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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是吉林人参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长

白山区是吉林人参的原产地域和产业聚集地，也是体现吉林人参

道地性的根基。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人参产业集群的部

署，以及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发

展的意见》（吉政发 〔２０２１〕６号）等文件要求，加快推进长白

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规划。

一、“十三五”期间我省人参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十三五”以来，我省人参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产业结构得到持续优化。通过合理调控生产规模和示

范推广非林地种参等措施，我省人参种植模式由过去的伐林种参

向林下参、林参间作、非林地种参过渡。全省人参种植面积由

“十二五”末期的１８９万亩调减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４１万亩，下降

２５４％，鲜参产量由３５万吨增加到３９５万吨，增长１２９％；

参业综合产值５７０７亿元，比 “十二五”末期增长２３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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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二三产占比分别为１０４％、４７７％和４１９％，一产得到合

理调优，二产得到持续做强，三产得到大力发展，产业内部结构

调整初现成效，基本形成了参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十三五”期间全省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年度

园参 （万亩、吨）

小计 人参 西洋参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总产值
合计

总产值 （亿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２０１５ １８８６ ３５０６１０ １４３７ ２８４８２０ ４４９ ６５７９ ４６０８ ５４１ ２８０７１２６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４３５２６４ １４９８ ２８８６０３ ５１９ １４６６６ ５０５０ ５７３ ３１０７１３７０

２０１７ ２１４１ ５０５１３３ １５７７ ３３３６５３ ５７１ １７１４８ ５５０３ ７５１ ３２９３１４６０

２０１８ ２３４０ ４９６０５８ １６９０ ３８６６９６ ６５０ １９９３６ ５５２２ ５９１ ３３３５１５９５

２０１９ １６３０ ４０３０４０ １２１０ ２６７４４４ ４３０ １３５６０ ５２６８ ５２６ ２４１５２３２８

２０２０ １４０５ ３９５０２６ ９８６ ２３０１９７ ４１９ １６４８３ ５７０７ ５９４ ２７２５２３８８

“十三五”期间全省人参综合产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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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品牌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着力

打造 “吉字号”人参品牌的发展战略，整合人参品牌资源，集中

力量 打 造 “长 白 山 人 参”区 域 公 用 品 牌，截 至 “十 三 五”末，

“长白山人参”品牌生产企业达到５２家，品牌产品达到２０６种，

比 “十二五”末期翻了一番。共认定 “长白山人参”品牌原料生

产基地１７３个，认证面积近４８万亩，人参检测合格率达９５％

以上。 “长白山人参”品牌在全国２８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３７４个著 名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中 排 名 第 一，品 牌 价 值１９０４８亿 元，

荣获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神农奖”、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中华品牌商

标博览会金奖”、中国农业品牌 “十佳品牌案例奖”及 “品牌声

誉十强”等殊荣。同时，各地区域品牌、企业产品品牌取得快速

发展，特别是 “抚松人参”“集安清河野山参”等区域品牌、“新

开河”“紫鑫”“大自然”等企业品牌融入了区域优势、文化特色

和健康养生等因素，价值和市场影响力迅速提升。

（三）精深加工能力显著增强。启动 建 设 集 安 市、抚 松 县、

靖宇县、通化县、延吉市等９个人参产业园区，总面积３２万公

顷，入驻企业２２９５户，完成投资１４１５亿元，形成了人参精深

加工规模经营和集群发展态势。以科研院校为技术依托，以企业

为主体，加大科研投入，加快人参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实现了人

参根、茎、叶、花、果实的综合开发利用。现已开发生产人参食

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生物制品五大系列约１０００多种产

品。“十三五”末期，全省人参加工产值达２７２５亿元，占人参

—４—



总产值的４７７％，其中，人参精深加工产值达１６０７亿元，占

人参加工产值的５９％，比 “十二五”末期增长了２６个百分点。

“十三五”期间全省人参精深加工情况

年度
鲜参产量
（万吨）

折干后
产量
（万吨）

精深加工
转化原料
（万吨）

转化率
（％）

原料加工
产值
（亿元）

精深加工
产值
（亿元）

精深加工
占加工
产值比

２０１５ ３５ １００ ００８ ８０ １８９３ ９１３ ３２５％

２０１６ ４３５ １２４ ０１３ １０５ １９６８ １１３９ ３６７％

２０１７ ５０５ １４４ ０１６ １１１ １７８ １５１２ ４５９％

２０１８ ４９６ １４２ ０２２ １５５ １７４ １５９５ ４７８％

２０１９ ４０３ １１５ ０１９ １６５ １１１ １３０５ ５４０％

２０２０ ３９５ １１３ ０２４ ２１３ １１１８ １６０７ ５９０％

“十三五”期间全省人参精深加工转化情况

（四）标准化体系初步建立。“十三五”期间，研究制定并推

广国际人参标准１项，国家标准１５项，地方标准近５０项，团体

标准３０项；组织筛选、在国家登记并推广应用高效低残留农药

４１种；全面开展测土种参和产品检测认证，省级标准化种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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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测土种参全覆盖，品牌产品原料基地人参和产品全认证。

组织开展人参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建立了一大批人参良

种繁育基地和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人参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全省园参平均单产由每平方米１６公斤提高到２０公斤，优

质率达到７５％以上。

（五）科研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十三五”期间，吉林大

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延边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特产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人参研究院等教学、科

研单位均成立了从事人参研究的专业团队，建立人参新品种选育

与开发等国家与地方联合工程中心３个，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３项、二等奖５项。在２０１８年举办的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成

果对接会上，收集到待转化的中药类人参成果６９项。吉林农业

大学等高校开设了以人参为主的药用植物专业，每年培养大批人

参专业人才。

（六）产品销售市场不断拓展。通过建设和完善抚松万良、

通化快大、集安清河三大人参交易市场，进一步拓展了人参营销

渠道，增加了市场服务功能，每年通过抚松万良、通化快大、集

安清河市场交易的原料参占全国交易量的８５％左右。全省人参

产品销售模式由实体店销售为主逐步向 “互联网＋”销售模式发

展，品牌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建设持续加快，基本实现了 “长白山

人参”品牌产品全网域运营，国货外销线上渠道已基本打通，直

播带货、社群营销、短视频宣传推广等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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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遇和挑战

（一）发展机遇。

１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产业发展。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９〕４３号），

省委、省政府制定了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吉发 〔２０１９〕３２号），出台了 《关于推进人参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吉政办发 〔２０１９〕５号），将振兴人参产业提升到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 《吉林省人参

产业条例》，将产业发展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２０２０年农业农村部

将我省人参产业列入产业集群项目扶持范围，当年给予扶持资金１

亿元；“十三五”期间，省财政共筹措拨付１３７亿元资金用于扶

持人参产业发展。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加快了我省人参产业的

转型升级，为人参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２市场需求逐年扩大带动产业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进程加快，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推动大众保健理念的更新和提升，

人民群众对健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人参在提高人体免疫

力、扶正固本、大补元气等方面的功效逐步得到认同，国内外人

参制品市场需求呈现旺盛的增长趋势，人参食品、保健品和药品

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３消费升级带动产品市场开发。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社会公众大健康意识的快速普及，生物医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

注，市场需求越趋旺盛。近年来，人参精深加工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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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科研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为人参产品开发提供了技术支

撑，人参医药领域研究水平稳居世界领先水平。 “长白山人参”

区域公用品牌经过多年打造，知名度和影响力逐年提升。

４林下参独有资源优势凸显。林下参是我省独特的资源型产

品，也是未来人参精深加工制品的紧缺原料。我省适宜种植人参

的林地资源储备充足，适宜种植林下参的林地约７５０万亩以上。

目前，全省林下参种植面积约１５０万亩，其中参龄在１５年以上的

林下参种植面积占３０％以上，未来发展潜力和市场优势巨大。

（二）面临的挑战。

１传统 林 地 种 参 优 势 锐 减。人 参 种 植 用 地 供 需 矛 盾 突 出，

国家实施天然林禁伐政策以来，利用采伐迹地种参面积日益缩

小。２０２１年国家明确禁止利用国有林采伐迹地种参，减弱了传

统林地种参优势，对传统人参品种资源的保护、种参技术和技艺

的传承以及良种良法的创新发展提出挑战。

２在人参市场受到韩国人参挑战。韩国 “正官庄”人参品

牌在人参产品市场占有优势地位，其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市场

营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是近年来不断加大宣传攻势，抢

占话语权，营造人参大国地位，对我国人参声誉和人参市场造成

较大冲击。

３人参生产标准化和组织化程度不高。国家、地方、企业、

团体标准比较完善，但人参种植仍以散户为主，缺少组织化约束

和标准化管理，强制标准的执行力度不够，约束能力不足，个别

—８—



参户滥用非登记农药，生产的人参不符合标准，对吉林人参形象

造成较大影响。

４优质人参原料及产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我省人参多为４

年生采收为主，６年生人参原料不足总产量的５％，高年生优质

人参原料缺乏；人参产品深加工仅占产业总量的三分之一，市场

知名度高、品质高、信誉度高的人参精深加工产品相对较少，市

场占有率较低；人参食品、保健品、药品获批手续相对复杂、周

期长，导致有些省内科研成果到省外转化。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持续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提质增效、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人参产业集群和人参产业

联盟为抓手，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

化打造、产业化创新、市场化运营，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集

群式发展，加快形成参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联农带农模式紧

密、产品市场竞争有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主体参与。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发挥政

府扶持引导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充分调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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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积极性，加强统筹协调，建立上下联动、部门协作、高效

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

———坚持生态 保 护，绿 色 发 展。创 新 机 制 体 制，走 质 量 兴

参、绿色发展道路，构建绿色生产、绿色加工体系，把保护生态

环境与发展优质人参有机结合，推进标准化生产，打造一批绿

色、生态、高效人参产业生产基地，强化品牌建设，推动我省人

参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坚持三产融合，联动发展。大力发展人参产业新 兴 业

态，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以利益联结

为纽带，通过产业联动、要素集聚、成果流转、机制创新等方

式，将资本、技术及资源要素进行集约化配置，使人参生产、加

工、销售和旅游业、康养业及其他服务业有机结合，推进人参产

业 “接二连三”，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人参产业链延伸、产业范

围扩展和农民增收。

———坚持因 地 制 宜，分 类 实 施。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

际，针对人参主产县 （市、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优

势等特征，因地制宜科学定位产业发展重点，实施差异化的产业

扶持政策，推动生产、加工、流通、品牌建设一体化发展，加快

形成各具优势的人参产业化集群，以产业集群带动产业快速发展。

———坚持部门协同，有序推进。强化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科

技、政策、资金等保障支撑，凝聚工作合力，充分发挥吉林省振

兴人参产业推进组作用，不断聚集发展要素，保持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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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５年，高产优质人参新品种选育、连

作障碍修复、产品加工等产业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人参种植标准

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流通等关键短板基本补齐，人参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与产业体系三大体系进一步完善，林下参、非林地

种参两种模式协调发展，人参产业创新能力、精深加工能力、品

牌营销能力大幅提高，建成国内领先的高质量人参地方标准体

系，实现园参标准化种植基地占比达７５％，人参优质率提升至

８５％，长白山人参种植联盟吸纳人参种植大户达到８０％。产业

基础扎实、产业链条完整、产品市场竞争强的人参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作用凸显，稳定一产、提升二产、发展三产，一、二、三产

业占比 分 别 调 整 为７％、５０％、４３％，人 参 总 产 值 突 破８００亿

元，人参产业成为全省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吉林省 “十四五”人参产业主要指标

名　　称
“十三五”末期

基数值
“十四五”末期

目标值
增减 指标属性

人参种植面积 （万亩） １４１ １４ 保持不变 预期性

鲜人参产量 （万吨） ３９５ ３５以上 基本持平 预期性

人参产业总产值 （亿元） ５７０７ ８００
年均增长

７％
约束性

一二三产占比 １０４∶４７７∶４１９ ７∶５０∶４３ 约束性

人参精深加工转化率 ２１３％ ２７％
年均增长

５％
约束性

精深加工值占加工产值比 ５９％ ７５％
年均增长

５％
约束性

园参标准化基地占比 ６５％ ７５％
年均增长

３％
预期性

人参优质率 ７５％ ８５％
年均增长

２％以上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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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布局

立足各地区功能定位、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坚持区域化、

标准化、规模化、集群化产业发展思路，按照 “点、线、面”结

合、人参全产业链功能有机衔接的布局要求，围绕长白、抚松、

靖宇、临江、江源、浑江、通化、集安、辉南、柳河、梅河口、

敦化、安图、汪清、珲春、和龙、龙井、延吉、图们、蛟河、桦

甸、磐 石、舒 兰、永 吉 ２４ 个 人 参 主 产 县 （市、区），实 施

“１２３４５”工程，加快构建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绿色高质量发展的

人参产业布局。

“１”，打造一个国际知名 “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按

照 “地理标志产品吉林长白山人参”（ＧＢ／Ｔ１９５０６－２００９）国家

标准，坚持 “公用品牌＋企业品牌” （１＋Ｎ）的市场品牌定位，

科学制定品牌内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品牌运营机制和品牌

管理机制，做好区域公用品牌创建整合；提升管理水平，为品牌

发展壮大提供可靠的基础条件和良好的运营环境。建设１５０个具

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人参标准化生产基地，其中建设 “长白山人

参”品牌产品原料生产基地８０个。

“２”，打造两个人参良种及标准化生产示范区。一是以敦化

市、汪清县、长白县、桦甸市、集安市等为代表的林地人参良种

及标准化生产示范区；二是以抚松县、通化县、柳河县等为代表

的非林地人参良种及标准化生产示范区。根据人参主产地区的产

业基础和资源分布情况，围绕１５个人参产业生产核心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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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建设高水平、高带动能力的人参良种繁育和标准化生

产基地１００个以上，带动人参种植业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生产。

“３”，构建三个片区的人参产业集群格局。推动人参产业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以及科研机构等主体按照全产业链分工协

作，在空间上引导构筑 “人参产业园区＋种植基地片区＋科技支

撑＋营销渠道”人参产业集群，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人参产业

集群联盟，引导各类主体在空间上集群式发展、连片式布局。

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联盟北部片区：主要包括敦化市、延吉

市。充分发挥敖东人参产业园与延吉人参产业园的带动作用，由

省级龙头企业牵头，带动两县市人参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共同组

建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北部片区联盟。

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联盟南部片区：主要包括抚松县、靖宇

县、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市。充分发挥抚松人参产业园、靖宇

人参健康产业园、通化县快大人参产业园、集安市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带动作用，由省级龙头人参企业牵头，联合人参加工、制

药、保健品等龙头企业，带动该片区人参合作社与农户共同组建

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南部片区联盟。

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联盟协作片区：充分发挥长白山人参产

业集群联盟南北两个片区的示范作用，辐射带动其他１７个人参

主产县 （市、区）种植、加工、销售各方面全面发展，形成全省

人参产业一盘棋的产业发展模式。重点通过品种选育、标准化种

植、新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与交易、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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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重要环节，辐射该片区人参全产业链升级。

“４”，建设四个高标准人参交易市场。推动抚松、延吉、通化

和集安人参交易市场优化升级，优化基础设施、推动业态创新、

完善服务功能、促进跨界融合，进一步强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等人

参主要销区的产业对接服务，拓展新渠道，培育新动能，推进人

参市场机制体制建设，培育打造经营特色突出、产业链供应链服

务功能强大、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国性或区域性人参交易示范基地。

“５”，加快建设五大系列人参精深加工产业体系。依托长白

山人参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充分发挥重点龙头企业引领带动

作用，大力开发人参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生物制品及

野山参加工品等。在人参主产区重点建设食用人参、药用人参、

人参化妆品、人参提取物、特色野山参精深加工产业联合体，有

效促进人参产业全链条、全领域的协同开发。

五、重点任务

（一）加强人参良种繁育与保护。强化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

相融合，在不违背国家林业政策前提下，开展传统人参种源优势

和种植模式保护工作，鼓励、支持、引导、帮助社会力量参与育

种工作，加快繁育、纯化、保护好我国传统林地人参品种，引

进、驯化、改良非林地人参品种，及时登记认定新品种，并做好

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配套建设完善人参良种的工厂化、智能化

处理保藏，开展优良种苗快速扩繁技术研究，为人参可持续发展

提供优良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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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好人参标准化生产。推进非林地、“长白山人参”品

牌原料、人参良种繁育等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采取 “公司

＋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形式，全面推广

应用绿色优质标准化种植技术，引导种植绿色人参、有机人参，

重点推广延迟采收技术，引导种植高龄人参，有效提升人参质量

和品质。加快人参全产业链标准立项和制定工作，做好现有人参

标准的宣贯推广。支持人参标准化服务体系建设，依托省参业协

会及其下属长白山人参种植联盟，搭建长白山人参种植全产业链

服务平台，为人参标准化种植提供全程精准服务，提升从业人员

规范化、标准化绿色生产意识，推动新型人参经营主体走向联

合。全面推进人参质量溯源体系及 “数字人参”项目建设，实现

人参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链条可追溯，推进各环节统一规范化

监督管理，确保人参质量安全。

（三）全力提升人参精深加工水平。依托优势产业集群项目，

以企业为主体，进一步加强９大人参产业园区建设，引导人参精

深加工龙头企业向园区集聚发展。以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为重点，在人参主产区重点打造培育５个以上集生产、精

深加工、流通、营销、服务全链条于一体的人参精深加工产业化

联合体示范样板，采用产业链带动、品牌带动、市场带动、技术

带动、标准带动等多种模式，促进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集聚发

展，支持联合体突出人参文化与特色，培育新业态与新模式，促

进产业深度融合。重点推动延伸药用、食用、化妆品等人参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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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链条，加快推进以人参为基源的药品、食品、保健品、生物

制品、化妆品和日化用品的新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突破关

键技术瓶颈，突出野山参特色加工，支持利用人参提取后的残渣

及茎叶等副产品，开发人参生物菌肥、驱虫剂、饲料添加剂等制

品，提高人参综合开发利用水平。

（四）深入实施品牌强参战略。以 “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

品牌为引领，强化 “长白山人参”品牌打造，加强品牌价值体

系、符号体系、传播体系和品牌运营管理，做好产前、产中、产

后全程服务；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加大 “长白山人参”品牌推介

和宣传力度，深入开展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打假维权工作，净化

品牌产品营销环境，切实维护品牌形象。到 “十四五”末期，把

“长白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知名度的

国际品牌。进一步加大对人参核心企业品牌的扶持力度，集中力

量打造３－５个以优质高年生人参为原料生产的高端红参或其他

精深加工品品牌。逐步提升本土人参品牌的产品公信力和市场号

召力。鼓励企业或行业组织积极通过国际学术论坛、产品展销

会、影视传媒、举办美食大赛等途径宣传推介品牌，提升吉林人

参的知名度和国际认同感。

（五）建设高质量人参地方标准体系。加强人参标准基础研

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重新梳理优化存量人参标准，加大标准

执行力度，进一步加强人参标准的制 （修）订工作。同时建立和

完善协同推广人参标准的保障体系，对一些强制性标准实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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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形成以产品标准化为核心，技术标准化为手段，管理标

准化为保障的系统性、协调性和精准性人参标准，引领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

（六）强化人参科技创新和支撑。整合科技资源，以企业为

主体，以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为依托，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试验开发到中试转化为支撑，建立较为完整的人参科技创新体系。

加大人参产业科技研发支持力度，围绕瓶颈课题开展技术攻关，

研发智能种植集成技术，加强人参连作障碍修复技术研究，推动

现代化的大型 “永久参园”建设。开展新产品、新工艺等基础理

论研究与产品研发，组织好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尽快形成生

产力，让科技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加强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整

合全产业链知识产权资源，凝聚全产业链创新力量，解决产业发

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降低产业创新成本，提升产业创新效率。

（七）加强人参产业市场建设及监管。加快建设产销衔接、

展贸结合、内外互促的专业化、平台化人参交易市场。推动构建

主产区与主销区长效对接机制，提高人参市场流通效率。推动人

参市场基础设施升级以及商品价格信息、检验检测、研发设计创

意等多功能综合平台建设，推动市场专业化改造提升，推动市场

从批发型向平台型转变。支持应用 “互联网＋”建立线上店铺，

搭建电商平台和移动客户端，打造市场业态多样化、交易手段电

子化、服务功能多元化的新型市场。引导人参市场充分发挥区

位、物流和产品资源等优势，与旅游、文化、会展企业展开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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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合作，打造商旅文展等一体化品牌市场。加强市场流通监管，

全面实行人参产品 “合格证”制度，加强人参生产投入品监管，

严格执法，坚决打击假冒伪劣、高毒高残留投入品经销和使用行

为。加强人参质量检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各级质量监管部门责

任，定期或不定期对人参投入品和产品进行检测，一旦发现问

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八）加强人参科普宣传和产业融合。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宣传双管齐下，文化提升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品牌宣传与产业

价值提升相结合，挖掘、整理、研究、宣传吉林长白山人参的功

效，以及在推进人参产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宝贵经验

和做法，通过短视频、动漫、影视和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展现人

参产业发展成果，树立吉林人参形象，尽快形成全社会关注人

参、了解人参、喜爱人参、消费人参、投入人参产业发展的浓厚

氛围。深度挖掘整理 “长白山人参”文化资源，讲好 “长白山人

参”文化故事，强化对人参文化的创意，开发一批有影响力的

“长白山人参”文化产品，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参文化产业，

推进人参、文旅、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在吉林省东部山区景

区内设立公益性宣传广告，设立品牌专营店，以文化特色提高品

牌美誉度和知名度，提升产品附加值。

六、重大工程

围绕 “十四五”人参产业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着力实

施好 “一个集群”和 “六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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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集群”。

推进吉林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建设人参产业标准

化支撑体系、人参精深加工产业体系、长白山品牌营销体系和人

参产业管控体系４大体系１０个项目。发挥政府扶持引导作用，

以经营主体投入为主，国家项目扶持资金为辅助的投入方式，加

大对仓储物流、精深加工、科技研发等重要环节的投入，拉长产

业链条，推动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发展。加快建成沿长白山

脉南北拓展的人参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带，促进参业一二三产融合

贯通，有效推进人参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吉林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建设项目及投资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投资估算
（万元）

资金来源 （万元）

中央
资金

银行
贷款

自筹及地方
配套资金

总投资 ２４５７８３ ３００００ ８７２８０ １２８５０３

一 人参产业标准化支撑体系 ４５８１５ ５５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３１３

１ 人参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园区项目 １８８００ ２２５８ ４０００ １２５４２

２ 人参 “研产仓销”服务综合体项目 ２７０１５ ３２４４ ６０００ １７７７１

二 人参精深加工产业体系 １３８１３０ １６５８５ ６７２８０ ５４２６５

３ 食用人参精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 ７５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６００

４ 药用人参精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 ６０６５１ ７２８３ ３００００ ２３３６８

５ 化妆品人参精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 ３４４７９ ４１４０ ２１０００ ９３３９

６ 人参提取物精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 ２７５００ ３３０２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１９８

７ 特色野山参精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 ８０００ ９６０ ２２８０ ４７６０

三 长白山品牌营销体系 ６１２３８ ７３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８８５

８ 通化快大人参市场加工仓储营销一体化项目 ３３３００ ３９９８ ８０００ ２１３０２

９ 延吉人参交易市场服务功能拓展融合项目 ２７９３８ ３３５５ ２０００ ２２５８３

四 人参产业管控体系 ６００ ５６０ ０ ４０

１０ 吉林省 “数字人参”建设项目 ６００ ５６０ 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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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大工程”。

１人参良种繁育与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工程。依托吉林农

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抚松和集安人参研究所等

科研教学单位及抚松参王植保、敦化润绿、靖宇炳华、集安益盛

和集安大地等人参企业，根据不同种植方式、种植环境和市场需

求，在吉林省东部山区人参主产县 （市），建设１００个人参 （西

洋参）良种繁育与标准化生产基地，努力满足全省生产用种，逐

步辐射全国。加快推行良种繁育与标准化生产基地数字化管理，

实现人参质量全程可追溯。

２人参精深加工能力提升工程。以９大人参产业园区建设

为基础，以吉林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项目为引领，在人参产业园

区内重点培育集安益盛、紫鑫药业、通化东方红、通化参威、吉

林敖东、靖宇炳华、图们江制药、抚松参王植保、抚松大自然、

长白山制药、柳河云岭野山参等投资亿元以上、具有相当规模、

拉动作用强的以人参提取物、食品、药品、保健食品、日化产品

及山参加工品为主的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并带动其他中小企业，

着力打造年销售额２０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２个，１０亿元以上的

５个，２亿元以上的４个，产值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２０个以上。

着力打造 “延边中国参谷”，加快吸纳更多更好的精深加工企业

进入参谷，实现集群集聚，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到 “十四五”末

期，人参精深加工产值突破４００亿元。

３人参品牌打造工程。以 “长白山人参”区域品牌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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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安、抚松、通化、延 边 等 区 域 品 牌 和 紫 鑫、皇 封 参、新 开

河、大自然、珲春华瑞等企业知名品牌为重点，充分发挥大企业

集团和人参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在品牌创建中的主导作用，借助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利用机场、车站等场所，以及各类博览会、论

坛等活动，加强人参品牌宣传。深入挖掘长白山人参文化资源，

全面提升吉林人参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知度；充分利用电商平

台、线上线下融合、“互联网＋”等各种新兴手段，探索运用拍

卖交易、期货交易等方式，加强人参品牌市场营销，扩大吉林人

参市场占有率。到２０２５年，“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产值力争实

现３００亿元。

４人参科技创新工程。依托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中

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延边大学和吉林省

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教学单位，开展人参全产业链的关键技术问题

研究。从良种研发入手，通过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技术手段，

深入开展人参重要农艺性状表达等功能性新品种、高产高抗逆性

等种质创新研究。从栽培技术入手，深入研发非林地人参病虫害

绿色防治技术，破解农残、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控制难题，加

快研究人参连作障碍修复技术，加快集规模化、机械化、智能

化、标准化于一体的集成技术的普及。从精深加工入手，开展人

参 “降燥”加工和人参功能皂苷单体分离等技术攻关，提升人参

精深加工技术水平。到２０２５年，人参功能单体分离技术更加成

熟，人参精深加工品比重和加工增值空间有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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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人参市场开拓工程。着力打造抚松、通化、集安、延吉４

个人参现货交易市场，加强市场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健全检测

机构，把好人参市场质量关，设立优质人参及其产品销售专区，

引导形成人参及产品优质优价机制，集中打造放心精品人参市

场。通过 “互联网＋长白山人参＋人参文化＋生态旅游”模式，

以吉林优质人参为基础，以 “长白山人参”品牌为引领，以精制

人参产品为重点，以挖掘、创新、弘扬人参文化为主线，充分利

用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短视频推广等平台，做好国

货外销、直播带货、线上全产业链利益共享文章，提高我省人参

市场销量。

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依托吉林省参业协会，支持现

代新型人参种植、植保、农机等专业服务经营合作组织，加大技

术培训及信息等服务，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能力。支持人参

龙头企业，按照科技研发、标准制定、生产性服务、产业化带动

等功能，与科研机构、合作社等共同组建支撑人参全产业链标准

化的社会化服务综合体。扶持长白山人参种植联盟，提高种植联

盟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新型人参经营主体走向大联合，促进人

参产业加速走向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十四五”期间，每

年扶持新型经营主体２０个。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将人参产业作为推进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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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培育吉林新支柱产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形成上下

贯通、运行高效的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级农业农村 （特

产）部门，要超前谋划人参产业发展工作，组织好有关工程项目

实施，加强人参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我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

（二）落实政策扶持。各地各部门要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扶持政

策，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重点在用地、用电、税收和人参机械补

贴等方面依法给予政策支持。在用地方面，制定专门扶持和规范人

参产业建设的土地优惠政策，积极落实建立 “点状供地”制度，为

人参企业提供用地保障。在用电方面，对人参企业从事农业服务和

农产品加工符合条件的，按照农业用电价格计费。在税收方面，落

实税收优惠政策，优化纳税服务。在人参机械补贴方面，将用于人

参种植、收获等方面机械列入到农机补贴目录，享受相关补贴政策，

推行人参生产全程机械化。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围绕人参产业进一

步强化金融产品的创新，建立健全人参产业贷款贴息补偿机制，拉

动企业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入人参产业。高质量搞好人参保险试点工

作，探索国家、省、地方和企业共同承担的保险机制，科学设立人

参保险标准，保障人参产业健康发展。

（三）加大资金投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人参产

业的资金投入和使用管理。在充分利用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和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对人参品牌建设与管理、基地建设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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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扶持、质量安全控制及人参产业文化打造等给予支持的同时，

各地也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鼓励和支持人参企业在技术创新、

产品开发、品牌打造、市场营销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四）建立协调机制。进一步强化吉林省振兴人参产业推进

组作用，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作，形成全

省上下一盘棋的协调工作机制，重点围绕项目资金、林地资源、

产品审批、市场监管、金融服务等方面，深入细致研究破解影响

人参产业发展的问题和应采取的措施，有效发挥每个成员单位在

推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五）强化服务指导。加强人参种植服务体系、人参绿色植

保服务体系、人参加工服务体系及人参市场营销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科研单位、社会组织和人参企业参与建设人参产业服务体

系。充分发挥吉林省参业协会和长白山人参种植联盟以及 “长白

山人参”品牌运营商在人参品牌监管、政策咨询、营销渠道建

设、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形象打造、标准制定、行业自律、行业

统计、人才培养和第三方评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发展壮大长白

山人参种植联盟，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务功能，提高辐

射带动能力，推动新型人参经营主体走向联合，促进人参产业向

规模化和集群化转变。建设 “数字人参”服务平台，促进互联

网、大数据等数字新技术、新应用与人参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实

现产业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依托数字化发展塑造现代人参产业

体系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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