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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我国农业食物系统转型战略构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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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后，我国农业食物系统正在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健康”

转变；绿色低碳成为农业食物系统转型的全球共识，包容共享成为农业食物系统转型的中国方案。当前，我国农业食物系统

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以营养过剩和营养缺乏并存、保供和降碳之间存在矛盾、对小农生产者和弱势群体消费者的包容性不

足、生产稳定性和供应可控性的韧性能力不强等问题为典型；未来在人口总量下降、城镇化率继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农业

食物系统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将加快转向“营养健康 ‒ 绿色低碳 ‒ 包容共享 ‒ 安全韧性”的多赢发展目标。相应主

攻方向包括：调整生产体系、丰富食物供给，突出科技创新、优先发展多赢技术，加强政策创设、加大转型投资，优化体制

机制、建设高效包容食物链，转变消费理念、引导居民低碳行为。研究建议：启动国家营养相关立法工作，建立国家农业食

物系统转型技术储备库，实施国家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升级科技专项，开展全民营养健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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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food system is transforming from providing adequate and safe food to supplying nutritious and healthy food as the 
country develops into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To be green and low-carbon has become the global consensus 
regarding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 plans to transform its food system to be inclusive and sharing. Currently, China’s 
food system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existence of overnutrition and nutritional deficiency,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ssurance and carbon reduction, lack of tolerance for small-scale farmers and vulnerable groups of consumers, and weak 
resilience in production stability and supply controllabil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declining population and an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rate,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food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and develops toward “nutrition and health, green 
and low carbon, inclusiveness and sharing, and safety and resilience”.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1) adjusting th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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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o enrich food supply, (2)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win-win 
technologies, (3) improving relevant policie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4) optimizing existing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o build an efficient and inclusive food chain, and (5) promoting low-carbon consumption concepts and behavior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initiating nutrition-related legisl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2)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reserve for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es, (3) launching a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for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4) launching a natio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campaign.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food system; nutrition and health; green and low-carbon; inclusive and sharing; safety and resilience

一、前言

食物安全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首要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动精准扶贫，

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成为人类减贫史上的重大进展[1]。当前，

我国在粮食安全、国民膳食营养改善方面取得突出

成就，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6.87×108 t，实现

连续19年稳产；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83 kg，高于国

际粮食安全线（400 kg），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后，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居民对食物和

营养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食物消费追求更加多元

和营养健康[3]。农业食物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

基，其构成包括与食物生产、聚集、加工、分配、

消费、处置相关的一系列参与者和活动[4~6]。当前，

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构成要素、组织结构发生了深

刻变化，也面临着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资源环境约

束趋紧、极端气候频发、发展不平衡等多重风险叠

加的挑战[7]。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正在驱动农

业食物系统加速转型和变革[8]。

已有研究基于全球视野广泛讨论了农业食物系

统转型的迫切性[3,9~11]，提出的农业食物系统主要转

型方向有：完善供应体系，在国际危机事件层出不

穷的背景下毫不放松当前的粮食稳定举措[7]；提供

富含微量和营养元素的食物，发展并运用相关的科

学创新、技术专长，加快生产并确保健康食物的稳

定供应[12]；能够更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冲击、极

端气温、病虫害、水循环问题，完善缓冲纾困机

制[13]；面向全体居民，通过农业食物系统消除饥饿

并惠及弱势群体[14,15]。

我国农业食物系统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高

质量发展相适应、与全体居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相匹配，是新时期重大需求变革下有待研究的重大

议题[16,17]。本文梳理我国农业食物系统演进特征，

剖析面临问题并提出相应战略构想及对策建议，以

期为新发展阶段农业食物系统转型研究提供参考。

二、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演进特征及未来预测

（一）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演进特征

1. 进入从“吃得饱”“吃得好”到“吃得营养

健康”的新阶段

1949年以来，我国谷物和薯类消费快速增长，解

决了从“吃不饱”到“吃饱饭”的问题。1949—1978年，

粮食作物产量从1.14×108 t增长到3.05×108 t。改革开

放后，食物品种不断丰富，居民膳食消费结构由“粮

菜型”向“粮肉菜果”多元型转变。1978—2000年，

油料消费从约 6×106 t增长到 2.955×107 t，年均增速

为7.5%；蔬菜消费的季节性差异明显减小，消费量从

8×107 t增长到4.24×108 t，年均增速为8.7%；水果消

费从 6.793×106 t 增长到 6.225×107 t，年均增速为

11.7%；肉类消费从 1.205×107 t增长到 6.125×107 t，

年均增速为 8.5%[16]；禽蛋消费从 2.57×106 t增长到

2.182×107 t，年均增速为11.3%。2000年以来，居民

更加注重饮食健康，谷物在饮食消费中的占比不断下

降，水果、牛奶消费增速加快。2000—2020年，水果

消费年均增速为4%，牛奶消费年均增速为6.6%。可

以认为，我国整体进入了“吃得营养健康”的新阶

段；兼顾食物的数量、质量、安全、健康，是更高水

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需要。

2. 绿色低碳逐步成为农业食物系统转型的全球

共识

食物系统转型是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的核心议程。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呼吁重

建更健康、更持续、更公平的食物系统。农业食物

系统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性，正在成为全球

环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农业食物系统与气候变

化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度和

降水变化可能加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农业食物

系统中的许多活动本身也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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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六次评估报告认

为，2010—2019年，包括土地使用在内的农业部门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13%~21%；

叠加食品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的贡献，整个农

业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占全球总量的1/3。

因此，通过农业食物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才能改变

农业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人人享有健康饮食的

同时，让地球环境保持在生态安全边界内[17]。

3. 包容共享成为农业食物系统转型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农业食物系统为全球“减贫减饥”作出

了突出贡献[18]，用全球 9%的耕地、6.4%的淡水养

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中国是少数提前实现“减

饥”目标的国家之一，1990—2015年完成了饥饿人

口占总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也实现了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近年来，中国的稻谷、小麦、玉米等主

要谷物的自给率都超过95%，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

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的农业食物系统还发挥了

保障就业“蓄水池”作用[19]：通过农村土地三权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推动了土地经营

权流转，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新型经营

主体蓬勃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的生力军。中国的农

业政策以公平为导向，通过牺牲部分产业竞争力换

取了农民增收、社会稳定[5]，为全球食物系统“不让

任何人掉队”的包容性发展目标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吃得营养健康离不开进口食物的补充

我国农业食物供给现状表现为“吃饱没问题、

吃好需进口”。从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00—

2022年）看，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成

为补充国内食物供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口食

物和农产品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利用国外资

源促进国内部分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作用发挥最为

突出的是饲料粮和饲草的进口；自2011年起，我国

包含三大主粮在内的谷物类产品已经出现全面净进

口，净进口规模持续增加；2022年的粮食净进口量

攀升至1.437×108 t，其中玉米为2.062×107 t（进口占

比为6.9%）、大豆为9.108×107 t（进口占比为81.5%）。

二是利用国外资源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对高品质、差

异化、特色农产品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如大量进口

的植物油（籽）、糖料、肉类、奶类、水产品等产品；

2022年的菜籽、棕榈油、乳品、水产品进口量分别

为1.81×106 t、4.93×106 t、5.76×106 t、4.54×106 t。

（二）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的未来预测

采用中国农业产业模型（CASM）[19]预测2035年、

2050年我国农业食物系统的发展趋势，其中的假设

为：未来人口总量呈下降态势，城镇化率不断提

高，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达到饮食营养健康和绿色

低碳发展的理想模式。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粮食需

求量将从 2021 年的 8.43×108 t 下降至 2035 年的

7.2×108 t、2050年的6.71×108 t；人口数量和人均口

粮消费量下降导致食用需求从 2021年的 2.87×108 t

下降至 2035 年的 2.56×108 t、2050 年的 2.28×108 t；

如充分考虑人口数量下降、饲料转换率提高、肉类向

健康消费转型，饲料粮需求将从2021年的2.71×108 t

下降至2035年的1.94×108 t、2050年的1.56×108 t。

此外，如不采取低碳技术和配套政策，我国农

业 CO2排放当量将从 2021 年的 6.537×108 t 增长至

2040年6.722×108 t，随后逐年下降，至2050年将为

6.634×108 t。如能实现膳食结构转型、采取低碳技术

和配套政策，2035年、2050年的农业CO2排放当量将

分别为4.628×108 t 、3.539×108 t。

三、我国农业食物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食物消费转型升级，营养过剩和营养缺

乏并存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居民对农产

品的总量和多元化供给提出了不断增长的需求。然

而，我国食物供给与营养需求的匹配度欠佳，主

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高油、高盐的膳食摄入普遍

存在，含糖饮料消费量逐年上升。中国营养学会

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的家庭烹调用盐摄入量平均

每人每天为 9.3 g，明显高于 5 g的推荐值。烹调用

油摄入量较高，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用量增幅较大。

在含糖饮料消费方面，儿童、青少年的消费率分别

超过 30%、25%，明显高于成人。由此导致 6岁以

下、6~17岁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及肥胖率分别为

10.4%、19%，18岁及以上居民的超重及肥胖率超

过50%[20]。

二是全谷物、深色蔬菜、奶类、鱼虾类摄入量

不足。全谷物及杂粮摄入量不足，仅有约20%的成人

达到日均 50 g。居民的蔬菜摄入量处于较好水平，

但以浅色蔬菜为主；摄入的深色蔬菜仅占总蔬菜量

的30%，未达到推荐值（50%）。在奶类方面，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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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9.5%的人群达到推荐摄入值（300 mL/d）；豆类

人均摄入量仅为25 g/d，与推荐量（40 g/d）差距明

显。在肉类饮食结构中，猪肉、羊肉、牛肉占比较

高，而禽类、鱼肉占比偏低[21]。我国居民存在维生

素A、钙、铁等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以及相应的营

养缺乏现象，隐性饥饿问题仍在影响居民健康。

（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需准确把握保供与降碳

的关系

农业食物系统的资源约束趋紧，水土资源短缺与

质量恶化并存。中低产田的面积占比达到 2/3，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3，农田土壤污染率

接近20%。气候变化导致产粮区域变动，资源分布与

粮食产能不匹配，耕地南减北增，粮食北产南运，

与资源分布空间明显错位。近四五十年来，干旱地

区面积及干旱强度均呈增长趋势；2008—2018年，

农业受气候灾害影响损失为9760亿元，约占全球总

损失的55%。

受碳达峰、碳中和（“双碳”）战略目标的约

束，农业食物系统面临碳减排压力。然而，农业碳

排放属于生存排放，在国家整体碳排放中的占比远

小于能源和工业生产，需准确把握保供与降碳的关

系。2014年，我国单位农业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强

度（1.42 t CO2/万元）、人均碳排放量（8.93 t CO2/人）

均远低于美国，这体现了我国农业生存排放的基本

特性[22]。CASM计算结果表明，2021年的三大主粮

作物、主要畜禽生产食物系统的碳足迹合计为

5.84×108 t CO2；其中，三大主粮作物食物系统的碳

足迹总量为2.83×108 t CO2，稻谷最高（相应占比为

66.4%），玉米次之（相应占比为 21.4%），小麦最

低（相应占比为12.2%）；畜禽养殖业（含猪肉、牛

肉、羊肉、牛奶、鸡蛋、鸡肉）的碳足迹合计为

3.01×108 t CO2。

（三）在共同富裕发展背景下，农业食物系统对小

农户和弱势群体的包容性仍显不足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全体居民的共

同富裕，对照来看农业食物系统对小农户和弱势群

体的包容性仍有不足。一是从生产主体看，对低收入

人群和小农户的包容性不足。大国小农是基本农情，

小农户在未来农业生产中仍居于重要地位。第三次

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户

数的 98.1%，小农户从业人员数量占农业从业人员

总量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超

过70%。然而，受获取信息滞后、农业生产对接市

场能力不足、农业生产分散化、生产力依然不高、

农产品价值链上利润分成偏低等因素的制约，小

农户仍然是农业食物系统生产端的典型弱势群体，

融入农业食物系统的程度不够，共享发展成果的比

重不足。二是从消费主体看，部分地区的儿童和孕

妇营养发展依然存在问题。针对贫困地区留守儿童

的营养政策、学业养育等计划仍属空白；孕妇贫血

率达到 13.6%，6个月龄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不足

30%[21]。在城市区域，尚未构建起食物再分配体系，

社区食物物资的供给匹配不对称，老人、患病者等

弱势群体在应急状态下的食物需求不易得到满足。

此外，部分残疾人、患重病者等低健康人群，虽然

能够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但水果、蔬菜、豆制

品、奶类等摄入不足，营养不良现象较突出。

（四）抵御风险的韧性不强，生产稳定性和供应可

控性面临压力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连续多年稳产增产的

突出成就，也要清醒看到，未来一段时期内粮食生

产领域的重大风险因素可能增加甚至集聚爆发，对

食物系统生产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可控性构成挑

战。中国农产品贸易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超过20年

后格局剧变，已由农业贸易顺差国转变为全球最大

的逆差国，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的趋势难以阻

挡。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农业贸易逆

差为137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

俄乌冲突引发世界粮食、能源、化肥价格上涨，

将对粮食生产、贸易格局产生长远影响。受通货膨

胀高企、金融环境收紧、全球性疫情大流行等不利

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多个

国际机构均预测 2023 年的世界经济增速会低于

2022年，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不稳定

性可能进一步增加。全球性疫情大流行导致农产品

贸易、物流、供应链中断后重建缓慢，国际地缘政

治格局不稳，多边贸易框架体系遭遇挑战，严重扰

乱了国际粮食市场与贸易秩序。我国食物系统抵御

风险能力面临上述因素的耦合影响，亟需提升农业

食物系统的安全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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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发展阶段农业食物系统转型构想

（一）转型思路

面对新发展阶段下国民营养、生态平衡、共同

富裕、系统韧性的多重需求，亟待推动农业食物系

统“营养 ‒ 低碳 ‒ 包容 ‒ 韧性”多赢发展并实现动

态平衡与协调统一。

营养健康是转型的重要方向，适应居民消费结

构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农业食物系统的生产、加

工、消费体系均以营养健康为导向，多途径开发食

物资源，丰富食物品种供应；使居民消费的食物营

养不断增加，营养摄取更为均衡，膳食结构趋于合

理，实现“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科学”。

绿色低碳是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确保

“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优化农业食物系统

生产、加工、运储等环节的资源环境条件，减少生

物多样性损失、环境污染、水 / 土退化、温室气体排

放，促进食物资源的再利用、再循环。支持食物系

统治理，科学调整激励措施，减少食物损失和环境

负面影响，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低碳导向、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食物系统。

包容共享既是转型重要目标，也是居民基本权

利实现的重要维度。通过农业食物系统生产端、消

费端的包容发展，保护食物系统中的弱势群体，保

证小农户的生产稳定性并促进使其融入农业食物系

统。让包括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低健康人

群在内的各类弱势群体获得安全健康、可负担的食

物，分享食物系统发展成果，

安全韧性是农业食物系统的主要功能与战略底

线，向其他多目标方向转型的前提及基础。在保障

粮食等食物供给数量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居民日益

增长的多样化、营养安全等质量需求。在自然灾害、

疫情大流行、外部经济危机及地缘冲突的冲击压力

下，有效应对各类风险并抵御不利因素损害，确保

食物稳定供给，保障农民生计安全与农村社会稳定。

（二）主攻方向

1. 调整生产结构：优化食物结构种类，丰富食

物供给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营养导向为理念、资源

禀赋为出发点，推动农业生产体系、食物供应体系

的稳健转型。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重构农

业产业链、食物营养价值链，建设营养健康、低碳

导向型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农业食物生产系统“食

物 ‒ 营养 ‒ 环境”耦合。① 实施第三口粮战略，在

黄土高原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东北地区、西北

风沙干旱区、太行山沿线区、西南石漠化区等地，引

导种植杂粮、杂豆、薯类等，提升营养主食供给的多

样性。② 实施白肉增长战略，减少对红肉的过量需

求，推行禽肉和水产品消费替代猪肉消费。③ 实施

多途径食物开发战略，跳出“食物主要来源于耕

地”的传统农业思维，深挖各地资源禀赋，全方位

开发耕地、森林、海洋资源，发展生物产业、面向特

殊需求人群的专用食物。④ 推动传统种植业、养殖

业、渔业走向“循环式”发展，实现低碳生产、高

效种养；开展秸秆、农林废弃物、畜禽粪便的资源

化综合利用，改进畜禽粪污处理与利用方式。

2. 突出科技创新：调整研发方向，优先发展多

赢技术

优化农业科技创新布局，涵盖常规农业技术和

新兴生物技术，构建具有营养、安全、低碳、循环、

集成特征的农业食物系统科技创新体系。① 开展营

养驱动的前沿技术、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依托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体系，挖掘植物、动物、微生物未利

用种质的供能及供蛋白潜力，以科技手段拓展食物

来源空间。通过植物育种、农艺实践提高营养含

量，发展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生物强化农作物。以

无土栽培、单细胞培养、生物催化等新兴生产技术

为基础，生产人工合成淀粉、生物合成蛋白质等功能

性营养食品，使之成为传统食物生产系统的有效补

充。② 开展全环节减排、节能、绿色关键技术攻关。

推动农业智慧、生态、增汇技术在农业食物系统中产

前、产中、产后阶段的应用，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养

分高效利用、产量提升及节能减损为重点方向，实

现农业食物系统整体减排。创建完善的食物系统碳

排放核算技术，研发农业食物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技

术、报告与核查标准 / 规范，为“双碳”目标实现

提供数据支持。③ 促进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开

发数据驱动作物生产系统，研发数据智能分析和知

识模型，构建以农业生产大数字为依托的云平台，

提高食物智能化供应链及配送体系的发展水平。

3. 加强政策创设：优化转型政策支持，加大转

型投资

适时启动以“安全 ‒ 营养 ‒ 低碳 ‒ 包容”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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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新一轮农业政策改革。① 针对营养、健康、可

持续的食物产业，合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将部分

公共资金调整用于农业食物系统转型。优化农业补

贴政策体系，支持重点转向农业食物系统转型，高

附加值的低碳农业、生态农业、生物农业等，保障

小农户、弱势群体等采用新技术的补贴和转移支付。

② 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禽肉产业的

支持，用好支农、支小再贷款和贷款贴息等政策工

具，促进小农户积极有效地融入市场。③ 推动农业

食物领域中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构筑我国大

食物保障体系。深度参与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治理，

完善海外战略性物流通道建设，培育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大型涉农集团企业，支持企业提高全球供应链

的布局水平和掌控力。运用好多边合作机制，积极

参与全球食物贸易规则制定。建立全球农业合作与

发展大数据平台，建设多元食物贸易风险监测与预

警体系。利用“一带一路”、金砖五国、自贸区等多

边合作框架，开展数据共享、市场监测、经贸政策

的协调共商，提高农业领域的全球合作水平。

4. 优化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创新，建设高效包

容的食物链

① 推动小农户融入农业食物系统。加强对小农

户收益的政策支持，保障土地使用权益，坚持集体

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盘活土地经营权，减少

土地细碎化。适度加大补贴扶持力度，促进小农户

获得资金、投入、技术的便利化，引导金融机构支

持小农户生产和发展。发展包容性的新型生产经营

模式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确保小农户共享农业社会

化服务建设成果。健全联农带农机制，鼓励各类主

体组建乡村产业联合体，推广订单式、托管式、股

份式等紧密合作模式，强化联农带农作用。② 保障

特殊消费群体的食物营养。设立中央或地方政府、

社会捐助共建的食物保障专项基金，面向满足食物

保障要求的人群，采取自助申领制度，提供最低食

物消费资助；在慢性病多发地区（以乡镇为单位）

设立食物营养健康指导员和搭配师，支持包括个体

商贩“走街串巷”在内的多种渠道配送。探索利用

食物券、物资券、营养包等补贴方式，针对特殊群

体进行额外补助。对于老年人、婴幼儿等群体，可

提供申请食物救助专项计划。构建并完善面向“孕

幼老”群体的健康安全支持体系。畅通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托底保障作用，探索

集体养老与照护新模式。

5. 转变消费方式：引导居民行为，促进人类地

球可持续发展

将推行健康可持续膳食模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

促进转向可持续消费。① 推动食物价值的全链条减

损增效。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加

工精度，发展专用粉、全麦粉，专用米、糙米等新型

健康产品。开展加工副产物循环利用、高值利用、梯

次利用，采用麦麸、米糠、果皮、果渣等开发植物

油、膳食纤维、蛋白制品等产品，实施厨余食物垃圾

计量回收。② 推动生鲜食物流通环节缩减、损耗降

低。加强主产区、重要城市及重点地区之间的协调配

合，合理规划配送半径，缩短生鲜食物的配送里程；

支持数字化企业参与建设农业生产系统，增强当地食

材与供应链后端的链接紧密度，减少生鲜农产品的流

通损耗。③ 完善营养标签标识体系。推广食品正面

包装标签、生鲜农产品营养标识，推动餐饮企业标示

菜品主要食材分量或数量等信息。④ 推进健康中国

合理膳食行动、国民营养计划、学生营养改善行动、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等。鼓励“分餐制”“小份

餐”，支持餐饮企业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

五、对策建议

（一）启动国家营养相关立法工作

借鉴发达国家的食物营养立法经验，启动我国

食物营养立法进程，将营养立法纳入国家立法体系

和规划。梳理《营养改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现存营养相关条例

和法律，系统谋划适应新时期国民营养健康导向的

立法体系。建议发展改革等部门牵头推动《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

区、各部门严格落实《关于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处

理计量收费的指导意见》；以中小学、幼儿园、单

位食堂以及高校食堂、餐饮企业等为重点监督部

位，提高厨余垃圾处理水平，着力消除浪费行为。

（二）建立国家农业食物系统转型技术储备库

“十四五”时期，继续保持农业科技投入强度、

基础科研投入水平以及企业研发投入比例，围绕农

业食物系统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加强动植物育

种、农产品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数字技术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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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技术研发，建立适宜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以

农业绿色低碳、节粮减损为目标的技术储备库 / 清

单。增强农业科研院所、高校、产业技术体系、科

技领军企业、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之间的协同，建立

技术研发、推广、应用主体的多元“伙伴关系”，

解决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技术来源不足、科研院所技

术成果转化不畅等问题，开展绿色低碳、节粮减损

等技术成果的示范和应用。

（三）实施国家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升级科技专项

建议论证和实施国家农业食物系统转型升级科

技专项，由科技、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牵头

组织。编制和发布项目指南，下设若干项目（课

题），由农业、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林业、

海洋等领域的高校及研发机构共同承担农业食物系

统转型升级研究工作。注重顶层设计，纳入营养健

康、气候变化、资源利用、绿色低碳、政策评估、

海洋食品等学科的优势力量，成立专家咨询委员

会；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施开放创新。系统布

局研究任务，建立与重大科学问题相适应的分类攻

关模式，组织各领域优势科研队伍，精准发力、一

题一策，显现集群优势。

（四）开展全民营养健康行动

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设立营养健康课程体

系，制定符合居民膳食营养需求、覆盖各类学校的

营养健康课程体系。完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

况监测”制度，面向社会开放相关数据库，定期更

新和发布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数据资料，为推动

国民营养健康改善、优化完善营养健康政策、推动

农业食物系统转型提供科学依据。由卫生健康部门

牵头推进《“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民营

养计划（2017—2030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注重落地成效。探索建立营养师制度，

规定各类食堂需配备营养师，旨在提高全民营养健

康水平。积极开展营养健康大讲堂等形式的普及宣

传，提高国民营养健康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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