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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参产业经济研究》主要是基于影响人参产业发展的关键因子，不断追踪人参产业发展实践，审视
人参产业发展规律，按照现代农业理论深刻剖析人参产业链各环节发展中面临的核心问题，考察制约
人参产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对人参这种特种资源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探索如何重构人参产业
现代化发展模式、重塑人参产品的精品形象，给出构建人参产业现代体系的具体建议。
本书由王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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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军(1979—)，男，2009年7月吉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技术经济、特产品经济、畜牧业经济、粮食经济。
目前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第二主持国家自然基金课题1项。
参加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10余项。
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获吉林省社科奖一
等奖1项，三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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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吉林省人参产业资源整合开发工作推进组在各个市县设置延伸机构。
这是吉林省行政管理资源整合的重要步骤，对推动人参产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这种管理制度改革，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人参产业管理的问题。
多头管理以及采用兼业性的管理方式难以发挥管理效力，依然依托于吉林省农业委员会也难以实现对
参土资源的有效控制。
从对资源的控制权的角度看，这个部门在具体产业管理职责上只有建议权，缺乏“行政管理权和执行
权”，对人参产业的宏观管理有点“软”， “只能说，不能做”，达不到有效控制管理的目的。
在人参产业链上，对参地的直接控制权在林业部门、企业质量管理权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从解决人参产业发展规模和提高人参产品质量安全的角度，笔者认为应将林业部门、食品药品管理部
门纳入到推进组，在此基础上抽调精兵强将，形成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才能达到控制规模、提高人参
产品质量的目的。
其次，所有关系到产业发展的主要工作都要在推进组的统一协调下组织开展，没有协调一致的步调，
工作无法展开，可能会失去很多珍贵的时机。
由于各主体利益不一致，在相互协调、达成一致意见方面导致低效率。
而且，推进组成员大多数都属于“兼职”，必然影响一些重要工作和决策的及时制定与实施，会影响
一些重要措施的实施效率。
 3.4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参地资源不足 吉林省一直以来延续着伐林栽参的传统方
法。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现在，每年伐林栽参面积2 500公顷以上。
按照人参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未来的几年内每年仍要伐林栽参1 500公顷。
人参作为一种对参地资源要求极高的作物，一旦栽过人参的林地，需要数十年才能再栽。
即使在韩国采用农田栽参，也需要十年左右才能轮栽。
我国还没有彻底解决农田栽参的问题。
随着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缺少有效的宏观调控，国家、各县市、集体和农户一哄而上，导
致参地资源被无计划的过度开垦。
在被调查的9个村子中，已经有6个村子没有林地资源可以栽参，只能依赖于国家国有林采伐迹地才能
继续从事人参种植。
而且，我国参地资源逐渐向国家集中，参农逐渐失去可种参的参地资源。
通过生态建设，将25度以上的林地资源统一划归国家生态林。
通过农民生态建设，将没有林权的荒山荒地转为国家所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里，为了乡村绿化，许多当地村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生态建设，
许多没有林权的参地资源都划归于国家。
而且，通过行政赋予权，林业部门对林木砍伐的绝对控制权限制着人参产业种植规模。
种植人参的参地需要获得林业部门审批。
随着政府对栽参的控制以及生态建设，林业部门加强了对林地资源审批的控制，每年批复林地资源非
常有限。
有些农民想扩大规模，却购买不到参地。
我国在农田栽参和老参地再利用方面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
但是由于过去林地资源相对富足以及对生态保护意识的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2007）。
农田栽参、老参地再利用的科研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但是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在农田栽参方面还存在着病害重、产量低的问题，农田栽参中土壤有害病菌含量高，有机质含量低，
土壤板结严重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制约着农田栽参的发展。
老参地栽参方面，据张连学教授介绍由于人参化感问题没有解决，制约着老参地再利用。
这一问题在韩国也没有根本解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参产业经济研究>>

为解决参地资源不足，需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合理利用现有的林地资源，保障参地资源的永
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二是解决农田栽参问题；三是解决老参地再利用问题。
尤其在后两个方面，要加强科研和推广方面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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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参产业经济研究》由王军著。
人参产业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产业体系，包含从生产到消费的诸多环节，包括科研、生产、加工、
运输、贮藏、销售和消费的各个阶段，链条长、环节多、参与者多。
在我国，人参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400多年的历史，自改革开放起也已经有30多年了。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产品的市场需求量都很大，所有产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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