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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全球植物肉生产主要以植物蛋白为原料，其中基于大豆蛋白生产的植物肉在市场中占绝

对优势。我国作为非转基因大豆最大生产国，与大豆主产国相比，从价格角度提升国产大豆竞争力后

劲不足，但未来可考虑从植物肉生产环节入手解决国产大豆过剩问题。为此，本文从全球植物肉产业

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国内外产业发展差距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深入分析，提出了我国植物肉产业发展面临

的一系列挑战，包括监管政策不完善、产品本身有缺陷、消费者对产品认知不足等。最后，从加强政

策扶持与引导、推动科技创新与研发以及扩大市场认知与接受度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植物肉产业发展

的政策建议，旨在为振兴我国大豆产业，进一步推动植物肉产业发展提供研究基础和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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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global production of plant-based meat relies on plant proteins, with plant-based meat 

based on soybean protein dominating market. As the largest producer of non-GMO soybeans, China faces a 

disadvantage in terms of price competitiveness compared with other major soybean-producing countries. 

However,, domestic soybean surplus may be solved from the angle of plant-based meat Production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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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plant-based meat industry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s well as the domestic-foreign gaps in plant-based meat industry development. 

Secondly, a series of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omestic plant-based meat industry, including the inadequate 

regulatory policies, product flaws and a lack of consumers’ awareness of product.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and guidance, promoting 

R&D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panding market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case references to help revitalize China’s soybea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lant-based meat industry. 

Key words: plant-based meat; soybean; protein; policy and suggestion 

肉类是人类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随

着人口数量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及公众对健康

饮食的日益重视，全球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需求

增长显著[1]。与传统肉类生产消耗大量水土资源

相比，植物肉生产因更加环保且无生理碳排，又

对预防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

有益，因此备受消费者青睐[2]。根据蛋白来源划

分，植物肉大体包括大豆肉、小麦肉、豌豆肉和

其他肉类。其中，在植物肉行业中大豆肉处于绝

对优势地位。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 报告，2023 年全球大豆肉在整个植物肉

市场中占比为 48%，小麦肉约 40%[3]。 

我国作为非转基因大豆最大生产国，生产成

本明显偏高，与全球大豆主产国巴西和美国相比，

从价格角度提升国产大豆竞争力后劲明显不足。

但未来可考虑从大豆深加工环节作为突破口解决

国产大豆过剩、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大豆作

为我国生产植物肉产品的重要原料，因国产大豆

具备非转基因优势且蛋白含量高，积极推动我国

植物肉产业发展，对于拓展大豆消费空间、激活

大豆产业链、增加大豆附加值、提升大豆产业竞

争力将是一个较佳的备选方案[4]。 

在此背景下，系统归纳和深度分析全球植物

肉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国内外产业发展差距以

及产业发展面临挑战等内容，对于进一步推动我

国植物肉产业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1  全球植物肉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1.1  全球植物肉产业发展现状 

1.1.1  全球植物肉市场发展格局 

日益增长的环保压力及健康问题驱动全球植

物肉市场快速发展[5]。据美国市场分析机构 Renub 

Research 分析，因植物肉营养价值高及与动物肉

消费有关的健康问题日益增加，近年来北美消费

者越来越亲睐植物肉产品，再加上当地政府对植

物肉研发支持措施的频繁出台，进一步推动该地

区市场快速发展。据印度咨询公司 Maximize 

Market Research 分析，2022 年全球植物肉类产能

约为 220 万 t，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欧洲（41%）和

北美（34%）[6]。按国家划分，全球植物肉市场主

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英国、比利时、荷兰、土耳其、中国、

日本、印度、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南非和其他地区。其中，

中国正成为全球植物肉市场主要参与者，这与公

众对健康与环境的日益关注及政府出台的各类激

励措施与税收减免政策有较大关联度。 

1.1.2  全球植物肉产业投资概况 

全球植物肉产业投资呈增长趋势。据美国智

库 Good Food Institute（GFI）估计，来自天使投

资者、风险资本家、各种公共和私人组织/基金以

及监管机构的资金资助，使初创企业/小型公司能

够在植物肉领域开展更多研发活动。2023 年，包

含植物肉在内用在替代蛋白质项目的全球公共

投资共有 5.23 亿美元（1.90 亿美元研发资金，

1.62 亿美元商业化资金，1.71 亿美元两者混用资

金） [7]。过去五年，全球植物肉公司共筹集 50

多亿美元，用以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其中，

日本植物肉初创公司 Daiz，在四轮风险投资和一

轮其他股权融资中筹到一大笔资金，紧随其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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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植物肉初创公司 Daring Foods、瑞典植物

海 鲜 公 司 Hooked Foods 、 美 国 人 造 肉 公 司

Impossible Foods 以及智利食品科技公司 NotCo，

上述每家公司均获得 4 轮融资。2024 年 2 月，西

班牙植物肉初创公司 Heura Foods 通过风险投资

共筹集 4 000 万欧元[8]，用以改进生产技术并扩

大市场规模。 

1.1.3  发达国家植物肉产业支持措施 

政策支持显著推动了肉类替代品的开发与消

费。2022 年丹麦作为欧盟植物基食品的区域领导

者，发布了世界最大植物基食品基金，并制定了

世界上第一个植物基食品国家行动计划。2023 年

加拿大蛋白质产业发展中心投资数亿美元为消费

者提供新颖食品选择，包括植物三文鱼等[9]。2023

年法国政府通过 SOYSTAINABLE、AlinOVeg、

LETSPROSEED 等项目，大幅增加“将豆类作物

开发为替代蛋白产品”项目的研究资金[10]。2023

年英国创新机构 Innovate UK 资助了一个为期两

年项目，即从苋菜叶中提取植物蛋白[11]。2024 年

德国政府宣布为可持续蛋白质转型提供 3 800 万

欧元资金[12]，包括为替代蛋白质生产创新提供资

金支持，提高替代蛋白质营养价值，并帮助农民

和企业从畜牧业过渡到植物基蛋白、培养蛋白或

发酵蛋白生产。 

1.2  全球植物肉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 分

析，2024—2035 年间，全球植物肉市场预计将快

速增长，市场规模将从 2024 年 171 亿美元增长到

2035 年 548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将达 11.16%[5]。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正在通过先进生物技术寻求

用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的解决方案，并向研究

机构、植物肉生产商提供研发经费支持、财政激

励措施和补贴政策等，向企业、餐馆、学校等机

构宣传和推广植物肉。上述举措旨在促进植物肉

技术与产品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

力，抢占国际市场。 

美国在替代蛋白质领域一直是全球私营部门

领导者，其替代蛋白私人投资和专业公司数量在

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未来市场也将因消费者对健

康问题日益关注及各类投资刺激和政策支持等驱

动因素实现迅速增长。英国政府在可持续蛋白质

解决方案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促进食品行业

创新和弹性，投资 1 200 万英镑建立可持续蛋白

质中心[13]。在政策持续加持下，以及公众对健康

与环保意识增强等因素驱动，英国未来市场将快

速增长。印度一半以上人口年龄在 30 岁以下，拥

有庞大蛋白消费市场，政府已将替代蛋白产业列

为 2023 年高性能生物制造政策优先事项下的六

大主题行业之一 [14]。以政府支持作为主要驱动

力，再加上庞大人口基数、素食主义等因素影响，

印度未来市场也将实现快速增长。欧洲一些国家

政府超前谋划布局，致力于替代蛋白质研发与商

业化，在健康意识、环保意识等因素驱动下，未

来市场将继续实现快速增长。虽然澳大利亚是一

个较小的市场，但 CSIRO 2022 年的《蛋白质》

报告称，到 2030 年，澳大利亚的植物性产品市场

价值将达到 30~90 亿澳元[15]。亚太地区作为世界

人口最多地区，发展替代蛋白产业机会众多，表

现最为突出的是新加坡，目前至少有 25 家跨国初

创公司和企业在该国开展替代蛋白研发业务[16]。

因此，该地区在传统饮食习惯、动物蛋白缺口加

大及公共投资增加等因素影响下，未来市场将会

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表 1）。 

2  我国植物肉产业发展现状 

2.1  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展空间较大 

我国植物肉行业起步较晚，产品技术含量低，

关键技术体系尚未建立，技术水平总体落后国际

水平，且主要以豆粉、豆粕、大豆蛋白、小麦蛋

白等为原料，通过挤压膨化工艺简单加工，某种

程度上仅模仿了肉制品味道或形状，价格低，实

际口感与真实肉制品相差较大[17]。另外，作为肉

类消费大国，我国猪肉和牛肉进口近年来一直位

居世界第一位。据中国海关统计，我国肉类及制

品累计进口量为 723.53 万 t，同比增长 0.27%，

未来利用生物技术研发动物蛋白的可持续替代品

将是解决我国蛋白质缺口的一个备选方案。其中，

植物肉因兼具环保与健康两大优点，无疑为其创

造更多市场机会，未来我国植物肉市场将会有较

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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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些国家或地区植物肉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Table 1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plant meat industry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国家或地区 发展趋势 驱动因素 

美国 
2024—2035 年市场将

迅速增长 

1. 植物肉拥有零胆固醇、零激素、零反式脂肪酸、零抗生素等特点，且消费者逐渐意识到素

食对健康有益； 

2. 制造商为创造多元化产品所做的各类投资刺激植物肉市场迅速增长。 

英国 
2024—2035 年市场将

持续快速增长 

1. 政府推出各种旨在促进可持续粮食系统和减少农业碳足迹的支持政策，国家食品战略和植

物基食品研究基金等倡议支持植物肉产品开发和采用； 

2. 公众意识行动和宣传教育等活动提高了消费者对植物肉认识和接受度。 

印度 
2024—2035 年间市场

将快速增长 

1. 较大一批民众因宗教或文化坚持素食，对植物基食品有良好接受度； 

2. 在各地超市、杂货店和在线平台上，植物肉制品供应种类日益增多，零售商和食品服务提

供商将更多植物基食品纳入销售行列； 

3. 政府将替代蛋白列为 2023 年高性能生物制造政策优先事项下的六大主题行业之一。 

欧洲地区 
2024—2035 年市场将

实现持续增长 

1. 消费者意识到红肉和加工肉与健康问题存在关联度，且植物肉产品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

含量低，与公众健康饮食和健康需求保持一致； 

2. 一些国家积极出台政策措施，支持替代蛋白研发与商业化。如丹麦政府发布《植物基食品

行动计划》，对公私部门提供研发支持；德国政府从 2024 年财政预算中下拨专项资金，支持替

代蛋白研发。 

亚太地区 

2024—2035 年市场复

合年增长率将在 13%

以上 

1. 传统饮食文化多为植物基食物，如豆腐和豆豉，这种对植物基食品的文化熟悉度为采用新

的肉类替代品创造有利条件； 

2. 庞大人口规模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蛋白质需求将有大幅增长； 

3. 新加坡通过发布“30 by 30 倡议”支持替代蛋白行业发展，至少有 25 家跨国初创公司和企

业在本国开展研发业务。 

 

2.2  品牌众多，企业规模偏小，市场格局呈多元化 

随着国外植物肉概念引入及产业兴起，我国

植物肉企业也逐步发展并进入市场。目前，国内

植物肉市场涌现出众多品牌，如星期零、植爱生

活、植物家等，这些品牌通过不同产品定位和市

场策略，基本满足消费者产品多样化需求[18]。根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我国植物肉行业公司整

体规模较小，2018 年深圳齐善食品营业额为 3 亿

元，江苏鸿昶食品和宁波素莲食品分别为 6 000

万元和 3 000 万元，Beyond Meat 营业额则高达

2.98 亿美元[19]，三家企业营业额之和不及 Beyond 

Meat。另外，一些跨国企业纷纷来中国投资建厂，

包括 Beyond Meat、Impossible Foods 在内，这无

疑与国内尚未形成集群发展的企业形成强烈竞争

关系。 

3  我国植物肉产业与发达国家对比分析 

3.1  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分析 

发达国家植物肉技术研发起步早投入大，已

形成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在植物蛋白纤维化加

工、大豆血红蛋白生产、风味物质合成与应用及

营养强化与功能化等方面进展显著 [20]。Beyond 

Meat、Impossible Foods、Maple Leaf Foods 等植

物肉巨头核心技术突出，其产品已实现对动物肉

制品的全真模拟，口感、味道、外形跟动物肉制

品相差无几[21]。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在植物肉研

发上尽管也取得一定成果，但在技术创新、专利

布局、品牌建设、市场拓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 

3.2  市场规模与消费者接受度分析 

发达国家植物肉市场发展在多种因素驱动下

已初具规模，消费者对植物肉产品接受度较高，

且种类繁多，涵盖了汉堡、香肠、碎肉等多种形

态，基本满足了不同消费者需求。例如，美国已

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格局，拥有多家知名植物肉

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并推动整个

行业快速发展。根据美国植物基协会报告，美国

植物肉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市场销售额从

2019 年 9.40 亿美元增长至 2021 年 14.20 亿美元，

并且 2020 年大约有 18%家庭购买植物肉制品，到

2021 年增长至 19%[22]，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保持

增长趋势。中国植物肉市场规模总体较小，消费

者多为尝鲜群体，对其接受度低，企业竞争力羸

弱。尽管近年来市场有增长趋势，但与发达国家

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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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业链与供应链分析 

发达国家植物肉产业链相对完善，从原料种

植、加工生产到市场销售推广等各个环节都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同时，这些国家拥有众多专

门从事植物肉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以及完

善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策略。例如，美国植物肉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就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和

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植物肉产业快速发展。其中，

2024 年 2 月，Impossible Foods 与美国陆军中心建

立了合作关系，旨在扩大在全球分销渠道[23]。相

比之下，中国植物肉产业链与供应链还存在一些

问题，如技术难点尚未完全攻克、生产成本高、

售价高、销售渠道不足等。另外，相关企业和资源

相对分散，产业集群尚未建立，未形成规模效应。 

3.4  政策与法规支持分析 

发达国家更早认识到植物基食品对环境保

护、健康饮食、资源节约、动物蛋白替代的重要

性，并在政策层面上给予诸多支持，包括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研发资金、创业基金等。例如，

2021 年日本发布一份白皮书，指出肉类替代品，

包括使用大豆的肉类替代品，可以帮助本国实现

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24]。2023 年韩国政府发布

一项植物基食品计划，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植物基

食品研究中心和一项从国内作物中开发植物基蛋

白的倡议[25]。相比之下，中国植物肉行业起步较

晚，缺乏明确的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但近年来

已逐步意识植物肉产业具有环保、低碳等优势，

也在布局和规划，并逐步加大支持力度。 

3.5  国际合作与交流分析 

发达国家在技术层面引领植物肉领域的创新

潮流，与全球顶尖科研机构与企业深度合作，共

同探索植物肉技术的无限可能。在市场拓展方面，

发达国家企业凭借其强大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推广

策略，成功将植物肉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如 2023

年新加坡企业局启动了一项食品技术计划，旨在

帮助包括植物基食品在内的替代蛋白初创企业进

驻中国大陆市场。2023 年底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

向植物基鸡蛋初创公司 Umami United 提供 9.17

亿日元资助[26]，帮助其将业务拓展到美国及欧洲

市场。在标准制定方面，发达国家积极参与国际

植物肉产业标准制定与修订，促进该行业规范化、

标准化发展。相比之下，我国植物肉产业国际合

作与交流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市场接轨和合

作经验相对有限，导致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

乏足够的合作伙伴和渠道资源，难以快速拓展国

际市场。 

4  我国植物肉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4.1  植物肉监管政策尚不完善 

目前，我国植物肉监管政策尚不完善，给企

业生产和销售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一是法律法规

不健全。我国专门针对植物肉产业的法律法规体

系尚不完善，缺乏系统性的规范。现有的一些食

品安全法规虽然对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

有所规定，但针对植物肉这一新兴产业的特殊性

和复杂性，可能无法全面覆盖，导致监管存在漏

洞。二是标准体系缺失。植物肉在质量、安全、

营养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且因缺乏

统一标准，导致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证，给监管

工作带来困难。三是监管机制不完善。监管部门

职责划分不清晰，导致交叉监管与监管空白。四

是市场准入门槛低。由于监管政策不完善，一些

不具备生产资质和条件的企业可能会进入市场，

其产品质量不达标，给消费者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4.2  植物肉产品本身存在一些瑕疵 

植物肉与传统肉类在营养成分上存在差距，

如缺乏维生素 B12、n-3 多不饱和脂肪酸、铁、锌

等元素。口感上，尽管植物肉在外观上可模拟真

实肉类的纹理和色泽，但仍无法与真实动物肉相

比拟。质地上，植物肉可能因制作工艺与原料不

同存在差异[27]。一些植物肉制品可能存在质地不

均问题，进而影响消费者的食用体验，导致对植

物肉整体评价偏低。为了改善植物肉口感与质地，

部分产品可能因为添加大量植物油、食品添加剂

和粘合剂等，导致热量及钠含量整体偏高，也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总之，产品本身缺陷

使得部分消费者在初次试吃后难以形成持续购买

意愿。 



第 33 卷 2025 年 第 3 期  食品加工 

 

 143  

4.3  消费者对植物肉产品认知不足 

近年来，植物肉产品随着宣传与推广力度加

大而逐渐进入市场，但我国大部分消费者对其了

解仍然十分有限。很多消费者只是听说过植物肉，

但对其具体成分、风味与质地、制作工艺及营养

价值、健康与环保等方面的认识仍显不足。许多

消费者容易将植物肉与豆干、腐竹、素鸡等传统

素食产品混淆，认为两者之间无本质区别。这种

误解很容易忽视植物肉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另外，

我国对植物肉市场普及率相对较低，消费者对其

市场定位、价格、品牌选择等缺乏了解。上述对

植物肉认知的种种不足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一般

都持观望态度，难以形成稳定消费习惯和持续购

买力。 

4.4  植物肉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偏高 

当前，我国植物肉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主要

体现在较高的加工成本、研发成本和市场推广成

本上，导致其市场价格往往高于传统肉类。以星

巴克为例，一份植物肉牛肉卷价格为 59 元，而普

通牛肉卷仅 39 元[28]。另外，为了改善植物肉口

感和质地，提高营养价值和市场竞争力，企业需

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技术研发、产品

创新、品牌创建以及市场拓展，从而进一步提高

了植物肉的生产成本，致其价格高居不下。两者

之间的这种价格差致其在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群体

中难以获得广泛认可度和接受度。 

4.5  植物肉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不足 

我国植物肉产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加

工工艺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技

术上的不足限制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交流与合

作。首先，在植物肉领域，国际间的专利布局和

知识产权保护日益重要，我国企业在这些方面的

能力偏弱，在国际合作中可能会面临知识产权纠

纷和壁垒，从而影响合作的顺利开展。其次，国

际合作缺乏有效的对接平台和机制，与国际同行

的交流与合作缺乏深度与广度，限制了我国植物

肉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发

展。最后，植物肉产业作为一种蓬勃发展的新兴

产业，既需要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和

消费习惯，又需要具备拥有国际化管理与运营经

验的复合型人才来推动企业国际化，但我国在此

领域对此类人才需求仍然十分迫切。 

5  促进我国植物肉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5.1  加强植物肉政策扶持与引导 

一是出台植物肉专项规划。明确植物肉产业

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为

企业发展指引方向，为产业发展提供指导。二是

设立植物肉专项基金。为产业提供资金支持，鼓

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三是提供金融支持。设立植物肉创新创业基金，

为研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专

项贷款和优惠利率等，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四是

加快制定完善行业标准。包括产品质量、生产工

艺、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市场秩序。五

是提供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为企业提供研发、

生产、市场推广等方面的财政补贴，给予税收减

免或优惠。六是提供环保政策支持。针对植物肉

产业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如

给予环保认证、绿色信贷等支持。 

5.2  推动植物肉科技创新与研发 

一是跟踪监测植物肉产业发展动向。密切关

注国内外植物肉产业的发展趋势、技术前沿、政

策环境、法规标准以及市场变化等，及时调整研

发方向、生产布局和监管标准。二是构建原料研

发技术平台。深入研究和开发多种植物蛋白原料，

探索产品最佳配比和加工工艺，提升其口感、质

地和营养价值。三是支持跨学科融合研究。植物

肉技术涉及食品科学、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等多

个领域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形成合力，推

动技术与产品创新。四是创新蛋白挤压技术。针

对植物蛋白的拉丝化或拆丝技术进行优化，使其

更接近真实肉类的纤维感和嚼劲。通过改进挤压

膨化技术，得到更多优质植物基的拉丝组织蛋白。

五是加强营养强化技术研发。针对植物肉在氨基

酸、矿物质、微量元素等成分上的不足，加强营

养强化研究，确保植物肉产品在营养上能全面替

代动物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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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扩大植物肉市场认知与接受度 

一是精准定位市场。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需

求和偏好，对产品精准定位。例如，针对健康意

识较强的年轻人群，推出低脂、低糖、高蛋白的

植物肉产品；针对素食主义者，推出口味多样化

的素食产品；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低脂、低糖、

低盐且质地偏软的产品。二是拓展销售渠道。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拓展销售渠道。与知名

餐饮零售品牌合作，将产品引入更多消费场景；

加强电商平台建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购

买渠道。三是加强品牌宣传与推广。通过政府采

购、媒体宣传、社交媒体营销等方式，提升产品

认知度、知名度、接受度和美誉度；举办美食节、

烹饪大赛等活动，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和参与。 

5.4  完善植物肉产业链与供应链 

一是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体系。要确保大豆、

豌豆等植物蛋白原料稳定供应和品质，降低原料

成本。二是拓展产品的应用领域。可以将植物肉

产品拓展到食品加工、餐饮服务、学校食堂等领

域，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三是提升产品品质。

注重植物肉的营养价值和健康属性，通过优化配

方和加工条件，使植物肉在口感、风味和营养价

值上更接近动物肉。四是构建统一的植物肉产品

追溯信息平台，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为每批植物

肉产品分配唯一的追溯码，通过二维码、射频识

别等技术手段，实现产品信息快速查询与追踪。

四是建立产业联盟。推动建立植物肉产业联盟，

加强行业内部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共同制定行

业标准与技术规范，提升整个行业竞争力。 

5.5  加强植物肉产业国际合作与交流 

一是共同建立植物肉产业国际合作交流平

台。分享各国专利信息、研究成果和市场动态，

为企业提供信息交流、项目对接、合作洽谈等一

站式服务。二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与国际

领先植物肉研发机构和企业开展合作，引进其在

原料精选、生产工艺、产品配方等方面的先进技

术。三是共享研发成果。鼓励国内企业与国外伙

伴建立联合研发机制，共同攻克植物肉领域的核

心技术难题。四是促进人才培养与交流。通过联

合申请项目并以联合培养、访问学者等方式促进

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提升专业人才的技术水平和国际视野。四是加强

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和培训。邀请国际知名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表开展有关植物肉知识产权的国际

培训和教育，提高相关人员知识产权意识，促进

知识产权的合理运用和保护；举办国际植物肉知

识产权论坛或研讨会，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和

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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