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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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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发展是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食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面临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需求。本文从宏观层面、产业层面、企业经营 3 个维度剖析了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与时代意义，总结发展现状并

凝练存在问题；结合统计年鉴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判近年来的行业发展水平，完成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综合评价；论

证提出了包括政策、科技、平台、人才队伍、环境生态、共享制造在内的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建议，坚持绿色发

展并构建资源友好型社会，加强食品工业核心技术与专用设备研发，建立食品工业平台化运营模式，加强食品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全面提升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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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d will remain the theme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food industry—a pillar for national economy—faces the major demand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the concept and significanc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cro level,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ood industry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we buil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sing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we use this system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food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industry. Moreover, we propose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for China’s food industry in terms of polic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talent team, ecosystem, and shared manufactur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dhere to green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special equipment for food 
industry, establish a platform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build a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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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为了破解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我国提

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这是厘清发展思路、辨识发展重点、掌握发展

主动权的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成

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题 [1]。
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各门类中，食品工业是第一

大产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具有不可替代的关

键地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我国食品消费结构正由生存型消费转向健康型、

享受型消费；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吃

饱吃好”，而是希望食品营养价值丰富，具有养生

保健作用。这些积极变化，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和

大众消费升级，体现了居民生活质量改善 [2,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食品工业近年来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因起步较晚、积累不够，仍存在核

心技术不强、人才资源匮乏、国际化程度不高等问

题。针对于此，本文重点梳理食品工业发展现状与

存在问题，从宏观管理层面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

实现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

（一）宏观层面

一是保障经济稳定增长。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发展

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

国转型的重要阶段，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高质量发

展显得尤为重要 [4]。食品是居民生存的基础，食

品工业发展水平不仅事关军需民食、国计民生、社

会安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我国食品工业

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消除，必然影响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与合作的能力，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步提升。

二是促进经济均衡发展。食品工业具有第一、

二、三产业融合与协同发展的天然优势，高质量发

展能够引导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体现市场利

益共享、产业单元共赢，从而推进产业链的延伸、

分化、融合，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

更好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以及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

重要方面。

三是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绿色制造与加工技

术创新实现低碳生产生活，成为食品工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助力，如高效分离、物性修饰、食品微生

物、食品发酵工程、食品酶工程等技术应用正在兴

起。加强食品质量规范建设、改善食品发展环境、

推动食品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生态环境健康与可持

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四是保障社会公平发展。食品安全是公共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居民幸福安康，也体现了社

会发展的公平正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影响了消费

者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应杜绝个别企业主观犯错，

引导企业群体合规发展。应更加专业、更为严格地

实施食品监管，增强社会各界的食品安全管理与维

护意识，为食品工业发展提供规范、和谐、有序、

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产业层面

一是壮大产业规模。食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

必将伴随着研发、生产、销售、物流等细分方向的

持续完善，也意味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现代化食

品产业链体系基本健全。虽然当前经济形势面临压

力，外部环境较为复杂，但我国食品工业宜积极顺

应市场变化，寻求生产平稳增长以保障市场供应充

足，稳妥提升产业规模。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并驱动经济

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5]。食

品行业也应引导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合理

调整，并与市场要素、关联行业协调发展。优化产

业结构，要求产品由量的优势转变为质的提升，促

使市场主体注重提升产品附加值，即从低附加值、

高资源消耗的初级加工转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

的精深加工。

三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其本质在于创新驱动，这是产

业实力的综合反映 [6]。坚持创新融合原则，以改革

创新驱动食品工业的转型升级，建立技术创新引领、

要素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四是提升质量效益。食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是确保经济平稳与合理增长，平衡食品工业的

质量成本与经济效益，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

力，努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质的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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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经营层面

一是培育世界一流的市场竞争力。面对经济全

球化带来的新机遇，国际食品贸易保持高速成长，

我国食品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成为发展重点。面

向广阔市场，竞争力是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直观

表现，竞争力不强、不稳，则企业很难把握全球化

进程中的发展机遇。提高我国食品企业的全球竞争

力，对于食品工业高质量“走出去”具有关键意义。

二是保持产品质量可靠与持续创新。优质产品

的生产能力是食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7]。
保持产品质量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从源头

控制食品质量，才能支持食品企业竞争力提升和稳

步发展。持续创新是食品企业的生存之本，这是因

为食品作为日常必需品，具有消耗迅速、式样繁多

的特点，唯有持续性地更新产品、创造“需求”，

才能适应消费市场对食品种类的要求。

三是形成品牌影响力。品牌既是食品企业的优

质资产，也是扩张市场、保持美誉的重要资源，还

是更高层次市场竞争的体现 [8,9]。对于食品企业而

言，拥有高知名度的品牌，有助于提升市场主动权

和引领力，在激烈竞争态势下保持稳健发展。创立

和维护好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将对我国食

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四是提升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和技术基础。管

理和技术是食品企业经营的重要依托，完善食品企

业生产管理制度并体现行业特性，提升食品生产

的关键技术水平和技术革新能力，既是食品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是提高生产水平和市场信

誉的源头。

三、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呈现

（一）发展现状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我国积

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得益于市场化、工业化、

国际化的助力，我国食品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经

济质量和综合效益稳步提升。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统计数据，2020 年全国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6206.6 亿元，同比增长 7.2%，高出全

部工业 3.1 个百分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食品工业规

模以上企业保持了稳定发展，体现了食品行业的

韧劲和可持续性。

食品工业全面进入结构优化阶段。食品行业得

益于较早实施市场化，企业经营机制普遍灵活高效；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结构、配置资源、组织生产，产

业竞争力不断提高。2000 年前后，我国食品市场基

本告别短缺状况，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部

分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特别是加入 WTO 后，

国家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基本接轨，食品工业的市场化进程提速 [10]。
食品深加工程度逐渐提高。新型工业技术在

食品生产中获得积极应用，支持了食品工业深加

工发展，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已经由

2004 年的 0.5∶1 提高到 2020 年的 1.2∶1。从需求

侧看，精深加工食品通常具有美味、方便、货架期

稳定、低成本等特征，受到消费者青睐，服务居民

生活质量提升。从供给侧看，我国食品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大型企业尚有竞争优势，而众多小型企业、

成本把控不佳的企业利润空间狭小，面临生存危

机；食品企业受市场压力驱使转而开发具有高附加

值的产品，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营养保健食品

研发、食品原材料利用与精深加工方面进行重点布

局 [11]。例如，在马铃薯主食方面，国内企业已经

突破了薯泥、薯浆、面条类和米制品类产品的关键

加工技术，创建了马铃薯中式主食系列生产线，提

高了马铃薯主食的利用率 [12]。
食品技术创新取得新进展。食品研发投入与

技术体系明显增强，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稳步缩

小，在中华传统食品工业化、食品生物工程、营养

健康食品加工、大宗粮食转化、食品装备制造等方

向取得了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根据第六次食品领域

国内外技术竞争评价调查问卷结果，我国食品工业

目前处于“跟跑”“并跑”“领跑”的技术占比分别

为 58%、32%、10%，食品领域实现了核心关键技

术由“跟跑”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重

大转变。

食品智能制造出现萌芽。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

计数据，近年来我国遴选出的 305 个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 37.6%，能源利用率

平均提升 16.1%，运营成本平均降低 21.2%，产品

研制周期平均缩短 30.8%。行业主管部门致力于推

动食品工业转型升级，促进食品行业智能化应用水

平提升。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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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技术在食品领域应用拓展，智能制造态势初显。

例如，海天味业有限公司在发酵、酿造、灌装、仓

储等环节基本实现了自动化，且部分生产环节实现

了智能制造 [13]。
高新技术提高食品行业效益。多种高新技术引

入食品工业，用于改造升级传统食品产能，拓展新

兴市场发展空间，增强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食品工业的不同子行业，其技术密集程度差异明显，

一些子行业对高新技术敏感度高、引入和应用积极，

使得技术进步快速，行业竞争力增强。受技术进步

驱动，在食品工业的 53 个子行业中，包括饮料、

营养食品、发酵食品在内的 26 个子行业实现了利

润总额增长。

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整体提升。国家高度重视

食品质量安全工作，着力提升食品质量安全保障能

力，推动食品诚信体系、食品追溯体系建设。目

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建设持续完善，食品管

理认证体系建设稳步开展，涵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FSMS）、危害分析的临界控制点（HACCP）等；

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如 2012 年起，

国家分三批次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

四川等 18 个省市建立了农产品追溯系统 [14]。

（二）问题呈现

食品工业检测标准体系不健全。检测标准体系

是衡量产业发展现状和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依据，

而如今我国标准体系的科学性水平整体偏低，如食

品添加剂共有 23 个类别、2600 多个品种，但只有

591 种添加剂有产品标准。责任落实不到位，检测

标准执行效率不可控，如监管部门对标准的实施情

况缺乏有效的长期监管措施，导致出现食品安全事

故之后才对事故企业的标准落实问题进行检查。追

踪评价不及时，检测标准实施效果不明确，如在

国家层面没有按照业态、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规

范，而已有规范也没有严格执行，多数主体落实

程度不佳。

食品工业技术体系有待升级。国产化的食品核

心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以传统制造装备为主，而现

代数控装备偏少，机械制造水平和信息化程度不高；

大型食品企业超过 80% 的高端装备依赖进口，年

进口额近 300 亿元 [15]。食品技术研究缺乏颠覆性、

前瞻性、引领性：食品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系

统深入，导致食品技术原始创新缺乏；食品企业较

多通过技术引进或者装备仿制来满足市场需求，导

致技术体系始终未能达到世界先进，面临潜在“卡

脖子”风险；食品产业工业化起步较晚，多数企业

技术积累不足，与国际大型食品企业相比技术差距

仍然明显。

食品科技创新布局有待完善。食品工业科研活

动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方向性差异：企业

更加关注利润和发展空间，对基础性研究支持较

少，创新主体作用尚未发挥；对于市场需求较大

的应用性研究，科研机构、高校关注较少，加之

科技成果转化滞后，导致科研与产业之间存在脱

节 [16]。食品领域创新平台的产业支撑能力存在突

出问题，高水平食品科技创新平台较为缺乏，国

家级“高精尖”平台、国家级大科学工程、食品

国家实验室尚待建设，区域分布的均衡性、与产

业布局的契合度也有待调整改进。此外，食品科

技人才队伍对行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够，如复合

型人才培养缺乏、创新能力待提升、梯队建设与

智力引进工作待加强。

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约束不足。食品工业产业

链较长，从食品原料种植、饲养，到食物生产加工、

运输、贮藏，再到终端消费，都伴随着大量的能

源消耗和可能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对食品工业

主要农副原料的质量和安全构成影响，涉及农产

品、畜禽产品、水产品生产；食品原料的生产过

程受到重金属等环境污染物的影响，不可避免地

出现食品安全性问题 [17]。我国食品生产过程中

的资源利用率偏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未能

显著改善。

四、我国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针对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课题，从创新驱

动、速度效益、要素效率、绿色发展、对外开放、

金融环境 6 个基本方面着手构建评价体系；每个方

面又相对独立，可对食品工业发展情况进行更为深

入的评价研究。

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将食品工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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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为：稳增长性、创新驱动

型、产业结构合理、开放性、共享性、可持续性、

高效性、稳定性。

此外，高质量发展实现途径的已有研究成果丰

硕，本文总结梳理如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

境，推动绿色发展；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体

现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稳定经济运行环境。

据此，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 6 个基本方面、

8 个基本特征、6 个实现途径，构建了食品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第一层），见

表 1）。其中，准则层（第二层）分为 6 个一级指标、

15 个二级指标（第三层），23 个具体指标（第四层）；

针对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烟草制造业 4 个行业，开展具体指标

测算（加总各行业数据而形成总体数值）。

（二）综合评价结果

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利用综合积

分法计算我国食品工业 2013—2017 年的综合得分，

计算结果见图 1。
从总体行业的食品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的结果

来看，食品工业发展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

趋势，尤其是 2015—2017 年呈现超高速上升趋势。

2014 年食品行业速度效益下滑，金融环境不稳健，

主要体现在要素效率的“食品工业规模以上增加

值增速”“食品企业亏损深度”评分以及金融环境

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国家外债负债率”评

分下降。从“食品企业亏损深度”各年评分来看（见

图 2），2014 年最为严重，亏损总额为 5 年间的最

高水平（366.43 亿元）；2015—2017 年总分呈现稳

步发展状态。

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只能反映食品行业的整体情

况，为了进一步掌握食品工业的具体发展情况，本

表 1  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A 准则层B 编号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食品工业
质量发展
水平评价

创新驱动 创新投入 1 食品工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 个/个 正向

2 食品工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万人/万人 正向

3 食品工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亿元/亿元 正向

创新产出 4 每万名食品科技研发人员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万名 正向

5 单位研发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亿元 正向

6 食品新产品销售投入占比 亿元/亿元 正向

速度效益 增长速度 7 食品工业规模以上增加值增速 万元/万元 正向

盈利情况 8 食品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亿元/亿元 正向

生产成本 9 食品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 亿元/亿元 负向

亏损情况 10 食品企业亏损深度 亿元/亿元 负向

资产负债 11 食品企业资产负债率 亿元/亿元 负向

要素效率 劳动效率 12 食品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每人 正向

资本效率 13 食品工业投资回报率 亿元/亿元 正向

14 食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亿元/亿元 正向

能源效率 15 食品工业万元GDP能耗 tce/万元 负向

16 食品工业单位能耗产出率 万元/tce 正向

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 17 食品工业能源消耗总额 tce 负向

开放性 出口贸易 18 食品业出口交货值占比 亿美元/亿元 正向

外商投资 19 食品业外商投资占比 亿美元/亿元 正向

金融环境 金融资本 20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亿元/亿元 正向

21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利润率 亿元/亿元 正向

金融负债 2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亿元/亿元 负向

23 国家外债负债率 亿美元/亿美元 负向

注：GDP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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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计算了 2013—2017 年食品工业发展评价体系中

6 个一级指标的得分（见图 3）。通过综合评价可以

发现：创新投入水平不断提升，创新产出水平涨幅

较小；速度效益水平有待提升，亏损深度情况有所

改善；资本效率水平逐年下降，能源消耗总额较

为稳定，能源效率水平较为低下；出口贸易水平

逐年降低，外商投资水平有所回升；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率逐年上升、资产利润率有所下跌，金融

环境还需优化。

五、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

（一）发展目标

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旨在反映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支撑现代经济体系构建，筑牢国家经济基础。

在宏观层面，应以保持当前经济发展总体态势为前

提，深入开展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实践绿色均衡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微

观层面，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增加优质供给、削减无效供

给，尽快实现传统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为

导向，产前、产中、产后联动的协同创新体系，形

成世界一流水平的食品应用数据库，建成云端大数

据智能一体化食品工业科技平台；构建符合国情、

具有竞争力、体现智能互联时代特征的食品全产业

链，孕育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食品企业集群和国际

知名品牌，龙头企业规模达到千亿元级，多类品牌

进入世界行业十强；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

达到 4∶1，充分满足居民健康优质生活需求。

（二）战略路径

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可采取“5 个体系构建、 

1 个业态培育”战略路径。

一是政策体系构建。优化食品工业科技创新顶

层设计并制定发展规划；结合行业发展特点，革新

食品科技研发机制，激发食品工业创新活力；建设

食品科技创新保障制度，提升食品科技综合服务能

力；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保持社会对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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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趋势图
注：数据来源于《食品工业年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2013—2017年）。

图 2  食品企业亏损深度得分趋势图
注：数据来源于《食品工业年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201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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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食品高质量发展一级指标得分趋势图
注：数据来源于《食品工业年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2013—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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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科技创新的资源投入力度。

二是科技体系构建。注重自主和原始创新能力

提升，强化食品工业竞争优势；适应食品工业全链

条技术交叉融合趋势，面向国际市场并深度融入全

球创新体系；积极调整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推动

食品行业的系统化、规模化、数字化研究；鼓励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营造食品科技创新生态；加

强高端食品装备自主研发能力，高端技术及装备

“引进来”“走出去”并重。

三是平台体系构建。适时优化国家科研基地和

平台布局，按需调整食品科技资源空间布局，引领

食品工业重点地区的科研与技术发展，促进产业区

域分布均衡与特色发展；建立高效研发组织体系，

激发科技人才创新热情，提升食品行业原始创新、

协同创新能力，保障食品科研条件需求；增强食品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主导

作用；建设服务食品实体产业的创业孵化体系，推

动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建设发展。

四是人才队伍体系构建。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和

形势变化，优化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食品科技

人才培养或应用模式，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兼

顾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的中青年科技人才；注重食

品工业技术人才和企业家队伍建设，积极引进食品

领域海外高层次人才，鼓励国内人才走向国际市场

舞台。

五是环境生态体系构建。保持食品保障和能源

需求的平衡，加强环境质量对食品工业产能的风险

约束，研发和运用食品工业清洁生产及污染防治综

合技术方案；建立健全的食品质检方法和标准，落

实产品标签制度，多部门协同并面向公众发布食品

工业与产品健康预警信息；推进传统食品制造的绿

色转型升级。

培育食品工业共享制造的新业态。基于市场规

则约束，鼓励共享生产机器设备、专用工具、生产

线等制造资源，稳步提升产能匹配效率、生产组织

效率，实现制造能力市场化共享；高效共享产品设

计与开发能力等智力资源、科研仪器设备与实验设

施，减少中小企业创新的综合成本，实现创新能力

的市场化共享；搭建服务能力共享平台，辅助食品

企业实现订单生产的全过程管理，减少不必要流通

环节、降低信息资源的机会成本，实现服务能力的

市场化共享。

六、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实现持续发展

的决定性因素，创新驱动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与社会氛围，也涉及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

还需要技术和模式创新的产业环境。建立食品技术

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对食品科技创新的支

撑作用，完善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构建高效的食

品科研体系，推动形成融合发展、开放创新的食品

行业新格局 [18]。

（一）坚持食品行业绿色发展

一是加强食品工业节能改造，严格管控行业耗

能。科学设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逐年下降目标，

适度限制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耗，推广使用节能、

清洁的食品生产技术。二是推进工业污染物减排

行动，加强食品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的

处理，稳步降低环境危害。三是积极推行新能源

应用，优化食品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行业用

能中的新能源占比，促进新能源技术与食品行业

应用的深度结合。四是落实绿色制造理念，构建

食品行业绿色制造体系，研发绿色新产品、建设

绿色工厂、开发绿色工业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

扩大绿色企业规模、加强绿色管理，促进食品企

业全流程的绿色发展。

（二）加强食品工业核心技术与专用设备研发

一是改革涉及食品领域的科技计划支持方式，

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任务；完善技术转

移机制，促进行业内的技术推广与集成应用；支持

有条件、有能力的食品领域骨干企业参与国家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二是改

革高校、科研院所的运行机制，建立食品共性技术

研发机构，加强食品基础理论、原创性前沿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促进食品科技资源的高水平开

放共享。三是建立国产食品装备技术升级机制，先

进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创新相结合，提高食品装备

企业的整体水平并稳步降低成本，降低食品生产企

业应用先进制造装备的门槛；制定食品装备技术国

家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设备选型配套模式，发展

水平先进、完整可控的食品设备生产线，整体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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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食品行业机械化、自动化水平。

（三）建立食品工业平台化运营模式

以平台经济为主的互联网经济模式是信息化与

工业化融合的成果，在诸多领域体现了价值。对于

食品工业，平台经济运行模式与传统单链条封闭运

行方式有很大差异，应结合行业基本特征进行应用

创新。采取政府出资和监管、第三方运营的产业互

联网平台及配套运营体制，建立公益性的平台信息

发布机制，完善数据资产管理与利用机制；运用平

台共享经济的“协作消费”模式，发展食品工业共

享制造；平台化运营模式应贯穿食品全产业链，全

面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建立与平台化运营相关的

“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成果的高效转化 [19]；同步建立配套的食品工业监

管与服务体系。

（四）加强食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以显著提升食品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为目标，

革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国际一流人才队伍。深化

食品科技人才培育机制改革，加强国家各渠道、各

层级人才培育计划的统筹梳理，促进食品科学研究、

科技创业人才、技能型人才的协调发展，为人才成

长、价值发挥创造便利条件。高标准编制高校食品

专业发展规划，鼓励食品学科交叉融合，面向产业

需求开展工程类人才培养，逐步解决“工科理科

化”问题。突出人才在食品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

用 [20]，对于从事食品科学前沿探索和交叉研究

的优秀科学家、能够推动食品领域重大科研创新

的领军人才，大力引进与自主培育并重，突破长

期困扰食品工业发展的瓶颈技术，保障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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