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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构成。本文梳理了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发

展态势，分析了“双循环”新格局下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新格局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依据国家整体布局和规划，分别从

立足“内循环”构建基于我国国民健康基础信息的食品产业技术体系、以产业多元化发展促进“内外双循环”、利用好“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产业影响力等角度提出了突破路径。研究建议：注重食品营养与健康领域创新资源投入，加快高质

量成果产出；加强政策扶植引导，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完善“产学研”协同体系，促进成果转化；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

供专业人才支撑；完善行业监管体制，营造健康市场环境；加强食品营养与健康教育宣传，提升公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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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dual 
circulation.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dustry and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ndustry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strategic layout and planning of China, breakthrough path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food technology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resident health in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circulation, promo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nd improving global influence of the industry by exploiting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Furthermore, we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input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in the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field to prompt high-quality achievements;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and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strengthen talent training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upport; optimize the industry supervision 
system to create a healthy market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regarding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to improve 
citizens’ health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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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促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国民健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优

先地位，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对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具有重大作用。当前，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已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随着生活方式、饮食营养、个性化

营养健康食品消费、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对营

养健康食品提出了新的需求 [1]。与此同时，国际

形势变化加剧，要求国内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循环，

主动开展价值链、需求链的转型升级。

也要注意到，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大而不

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突出；核心技术不强、

人才资源匮乏、国际化程度不高、高端产品与原料

供给不足、专业化竞争战略缺失等情况依然存在，

我国的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

劣势 [2,3]。鉴于此，本文围绕“双循环”新格局下

的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发展策略展开研究，明确

产业内涵，梳理发展态势，凝练存在问题，提出突

破路径，以期为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融入“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等提供参考。

二、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内涵与发展

态势

（一）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内涵

关于食品营养健康产业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在广义层面，食品营养健康产业的定义为：以

食品主导的，以满足人类营养均衡和健康需求为主

要目标的具有连续而有组织的经济活动体系。该体

系依托营养科学，以维持或恢复健康为目标，既包

括加工制造、技术开发、营养资源开发利用，也包

括技术输出、咨询认证、教育培训等相关服务 [4]。

在狭义层面，食品营养健康产业主要包括为健康、

亚健康人群或部分患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营养补充

剂行业、保健功能食品行业、强化食品行业和富营

养食品行业。其中，富营养食品行业中还包含利用

生物技术及农艺强化技术进行营养强化的种养业及

其产品的食品化加工等内容 [5,6]。

（二）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发展态势

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

传统滋补品为代表的起步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

初），以保健品为代表的成长阶段（20世纪80年代

末—21世纪初），由负面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阶段

（2001—2003年），由加强监管、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SARS）疫情后的复兴发展阶段（2003—2016年）

以及自 2016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

布以后，进入到的提速发展阶段。当前，我国食品

与营养健康产业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发展态势。

1. 政策利好促进了产业发展，但管理体系仍需

优化

近年来，在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促进产业健康

发展方面，国家陆续出台了包括《中国食物与营养

发展纲要（2014—2020 年）》《“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关于促进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等诸多文件，积极推动食

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发展，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膳

食习惯，加快发展婴幼儿配方食品、老年食品及满

足特定人群需求的功能性食品，支持发展养生保健

食品，研究开发功能性蛋白、功能性膳食纤维、功

能性糖原、功能性油脂、益生菌类、生物活性肽等

保健和健康食品，着力发展保健食品、营养强化食

品、双蛋白食物等新型营养健康食品。另外，《保

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办法的出台，都为食

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规范、有序、快速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保障。另外，也应看到，在我国的食品

法律法规中，还缺少明确的指南性资料，相关标准

多侧重食品安全，功能性食品等一些产品的标准也

有缺失；在监管层面仍存在多头管理、监管滞后、

注册周期较长等问题 [7]。

2.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发展尚不均衡

2021年，全国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约为6187.1亿元，同比增长约5.5%，产业融合

和产业链横纵延伸拓展的速度正在加快。营养健康

食品市场规模巨大，以功能性食品为例，2019年以

来的市场规模超过3500亿元，但功能因子的开发利

用还需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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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的保健品市场规模超过

2700亿元人民币，传统保健品行业规模占比约为

33%且逐年增加 [8]。近年来植物基饮品和全谷物

食品的发展也较为迅速。需要注意的是，我国食品

营养与健康行业的集中度较低，小企业数量众多，

不利于行业的集约化和规范化发展。另外，当前我

国14岁以下儿童和老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比较

高，这类群体营养状况仍需进一步关注 [9]。而专

用于特定人群的营养健康食品种类较匮乏，也缺乏

行业规范和标准体系 [7]。

3.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消费需求更加细化

当前我国营养健康食品种类繁多，营养健康食

品休闲化、精准化和个性化，普通食品功能化、营

养化、高端化的趋势逐渐显现。膳食补充和功能性

食品中的蛋白质类、功能性脂质、功能性碳水化合

物类、天然产物、营养强化剂、益生菌及酵素等种

类的占比较高。截至2020年2月，获得我国国产保

健食品滋补品批文的共有15 752件，主要集中在调

节免疫、辅助降血糖、抗疲劳和补充维生素等方

面；产品形态也从粉剂、胶囊类向液体饮料、棒

类、糖果等更多形态过渡（如功能性软糖、功能饮

料等）。随着糖尿病、“三高”人群的逐渐增多以及

癌症、心血管病、阿尔茨海默病等发病率的上升，

食品与健康间的关系备受关注，特别是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健康新平衡、减糖、零脂零

糖等概念逐渐成为食品消费的新趋势。营养与健康

食品的开发更加注重细分人群及细分需求，如体重

管理和运动营养类的保健品占比约为 6%，其中运

动营养类保健品成长速度较快，从 2017年 0.1%增

长到 2019年 1%；另外，结合产品策略，对慢性病

的精准干预、术后患者营养的精准对接、提升患者

生命品质成为食品精准营养发展的重要方向 [7]。

4. 科技创新水平快速提升，但对产业支撑力度

仍显不足

多组学理论及技术的广泛应用，高品质、高营

养、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都是食品营养

与健康产业科技创新的展现。随着食品精准营养与

个性化调控逐渐融入产品开发，未来食品也将更安

全、更营养、更方便、更美味、更可持续。然而，

我国在食品营养与健康核心技术领域的前沿研究深

度依然不够，特别是在用现代生物学、医学、营养

学的基本理论阐述、界定及干预亚健康状态，从分

子营养学水平上研究功能食品作用机理等方面存在

不足。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亟需加强，中小型企业的

科研投入在总销售收入的占比仅为1.5%，研发水平

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技术、原料、产品创新及

专利申请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目前，食品营养与

健康行业的人才缺口超过40万人，尤其是缺少具有

高水平实践技能的保健品研发、生产及经营人才。

另外，国内大多数食品与健康企业通常既无产品专

业化竞争战略，也无全产品线竞争战略，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7,10]。

三、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发展面临的

挑战

经调研与研究表明，目前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

产业的发展问题主要是面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产

生的“卡脖子”问题，如受基础工业限制，缺乏基

于高技术的高端原配料。我国大部分食品或食品原

料行业所生产的中低端食品已保障了基本民生需

求，面临的挑战较小，因此，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

产业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于高端产品制造领域。

（一）高品质原料进出口限制了营养健康食品的

生产

高端营养健康食品的制造主要依赖优质蛋白质

（肽）、功能性脂质、功能性糖、天然产物、营养强

化剂、益生菌及酵素等具有营养和健康功效的优质

原料。但是，由于我国食品产业发展不充分、核心

技术缺失及国外商业秘密保护等，部分营养健康产

品的生产在国内仍为空白，部分高品质原材料依赖

进口。例如，用于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主要原料

是乳清粉，目前我国乳清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很

少，仍需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和欧盟是我国

乳清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2021年，我

国乳清进口量为 7.232×105 t，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10%；2017—2021年浓缩乳清蛋白产品年均复合增

长超过20% [11,12]。乳清粉和乳清蛋白主要来源于

干酪的生产，由于我国传统饮食结构很少涉及干酪

类产品，目前原奶主要用于生产液态奶，这是束缚

乳清产品发展的主要因素 [13]。又如，我国对甘油

二酯的进口依赖度也很高。作为功能性脂质之一，

甘油二酯对降低体重、抑制餐后血脂升高、提高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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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素敏感性等都有一定防控的作用 [14]，被视为国

家的“健康油脂竞争力”。甘油二酯主要通过化学

法或酶法来制备，在化学法制备时存在缩水甘油酯

生成的问题 [15]，而世界主要生产商通常将制备技

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我国的研究团队虽已成功获

得了甘油二酯含量高达80%的产品，但在得率、纯

度和成本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

对于出口依赖型生产企业来说，也同样面临一

定的问题和困境。2010—2019 年，我国天然产物

（植物提取物）的进出口量都有较大增长，但主要

以出口为主，其中 2019年的出口额达 163.4亿元，

位列全球第一（见图1）。美国、日本、东南亚、西

欧是我国天然产物的主要出口市场 [16]（见图 2），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普遍有摄入膳食补充剂的习

惯，促进了天然产物需求的增长。另外，由于目前

我国的行业规范暂时缺位导致部分不合格产品流向

海外，如2015年的“银杏叶事件” [17]，美国等进

口国家和地区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要求更加苛刻，

进一步压低价格，不利于我国天然产物行业出口市

场的持续发展。虽然我国天然产物以出口为主，但

因天然产物数量众多、功能各异，也有不少天然产

物依赖于进口，如葡萄籽提取物、姜黄素等。

整体来看，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国际贸

易形势变化的影响，未来一些优质营养健康食品原

料的进出口可能受阻，过度依赖进口会存在一定的

产业链断链风险。此外，一些出口型营养健康食品

企业也应重视自身规范和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

（二）技术与装备制造瓶颈制约了高端产品的发展

我国高端营养健康食品的加工与制造技术及装

备仍存在较多瓶颈。

在技术方面，缺乏高活性、高吸收率、高附加

值的营养素衍生产品开发技术以及兼具特殊营养价

值的可食材料制造技术等。该问题主要存在于氨基

酸、功能糖、益生菌等产品制造领域。在氨基酸领

域，一方面，对于蛋氨酸、苏氨酸等技术门槛较高

的氨基酸，国内市场仍由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国家

的产品长期占据；另一方面，国内的氨基酸产业，

如谷氨酸等大宗商品的产能已趋于饱和或过剩，产

业链将向下游进一步延伸。比如，通过基团修饰、

酶工程，可由氨基酸生产出4-羟基异亮氨酸、γ-氨

基丁酸或L-丙氨酰-L-谷氨酰胺等多种高附加值衍

生品 [18]。功能性低聚糖既可以促进双歧杆菌属、

乳杆菌属等有益菌增殖，又可以抑制瘤胃球菌属等

有害菌生长，并具有减轻炎症和氧化应激、防止脂

类代谢紊乱等效果 [19]。其中，低聚果糖（FOS）

是唯一同时具有超强双歧因子和水溶性膳食纤维双

重生理学特性的低聚糖。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内切菊

粉酶的关键技术，还无法进行高纯度FOS生产。对

于益生菌等发酵型产品来说，工业大规模生产的稳

定性不佳，亟需提升在代谢调控优化与自动控制等

方面的技术能力。我国的益生菌市场需求巨大，但

上游原料受到国际寡头垄断，核心菌株的进口比例

超过90%，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菌株及其活性

稳定技术，严重制约了我国益生菌产业的发展 [20]。

另外，我国益生菌的稳定技术水平不高是影响其大

规模生产和益生功效发挥的重要限制因素；目前尚

缺乏对其相关遗传稳态分子机制的深入解析。图1　我国天然产物进出口情况（2010—2019年）

图2　我国天然产物出口市场格局（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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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备方面，我国食品与健康产业还存在部分

高端产品生产的连续性较差、废水量及能耗大、产

品品质不佳、技术装备水平低等问题。国产化工单

元设备和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在运行稳定性、效率、

节能、产品品质控制、灭菌与清洗效果，关键部件

结构设计、材料设计、防护设计等多方面虽然技术

进步明显，但与国外仍然存在差距，部分设备缺乏

国内生产商。以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为例，利乐拉伐

集团、克朗斯集团、西得乐集团等国际食品包装机

械龙头公司在我国市场中占据很高份额。近年来，

以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中亚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

的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中端

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智能包装产线等高端无菌包

装设备取得重大突破，自2019年以来进口替代明显

加速，但高端设备与关键零部件大多仍然不具备自

产能力 [21]。与此同时，其他大型化成套国产设备

在自动化、信息化程度等方面与进口设备也仍存在

差距，如膜分离等国产高端分离设备成套装置几乎

空白。另外，如超临界高压、超高压等特种设备产

业配套能力不足，设备所需基础材料，专用的泵、

阀、能量回收器、压力容器等关键零部件尚未实现

国产化。除此以外，设备设计理念先进性不足、国

内中低端市场企业利润低等，也阻碍了我国食品装

备的快速发展。

（三）“双循环”格局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

在“双循环”格局下，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

发展也需要服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并明确该环

境对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在国内大循环中，需要

解决生产过程中部分高端、关键、核心技术短缺所

带来的挑战，处理好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不高、结

构性短缺等突出问题，还需要克服前期单纯引进或

模仿带来的初次分配不均衡、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以

及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需完善企业诚信监

督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体系。在国际大循环中，

我国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面临若干问题，如以低附

加值产品与服务为主的出口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技术引进受限、关键核心技术的引进壁垒过高、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先进技术较少等。

当前，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正在从较低层次朝

高附加价值、高技术水平、高加工深度、高规模经

济方向演变。食品消费结构也从生存型向发展型、

享受型消费转变，并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等特征。

高端食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发展加速，食品

领域国际产能、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合作日

趋广泛。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技术、产品与服务

的创新尤为关键，高新技术研发、高质量产品与

服务优势可有效破解相关技术引进受限、技术投资

受挤压、生产投入品进口依存度较高等问题，同

时，可以促进食品营养与健康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发

展 [10,22]。

四、“双循环”格局下的我国食品营养与健

康产业的突破路径

（一）立足“内循环”，构建基于我国国民健康基础

信息的食品技术体系

1. 构建适合我国人群饮食健康膳食模式

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地域人群的结构性膳食模

式，建立膳食营养素需要量数据库、食物基础营养

素及功能活性物质数据库、食物消费信息数据库、

公众营养健康数据库及科学证据数据库。阐明食物

营养成分、功能因子对人体肠道微生态和靶基因

表达的影响，阐明食品成分、功能因子之间的协同

作用及其健康效应；研究传统膳食、营养与健康之

间的相互关系；利用膳食因子对肠道微生态及肠

道代谢环节的干预及重塑，寻找通过调节膳食以改

善机体健康状态的途径；基于大数据及循证依据，

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食物营养品质评价方法与标准

体系 [23]。

2. 开展全生命周期营养健康食品的设计与制造

围绕食品营养健康、绿色制造、高效利用的战

略需求，根据不同年龄与健康状况人群的生理状

态、代谢特征和营养需求等差异，重点突破全生命

周期营养健康食品的精准化功能及配方设计；系统

地解析脂质、蛋白、多糖等食品组分对营养和健康

的影响，包括与慢性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和机理；挖

掘大宗食品资源的新型营养与功能；掌握食品成分

对功能因子活性的影响及在食品加工中的动态稳定

监控技术；构建食品功能因子的高效载运体系；结

合食物营养成分与个体健康等大数据，运用适当的

机器学习算法，建立适用不同人群和个体的食品精

准营养设计智能化模型，实现更加精准、有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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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营养支持。

3. 发展食品新型原材料开发关键技术

加快食品新资源的发掘和产业化应用。从地方

传统食品、少数民族食品、药膳、药食同源资源、

南药、藏药等植物资源中发掘具有传统性和传承性

内涵的新食品原料，挖掘对丰富食物链营养资源贡

献较大的结构脂、谷物胚芽、糊粉层、薯类蛋白、

油料饼粕、功能性低聚糖、新型多酚及黄酮类物质

等新食品原料，从国外长期食用和批准使用的原料

中挖掘可适用于我国居民健康的新食品原料。推进

利用重组技术，制备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结构

脂、低聚糖、蛋白肽等食源性原料或配料，丰富原

料品种、功能或功效。

4. 开发食品高值化与营养化加工关键技术

应用现代食品加工新技术，实现高价值食品原

料和加工副产物资源的梯度增值利用和开发，系统

开展粮油、果蔬食品、乳、肉、蛋等食品的高值化

和营养化加工关键技术及特色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研

究。开发功能特性明确，消费者接受程度更高的营

养与健康食品，重点开展富含营养功能因子食品的

新型工艺和质量控制技术的研究及集成，研究开发

产品质量可控、环境友好的清洁生产工艺。

（二）通过产业多元化发展，促进“内外双循环”

1. 强化主导品类品牌并寻求增量市场

稳定运动营养、肠胃营养等产品的主导地位，

促进睡眠改善、特殊人群营养类产品的开发，释放

潜力市场。在运动营养品类中，推动膳食补充剂型

饮料、氨基酸类产品的发展；在肠胃营养市场中，

紧跟益生菌、低血糖生成指数食品等品类的发展趋

势。国产品牌在以上领域中应发掘自身优势，改变

海外品牌占据优势的局面，还应在提升免疫力、骨

骼营养及心脑血管、儿童营养等小众功能市场进一

步释放潜力，推动市场快速增长，以满足消费者在

营养领域不同的需求。

2. 开发个性化食品和未来食品

创建可食品工业化的人工细胞，将可再生原料

转化为重要食品组分、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化

学品，解决食品原料和生产方式过程中存在的不可

持续的问题。基于食物营养、人体健康、食品制造

大数据，靶向生产精准营养与个性化食品。在解决

全球食物供给和质量、食品安全和营养等问题基础

上，开发以植物基食物为代表的“更安全、更营

养、更方便、更美味、更持续”的未来食品，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要。

3. 建立作物营养强化原料示范基地

以人体营养学理论为指导，以培育富含微量营

养素的新品种为核心，实现有益营养物质在作物可

食用部分的特异性积累，提升生物利用率。强化新

品种的资源调查和品种选育，并在相关标准下开

展，同时要结合目标人群及其食物消费种类和营养

需求；分析环境因素在种植栽培、生长发育、加工

过程中对营养素及生物有效性的影响；对营养强化

新品种开展释放、市场推广普及、社会经济效益评

价 [24]。根据营养功能因子原料的新增需求，筛选

适宜的功能种植区域，建立一批高标准、绿色、生

态的功能性原料示范基地。

4. 信息技术助推新业态协调发展

加强技术、知识、健康需求、物流等信息共

享，精准对接供给和需求。利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结合生命

科学研究，发展营养健康大数据产业，为个体提供

个性化营养检验检测、合理膳食建议、营养食品组

件及定制化配方食品等，并结合健康营养心理学评

测提供综合健康管理服务 [25]。推进食品加工智能

工厂、食品绿色智能供应链等智能生产系统技术集

成应用示范，建立电子商务、物流与车联网、互联

网物流园区。推动现代食物与营养健康产业、社区

康养服务、生鲜电商与冷链宅配等新产业与新业态

的协调发展。

（三）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产业全

球影响力

引导产业基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营养健

康食品行业开展有序投资，尤其是在产业链高端环

节。充分利用好我国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优势，让更

多的食品营养与健康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

出口创汇；同时食品原料出口型企业也需从低附加

值贸易升级，通过更高水平“走出去”[26]，提升

企业国际竞争力。建立多元化进口渠道，分散国际

贸易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引进全球高素质食品营

养与健康产业要素赋能国内大循环；引进优质跨国

公司，充分发挥其在技术、业态、模式等方面的创

新带动作用，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强食品营养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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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互通有无，推进国际联合

办学，构建多元化智力循环网络，促进商品流、资

金流、物流、技术流和知识流的国内外循环。

动物蛋白质是人类高质量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

一。我国的生猪、水产养殖产业很具有代表性，而

这两个产业的发展深受大豆和鱼粉进口的影响。面

对国际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我国的突破点为：

① 在大豆方面，积极推动进口来源地多元化，除了

传统出口大国外，还要增加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口，确保进口供应稳定；加大我国在大豆主产

国种植基地、主要物流港口设施的投资建设，增

强对国际大豆产业链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充分利

用期货市场规避市场风险，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

话语权；继续实施国产大豆振兴计划，完善大豆生

产者补贴和轮作补贴政策，持续提高良好大豆品种

对生产的支撑能力，发展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和模

式，加强相关农机装备研发，提高大豆生产机械化

水平 [27,28]。② 在鱼粉方面，加快提升国内鱼粉

生产工艺和干燥设备等加工机械的性能，增强鱼粉

生产能力，稳定鱼粉品质；联合攻关和开发如昆虫

蛋白、植物蛋白、单细胞蛋白和功能蛋白等新型饲

料蛋白源并进行高效利用，去除抗营养因子，提升

饲料的安全性、品质、适口性等，进一步扭转鱼粉

大量依赖进口的现状 [29,30]。

五、对策建议

（一）注重食品营养与健康创新资源投入

加大对食品营养与健康高技术领域的研发创新

投入，发展基于我国国民健康的基础信息库、膳食

模式和健康食品设计与制造产业技术，拓展研发范

围和研发深度。加强食品新型原材料开发、食品原

料高值化与营养化加工等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

究，集中力量突破食品行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共性技

术。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对于个性化健康食品等

应用前景好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应用项目，鼓励地

方政府、企业和社会资金加大投入；对于如未来食

品等既涉及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的高新技术研

究，又有商业前景的项目，兼顾中央财政、企业与

社会资金的投入，增强支持渠道的透明度、公平性

和普惠性。提升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促进更多高质量成果形成。

（二）加强企业发展的政策扶植和引导

鼓励和扶持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促进粮

油、果蔬食品、乳、肉、蛋等产业的大型企业和航

母企业健康发展；鼓励开展功能性食品高端原料及

特殊人群营养食品等业务、具有专精特新“小巨

人”潜质的中小型企业快速发展，并在科技、税

收、用地、资金、上市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探索如食品营养与健康大数据

产业、食品绿色智能供应链等新型商业模式或生产

性服务的发展时，给予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增强

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鼓励和支持企业

积极参与如天然产物、作物营养强化技术等产品与

原料生产相关的标准制定，培养知名品牌。加强国

内外规则对接，促进标准认证衔接，推进开展同

线、同标、同质工作。

（三）完善“产学研”协同和成果转化体系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系统集成，发展一

批由食品营养与健康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积极参

与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技术创新和协同

攻关。行业大型企业和航母企业要加强与完善企业

的科技机构建设，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合

作，积极解决企业的重大科技问题，把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成果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主体之

间要形成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技术共享的创新平

台，推进“产学研”一体化。通过相关专项和政策

引导，建立健全与产品研发、申报、专利、商标保

护和科技支撑等相关的咨询服务，提供从原料到终

端食品的全流程服务，健全营养健康食品推广服务

和评价体系，促进食品营养健康相关的科技成果向

生产力快速转化。

（四）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组织各界专家协同制定食

品营养与健康人才培养方案，明确规定人才培养、

考核上岗、奖惩措施等具体事项；针对所涉及的食

品科学、营养学、医学、工程学、教育学、农学、

信息学等多个学科大类，采用跨学科思维模式和行

动方法，在不同专业与知识背景下的“后备军”中

建立良好的交流机制，提高研究与实践能力。以建

设创新型科技人才、急需专业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

伍为先导，统筹营养与健康食品相关的经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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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加速产业人才国际化进程，

并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31]，为全面推进食品

营养与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充实的人才基础。

（五）完善行业监管体制

依法加强监管，建立全程监管模式。建立新产

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不断加大对各种知识产权侵害的处罚力度以及

对假冒伪劣营养健康食品或其原料的打击力度。加

强行业自律，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行业道德水平，积

极推动行业诚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产品质量可

追溯体系的建设，支持自有品牌在境外进行商标注

册、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完善国外产品

准入后的管理制度，提高进口产品的违法成本。针

对营养健康食品的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加强标准体

系建设，保证营养健康食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六）加强公民营养健康与科学消费教育宣传

充分发挥权威部门、机构和主流媒体的作用，

通过数字电视、平面媒体、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

渠道深入宣传营养健康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和

健康水平。加大扬优力度，积极宣传和推广诚实守

信企业及优质产品与服务，帮助消费者建立正确科

学的营养健康饮食观、消费观，并具备独立辨别信

息真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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