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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省级农产品

加工集中区认定监测办法》的通知

苏农规〔2022〕6号

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

自 2011年我省启动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建设认定工作以来，全省各地

加强规划引领、政策聚焦、企业入驻、服务配套，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对推动乡村高质量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适应新阶段农产品

加工集中区发展要求，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基础上，我厅对《江苏省省级农

产品加工集中区认定与管理办法》（苏农规〔2017〕6号）进行修订。现将新修订

后的《江苏省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认定监测办法》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苏省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认定监测办法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6月24日

附件

江苏省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认定监测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发展起点高、功能全、规模大、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省级

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有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集群集

聚和提档升级，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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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第二条 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带动能力强。集中区内企业有稳定原料生产基地，紧密联系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基地农户，能通过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

收。

（二）科技含量高。集中区内重点加工企业有专门研发机构，或以科研教

学推广单位作为技术依托，技术创新和引领带动能力强，对先进实用技术推广

应用、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三）产业优势明显。集中区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围绕优质粮油、规模畜

禽、特色水产、蔬菜园艺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

副产物综合利用及传统食品加工，打造地方产业特色品牌。

（四）功能定位准确。科学选址、合理定位功能区，高起点配套建设，严格

进区企业标准。集中区应成为本区域农业龙头企业集聚地、农产品加工业示

范基地以及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基地，引领当地乡村产业发展。

第三条 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申报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组织机构健全。集中区管委会须有完整的组织架构、稳定的办公场

所和必要的工作人员，可以是独立建制，也可与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园区等

各类园区或乡镇机构合署，负责集中区发展规划制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招

商引资、科技服务等。建立健全科学管理制度，完善便民服务“窗口”，强化廉

政风险防控，营造优质、便捷、高效的投资环境。

（二）发展规划科学。集中区须制定中长期规划，规划面积原则上在 0.67
平方公里以上（苏南地区可适当放宽）。选址应当安排在农产品资源丰富、交

通便利、农产品加工企业相对集中并有充足发展空间的区域，也可安排在经济

开发区或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

（三）配套设施完善。遵循生态优先、集聚集约、综合配套的原则。电力、

交通、通讯、污水处理及给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规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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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统筹规划、科学安排生产、物流、生活和公共服务设施，有条件的集中区可

建立融资担保、检验检测、仓储物流、电子商务以及劳动用工、出口代理等公共

服务平台。

（四）运行机制灵活。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为

主体，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后期运营管理，运用市场机制提

高集中区运营效率。

（五）产品竞争力较强。集中区内企业主要加工产品须有注册商标，生产

加工的农产品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以及质量标准。集中区研发

总投入占当年销售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1%。

（六）发展基础良好。集中区已建成规模不低于规划面积的40%，入驻企业

不少于 10家，至少有 2家以上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含外省入驻）、3家市级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年销售总收入超过 20亿元（带动当地优

势特色产业发展作用明显的专业集中区可适当放宽）。带动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和农民增收，其中带动省内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不少于 1万亩或带动省内

农户数不少于1万户。

第四条 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申报主体为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集中

区管委会。

申报主体需填写《江苏省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申报表》，并提供以下材

料：

（一）集中区管理机构及办公场所设置情况；

（二）集中区中长期规划；

（三）集中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建工程等情况；

（四）近两年集中区内各级财政投入情况；

（五）入驻企业名单及基本情况；

（六）入驻企业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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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入驻企业及研发机构当年研发投入情况；

（八）入驻企业带动能力情况；

（九）其它需要报送的材料。

第五条 申报主体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对照申报条件进行初审，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将推荐文件和申报材料

报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

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后，将推荐文件和申报材料报

省农业农村厅。

第六条 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每两年认定一次。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对申报的集中区进行评审和必要的现场核查，确定候选名单。

候选名单经公示后，由省农业农村厅予以认定并公布。

第七条 省农业农村厅每两年对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运行情况监测一

次。重点监测规划实施进度、年销售收入、带动能力等指标，监测不合格的在

一年后再次进行监测，连续两次监测不合格的，取消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资

格。

第八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江苏省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

区认定与管理办法》（苏农规〔2017〕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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