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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工业的科技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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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我国食品工业的现状，分析了国外食品工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食品工业的差距，提出了我国食品工 

业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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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Foo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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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food industry was introduced，and international 

wend and major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in China were also analyzed，and 
then S&T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food industry were e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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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也是一个国 

’ 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 

标志。在我国，食品工业是涵盖第一、二、三产业的 

全局性和战略性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及关联农 

业、流通等领域的生命工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我 

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 

村”和“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 

发展时期，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加快食品工业的发 

展，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是实现人民 

生活向更加富裕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全面小康生活 

过渡的首要任务；同时，对协调产业发展，调整产业 

结构，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和附加值，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扩大内需，提高农业 

生产的组织化、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进而提高全球 

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还是发展食品工业解决“三农”问 

题，最现实、最有效、最便捷的路径之一。发展食品 

工业对打造循环经济、繁荣城乡市场和缩小城乡差 

距、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小城镇建设、扩大外贸出 

口、增加劳动就业机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从根本上 

缓解“三农”问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影响 。 

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以大量转化农产品为基本特征的食品工业以 

l3％的年均增长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同期国民经 

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集农 

业、制造业、现代流通服务业于一体的国民经济中 

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支柱产业，成为我国农村经 

济和国民经济中极具潜力的新的增长点 。“十 

六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新 

的奋斗目标，解决好“三农”问题和提高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与质量将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食品 

加工技术发展在《我国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中被确立为优先主题之一，《国民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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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大 

力发展食品工业，提高精深加工水平，保障食品 

安全。”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工业食品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紧 

紧抓住我国食品工业已进入全面扩张和高速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的有利时机，大力支持食品加工技术 

与产业发展，通过整体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增强企 

业自主开发能力，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工业的整体发 

展水平，已成为“引领农业生产健康发展，带动农 

民收入稳步增长，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 

高”的关键环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长抓不懈的国家战略任务和 

历史使命，将使我国加快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 

业、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从工业依附到工业主 

导、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和从散落农村到集聚城 

镇的转变，这是我国实现农业的“两个根本转变” 

和“构建与发展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事 

关我国农业全局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 

I 我国食品工业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农业取 

得了历史性突破，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 

界21％的人口，这是我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 

的重大贡献。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近5亿t，肉类 

总产量7 000多万t，奶类总产量 2 200多万t，水果 

7 300多万t，蔬菜近5亿t，均居世界前列 胡』。我 

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实现了从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 

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为食品工业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前提。我国食品工业整体呈现 

快速、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 

新时期。1996年以来，我国食品工业经济总量连 

续5年居全国各工业部门之首，以平均每年 10％ 

以上的速度递增。进入新世纪的5年来，我国食品 

工业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继续 

保持加快发展的强劲势头，年均增长率接近 20％，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 17．6％，利税总额增长 

率为11．4％ -11]。2005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 

非国有食品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20 344．8亿元 

(注：人民币。下同)，比2000年增长97．2％；工业 

增加值6 3OO亿元，比2000年增长87．8％；销售收 

入 19 9OO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101．3％；利税总 

额2 105亿元，比2000年增长91．9％。预计未来5 
— 10年我国食品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将仍然保持 

在15％以上，2010年食品工业总产值将突破 

40 000亿元。 

总的来看，我国食品工业保持快速增长，经济 

效益稳步提高，主要食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产品结 

构调整取得新进展，产品质量明显改善，食品安全 

水平稳步提高，企业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集 

中度逐步提高，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民 

营和“三资”企业发展迅速，食品工业区域布局渐 

趋合理，工业企业集群式发展的格局逐渐形成，食 

品科技实现了加快发展，加工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食品工业带动能力进一步显现，解决“三农”问题 

的作用不断增强。 

特别是，我国食品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 

升，食品工业科技工作薄弱的局面得到了明显改 

观，为我国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从“六五”开始，我国就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在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安排了以果蔬保鲜技术研究 

为主的一批项目，有效的支撑了我国果蔬产业的大 

发展。“七五”至“九五”期间，在各类科技计划中， 

重点支持了粮食、油料、薯类和果蔬的加工技术研 

究，促进了传统农产品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的转变， 

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提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十五”期间，为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推动 

农产品：j~-r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 

民收入，国家高度重视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的科技 

发展问题，进一步加大了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研发力 

度和科技投入。在农业科技攻关、星火计划、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科技计 

划中对农产品加工项目给予了重点支持。尤其在 

国家 12个重大科技专项中，安排了“农产品深加 

工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研 

究”、“奶业重大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3个 

有关农产品加工科技发展方面的研究开发项目，科 

技专项经费的投入达到5个亿，为国家实施农产品 

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奠定 了技术与人才 

基础 。 

2 国外食品工业的发展趋势 

全球食品产业整体正在向多领域、多梯度、深 

层次、低能耗、全利用、高效益、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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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下，各发达国家食品加工业持续 

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将技术领先 

优势迅速转化为市场垄断优势；以专利为先导、以 

知识产权保护为手段，不断提高技术门槛，扩大竞 

争优势，占领全球市场；跨国公司通过资本整合，专 

利、技术、材料和装备的垄断以及人才的争夺，使中 

国食品加工产业不得不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这对我 

国食品工业和整体产业技术发展都提出了十分严 

峻的挑战【2-据’ J。 

2．1 加工技术与设备越来越高新化 ．1 

瞬问高温杀菌技术、真空浓缩技术、高效浓缩 

发酵技术、膜分离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超微 

粉碎技术、无菌贮存与包装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 

高新技术及相关设备等已在食品工业中得到普遍 

应用。生物技术与食品制造业相结合催生了食品 

生物技术，融合了信息技术的全过程的自动控制技 

术、生物传感器技术成为当前食品加工业技术研究 

的新热点，纳米保鲜包装材料、纳米粉碎技术等纳 

米技术成为食品加工业发展的新亮点。尤其是智 

能化控制与新材料技术；高效分离、浓缩、干燥、冻 

结与冷链技术；物性重组技术；非热杀菌技术等广 

泛应用，全面推进了食品加工业的技术升级。如美 

国FMC公司利用膜分离技术，将橙汁浓缩到6o。Bx 

以上，既降低了能耗又保证了产品的色香味；法国 

已实现高效浓缩发酵剂的接种量从 1％ 一2％降为 

0．02％ 一0．03％ 。 

2．2 投入比例越来越大 _l副 

由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布局的优化，特别 

是巨大市场和经济回报的吸引，各国政府不断加大 

对食品加工领域的公益性基础投资，特别是企业已 

成为食品工业技术创新和研发投资的主体。如美 

国在农业总投入中，用于产前和产中的费用仅占 

30％，70％的资金都用于产后加工环节；英国荷兰 

联合利华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千人以上的研发中心 

5个，2002年的企业研发投入达 10亿美元。 

2．3 精深加工的比例越来越高、加工能力越来 

越强 ’ 】 

发达国家已实现了食品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具有生产基地化、加工品种专用化、质量体系标准 

化、生产管理科学化、加工技术先进化及大公司规 

模化、网络化、信息化经营等特点。其深加工的程 

度和副产物利用水平较高，并逐步向不断开发新产 

品、提高食品质量、营养价值和安全性等转变。产 

生了像瑞士雀巢、美国菲利浦一奠里斯和英国荷兰 

联合利华等年产值超过4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 

2．4 赍源利用越来越综合，基本实现零排放 _”】 

发达国家食品加工生产企业都是从环保和经 

济效益2个角度对加工原料进行综合利用，全面采 

用“清洁生产技术(无废生产)”把农产品转化成高 

附加值的产品。如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利 

用米糠生产米糠营养素、米糠蛋白等高附加值产 

品，产品增值60倍以上；利用食品厂 (淀粉厂)和 

造纸厂废水，经酵母发酵生产单细胞蛋白，已建成 

万吨级菌体蛋~JJn-r厂，已实现完全清洁生产，使 

原料得到综合高效利用。 

2．5 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越来越完善 _玎】 

发达国家食品加工企业大都有科学的产品标 

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多采用 GblP(良好生产操 

作规程)进行厂房、车间设计；在加工生产中实施 

HACCP规范及ISO(国际标准组织 )9000族系规 

范。如美国在2000年度财政预算中将食品安全的 

开支增加1．05亿美元(比往年提高12％)，旨在建 

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国家食品安全体系。 

3 我国食品工业存在的差距 

目前，我国食品工业已进入快速扩张与高速发 

展的战略机遇期，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依然存在 

巨大差距；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相比，还 

有不适应的地方。2005年全球食品加工业年销售 

额约为40 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25％、欧洲占 

20％、日本占15％，而中国仅占6％。目前，我国食 

品工业整体上尚处于粗加工多、规模小、水平差、资 

源利用率低、能耗高的初级阶段，食品制造业在整 

体技术水平、产业的转化能力、综合竞争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等方 面亟待提升 ，存在着较大差 

距 。， ， 。- 。 

3．1 食品加工业附加值低 ．1 

我国食品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农副 

产品综合利用差，造成价值链条中增值部分过短。 

如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刚刚超 

过0．55：1，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4：1；工业食品 

占食品消费比例和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发达国家分 

别达到90％和85％以上，而我国分别只有30％和 

45％，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占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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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原始创新水平低 J 

长期以来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产前和 

产中领域，80％以上的科技经费和研究力量投入在 

产前和产中领域。我国食品加工领域技术创新能 

力较低，科技储备，特别是基础性的技术储备严重 

缺乏，使得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发展靠技术创新上水 

平的动力不足，技术水平落后，发展只能依赖硬件 

进口。 

3．3 Jju-r企业规模小 ·廿】 

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的问题，缺乏具 

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型名牌企业或企业集团，存在规 

模不经济的状态，造成效益低下，竞争力弱。比如， 

粮食加工企业合理的经济规模为面粉加工4OO一 

600 t／日，而我国近80％的面粉企业为日处理小麦 

50～100 t的生产规模。农产品资源利用率低，耗 

水、耗能高，造成加工成本居高不下，无法与国外的 

大企业竞争。 

3．4 食品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尚不健全 

国际上许多国家要求食品工业采用国际统一 

标准或较高的国家(地区)标准进行生产和经营。 
一 些国家的食品工业实行“良好生产操作规程” 

(CMP)，在安全控制上普遍实行“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HACCP)体系和IS09000质量认证体系。 

而中国国内5万多个食品加工企业中，只有100多 

家企业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HACCP体系和 

IS09000体系的建立和应用更为薄弱。中国现在 

是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并用， 

而现行的国家标准有 56％与国际标准有显著差 

距，按此标准生产的农产品及食品难以达到发达国 

家的要求。尽管我国大部分食品加工产品已有国 

家或行业标准，但普遍存在标准滞后、制定周期长、 

标准偏低的问题，不能适应我国人世和人民生活质 

量提高的需要。 

4 今后我国食品工业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我国食品工业已经实质性地参与到国际化 

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其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竞争， 

今后我国食品工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将比过 

去更加倚重于科技创新。然而，近几年，我国食品 

科技在原始性创新方面的不足越来越突显出来，缺 

乏原始性的技术创新和重大发明专利，已经成为制 

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食品科技产业 

化技术供需矛盾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更加缺乏；食品科技资源配 

置分散、转化推广力量薄弱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 

决；食品科技投入虽逐年增加，但总量仍然严重不 

足等 。 

未来5—10年，我国食品工业将进入高速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紧紧 

抓住我国食品工业进入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 

有利时机，在科学发展观和《我国中长期科学与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指导下，针对与我国农业产业发 

展密切关联、涉及量大面广的农副产品转化和高效 

利用、关系国计民生的食品工业发展中的“瓶颈” 

问题，本着“国家战略必争、产业发展必备、科技进 

步必需、社会需求巨大”的选择依据，以提高食品 

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战略目 

标，以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和急迫性的食品 

工业共性关键技术与重大产品产业化开发研究为 

突破口，以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和能力建设为重 

要手段，立足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 

高，强化产业技术的集成创新和产业化示范带动作 

用，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工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 

科技水平，显著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品的 

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为我国食品工业实现跨越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4．I 重大基础理论研究 

针对我国食品加工基础理论研究薄弱问题，积 

极开展谷物化学、油脂化学、蛋白质化学、淀粉化 

学、分子生物学、酶学、营养学、乳品科学、肉品科 

学、果蔬保鲜学、工程数学和材料学等重大基础理 

论研究。 

4．2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针对食品工业中的共性和关键技术问题，研究 

适应工业化生产的产业化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如生 

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与酶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 

膜分离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反渗透技术、分 

子蒸馏技术、色谱柱分离技术、淀粉改性和蛋白质 

修饰技术、质构重组技术、高效浓缩发酵技术、高效 

制汁与低温多效浓缩技术、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速 

冻技术、喷雾干燥技术、瞬间高温杀菌技术、非热杀 

菌技术、无菌灌装与无菌大容器包装技术、超微粉 

碎技术、微胶囊技术、膨化与挤压技术、微波技术、 

现代包装技术、果蔬储运保鲜技术、计算机视觉技 

术和专用原料选育技术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期 我国食品工业的科技发展对策 65 

4．3 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针对食品加工过程中损失率高、利用不完全以 

及精深加工能力弱、转化率低、大量转化能力差等 

问题，积极开展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精深加工和综合 

利用研究，重点攻克如发酵工程技术、酶技术、单细 

胞蛋白生产技术、节能高效干燥技术、清洁生产技 

术和高效分离提取技术等农产品大量转化和精深 

加工工程技术，以及米糠、稻壳、玉米芯、畜禽脏器 

和血、果蔬皮渣等综合利用和转化增值关键技术。 

4．4 传统食品工业化重大关键技术研究 

针对城市对工业化食品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 

和农村工业化食品需求开始增加的新形势，开展具 

有传统食品特征的面制品、豆制品、稻米制品、薯类 

制品、水产品、肉制品、乳制品、特色果蔬制品、杂粮 

食品、特色传统食品和方便快餐食品等工业化、现 

代化重大关键技术研究。 

4．5 食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技术研究 

针对我国食品加工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技术， 

开展食品Jjn-r质量标准、在线检测、检验检测技术 

研究，制订配套性、系统性、先进性、实用性均较强 

的质量标准和相关技术标准，实现检验检测智能 

化、方便化、快速化。 

4．6 食品安全科学研究与关键技术开发 

针对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关键问题和人世后 

所面临的挑战，研究开发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相关 

设备、建立食品安全监测与评价体系。通过项目实 

施，研制出一批检测技术和方法，建立食品安全生 

产示范区，初步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科技支撑体系， 

满足对食品安全保障和食品进出口贸易的需要。 

4．7 重大关键机械设备研制与开发 

针对我国食品工业发展中现代加工机械设备 

研发能力薄弱的问题，积极开展食品加工重大关键 

机械研制与开发，实现收获机械、脱水机械、制粉机 

械、包装机械、分离提取装备、浓缩与灌装设备、杀 

菌设备、冷冻冷藏机械等的国产化、成套化、智 

能化。 

4．8 食品现代物流技术与产业开发 

根据我国农业产业和食品物流体系发展的需 

求，立足农产品物流技术的发展，研究现代食品物 

流技术、开发适合中国国情并能够与国际接轨的管 

理软件，建立应用技术平台并实现产业化开发，全 

面提升我国食品物流产业。 

面对食品工业发展中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未 

来，我国食品科技工作一定要根据不同区域食品加 

工业发展的特点和技术发展的制约因素和瓶颈问 

题，抓住食品工业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的大好时 

机，选择一批对我国食品加工业发展有重大突破性 

带动作用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集中经费投入，通 

过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全面提升我 

国食品工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实行优先发 

展战略。更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资源，从产业化 

开发和全面提升产业技术的创新能力层面，争取在 

短期内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实现产业化技术的跨 

越式发展，形成一批具有强劲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 

品、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使我国食品工业整体实 

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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