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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内外目前人参产业的总体情况，从人参产业产值情况、各市县园参分布、加工企业现状、加工

产品现状等几方面详细介绍了吉林省人参加工产业发展情况，指出了目前吉林省人参加工产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

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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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Development of Ginseng Processing Industry in
J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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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ginseng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was briefly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The de⁃
velopment of ginseng processing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was introduced in detail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output
value of ginseng industry, the distribution of garden ginseng in various cities and counties, the status of processing
enterprises, the status of processing products, and so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ginseng processing industry in Ji⁃
lin province were pointed out,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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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参产业总体情况

人参是五加科植物 Panax ginseng C. A. Mey的
根，主要产于中国的东北、朝鲜半岛以及俄罗斯

的西伯利亚地区。产于中国东北的习惯于叫做长

白山人参或吉林人参，产于朝鲜、韩国的一般称

为高丽参。西洋参与人参属于不同种，主产于美

国北部和加拿大，其皂甙种类和人参略有差异 [1]。

中国是人参的主产国，中国产量居世界首位，

韩国其次。韩国的人参消费 80%以上用于食品

中，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等

地区也将人参作为食品食用。

中国园参基本分布在东北三省，以 2016年产

量计算，吉林省占东三省的 86.60%，黑龙江占

10.58%，辽宁占 2.82%。图 1为 2013～2016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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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三省园参产量 [2-4]。

2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人参是吉林省的特产之首，2009年吉林省人

参产业产值仅为 51亿元，到 2017年已经达到 550
亿元 [5]，8年之间产值翻了 10.8倍，平均年增长率

为 34.62%（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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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9月，吉林省开展人工种植人参进入

食品试点工作，成立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管理委

员会。先后出台了《吉林省政府关于加快人参产

业发展的意见》、《人参产业条例》、《吉林省人参

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法规。在 2017年 11月 10
日的中国农业品牌百县大会上，“长白山人参”以

高达 190.48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2017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榜第一 [6]。

2016年吉林省东部地区园参产量占全省比例

为：白山 61.9%、延边 22.6%、通化 12.9%、吉林

2.6%。省内各市县园参产量占全省的比例为：抚

松 40.26%、集安 11.72%、长白 8.67%、临江 8.29%、
汪清 4.0%、珲春 3.20%、桦甸 2.49%、靖宇 2.43%、

敦化 1.62%、和龙 1.66%、安图 1.2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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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吉林省不同年份人参产业产值情况

 

图 3 2016年吉林省各市县园参分布

3 吉林省人参加工企业现状

吉林省人参品牌有 100多个，具备一定规模

的人参加工企业近 400户，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22
户，市（州）级龙头企业 30多户。2010年 9月，吉

林省开展人工种植人参进入食品试点工作，确定

了敖东药业等 76户企业为试点企业，257个人参

食品为试点品种，涵盖了茶类、饮料类、米类、酒

类等 10多个食品种类。截至 2017年，吉林省已有

37户企业 134种产品获得了“长白山人参”品牌使

用权。

吉林省获批人参新资源食品的重点上市公司

有：紫鑫药业获批人参饮品、人参糖、人参茶等 41
种产品；益盛药业获批人参软糖等 10种产品；康

美新开河药业获批人参软糖等 8种产品；北京同

仁堂吉林人参公司获批人参茶、人参酒、人参糖 6
种产品；吉林森工修养堂获批人参软糖等；吉林

敖东获批人参蜜片等。

4 吉林省人参加工产品现状

人参加工有粗加工和精加工。按照多年以前

的分类，将鲜参经清洗、干燥等工序加工成一般

商品称为粗加工，如加工成红参、生晒参、糖参、

大力参等。对粗加工产品再次加工的过程称为精

加工，如精制红参、红参片、红参粉等 [7]。

现在随着加工技术和加工手段、产品形式的

多样化，人参的一些不改变物理形态的加工技术

已经算不得深加工了，如将人参切片、打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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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有以下加工产品（表 1）：
（1）人参的简单加工产品：如红参、生晒参、

糖参、大力参、活性参、黑参、人参片、人参粉等。

（2）人参普通食品：如人参酒、人参饮料、人

参茶、人参休闲食品（如糖果、蜜饯、巧克力、咖

啡、烘焙食品等）、人参餐饮食品（如人参米、人参

面条、人参汤、菜肴等）。

（3）人参保健食品：是指含有人参原料的并获

得保健食品批号的产品，采用口服液、颗粒剂、胶

囊剂、片剂、水丸剂、茶剂等剂型。

（4）人参化妆品：包括皮肤用化妆品、美容化妆

品、毛发化妆品、特殊用途化妆品、口腔卫生用品等。

（5）人参功能成分或中间品：如人参皂甙、人

参挥发油、人参多肽、人参多糖等。

（6）人参医药产品：包括传统中医药剂和西医

用药。

表 1 市场上现有人参产品种类

类 别

人参粗加工产品

人参普通食品

人参保健食品

人参化妆品

人参功能成分

人参药品

产 品

红参、生晒参、糖参、大力参、活性参、黑参、人参片、人参粉、人参膏等

人参饮料、人参糖果、人参果脯、人参糕点、人参茶、人参酒、人参米、人参面、人参乳、人参粥、人参汤等

人参保健品胶囊、人参口服液、人参蜂王浆、参胶元、人参泡腾片等

人参精华霜、人参精华乳液、人参精华眼霜等

人参皂甙、人参挥发油、人参多肽、人参多糖等

人参五味子颗粒、人参健脾丸、人参再造丸、人参北芪胶囊、人参注射液等

5 吉林省人参加工产业存在的问题

吉林省人参产业产值已经超过了 550亿元，

是吉林省特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但是仍然存在很

多问题，包括育种、栽培管理、储藏、加工技术、产

品开发、基础科研、科技支撑、产业结构、品牌管

理、政策服务、金融保障、消费习惯、饮食文化、法

律政策等许多方面，本文仅从人参加工角度提出

以下存在的问题。

5.1 人参产业以种植为主，人参加工小微企业比

重大，人参主产地缺少大中型加工企业

吉林省人参加工企业保守估计得有三四千

户，具备一定规模的人参加工企业有近 400户，能

够达到市、省级龙头企业规模以上的仅有三十几

户，绝大多数属于小微企业。

2016年抚松县园参产量占吉林省 40%以上，

以抚松县为例，全县共有工商注册人参企业与业

户 1 307户，省级龙头企业 9户、市级龙头企业 22
户，省级龙头企业数占全部注册企业的千分之

七，龙头企业的资源掌控和带动能力不强。大型

人参加工企业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由于各种原

因，企业工厂所在地并没有直接建设在人参主产

地，而是坐落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城市边缘 [8-10]。

5.2 人参加工产品以初级加工为主，医药领域应

用为主，食品领域较少

吉林省人参加工大都属于原料参和初加工产

品，原料型粗加工产品比重过大，精深加工产品

比重过小。以抚松县为例，全县 90%的人参产品

是以生晒参、原料红参和模压红参为主，全县具

有植物提取能力的企业仅有 9户，产业链短、产品

附加值低。

吉林省人参加工企业目前还处于小企业卖原

料参、大企业卖人参药的状态，现有大型人参加

工企业实际上都是制药企业，其利润主要来源还

是药品，人参或其提取物只是原料而已。

5.3 人参加工企业技术人员以制药专业背景为

主，食品专业人员缺乏，人参食品开发定位

不清，甚至食药不分

因为人参允许用于食品才 7年，很多企业并

没有前期积累和经验，其厂房建设、人员组成、产

品类型和企业营销都是以药品和保健食品为主。

现有人参食品加工企业多是原制药企业转型

和延伸的，且并不以其为主，但一些企业又介入

和开辟了人参食品开发和生产，企业委托科研部

门开发产品意识不强，依托其自有技术人员研发

的人参食品其产品的感官状态不太符合人们的喜

好，甚至有一些不符合食品法律法规。

5.4 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局面尚未形成

目前吉林省人参领域的基础科研、申报奖励

和科研项目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为主，企业还

没成为主体，更多时候是参加单位，而且即使以

企业为主的，也多集中在药品研发、二次创新、基

地建设等方面。

吉林省在人参领域基础性科研投入较多，但

实用性研究较少。高校产品研发偏向于药品和保

健食品，而且集中在前期的机理、成分、体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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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实验阶段，进入到人体和临床阶段的极

少。科研院所新产品研发的成果转化率低，高精

尖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少，市场占有率低 [11-12]。

5.5 企业追求概念炒作，缺少经得住考验的市场

主打产品

人参食品种类很多，但以概念炒作的占很大

一部分，真正有一定市场占有率、有一定市场生

命周期的产品很少，企业很少在产品创新和质量

提升上多投入。相当一部分人参食品产品是小企

业或省外企业代工生产的。

5.6 加工技术的创新和加工设备的更新换代还

较慢

客观地说，吉林省人参加工技术创新能力还

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分析检测设备近些年投入

较大，但加工技术没有质的提升，产品开发与十

年前相比并无显著差别。企业基本没有应用先进

的设备，对于现代工业需要的自动化、智能化、数

字化、无人化的操作系统、平台和设备还没有应

用。

6 建 议

6.1 推进产业与产品升级，改变重种植轻加工的

观念，转变为以深加工为主的现代农业思维

在产业发展上，要以加工业作为人参产业的

落脚点和突破口，在产品开发上，要以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营养健康需求为目的，要认识到只有

加工业才能实现产品增值，才能真正带动人参产

业的振兴和发展。

产品升级要根据市场需要、成本控制和加工

增值潜力等综合因素来决定，人参产品将在食品

（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有保健食品批号）、药品

（有国药准字）、化妆品、中间品等方面开展产品

创新与开发。

产品的升级要结合现代深加工技术，包括超

微粉碎技术、微胶囊技术、真空冷冻干燥技术、膜

技术、生物酶技术、色谱分离技术、超临界流体提

取技术等，先进的技术会推动产品的改进和升

级。

6.2 人参加工药、健、食并举，并逐渐转变到以食

为主，以食为养的健康轨道上来

随着人们对自身营养与健康的越来越重视，

保健理念也逐渐发生转变，现在人们逐渐回归到

正确的医疗养生观，即以食疗、日常保健为主。

人参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特产，具有数

千年的食用历史，加上前人总结出来的很多养生

理念和加工方法，科学开发人参的养生食补价值

是一个最具前途的方向。

6.3 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创新，推进成

果转化

政府主管部门在整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

过程中要发挥协调和统筹作用，人参有关科研已

经开展多年，各方面也有一定积累，开展整合和

组合要比再单独深入研究有效得多，具有实际意

义。

要落实国务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

案和吉林省委进一步放活事业单位人才交流的意

见，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并享受成果转化带来的收

益。市场是检验成果是否有意义的最好地方。

6.4 发挥人才优势，努力落实人才创新驱动战略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吉林省拥有很强

的科研优势，拥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特别

是在人参研究方面。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

学院特产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大学、

吉林省生物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大学、

延边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开展了人参的

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和资料。

产业发展创新是动力，人才是根本。借助中

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政策，落实

好吉林省政府的激发人才活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意见，在各个方面放开捆住科技人员手脚

束缚的条条框框。

6.5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发挥典型引领的作用，特别是大企业、外来企

业的引领作用。通过利益联结机制，能够以点带

面，要坚持带动而不是推动，坚持示范引领而不

是面面俱到，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大事成就带

大家。

要科学理解企业是支持主体的角度，支持企

业不是单纯支持其资金，而是支持其技术供给和

创新能力提升，让企业有竞争力和生命力，单纯

给钱起不到太多激励的作用，应该将部分资金支

持能够创新或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撑的科研部门，

企业获得的是技术，通过技术的创新和提升，企

业从市场上获得利润回报。

6.6 加大对人参深加工项目支持

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资金投入向想干事、

能干事、能干成事的科研、企业和合作组织倾

斜。尽快确定一批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重

点支持产学研合作和有实体企业参与的项目，应

增大和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实用性技术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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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原有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基础上，增加

基础研究和中试研究的支持力度。

尽快确定一批省级政府部门重点培养和支持

的团队，力争年内确立 3～5个重点支持的团队，

在项目和资金上予以重点支持。鼓励团队成员创

新创业、兼职兼薪，并领衔组建和服务企业技术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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