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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东南沿海区域”即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五个省市以及“森林食品安全”“海洋渔业资源战略”两个

特色专题的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研究，着眼于国际视野，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统计数据分析、计量模型预测等方法，分析影

响区域内粮食及食物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食物供给与需求变迁、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探寻在

现有资源紧缺和国际化绿色化背景下，确保粮食与食物可持续的发展方略。提出树立大食物观战略，实施三产融合发展战略，

实施全绿色化、生态化战略，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立足东南沿海科技需求和政策目标，提出

包含动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工程、优质农产品与生态农业工程、大数据精细化农场装备管理工程等十大工程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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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wo featured projects—Forest Food Security and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Strategy, 
and studies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that includes Shanghai, Zhejiang, 
Fujian, Guangdong, and Hainan. It first analyzes the agricultural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the changes of food supply and demand, 
the food security assurance ability, and the main challenges that affect the food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using field investig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econometric model prediction, and other methods, and then explores strategies for assuring food secur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esource scar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reenization. Moreover, it proposes to develop an overall food view,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and implement strategies that benefit the ecology and encourage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technological needs and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ten engineer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modern breeding engineer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big-data refine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for farm equip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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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东南沿海地区”（本文专指上海、浙江、福

建、广东、海南五省市 )，区域气候资源和山海资

源极为相似 [1]，与国内其他地区资源环境条件刚

性约束相比形成明显优势，但面临社会消费剧变、

资源环境条件恶化、耕地质量下降及国际粮食市场

波动等系列因素共同作用，面临着类似的食物安全

问题。同时在快速城镇化和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过程中，各省市均出现了人口增长与食物消费剧增

的矛盾，保障食物数量与质量安全任务艰巨。研究

东南沿海地区食物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科学研判

“十三五”时期及到 2030 年区域粮食与食物安全演

变趋势，不仅对保障本区域食物安全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对促进我国区域现代农业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具有重大的

先行和引领战略意义。

二、东南沿海区域食物安全现状与态势分析

（一）食物生产现状

1. 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下降，但幅度放慢

主要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降中有稳。2007—
2017 年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分别减少了 18.62% 和

14.67%。稻谷始终保持主导地位，但所占份额逐渐

下降，2017 年约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 78%、总产量

约占粮食的 83.05%，平均单产为 6239.57 kg/hm2，

基本与 2007 年持平。薯类、豆类、玉米、小麦等其

他粮食所占份额由 14.53% 扩大到 21.44%。2017 年 
东南沿海区域粮食总产量约占全国的 3.8%，但总

需求约占全国的 11.83%，产销缺口为 6.834×107 t，
自给率仅为 26.89%。

2. 畜牧生产以猪肉和禽类为主，呈先增后减

态势

2017 年，东南沿海区域肉类总产量约为

8.603×106 t，比 2007 年增长 17.34%，总量约占全

国 10%。奶类总产量为 6.581×105 t、禽蛋总产量

约为 1.138×106 t，分别比 2007 年下降 11.51% 和

1.17%（见表 1）。
3. 蔬菜生产呈增长态势，种植面积、产量大幅

增加

2017 年，东南沿海区域蔬菜种植面积为

2.947×106 hm2，产量约为 7.965×107 t，分别占全

国的 13.77% 和 10.77%。从 2007—2017 年趋势看，

蔬菜种植面积增长 15.2%，产量增长 27.32%。

4. 水产品产量占全国 1/3 以上，水产养殖比例

逐渐提升

2017 年，东南沿海区域水产品总产量约为

2.461×107 t，约占全国的 36%，其中海水产品约占

全国的 51%，淡水产品约占全国的 20%。淡水养殖

产量提升较为快速，海洋捕捞能力和水平有所下降。

5. 水果、森林食品生产大幅增长，产量水平快

速提升

2017 年，东南沿海区域果园的面积约为

	 表 1		2007—2017 年东南沿海区域主要食物的生产情况及其变动趋势		 ×104 t 

时间 / 年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其他粮食 蔬菜 水果 肉类 蛋类 奶类 水产品

2007 2401.66 44.75 84.59 54.16 393.50 6255.67 2418.93 733.13 115.10 74.37 1794.47

2008 2397.34 41.37 76.68 40.56 368.60 6387.06 2543.60 804.91 116.08 73.87 1825.14

2009 2461.94 46.99 85.54 41.38 377.22 6547.27 2559.95 835.09 115.29 70.95 1890.40

2010 2426.69 45.48 87.24 40.58 366.09 6757.36 2644.52 864.84 114.75 75.13 1972.85

2011 2468.85 52.41 92.45 41.29 368.73 6962.87 2766.88 873.05 116.85 79.49 2070.73

2012 2453.77 50.88 111.33 53.49 358.10 7127.99 2859.56 914.09 114.79 74.84 2108.86

2013 2331.47 46.47 110.88 50.81 346.90 7226.23 2960.13 932.49 116.47 73.45 2185.10

2014 2379.76 50.57 109.55 52.88 353.60 7404.70 3021.94 916.74 113.30 71.55 2283.33

2015 2209.04 59.65 103.05 50.59 324.43 7595.69 3113.61 886.33 108.57 72.21 2378.68

2016 2196.37 42.50 104.94 48.67 311.25 7738.53 3138.24 868.80 107.30 69.88 2413.89

2017 2110.69 52.32 79.78 37.70 261.13 7964.92 3327.72 860.27 113.75 65.81 2461.27
注：数据跟据国家统计局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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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06 hm2，约占全国的 16.0%；水果产量

为 3.328×107 t，约占全国的 13.4%，平均单产为

16 812.61 kg/hm2。

此外，东南沿海区域森林食品丰富，2015 年森

林食品总产量为 9.182×105 t，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21.68% [2]。其中，森林蔬菜为 8.965×105 t，森林

粮食为 4.081×105 t，栽培油茶面积占全国油茶总

面积 4.003×106 hm2 的 17.22%，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的 16.27%。

（二）食物消费态势

1. 人口规模与结构特点

东南沿海区域总人口和城镇人口持续增长。

2007—2017 年，总人口从 19275.86 万人增长到

21647.51 万人，增长 12.3%；其中，城镇人口增长

29.47%、农村人口减少 11.65%。

2. 主要食物消费结构

2015 年，东南沿海区域人均消费依次为：口

粮 119.65 kg、蔬菜及食用菌 95.61 kg、干鲜瓜果类

40.06 kg、肉类 32.34 kg、水产品 23.82 kg、禽类

14.58 kg、奶类 10.99 kg、蛋类 7.59 kg。
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比较，人均粮食消费高

出 48.8%，肉类和禽类的消费大致相当，其他食

物消费均为低下。其中奶类为 –60.3%、干鲜瓜

果类为 –41.4%、蛋类为 –17.5%、蔬菜及食用菌

为 –4.2%、水产品为 –3.7%。

3. 食物供给安全差异巨大

一是口粮、猪肉、禽类基本实现 80% 以上自

给。2016 年，口粮自给率为 80.7%，其中，稻谷自

给率为 84.21%、猪肉自给率为 93.5%、禽类自给率

为 80.3%。二是粮食、牛肉、羊肉、奶类、蛋类供

不应求。此类食物产量远低于需求，严重依赖外调。

2016 年，粮食自给率仅为 32.7%，牛肉为 32.9%、

羊肉为 45.6%、奶类为 28.1%、蛋类为 57.0%。三

是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生产供过于求。2016 年，蔬

菜自给率达 359.1%、水果自给率达 391.5%、水产

品自给率达 432.6%；蔬菜、水果和水产品除满足

本地的需求外，大量供外省、外销市场；此外，受

季节性调剂较为频繁。

三、东南沿海食物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分析

（一）食物供给预测

1. 谷物：种植面积、产量基本稳定

未来十年，在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限制下，东

南沿海区域耕地面积减少幅度下降，但粮食种植受

到适宜耕地面积少、经济效益低下等条件限制。水

稻生产布局依然受到重视，薯类、玉米、小麦、

豆类等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粮食生产总体水平

基本保持稳定。东南沿海区域食物产量预测，如

表 2 所示。

2. 蔬菜：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增长

未来蔬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将保持快速增长的

势头。

3. 肉类：以猪肉和禽类为主，增长潜力较大

随着经济发展，对畜禽养殖的环保要求越来越

高，增加肉类产出需要提高规模化、生态化养殖水

平，走全绿色化、清洁化生产道路。

4. 水果：种植面积和生产能力持续提升

东南沿海地处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水、肥、

气、热条件优越，地缘优势明显，一直以来都是我

国最重要的水果产区。

5. 水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

本区域主要面临东海和南海，域内海、淡水资

源较丰富，经济、科技水平较高，水产养殖面积较

大 [3]。预计水产品产量将保持稳定增长，捕捞产

量将进一步削减。

6. 禽蛋产品及奶制品：产量缓慢上升

受资源环境约束，东南沿海五省（市）禽蛋及

奶制品产品产量增速缓慢。

	 表 2		2020—2035 年东南沿海区域食物产量预测状况	 ×104 t 

时间 / 年 谷物产量 蔬菜产量 肉类产量 水果产量 水产品产量 禽蛋产量 奶制品产量

2020 2332.86 8245 877 4384.77 2752 111.67 78.2
2025 2325.06 9052 919 5238.07 3096 125.42 88.8
2030 2316.15 9789 977 5887.91 3385 141.85 104.3
2035 2324.77 10 640 1024 6570.13 3671 155.94 120.8
注：数据根据东南沿海区域各省（市）专题报告资料整理。



048

东南沿海区域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二）食物消费需求预测

依据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食物与

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 年）》[4]，以及中国营

养学会编著的《新版膳食指南》，城乡居民食品消

费预测结果，如表 3 所示。

（三）主要食物自给率预测

根据东南沿海区域各省市预测，至 2020 年、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的各食物消费需求量和

自给率预测，如表 4 所示。

（四）食物安全的主要问题

总体看，东南沿海区域的粮食安全问题可概括

为：粮食效益低下与优质粮供给不足并存、饲料短

缺与畜禽生产不足并存、产品大量调出与大量进口

并存。

1. 产品调入面临挑战

东南沿海区域分别与苏、皖、赣、湘、桂诸省

接壤，同中国香港及澳门毗邻，又与中国台湾隔海

峡相望，靠近东南亚，地处经济活跃的亚太经济圈

中部。因此，具有利用海外资金、技术显著优势，

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与物流合作方面具有特殊的有

利条件。农产品调入调出面临挑战主要是：

（1）主产区面临卖粮难问题。冬春两季的粮食

运输受铁路春运旺季的影响，通关速度明显放慢，

只能转而选择成本更高的铁水联运或集装箱水路运

输方式。

（2）调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大。调入农

产品的种类繁杂多样，而且来源于不同地区，这给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提出高标准、高要求。

（3）域外农业管理难度大。域外农业相比本地

农业来说，管理起来困难多，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

不到位，继而农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 [5]。而且域

外农业，农产品回流面对运输的环节，还存在着运

输困难，成本较高的问题。

2. 保障食物有效供给的压力沉重

（1）粮食播种面积难以维持。在城市化与工业

化双向挤压下，不少城镇周边种粮耕地或被建设用

地替代，或转作其他经济作物，农业发展和粮食产

业空间不断被挤占。

（2）肉类供需关系逐渐趋向紧张。近年来，国

家“粮改饲”政策和“减猪限禽、发展牛羊”发展

思路成为多省调整优化畜牧业结构的方向 [6]。猪

肉产量大幅下降，但牛羊等草食性动物的发展并未

实现快速增长。

（3）耕地资源潜力基本告罄。东南沿海区域总

体上是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人均土地

面积的 50%。丘陵和山地面积大、宜耕地少，耕地

	 表 3	 东南沿海区域人均食品消费结构预测	 kg/ 人

主要食物类别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2020 年 2025 年 2020 年 2025 年

稻米 95.50 91.33 94.88 90.13
蔬菜 99.42 95.86 100.06 97.14
食用植物油 10.23 10.30 10.23 10.30
肉类 29.07 36.36 43.35 42.92
水产品 21.52 22.65 22.65 25.85

水果 50.64 54.47 50.97 55.20
注：数据根据东南沿海区域各省（市）专题报告资料整理。

	 表 4	 东南沿海区域食物需求自给率预测	 %

时间 / 年 口粮自给率 蔬菜自给率 肉类自给率 禽蛋自给率 奶制品自给率 水产品自给率 水果自给率

2020 84.55 307.7 59.12 32.55 12.68 297.2 205.8
2025 86.15 316.8 57.63 33.03 10.99 286.4 221.3
2030 87.15 320.1 56.85 34.39 11.53 281.0 225.6
2035 88.24 325.9 55.22 33.94 11.85 267.3 232.1
注：数据根据东南沿海区域各省（市）专题报告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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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发展潜力有限。

（4）农产品供需失衡矛盾突出。本区域经济发

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与日

俱增，但“买难”“卖难”矛盾突出，中高端农产

品供不应求，低端产品不时出现积压滞销。

3. 农产品储运管理体制、设备水平有待加强

随着生产成本增加，城市“菜篮子”规模化基

地普遍进入“规模陷阱”，大部分存在盈利难、离

开政府补助发展乏力等困难和问题。地方储备粮

油实行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往往产生“搭

便车”行为，导致经济外部性的存在，造成运输

过程的严重浪费。冷库冷链现代化储藏手段整体

建设滞后，农产品在采后及运输过程中的损失率

达 20%~30% [7]。

四、东南沿海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思路

（一）基本定位

1. 东南沿海区域是国家食物安全保障非常脆弱

的地区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

加速推进，东南沿海区域粮食安全生产和食物安全

保障形势总体严峻，在全国食物安全保障的总体战

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作用。

2. 东南沿海区域是我国特色优质农产品重要生

产区域

本区域生态条件好，具有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

业的后天优势，蔬菜、水果、茶叶、坚果、水产等

多种农产品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 东南沿海区域是对食物品质需求最高的地区

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从“吃饱”逐渐转向为“吃

好”的状态，安全、营养、健康食品的消费理念逐

步形成，将对国家层面的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产生

重大及深远影响。

4. 东南沿海区域是市场化和对接国际市场的前

沿地区

随着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东南沿海区域

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外向型农业

发展快，是市场化和对接国际市场的前沿地区，在

全国与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我

国食物安全对外贸易、农业“走出去”等领域处于

领头羊的地位、具有标杆作用。

5. 东南沿海区域是促进东中西部区域产销合作

的重要地区

东南沿海区域在促进同中西部农产品等食物类

产品的产销合作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中西部

地区的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消费市场。

（二）战略思路

1. 树立大食物观战略，统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一是确立“稳定基本供给，转变结构增加总量”

的大食物观原则 [8]，逐步形成东南沿海乃至全国

的食物安全发展新战略思路。二是加强东南沿海区

域间的贸易与协作，增强区域间食物调剂能力，通

过区域协作与国际贸易，保障食物安全。三是研究

制定适应各地居民需要、适合当地农产品生产特点

的膳食指南，尽量平衡生产与消费，减少对外购食

物的依赖。四是围绕大食物安全观内涵，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2. 实施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推进农业全产业链

增值

当前，东南沿海区域的农业发展整体呈现价值

形成与增值从生产领域向物流加工、农旅融合等相

关二三产业富集。为此，一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含量，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二是促进相关

产业发展向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等方向发展，

提高产业稳定发展能力。三是推进农业三产融合发

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让农业延伸产业利润更多

留在农业农村 [9]，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

与农村振兴三者同步共振。

3. 发展“两型”农业，实施全绿色化、生态化

战略

一是按照“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

农业的发展要求。重点推广物质循环利用、产业

立体复合循环、生产清洁节约等模式。二是大力

发展绿色农业，通过优质优价机制倒逼产品品质，

提升质量安全水平，最大可能减少对环境的不利

影响。三是强化创新意识，树立科技支撑战略。

加强国际间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加强与国家创

新体系的互动，建立科技创新联盟，助推“两型”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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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全球化战略，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合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借

助开放合作加大粮食定价的国际话语权，实现食物

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布局全球，利用区域比较

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二是实施“飞地”战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通过

资本要素流动、产业集群打造、品牌管理辐射，突

破土地资源约束的瓶颈，实现飞地型食物生产基地

资源扩容。三是建立面向全国及世界性的农业资源

开放性创新平台、自主创新孵化平台和服务平台，

获取全球研发机构的外溢效益、国际科技资源和产

业关键技术 [10]。

（三）战略目标

1. 食物产量及自给率目标

至 2020 年，粮食产量 5 年内年均增长 1.51%；

至 2035 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0.1%，自给率力争

保持在 29% 水平。

至 2035 年，蔬菜、水果、水产品自给有余；

肉类自给率达 68% 以上，禽蛋自给率达 37% 以上，

奶及其制品自给率达 12% 以上。

2.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目标

至 202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

格率达 96% 以上，粮、油、肉、蛋、乳五大类大

宗日常消费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5% 以上。

五、东南沿海食物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

径与科技工程

（一）战略路径

1. 保护、提升粮食生产潜力，实施“藏粮于地、

于技”战略

（1）重点保持耕地的肥力与生产力。以培肥地

力、改良土壤、平衡养分、质量修复为主要内容，

优先推进秸秆就地还田快速降解生物技术研究，探

索设立工程建设表层有机土质资源储存制度，为特

殊情况下快速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做好准备工作。加

快中低产田改造步伐，示范推广“千斤粮万元钱”

等绿色增产模式 [11]，优化品种结构。

（2）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完善管护机制。

加快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更新改造，筹划大

型水利工程以及粮食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农田有效

灌溉的比例。大力抓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重

点建设田间灌排渠系和抗旱水源工程 [12]。
2. 综合提升粮食生产安全，稳“水”增“旱”

适调结构

（1）牢固树立“大粮食安全观”。拓展旱粮补

贴类别，积极开发利用低丘缓坡地带与越冬田，大

力发展特色旱粮产业，提高旱杂粮生产效益与粮

食生产整体效益 [10]。建议将鲜食玉米与红薯纳

入本区域主粮范畴，在政策上享受与水稻、小麦

同等待遇。

（2）加快确立优质水稻产业体系。以保障“口

粮绝对安全”为前提，满足东南沿海区域中高端大

米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趋势，允许甚至鼓励该区

域将优质水稻的栽培面积作为粮食安全的首要衡

量指标。

3. 瞄准中高端、精品化市场定位，提升农产品

市场竞争能力

适应东南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化

趋势，粮食安全保障应加速从“增产导向”转为“提

质导向”[13]。
（1）打造中高端农产品生产体系。大力建设优

势高端特色产业集聚区，着重优化产品结构、产业

结构、区域结构 [14]。
（2）构筑中高端农产品生产环境与农作制度。

综合采取农机、农艺、工程和生物措施，构建具有

东南沿海区域特色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推行“标

准化 +”农业，并优化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使之

成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源泉。

（3）构筑中高端农产品品控管理体系。重点推

广“区域公共品牌母品牌 + 企业自有品牌子品牌”

品牌化发展模式；加强农产品品控认证，推进投入

品 GMP 认证、种植业产品 GAP 认证、畜禽水产养

殖及加工业公顷 CCP 认证和“二品一标”质量认证；

在规模以上生产主体中推行档案登记制度，探索建

立覆盖生产和流通环节的质量追溯、风险预警和应

急反应处置体系。

4. 面向丰富的山海资源，挖掘“蓝色粮仓”及

森林食品潜能

根据各省公开统计数据计算，东南沿海区域

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 70% 以上，海洋面积约为 
2.82×106 km2，占全国海洋面积的比例约为 94%，

山海资源极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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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发展海洋渔业产业经济 [15]。开展渔

业资源承载力调查研究，加强沿海渔业资源养护，

恢复区域性海洋渔业生态；大力发展生态海洋水产

养殖业，使“蓝色粮仓”由浅蓝迈向深蓝，拓展渔

业发展空间，打造成为区域性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农

业产业之一；创新沿岸渔业产权管理模式，使沿岸

渔场利用权属地化，并推动近海滩涂水产养殖减量

增效，提升生产能力与品质 [16,17]。
（2）增强森林食品资源培育水平 [18]。充分利

用低丘缓坡资源与林业资源，大力发展以森林粮食

和木本油料、肉类为区域食物安全增长潜力点。以

森林食品种植为核心，示范和推广森林食品生态复

合经营模式，恢复和提高林地生产力，促进森林食

品产业链延伸。

5. 充分调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势

互补，稳定农产品市场供给

（1）加强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协作，稳定

粮畜供应。把长江经济带打造为粮食与畜禽的稳定

供应基地。加强与中国台湾精致农业技术合作，加

快构建中高端农产品生产体系、产业体系。

（2）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鼓励

农业企业赴沿线国家和地区从事农业合作开发，重

点支持粮食及油料作物种植、农畜产品养殖等项目。

（3）建设水产品、果蔬出口生产基地，发展外

向农业。建立一批优势出口水产品、果蔬产业外销

基地，扩大出口，消化产能，推进“出口替代”战略。

（二）重大科技工程

挖掘区域资源优势，树立区域品牌，引领东南

沿海各区域率先走向中高端农产品，引领农业高质

量发展，如加强高效优质多抗新品种选育和推广、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打造品牌农业等。

1. 动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工程

一是发掘生物种质资源和探索在植物作物育种

上新的利用技术。二是运用分子设计育种培育突破

性品种并催生智能植物品种的诞生。加强食物安全

关键工程技术研发：包括现代种业关键技术，实施

动植物遗传改良计划和种业提升行动，推进新一轮

品种更新换代；养殖业安全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如

新型饲料资源开发、疫病综合防控、品质检验技术、

健康养殖技术等；农产品产后增值关键技术、智能

化精深加工等技术研究；农产品数量安全、质量安

全控制关键技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研

发、集成推广；农田环境智能监测技术、数字农业

智能管理技术、智慧农业生产技术及模式、智慧设

施农业技术，以及数字化精准化短期及中长期预警

分析系统的研发、集成示范和推广应用等。

2. 优质农产品与生态农业工程

围绕农田生态修复与安全生产、面源污染控制、

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开展

农业生产系统建构与平衡机理研究，加快建设农业

绿色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如污染治理与循环农业工

程、生态环境质量安全科技工程、农产品质量安全

过程控制技术体系。

3. 大数据精细化农场装备管理工程

构建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智慧农业科技

支撑体系，满足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对机械装备的紧

迫需求，推动高质量现代农业和绿色美丽经济。包

括推动农产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数字农业”信息

工程技术，适用于中小型、高速、复式作业农业装

备制造技术，平原、丘陵、山地、林地等区域的智

能化关键装备。

4. 营养健康食品产业化工程

满足国民膳食消费结构和营养调整要求，加

强营养健康食品研发理论和创制关键技术及装备研

究，实现营养健康食品的产业化开发和跨越式发展。

（1）对于特色健康营养食品开发，研究挖掘农

产品中的健康功能组分，研究提取分离和稳态化技

术，利用现代加工方法开发健康功能产品。加强新

资源食品、特色农产品和药食两用农产品资源评价

与开发利用。

（2）对于特色食品现代化生产技术，研发节能

高效现代食品加工关键装备和成套生产线，提升食

品感官品质和理化特性，实现机械化、标准化和产

业化。

（3）对于保鲜与物流技术，着重破解食品在物

流过程中的品质劣变与损耗等难题。

（4）对于食品加工机械装备，积极开展新型杀

菌、节能干燥和高速包装等核心关键技术装备集成

与开发。

5. 全产业链融合再创新工程

加快“农业 +”综合集成，开展农业产业跨界

技术综合集成研究、融合嫁接和再创新。

（1）开发、拓展和提升农业的多种功能，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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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大力扶持渔业实体经济，从单一的远洋捕

捞向全产业链、多元化综合经营延伸。 
6. 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工程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1）耕地生物多样性对养分高效利用和有害生

物发生的影响机制。包括耕地质量、生物多样性、

灌溉模式（滴灌、漫灌）、机械化等与耕地有害生

物发生和灾变规律的影响研究 [19]。
（2）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 [20,21]。一是加强农田生物生境、水体恢复与保

养、生态植被提升、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二是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

三是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

四是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建立生态

补偿机制。

7. 基于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

开展高附加值农产品原料理化特性、营养特性、

贮藏及加工特性、功能特性、加工技术标准、副产

物综合利用研究。

（1）基础研究：如在贮运和加工过程中营养品

质变化研究、营养组分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农产品

生物制造前沿技术基础研究等。

（2）技术开发：开展新型非热加工、绿色节能

干燥、高效分离提取、长效减菌包装和清洁生产技

术升级与集成应用；开展酶工程、细胞工程、发酵

工程及蛋白质工程等生物制造工程化技术研究与装

备研制。

（3）实施营养和保健功能食品的科技研发。开

发功能性及特殊人群膳食相关产品、保健功能食品、

营养素食特色食品等。

8. 基于绿色化、环保型的畜禽工厂化工程

在资源与环境有限承载力下 [22]，发展环保型

绿色化、工厂化畜禽生产，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发展高效益、高质量的现代畜牧业。加快制定和实

施畜牧、饲料质量安全标准；加强检验检测、安全

评价和监督执法体系建设，强化监管能力；全面实

施畜禽标识制度和牲畜信息档案制度，完善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和追溯机制。

9. 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工程

明确“聚焦深海，拓展远海，深耕近海”三大

发展方向，围绕海洋特有的群体资源、遗传资源、

产物资源三类生物资源，一体化布局海洋生物资源

开发利用重点任务创新链，保障我国食品安全 [17]。
一是深海生物科学与资源评价。由国家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统一协调、统一布局和加大

投入，制定国际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计划。提升深海

生物资源探查获取能力，开展深海生命科学前沿与

应用研究 [23]。二是开发远洋生物资源，提高南极

磷虾等战略性新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远洋生物新资

源的探查和评价、捕捞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等。三

是开展近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物资源评估，

建立近海生态保护技术体系。四是创新海洋药物与

高端生物制品研究与开发，建立新型海洋产品加工

技术体系、全产业链无缝化安全控制技术。五是开

展渔场修复与海洋“蓝色粮仓”建设，形成产业链

完整的“蓝色粮仓”产业集群 [24]。
10. 森林食品科技创新工程

在稳健发展主要森林食品的同时，适度提升森

林食品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包括林下种养模式，逐

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安全化生产；森林食品产

品认证，推进森林资源高效培育与质量精准提升科

技工程；建立健全相关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良种生

产研发与供应体系，提高单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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