

发展具有诸多可学习、能复制、易推广的亮点。

滨州粮食产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内，满足

了多元化消费需求，促进了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

发展，助力农民脱贫致富，完善了市场供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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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了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3.1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滨州市按照国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决策部

署，推进粮食产业体制机制改革。依托于现代企

业制度，培育了中裕、西王、三星等一批龙头企

业，促进了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泰裕麦业

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实现了从一家主业单一

小麦粉加工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大型股份制企业。

支持民营粮食企业发展，依托于粮食资源优势和

政策倾斜，西王、三星等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加

强粮食资源深度开发和副产品综合利用，完善粮

食精深加工转化产业体系和产品链条，有效完成

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滨州市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培育不同梯次的企业，值得借鉴。以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的龙头企业带动，分层培

育，重点扶持，淘汰了落后产能，提高了玉米、

大豆、小麦油脂精深加工产品产能，增加了化工、

医药、保健等领域粮食精深加工产品的有效供给。

内化了全产业链发展理念，培育形成了粮食订单、

订单收购、仓储物流、食品加工、副产品综合利

用直至市场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条。 

3.2  以粮食经济园区为载体，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滨州市围绕绿色生产、高效生态、循环利用

的发展目标，打造了泰裕麦业、博兴香驰、西王

集团等五大粮食循环经济园区，形成了闭合完整

生态产业链，有效地融合了一二三产业的发展。

“产购储加销”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实现了

生产链、供应链、服务链的有机衔接。 
以泰裕麦业为例，从种植业到加工业再到养

殖业形成了闭合经济链条，从种植源头开始选育

良种，保证原谅充足供应；向下游延伸产业链，

深加工小麦蛋白粉和食用、无水酒精，另辟蹊径

研制液态饲料，沼渣还田，发展农牧循环；拉长

循环经济链条，创建“法兰卡.1876”和“面食家”

餐饮品牌，推出“中裕食品快餐”，向餐饮服务业

延伸。在全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都有值得借鉴 

和推广的亮点。在种植环节，以“公司+基地+农
户”的形式，推行“五统一”（统一供种、统一播

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和“三

免一加”（免费供种、免费播种、免费收割、比市

场价加价 15%~20%收购）的管理模式，种植优质

小麦 200 万亩[9]，提高“订单粮食”覆盖率。在

加工环节，引进先进小麦蛋白粉、酒精生产线设

备，发力小麦深加工。在养殖环节，废物利用，

通过科学配比，变酒糟为液态饲料，沼渣还田，

深化资源利用。 

3.3  以科技创新支撑为助力，创立粮食优质品牌 

滨州市大力实施科技兴粮和人才兴粮战略，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粮食产业，加强了行业信

息化建设，加快了粮食产业科技创新突破。重视

科技创新支撑，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

究院、省粮食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时，鼓

励粮油企业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对接，搭

建高层次研发平台，推动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依托重点企业国家、升级技术中心、科研平台、

实验室，加快科研攻关，开发新型粮油产品。鼓

励企业积极承担科研项目，积极申报国际、国家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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