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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食品工业的目标与研究重点

李里特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00083)

摘 要: 论述了新时代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要求,分析了确定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目标的依据及所

面临的挑战,强调了实现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目标的研发重点, 提出了振兴我国食品产业的发展战

略. 针对目前我国食品行业企业普遍缺乏科研及创新, 占居民饮食主流的传统食品的加工还多处

于手工作坊或半机械加工的现状,指出中国只有通过独立自主、科技创新的发展途径, 早日实现各

种传统食品的工业化,才能使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水平、技术研发水平和研发队伍进入世界一流, 我

国的食品工业才能实现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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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对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要求

我国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 无论是在制定

经济发展、农业发展还是工业规划目标时,曾因  摸
着石头过河!, 总想找一些参照作为目标, 因此, 简

单攀比成为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刚开始时比总产

量,很快当许多指标总产量超过世界最先进国家后,

又开始比人均产量或占有量. 当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相当落后时,这种参比方式可以为我们的发展定位

方向和目标,也起到了刺激和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

然而, 当许多指标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

时,这样的攀比就失去了意义. 一方面, 有的指标原

本就是不可比的,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我们原来所引用的所谓发达国家  人均生产量 !,
 人均消费量 !、 产业构成比 !等数字来源本身就不

准确, 或者是我们引用时理解上发生了误解.

例如,长期以来制定目标时常用以下模式:不大

关注实际市场动向, 而是一比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

业总产值之比;二比城镇居民消费食品经过工业加

工的比例; 三比食品资源的加工利用率和增值率.

这些数字的来源, 有多大可比性? 实际市场是否就

要按以上发达国家比例发展等,还需要认真分析.

过去制定发展目标的另一个误区就是脱离自身

实际,以一些没有准确定义的口号作为发展指南,如

 方便化、工程化、功能化、专用化和国际化 !等; 再

就是没有具体目标和对象, 片面强调所谓  重点发

展高科技 !; 还有所谓  大力发展精深加工 !等. 结

果食品工业发展的技术几乎都变成引进、模仿精细

化工技术 (超临界、微胶囊等 )、制药技术. 目前, 我

国许多此类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例如: 维生素

C、氨基酸等, 而居民的餐桌食品, 尤其是传统的主

食: 米、面、豆制品等工业化步伐缓慢,这些自主食品

的工业化技术空白,导致生产西餐的外企大举进入我

国市场,对我国国民健康、农业发展形成巨大压力.

因此,新形势下,选择我国食品工业目标与研发

重点时,应坚持科学发展观, 避免盲目性和功利性,

首先要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依据. 笔者认为这些依

据是:

1) 满足我国居民合理膳食营养需要, 适应我国

食品消费的特点和发展水平;

2) 符合我国食物安全战略, 与我国食物生产的

自然资源环境适应,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和

产品市场竞争力;

3) 有利于我国食品工业独立自主、不断创新、

迅速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的标志是产品质量高、生

1



产效率高、资源利用率高、经济效益好, 同时要求相

对能耗低、碳排放低、污染浪费低.

2 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目标确定分析

2 1 满足我国居民合理膳食营养需要和小康生活

水平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食物生产的发展,我国居民

食物质量和营养摄入有较明显的改善. 2002年全国

第四次营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动物性食

物分别由 1992年的人均每日消费 210 g和 69 g上

升到 2002年的 248 g和 126 g; 平均每标准人日摄取

能量 2 253 5 kJ(以 18岁轻体力活动男子作为标准

人 ) ,蛋白质 66 1 g, 分别是推荐的每日膳食营养素

供给 量 RDA ( recommended da ily allow ance ) 的

86 7%和 82 6% ,优质蛋白质占蛋白质总量的比例

从 17%增加到 31% . 城乡居民的脂肪的摄入量同

10年前相比, 也提高了 30 7%, 其中城市提高了

10 2%, 农村提高了 50 3%. 农村居民脂肪供能比

已达到 28%,而城市居民的这一比率则达到了 35%

(营养学研究认为人们从脂肪获取的能量在获取的

食物总能量中的比例以 20% ~ 25%为宜 ) . 如前文

所述, 我国居民消费食用油平均水平达到 60 g / (人∀
日 )左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量 15~ 25 g / (人∀

日 )的一倍以上, 这里还没有计算动物油脂. 油脂加

工设备虽然产能严重过剩,但发展势头未能遏制.

近年来,我国居民动物性食物摄入量继续增长,

膳食水平明显改善. 但是, 我国居民饮食中营养摄

入不均衡的问题仍然突出, 与之相关的慢性疾病快

速增长.

1) 营养过剩或不均衡引起的代谢综合症 ( met

abo lic syndrome)问题. 因为营养摄入过多, 主要是

热量摄入大大超过人体需要所引起的肥胖、心脑血

管症、糖尿病、癌症、过敏症等慢性病称为代谢综合

征. 据 2004年发布的我国营养普查, 高血压病人

1 6亿,高血脂患者 1 6亿, 血压、血脂异常人的比

例达 18 8% ,其中心脑血管病患者 4 000万;超重者

2亿,肥胖者 8 000万, 糖尿病人约 2 000万, 近年来

这些数字还在增加. 这些除了与我国食物供应充

足,好吃的  美食 !随处可得外, 主要是不良的生活

方式引起的. 其主要表现是, 畜肉类和油脂类食物

消费过多,造成脂肪供能比过高 ( 35% ). 而且,过高

的脂肪供能比必然会挤压谷类食物供能的比例,从

1992年到 2002年, 农村居民谷类食物消费量从

593 8 g降到 471 5 g, 下降幅度为 20 6%. 2002年

城市居民谷类食物供能比仅达到 47%, 远低于世界

卫生组织推荐的 55% ~ 65%的合理区间.

2) 矿物质、膳食纤维和部分微量营养素缺乏问

题依然存在. 有调查显示部分人群, 尤其是贫困地

区一些营养素、微量元素缺乏率表现突出. 出现这

些问题主要有 3个原因: 一是食品加工为了满足人

们美味的需要,越来越精细, 例如,精白米、特精白面

的加工,实际上使得原本应该被人们摄入的膳食纤

维、矿物质大部分被除去;二是生活方式包括摄食习

惯不科学,偏食;三是在营养调查时依据的所谓每日

建议摄取量 RDA往往是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

果. 这里就忽视了一个问题, 不同地域和民族食文

化不同,长期形成的食物结构不同, RDA也会存在

差异. 因此, 以西方国家的 RDA衡量我国居民营养

摄入就会产生所谓  普遍缺!、 严重缺 !某种营养素

或微量元素的问题. 当然因为贫困, 营养缺乏的问

题也不容忽视.

营养问题主要是生活方式,包括摄食习惯不科

学. 例如,  维生素 A (视黄醇当量 )、维生素 B1、维

生素 B2的缺乏 !,  钙缺乏严重 !、 普遍缺乏铁 !等
问题,并非相关食物供应不足引起,我国蔬菜人均占

有量早已经超过 400 kg /年, 肉食、水产品等的人均

供应量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这些条件下完全可

以满足人们的各种营养需要.

从食品工业发展要求上讲,需要考虑各种产品

发展规模的需要和结构问题. 从目前我国食品工业

各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供应能力上讲已经基本满足

产品需要. 世界主要国家国民人均营养供给情况见

表 1. 从表 1中供给量看,即使比发达国家我们也不

逊色.

尽管表 1所示数据未必都准确, 尤其是我国数

据可能由于统计系统造成误差,但可以参考.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各种食物消费结构,由于基本维

持了传统农耕饮食习惯,和日本比较接近. 只是我

国居民平均热量供给超过日本, 达到其他发达国家

水平. 日本是世界第一长寿国, 其饮食结构被营养

学家公认是理想的结构. 如果我国再以西方为样

板, 食品工业走西方道路,就有可能偏离理想的食物

结构,不利国民的营养健康. 因此, 食品工业发展应

当重视传统食品业的扶植和现代化, 避免盲目照搬

西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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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主要国家国民人均营养供给量

国家 年份

热量 蛋白质 脂质 PFC功能比 /%

合计 /

k cal

比率 /%

动物性 植物性

合计 /

g

其中动物性

( g) 比率 /%

合计 /

g

其中动物性

( g) 比率 /%

蛋白质 脂质 糖质

( P) ( F) ( C )

澳大利亚 1999 2 993 0 32 68 105 4 66 1 63 129 7 60 6 47 14 1 39 0 46 9

加拿大 1999 3 026 6 31 69 101 1 58 8 58 125 9 57 2 45 13 4 37 4 49 2

法国 1999 3 386 2 40 60 115 5 76 1 66 164 6 55 5 34 13 6 43 7 42 6

德国 1999 3 151 5 34 66 94 5 57 7 61 147 0 66 3 45 12 0 42 0 46 0

意大利 1999 3 488 4 27 73 112 8 61 7 55 152 4 81 2 53 12 9 39 3 47 7

荷兰 1999 3 072 4 38 62 103 0 71 5 69 140 4 55 9 40 13 4 41 1 45 5

西班牙 1999 3 171 5 29 71 109 8 69 7 63 150 7 80 3 53 13 8 42 8 43 4

瑞典 1999 3 008 6 34 66 100 5 66 8 66 130 1 57 8 44 13 4 38 9 47 7

瑞士 1999 3 088 5 35 65 87 8 54 1 62 145 7 53 3 37 11 4 42 4 46 2

英国 1999 3 131 1 34 66 95 4 55 1 58 145 8 65 3 45 12 2 41 9 45 9

美国 1999 3 600 5 29 71 114 1 73 1 64 148 5 71 4 48 12 7 37 1 50 2

日本 2000 2 644 6 22 78 86 6 47 5 55 84 6 41 7 49 13 1 28 8 58 1

中国 2005 2 970 1 22 78 89 2 33 1 37 87 6 53 0 60 12 0 26 5 61 5

数据引自:日本农林水产省  食料需给表 !, FAO  Food Balance Sheets!;中国数据来源于: FAOSTAT.

食品工业化须走中国传统饮食模式, 促进传统

餐桌食品现代化. 我国传统饮食模式基本符合发达

国家所推荐的健康膳食指南, 即, 餐桌食品由主食、

副食组成, 主食是以谷类食物为原料做的饭 (包括

米饭、粥、馒头、面条、米粉等 ), 副食包括荤素搭配

的  菜!,一般以蔬菜为主. 吃饭时就菜, 是中国人普

遍的习惯. 这样的食物结构应该与我国或其他国家

营养学者所推荐的膳食指南吻合. 食物结构与我国

类似的还有日本、韩国等. 因此, 日本等国近年通过

 食育!和相应的行业指导,倡导以大米为主食的所

谓主副食搭配,  三菜一汁 !(三菜一汤 )的食文化和

消费引导. 日本通过不断加强盒饭工业化、豆腐工

业化、面条工业化开发,推动传统食品工业化, 提高

国民营养和生活水平.

西方国家食品工业技术比较发达,但其基础也

是从各自的传统食品工业发展而来的. 例如,面包

工业、乳品业、肉制品加工业等. 在食品工业发达、

食品供应充足的同时, 西方国家也发现了西餐自身

的问题,即营养不平衡的问题. 西方国家虽然提出

了比较科学的膳食指南, 但事实上居民很难遵守.

因为普通西餐吃法,如吃面包、吃牛排没有就菜吃的

习惯. 因此,缺少蔬菜等植物性食品含有的膳食纤

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等. 近年, 西方国家针对这一问

题倡导两种新食品开发. 一类是所谓  健康食品 !

( health foods) ,指的是全谷粉食品,例如含麸皮的面

包、燕麦片、糙米饭等;另一类是所谓  营养补充剂 !

( dietary supplement), 指的是各类做成片剂或胶囊

的维生素、深海鱼油制品. 相对于中国传统饮食习

惯, 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可以说是无奈之举,而我国

传统食品原本就有这样的食品, 例如: 麦仁粥、小米

粥、玉米碴粥、各种谷豆饭粥等基本就是全谷物食

品, 吃饭时必不可缺的各种蔬菜对营养全面摄入的

价值,比  营养补充剂!合理得多.

我国传统餐桌食品,或称作日常家庭餐桌食品,

体现了食物结构以谷物为主, 较多摄入蔬菜和豆制

品,肉、蛋作为美味调剂的消费模式. 酒楼饭店的宴

会餐桌,不能代表普通居民的日常餐桌. 可是随着

居民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进步,日常家庭餐桌食

品也要求方便、美味. 是用工业化的西餐满足我国

居民的需要,改变我国居民原有的饮食习惯,还是走

中餐工业化道路, 这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战

略问题. 从各种理由看,坚持自主创新,走中餐工业

化道路,不仅对国民身体健康十分必要,对节约食物

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 振兴我国食品产业都有十

分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如何引导食品工业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食

品各行业企业发展主要是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战

略、理念和利益、条件等自主决定. 政府很难, 或者

也不必要向企业下达计划. 但是, 政府完全可以从

国家利益、国民健康保障,以及引导食品产业健康发

展的角度,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信息服务和技术支

持导向,并在支持重点的选择上体现全新的思路.

过去政府支持往往单纯看是否  龙头企业 !、

 高科技企业!、 示范企业!. 而这些企业的地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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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来自  利税大!、 效益高 !. 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
现,这些  龙头企业!、 高科技企业 !并非都有强的

研发力量和技术实力, 而是靠我国消费者消费观念

尚不成熟的市场环境, 靠广告营销扩大销售、靠高

糖、高油、 美味 !吸引消费者, 产品多是软饮料、酒

类、矿泉水、糕点、小吃等; 技术设备也自然多是引进

西方国家,西餐食品因此发展很快. 而真正消费者

需要的,营养丰富、价格合理的主食品、传统食品,因

为利润低,很少有  龙头企业 !、 高科技企业 !愿意

投资.

扶植和支持广大传统食品加工企业, 帮助从事

传统食品加工的中小企业、作坊, 通过技术改造、产

品质量提高、企业创新、经营管理现代化, 是推动我

国食品工业走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重要战略. 实际

上日本、韩国、法国等, 政府支持的重点都是传统的

食品工业,多是小作坊、小企业. 这些企业产品一般

都和当地农业密切相关, 和当地居民日常饮食密切

相关. 之所以如此, 除了这些国家从其战略国策考

虑外,大的食品企业、跨国公司一般都占有较大资源,

有很强的发展能力,已经不需要政府的补助和扶植.

2 2 符合我国食物安全战略, 与我国食物生产的自

然资源环境适应,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世界主要国家年人均食物供给量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 我国各类农产品和食品的供应量已经

达到或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许多食物产量世界第一,

甚至人均也是名列前茅. 我国的农业很好地解决了

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但是也出现了许多和食物

消费有关的深刻问题:主要有农业经济效益,尤其是

粮食生产经济效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多、国际竞争力不高等. 粮食生产经济效益

低、农民收入水平低, 还带来耕地流失、农业资源环

境恶化、农业生产手段发展滞后、粮食浪费和社会稳

定等一系列深刻问题. 因此, 食品工业的发展必须

考虑有利于促进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业

竞争力增强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表 2 世界主要国家国民年人均各种食物供给量

kg /(人∀年 )

国家 年份 谷类 薯类 豆类 蔬菜 水果 肉类 禽蛋 奶类 水产 砂糖 油脂

澳大利亚 1999 92 5 59 5 10 6 89 7 91 9 119 2 6 3 243 4 18 9 39 6 23 2

加拿大 1999 107 3 53 1 9 6 120 7 130 9 103 1 10 8 275 9 21 8 37 0 23 5

法国 1999 115 3 67 2 3 2 125 2 92 9 109 8 16 0 402 8 28 9 36 4 21 3

德国 1999 100 5 77 9 3 6 73 7 116 1 89 5 12 2 363 7 14 6 35 9 25 9

意大利 1999 161 5 39 4 6 3 178 9 140 8 95 1 12 9 307 2 23 5 29 7 30 9

荷兰 1999 74 5 83 7 3 4 87 7 139 3 88 2 16 1 398 8 15 9 45 3 22 2

西班牙 1999 101 1 87 1 6 4 163 4 121 9 117 3 13 9 176 3 41 0 29 7 29 7

瑞典 1999 103 2 52 5 2 3 78 1 109 5 73 9 11 6 445 7 27 6 42 4 22 2

瑞士 1999 106 4 42 0 2 3 94 9 105 0 77 3 10 5 366 0 17 9 47 0 20 7

英国 1999 107 6 110 5 8 5 88 6 87 0 78 7 9 2 276 8 22 1 37 3 23 2

美国 1999 115 6 64 2 7 4 134 2 111 8 125 0 14 5 282 5 20 3 33 2 28 6

日本 2000 115 6 23 6 9 4 118 4 56 7 43 9 20 0 94 3 67 1 20 2 19 7

中国 2007 347 0 21 3 13 1 428 8 137 6 62 1 19 1 27 6 36 0 92 5 22 5

数据引自:日本农林水产省  食料需给表 !, FAO  Food Balance Sheets!;中国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 ( 2008)提供数据计算.

从世界来看,尤其是发达国家,食品工业发展对

各国粮食消费和农业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

用. 我国食品工业发展也会和粮食消费的关系越来

越密切,因此,未来食品工业目标导向对我国粮食生

产和农业发展至关重要.

粮食及其产品是比较特殊的商品,属于典型的

 非弹性商品 !,准确的市场评估十分重要. 之所以

说它是非弹性商品,就是因为其消费受居民  肚子 !

容量的左右. 也就是说, 人每日需要的营养既不能

多, 也不能少. 1996年后我国食品产量和人均主要

食品消费量,除乳品外, 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

超过一些发达国家. 200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4 84亿吨, 2006年更是超过上年,接近 5亿吨, 2007

年达到 5 02亿吨; 2005年肉类总产量 7 800万吨,

水产 5 100万吨. 与之相伴, 商场、超市各种食品充

斥货架,滞销带来的浪费也达到惊人地步. 显然, 受

这种影响,农业生产, 尤其是粮食生产,因市场价格

低迷,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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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体营养角度和参考以往的粮食定额进行估

算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月消耗口粮 15 kg, 即 180

kg / (人∀年 )左右, 加上肉类消耗 (按人均 2 kg /月 )

折合饲料粮 120 kg / (人∀年 ) , 人均总需要粮食 300

kg /年,即可满足营养需要, 这和表 3所示统计数字

的测算基本吻合. 也就是说按我国 13 3亿人口,每

年需要粮食约 4亿吨. 然而我国粮食产量自 1997

年以来已经达到 5亿吨左右,也就是说已连续数年

人均粮食拥有量超过 400 kg, 大大高出世界人均消

费量的 263 kg. 豆类、油料、果、蔬的生产量还没有

在粮食生产中统计, 而这部分营养也能替代相当多

粮食需要. 根据日本 1995年统计其人均每日需要

营养按热量算为 2 000 kca,l折合粮食 570 g, 即 208

kg / (人∀年 ) (日本这个数字一直缓慢下降, 2002年

人均每日热量摄取降至 1 948 kca l) . 而我国 1992年

这个数字就达到 2 328 kca l/ (人∀日 ). 各国人均食

物需要量和供给量虽然有一定差距, 供给量需要大

于需要量,但即使如此,我国的人均粮食供给量也属

于高值.

表 3是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日营养供给量和由此

换算成人均年粮食 (糙米 )供给量, 换算中考虑到各

国饮食消费中动物性食品比例的不同. 如表 3数据

显示, 多数发达国家人均年粮食供给量都不足 350

kg, 和中国食物结构接近的日本只有 275 8 kg, 粮食

消费最高的美国也只有 375 5 kg, 我国实际的人均

日供能量折合人均粮食供应 310 kg / (人∀年 )左右.

然而, 我国一直都把这个目标定为 400 kg /(人∀年 )

左右. 从农业经营角度讲,过剩的生产 (生产成本上

升,产品价格下降 )成为农业、农民最大的负担. 因

此,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目标主要不是生产量的扩

张,而是结构的合理优化和质量的提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 农产品的市场竞

争越来越激烈,各国都把提高本国传统食品的市场

占有率和竞争力作为保护本国农业和食物安全的重

要战略. 振兴我国传统食品加工业最重要的意义还

在于它关系到农业的兴亡. 传统食品的原料一般都

来自本地的农产品, 本地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优势也

在于加工传统食品. 例如: 中国的小麦比较适合做

馒头、包子, 做面包则没有优势;国产大豆含蛋白、糖

质较多,油脂少, 适合做豆腐、腐乳、豆豉等传统豆制

品,发展以榨油为主的油脂化工、大豆蛋白加工业不

仅主要靠引进西方技术,更主要的是为美国、巴西生

产的大豆开辟市场;中国的籼米是作米粉、米线的最

适原料.

表 3 我国和部分发达国家人均日营养供给量和人均

年粮食供给量

国家
日供能量 /

kcal

动物性食物

比例 /%

折合日供

糙米 / g

折合年供

粮食 /kg

加拿大 3 026 6 31 864 7 315 6

法国 3 386 2 40 967 5 353 1

德国 3 151 5 34 900 4 328 6

英国 3 131 1 34 894 6 322 1

美国 3 600 5 29 1 028 7 375 5

日本 2 644 6 22 755 6 275 8

中国 2 970 1 22 848 6 309 7

注:日本数字为 2000年统计,其余国家为 1999年统计数据. 我

国数字为表 1中引用 FAOSTAT数据换算.

当然,进口适当的大豆, 弥补我国油料饲料的不

足也很必要,但美国等相关国家的企业无论是推动

其产业发展积极性,或技术实力完全可以满足行业

发展,不需要我国政府在资金上的扶植. 为了在中

国拓展小麦市场, 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都在我国

竭力推广西式面包、西点的技术和设备. 日本、泰国

也在我国拓展其大米市场.

由于传统食品发展较缓, 没有发挥更多带动我

国农产品市场的作用,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的发展、

农村经济振兴和农民的就职. 振兴我国传统食品产

业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2 3 有利于我国食品工业独立自主、不断创新、迅

速实现现代化

我国是食物生产大国,主要食物产量,几乎都是

世界第一 (见表 1) , 同时, 我国也是食品消费大国,

具有最多的人口消费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食

品工业化步伐加快,食品工业的发展方向直接关系

着或很大程度影响着我国 13亿人口的食物消费倾

向. 因此, 食品工业能否独立自主、不断创新, 不仅

关系到我国乃至世界农业和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也关系到国民的食物安全与健康, 农业发展的方向

和食品安全战略.

相应地,主食工业化生产是粮食加工增值的合

理延伸和新的经济生长点. 广义的主食就是指人们

日常三餐中食用频度较高, 提供主要营养来源的食

物. 狭义地讲,在我国主要指和副食对应的, 相对固

定的主要能量源食物. 每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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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有自己的传统的,相对固定的主食;通常不同民

族、不同地域的居民主食都有所不同, 有的差异很

大. 主食的形成往往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当地人类

根据其所在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 通过自身的

艰苦探索和劳动创造出的最适生存方式. 因此,主

食不仅是人们习惯上长期赖以生存的主要营养食

物,同时也是当地农牧业生产的主要产品. 正因为

如此, 在当代农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消费市场的情

况下, 主食消费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世界各

国政府、尤其是农业部门, 都把本国的主食产业发展

当作关系食物安全的战略问题而高度重视, 主食加

工业就成为发达国家食品工业的核心. 例如,欧美、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主食产业都是食品工业的主体,

且工业化程度较高.

基于其农业生产条件和消费习惯,日本政府一

直把稻米视为农业的战略主导产品, 把以米饭为中

心的主食置于高度重视的战略位置, 主食工业化体

现在米饭工业化,即: 以盒饭为代表的  中食!产业

发展很快. 日本主食中,工业化食品达到 70%左右.

据 2005年统计, 食品产业产值约 7 000亿美元, 按

照消费地点不同分为  外食 ! (饭馆餐饮 )、 中食 !

(超市盒饭等 )和  内食其它 ! (家庭备饭材料 ). 无

论是  外食 !、 中食 !和  内食 !, 除生鲜食品外, 多

数都已经是工业制品.  中食!占食品产业产值的

40% ( 2 783亿美元 ).  外食 !从高峰的 2 548亿美

元逐年降到 2 122亿美元;  内食 !的加工品产值
2 095亿美元.

以西餐为代表的游牧食文化国家,主食主要依

赖于畜牧业,小麦种植在西方也有重要地位,因此,

西方国家二战后食品工业发展的主流就是乳品、肉

制品和以主食面包为中心的烘焙食品. 即使如此,

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主食也不尽相同,但都

十分重视发展自己的传统主食,抵御外国工业化食

品对本国市场的争夺.

我国大部地域传统主食包括面制主食和米制主

食. 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米地区,以米饭、粥、米粉等

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馒头、包子、面条、饺子

等面食为主. 少数地区由于自然、气候等生产条件,

也有以杂粮或畜牧产品为主食. 我国居民的主食文

化不仅在数万年逐渐形成了传统的膳食结构, 同时

现代营养学也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合理性. 更重要

的是中国传统主食原料和农业生产特点的和谐性.

例如, 中国主要栽培的小麦品种, 筋力适中, 正适合

中国的主食面食馒头、面条. 中国栽培的大豆蛋白

质含量高,适合于传统豆腐等豆制品生产.

由于我国初期食品工业作为轻工业的一部分,

加工产品以副食为主,近年的发展又以引进为主,中

国人的主食和外国差异很大,导致西餐发展,而传统

的主食产业长期被忽视,生产工业化水平很低. 曾

有统计显示,在我国城市居民饮食消费 8 489亿元,

农村 7 651亿元,合计 16 140亿元的情况下, 食品工

业产值中主食制品仅占 0 89%.

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状况,发展我国传统食品

工业,特别是主食工业有利于我国食品工业的独立

自主、不断创新,而我国的传统食品工业的发展也只

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立足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的角度来讲,传统食

品工业的发展创新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传统食品工业的创新有利于推动食品工业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进入了后经济危机时期,根据历次经

济危机的经验,在经历经济危机后都会发生经济结

构的大的调整和变革,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

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冲击,而实际上是

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呈

现出  三高一低 !的特点, 即  高消耗、高污染、高投

入、低效益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创造  低消

耗、低污染、低投入、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 而创

新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最重要手段, 在食品工业更是

如此.

2)传统食品工业的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科技进步与创新, 已经

日益成为各国综合国力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途

径, 成为国际竞争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 国家创新

体系是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内容. 食品行业的创新是

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我国来说,包

括主食在内的传统食品行业的创新发展将会成为食

品行业发展的新亮点.

我国传统食品行业的发展滞后严重影响和制约

了我国粮食作物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例如,我国生产

的大豆,由于富含蛋白质,适用于制作豆腐、腐乳、豆

豉等各种豆制品, 但是对于我国大豆产业的创新和

发展滞后导致了豆制品行业对于大豆的需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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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这种局面又影响了我国大豆的销售和种植,

这些传统食品行业的创新不够、发展过慢的情况影

响到了我国各行业间创新链条的协调, 影响了国家

创新体系的和谐发展. 因此, 我们应当加大传统食

品生产的工业化进程,强化豆制品行业的各项标准,

不断推动传统食品工业创新发展.

3)传统食品生产的科学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

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我国传统食品加工手段落后, 例如一些传统豆

制品, 如豆酱、豆豉的加工大部分还处于手工作坊加

工阶段,因此,生产产品的质量和周期不能得到有力

保障, 进而对产品的营销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豆豉

的年产值仅为约 50亿元人民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作为韩国传统食品的泡菜,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和标准化,并已经被韩国政府推广到世界上 11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每年收入超过 70亿美元. 日本的纳

豆也是如此,截止到 1997年, 日本纳豆加工厂已经

增至 1 200个左右,产值达到 11亿美元. 2000年,

纳豆行业进行了初步整合,企业扩大了规模,仅原料

用豆就达 22万吨,产值翻了一番,达到 22亿美元.

通过韩国的泡菜和日本纳豆的发展壮大, 我们

可以得到启示,就是要加大对于传统食品的研发力

度,着手于传统食品的工业化、标准化, 此举不仅可

以促进传统食品工业科技的进步, 还能够得到巨大

的经济利益. 中国传统食品工业大有可为,中国传

统饮食文化也是世界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发展中国

传统食品工业,将会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经济

和文化的双丰收;因地制宜,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传

统食品工业,弘扬中华食文化有利于提高我国食品

在世界的影响和市场地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

4)传统食品工业的创新是我国食品科技队伍

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重视自主创新,支持自主创新,有利于培育大量

具有创新才能的食品工业科技人才. 过去的食品工

业以引进为主,无非是外国技术人员为我们培养熟

练工, 充其量也就是鼓励了模仿、测绘一类人才. 传

统食品工业的创新,因为可参照的现成技术少,创新

程度高,可以锻炼和培养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人才,

世界顶尖人才,引领我国和世界食品工业技术发展.

3 实现目标的研发重点

3 1 重视自主研发技术投入,走创新之路

推进我国主食产业化,科技是基础、是核心. 目

前我国食品行业企业缺乏科研创新, 大而不强的现

象尤为突出. 表现在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业开发投入

较少,产品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较低,品牌和关

键技术自主创新率低.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必须转

变发展方式,立足自主创新, 强化科研队伍.

传统主食食品工业化生产并非简单的规模化、

自动化改造,它既包括对产品从营销学角度的定位

和设计,也包括运用现代营养学、加工贮藏学、工程

学知识和技术开发出受市场欢迎的新产品. 在国

外, 像肯德基炸鸡、麦当劳汉堡包、方便面等就是这

样成功开发的范例. 必须指出, 传统食品如不进步

就不能不断满足现代人们生活的需要. 传统食品的

工业化开发需要创新意识和多学科新技术的综合应

用. 现在我国主食工业化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主食

工业化不仅会使我国食品工业化走上健康、稳定发

展的道路,也会为中华民族的强壮、人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革命性进步.

3 2 加快传统食品规格、标准的制定是推进食品工

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工业制品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必须要有严格详

尽的规格、标准,食品也一样. 无论是传统主食还是

其他传统食品没有严格的规格与标准,就谈不上产

业化、现代化; 规格化、标准化主食的生产原料也需

要规格化与标准化;规格化与标准化也是工业化主

食进入现代化市场营销系统、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

规格、标准的建立和制定必须作为企业技术的重要

支撑,不能仅有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只是商品安全

卫生和防止欺诈的最起码要求, 更系统、更详尽、更

有特色的企业标准才是现代食品品牌确立的必要

条件.

3 3 研究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立足我国农业资源

环境开发各种有特色的食品

传统食品的发展既要不断创新又要懂得继承.

中国的传统主食之所以在我国有着浓厚的基础是因

为它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我国居

民几千年来形成的饮食习惯. 过去我国曾经把发展

面包作为主食产业化的突破点, 因为面包有许多优

点, 是许多西方国家居民的主食. 然而面包要想在

我国推广,不仅有口味习惯的问题,作为主食还有与

其它菜肴,进餐方式搭配的问题. 外国的面包搭配

香肠、奶酪、黄油、生菜色拉相得益彰,可是就着炒青

菜肉丝、炖豆腐吃, 就未必滋润. 方便面之所以在我

国发展很快,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人们习惯了的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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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面条、馒头、包子等主食食品在我国肯定

很有市场,问题是其创新与发展一定要符合我国居

民的饮食习惯. 另外, 加强产地农产品的高度利用

和食品开发,不仅对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减少加工和

消费成本有重要意义,而且是食品安全的重要战略.

3 4 加强传统食品尤其是主食科研专业人才的

培养

我国开设食品专业院校很多,科研机关也不少,

但是无论是教学大纲、教材或师资结构都缺乏对我

国本身传统食品的教学研究内容, 尤其是传统主食

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十分缺乏. 没有人才就不能

完成我国食品产业振兴的大业.

3 5 加快社区主食供应中心的建设和单位食堂的

升级进步

我国已经开始了早餐示范工程的建设, 规划了

一批主食加工配送中心,以建成规范化生产、统一加

工配送和连锁化经营的早餐供应体系. 这对于我国

主食的产业化发展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日本的主食

产业化水平达到 70%以上,条件之一就是建有完善

的社区主食供应中心.

总之,从立足于我国国内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讲,

着重发展中国传统食品工业是我国食品工业的未来

发展趋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生活节

奏的加快,人们更倾向于食用高质量、方便化的食

品, 占我国饮食中绝大部分的食品是一些我国特有

的食品,例如主食的馒头、各种中式的菜肴和豆豉、

腐乳等佐餐食品, 这些食品的加工目前还多处于手

工作坊加工或半机械加工, 难以满足人们对日常饮

食日益增长的需要, 因此, 实现中国传统食品工业

化、标准化生产也是顺应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将各种中国传统食品工业化的过程, 是一个发

扬我国食品工业独立自主、创新精神的过程,因为各

种传统食品的加工工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饮食文

化的经验积累,它不同于西方的餐饮文化,西方的现

代化加工工艺和设备是不能解决中国传统食品加工

的问题,没有国外现成的技术或者设备可以引进,因

此, 传统食品的工业化重任落在了国人自己的肩上.

在独立自主发展我国传统食品工业的过程中, 我国

食品工业科技人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和问题,

应对各种情况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

创新的过程,也是我们的食品工业水平、技术研发水

平和研发队伍进入世界一流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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