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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魏 麟， 李春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学院，北京 100038）

摘 要 :　食品产业作为民生之基，历来是我国轻工业的支柱产业。在大食物观、健康中国战略等宏

观战略背景下，食品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质生产力作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能够通过驱动食品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催化食品行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助推食品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当前，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产业困

境、主体困境和制度困境。为此，应进一步优化产业，梯度化布局，分类指导，统筹促发展与保安

全之间的关系；强化人才支撑，构建多元化食品领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健全多主体间产学研用协

同发展长效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以有为政府促成有效市场，针对食品行业发展面临的难点，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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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od industry, a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has always been a pillar industry of 

China's light indust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cro strategies such as the all-encompassing approach to 

food and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the food industr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s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by driving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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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talyzing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food industry, and 

promoting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ood industry. Currently,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ood industr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industry 

difficulties, subject difficulties, and 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To this end, we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industry, layout the food industry in a gradient manner, provide classified guidance,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safety. Strengthen talent support,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system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food industry, and improve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mprove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o facilitate an effective marke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to the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food industry's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od industr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mprov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不仅

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传统产业的

转型升级指明了路径。食品产业作为民生之基，

历来是我国轻工业的支柱产业。“十三五”时期以

来，我国食品行业在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实现重要突破，当前正处于由

传统到现代、由人工到智能、由经验到科学的关

键发展时期［1］。在大食物观、健康中国战略、可

持续发展等宏观战略背景下，食品产业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由当前的高速发展转

向高质量发展是食品产业发展的关键要义。新质

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

力点，已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推动力、支撑力［2］。本文拟对以新质生产力

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

与突破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食品领域探索新质

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实践提供

参考，切实提升食品产业综合竞争力。

1　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机理

1.1　技术驱动：新质生产力驱动食品科学技术革命

性突破

新质生产力注重科技创新在生产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强调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实现传

统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无论是食品领域的智能

化管理，还是现代食品的研发，新质生产力都能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近年来，在生物技术、智

能制造技术的驱动下，食品科学技术正在发生革

命性的突破，大大提升了食品生产力。例如，在

农业领域，基因编辑、分子育种等前沿技术的应

用，能够加快培育高产、优质的新品种，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3］；利用智能灌溉系统结合数据分析

平台实施精准作业，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产出效率。

在食品生产环节，食品产业正在转向由数据驱动

的精细化生产，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食

品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流程，通过引入物联网、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在

食品加工环节，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大

改良了食品的品质，利用新兴的酶工程技术和微

生物发酵技术能够改善食品口感，满足健康要求

的功能性食品不断发展；传感器技术的应用则可

以实现食品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了

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1.2　行业提升：新质生产力催化食品行业生产要素

创新性配置

社会的发展进步伴随着生产要素的类型增加

和多样化组合，在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

技术、知识、管理、信息等都成为了生产要素的

组成部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生产力发生跃

升的基础。新质生产力强调“质”的提高，能够

催化食品行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高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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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的精度。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既注

重食品产业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优

化组合以实现其价值最大化，也强调以行业管理

创新及行业销售模式发展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例如，通过引入先进的检测和质量管理

系统，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有效监控和管理，以危

害 分 析 和 关 键 点 控 制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为代表的企业内部合规管

理模式，通过整合企业内部人员、技术、信息等

生产要素，实现了企业的自我运作、评估与管

理［4］；建立完善的追溯体系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并

处理产品质量问题，使生产端、加工端、流通端

和消费端全供应链流程信息得以实时追踪，提高

消费者信任度和品牌声誉；传统劳动力与数据要

素的创新性重组能够为食品行业的发展开辟新赛

道，农户利用互联网、移动支付、物流配送与自

媒体等，搭建食品销售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等

的销售渠道，有效缩短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1.3　产业变革：新质生产力助推食品产业深度转型

升级

在食品科学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和食品行业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基础上，食品产业的深度

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能够助推产

业转型升级，尤其是通过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摆脱传统增长模式［5］。其

一，助推食品新业态发展。例如，近年来预制菜

产业市场扩容趋势明显［6］，2023年我国预制菜市

场规模已达 5 100亿元，2024年 3月 18日，《关于

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通知》发布，引导预制菜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

专业化发展；其二，绿色可持续成为食品产业发

展的重要方向，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与传

统生产力相比，其更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食

品产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在生产端，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通过

引入环保技术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推动产

业向更加环保的方向发展；在消费端，绿色食品

行业销售额整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全国绿色食

品销售额超过5 000亿元［7］。其三，食品产业步入

安全与健康并行的发展阶段。“十三五”以来，我

国陆续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民

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等文件，健康中国

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地位，健康饮食日益成为

全球性的消费新趋势。

2　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食品产业科技支撑，

以科技创新促进食品产业发展的成绩显著。2024
年一季度，全国食品工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2.1万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 536亿元，为轻工业稳步增

长、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积

极贡献［8］。食品工业产值的积极向好，展示出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潜力。然而，当前食品

产业仍然存在部分短板，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2.1　产业困境：食品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产业发展

与安全保障面临共时性困境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属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这一

问题在食品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发展与

安全关系的统筹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后，我

国食品工业开始大规模发展，不同于多数经历了

完整现代化周期的发达国家，我国用较短的时间

实现了“压缩式”的现代化进程［9］。在压缩式的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食品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但也面临着统筹产业发展与保障食品安全的共时

性困境。

一方面，需要统筹食品产业整体发展与安全

保障之间的平衡。当前我国食品产业基础较为薄

弱，食品生产经营者基数大、异质性强、分布散、

集约化程度低的特点长期存在，从成规模的食品

企业，到不计其数的流动商贩、小作坊、食杂店，

不同规模和类型的食品企业发展需求均不相同，

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守法意识与合规能力更

是参差不齐，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10］。以餐饮业

为例，截至目前我国餐饮收入已突破4万亿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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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餐饮企业均为 10人以下的微小企业，生

产效率低下，食品安全质量难以保障［11］。发达国

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当恩格尔系数在 30%~50%

时，是食品安全问题最高发的时期。我国当前恩

格尔系数长期居于 30%上下，中西部地区及部分

农村地区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徘徊，总体而言，

仍然处于食品安全风险易发、高发期［12］，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守好食品安全

底线依然任重道远，我国食品产业在安全与发展

之间蹒跚前进。

另一方面，需要统筹食品新业态发展与安全

之间的平衡。在食品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食

品新业态已不断涌现。伴随着社会发展，传统食

品业态与互联网、新技术、新理念不断碰撞融合，

逐渐形成了网络餐饮、预制菜、无人现制现售等

新业态。食品新业态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

发展的典型样态，但也给食品安全治理带来了新

的挑战，如若监管不足将导致食品安全风险无法

得到有效控制，若过度监管则会束缚食品新业态

的健康发展，食品新业态发展面临着科学监管与

鼓励发展之间平衡的两难问题［13］。

2.2　主体困境：食品领域应用型人才较为短缺，产

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

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作

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

要的孵化作用。当前我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受

到技术人才短缺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

的制约。

一方面，我国食品领域应用型人才较为短缺。

食品领域应用技术人才主要包括专职科研人员与

食品企业研发人员。在专职科研人员方面，存在

传统人才多、复合应用型人才少的问题。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食品领域创新人才、研发投入仍

然有待提升。在食品企业研发人员方面同样存在

缺口，我国食品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高校

食品科学专业毕业生向其他行业流失，导致食品

企业生产端高素质人才短缺。此外，食品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不高，较为分散的市场结构与创新成

果的低回报性，制约了食品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

的人才投入力度。

另一方面，各主体间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长

效机制尚未形成。当前我国高校等科研机构的成

果考评以论文等为主要形式，对于成果产业化水

平、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推广应用指标关注较少［14］，

且在设定食品领域研发项目主题时，存在追求学

术热点、理论价值的现象，对于食品企业实际研

发和应用需求考虑不足，绝大多数食品企业的话

语权也较弱，参与度较低。这就导致科研机构与

企业在目标定位与激励准则方面存在差异，产学

研用之间的衔接不畅，科研机构与食品企业之间

合作不足，难以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加之知识产

权共享的激励相容、利益共享机制缺乏，势必导

致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许多耗费巨资

产出的科研项目并未有效转化，食品企业面临的

技术瓶颈也未得到有效解决。

2.3　制度困境：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政府与市场关

系亟待完善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还

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其中，营商环境

是稳定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研

究表明，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15］。近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采取了大量措施，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已从 2008
年的第 90 位稳步上升至 2020 年的第 31 位［16］。为

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当前的营商环境

仍然存在改善的空间。

其一，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近年来随

着营商环境的改善，食品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已有明显下降，但实践中行政裁量权的不规范、

产业发展政策的不确定、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不够

等因素仍然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企业难以

将有限的资源最大化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17］；

其二，企业融资存在困难。食品科学技术的攻坚

创新、食品行业管理模式的革新、食品绿色产能

的开发具有周期长、门槛高、成果转化率低的特

点，这使得食品产业创新面临着较高的融资约束。

在营商环境堪忧的情况下，企业融资缺乏制度保

障和足够力度的信贷优惠政策，加之金融机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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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壁垒，企业无法得到有效

的资金支持，创新活动的开展也就难以为继［18］；

其三，知识产权保护不足，食品市场存在同质化

无序竞争。当有食品企业推出新研发的产品或主

打某一健康概念后，市场上很快会出现售价较低

的仿品，在知识产权意识较弱、保护力度不足的

情况下，对于被仿冒的企业而言，维权成本高、

周期长、举证难，极大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的积

极性。营商环境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营商环境的优劣在一定程

度上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现。

3　新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突破路径

3.1　产业优化：分类指导，梯度化布局食品产业，统

筹促发展与保安全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当前的产业基础上突破食品产业发展

与食品安全保障共时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在

促进科技创新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双重目标之间寻

找均衡点。一方面，食品安全是不可撼动的底线，

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提出“四个最严”等强化

监管效能的政策，着力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另

一方面，食品新业态的发展已成蓬勃之势，促进

科技创新、开辟市场空间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

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

实现、迭代循环的。针对我国当前食品产业异质

性强、规模差异大的特点，应当针对不同类型、

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采取分类指导的方式，梯度

化布局食品产业。

分类指导是总书记提出的指导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方法论之一，强调政策与措施的精准性。在

新质生产力所要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不同类

型的企业有不同的使命和责任，头部企业、大型

企业主要通过基础产品改进、技术创新等方式引

领产业发展方向，中小型企业则通过技术学习、

稳步跟进的方式共同发展［19］。具体而言，在食品

产业中，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规模大小、食品安

全信用状况与发展需求，可将食品企业分为四类。

根据国务院食安委 2022年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

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
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食品

从业者经营规模可划分为大中型与小微型；依据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022年发布的《食品生产企业

风险分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参照《上海

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

理办法》等地方细则，统筹静态、动态、通用风

险三类风险因素，食品从业者安全信用风险等级

可划分为高信用风险等级与低信用风险等级，交

叉组合得到“大中型-低信用风险”“大中型-高信

用风险”“小微型-低信用风险”“小微型-高信用风

险”四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对于经营规模较大、信用状况良好的“大中

型-低信用风险”企业，应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针对性给予政策扶持与激励，激活其持续发展动

机，推动食品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各类

资源，打破技术壁垒，加快发展食品新业态，由

传统的产能型竞争转向创新型竞争。作为超前布

局食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后备军，力

争在合成生物学、食品生物信息学、食品生物制

造、绿色低碳食品和细胞产业等前沿领域取得一

批具有自主原创性、重大技术突破、产业引领性

的国际级成果，抢占世界未来食品高科技阵地与

产业高地；对于经营规模较大、但信用状况较差

的“大中型-高信用风险”从业者，则应以强化其

落实主体责任、增强合规经营意识为主要着力点，

引导其自觉改善经营状况，通过主动发布“食品

安全承诺”等方式提高企业声誉，向食品龙头企

业看齐；对于信用状况良好的小微型企业而言，

可通过直接经济奖励、税收减免、信贷优惠等措

施予以激励，助力其做好食品传统产业的基石；

“小微型-高信用风险”生产销售商往往是食品安全

问题的高发领域，也是阻碍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隐患，对于此类从业者应及时采取约谈、

帮助改善经营等行政指导方式纠正其行为，对于

已经构成违法犯罪的应按予以严厉打击，捍卫食

品安全底线。

3.2　人才支撑：构建多元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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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长效机制

劳动者是生产活动的能动主体，对生产力质

态跃升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才已成为推动科技进

步和社会发展的宝贵战略资源和重要支撑，在新

质生产力赋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高

素质人才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一方面，着力构建多元化的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其一，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食品领域创新人

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当前的食品科学学科

体系建设中，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科教融合育

人体系，既要强化基础性的科技人才培养，为科

技创新夯实基础，也应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结合

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与市场发展趋势，优

化现有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体系，致力于输送适

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时代食品领域人才［7］。其

二，努力培育食品行业相关企业高质量人才。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

率不断提升的过程，需要大量食品企业中具有研

发能力和经营管理的人才，不断优化组合各类生

产要素资源，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应鼓励相

关企业聚焦国内外食品行业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

积极开展学习培训，加强领域内高质量技能人才、

研发人员培养，同时大力引进国内外专业人才，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食品企业。

另一方面，健全多主体间产学研用协同发展

长效机制。其一，构建食品领域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食品企业、监管部门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

有效沟通、系统衔接、一体化推进的长效协同创

新机制。企业作为市场前沿主体，能够为高校、

科研院所的研究提供精准的目标导向、实践平台

和资金支持，有效提升科研成果应用价值。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优势则能够为产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共同服务于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因此，政府应加大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资源

的整合力度，整合优势科技资源，组织多方主体

联合攻克食品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充分发

挥协同作用［20］。其二，强化以满足产业需求为导

向的科研考评机制，在食品关键技术研发等相关

科研项目考核上，应提高产业化导向的绩效考核

比例，引入食品行业用户评价机制，提升产业成

果转化对科研人员职称评定的影响作用。此外，

应鼓励并引导企业积极参与食品领域关键技术研

发等项目遴选、立项与研究工作，探索“急产业

发展所急，需企业创新所需”的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模式，形成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

3.3　制度保障：以有为政府促成有效市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

从西方现代化历程经验来看，产业革命与技

术创新并非完全依靠市场化的道路，而是有赖于

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甚至许多关键性技术的

突破都是通过政府推动而实现。因此，处理好政

府和市场关系、优化营商环境对于科技突破、产

业发展和生产力跃升具有重要意义［21］。

首先，在宏观层面，应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

场的边界，以有为政府促成有效市场，为进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奠定基础。其一，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能，推动政府职能向科技创新服务转变，从宏

观引领、前瞻部署、政策供给等方面，构建政府

服务科技创新的新格局，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下的

产业创新受阻；其二，进一步强化制度稳定性，

注重食品监管政策法规的可预期性，减少政府对

市场主体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过度干预，充分

尊重市场规律，减少食品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三，进一步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制定合理的

食品市场发展规划，有效引导市场发展，充分激

发食品领域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生产力跃升中的

协同效应［21］。

其次，在微观层面，应针对食品企业发展面

临的痛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其一，完善

市场化营商环境，降低食品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具有

创新能力的食品企业行政审批流程，降低有关企

业运营成本，通过放管结合、放管并重促成市场

化营商环境，消除食品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的无效桎梏［22］。其二，完善国际化营商环境，

缓解食品企业融资困难。在食品企业的研发活动

中，重大技术创新往往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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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从行业领域细分情况来看，预制菜、烘焙、

预调酒和保健食品等板块是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投

资热点［23］。完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高水平

对外开放战略，能够有效促进国内外企业良性竞

争，拓宽食品企业融资渠道，有助于食品新业态

的蓬勃发展与食品生产加工技术的推陈出新。其

三，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食品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于我国

当前食品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法治亦是保

障食品产业健康发展的底线。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要求政府有效发挥引导、规范与保障作用，加强

法治建设，依法规范食品市场主体行为，特别是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推进食品领

域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与酒类、功能食品、药食

同源等重点领域保障，促进食品市场公平竞争，

切实保障创新型食品企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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