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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食 物 与 营 养 发 展 纲 要

（2014-2020 年）》关于“食品加工业发展

目标”部分强调指出，“加快建设产业特

色明显、集群优势突出、结构布局合理的

现代食品加工产业体系，形成一批品牌

信誉好、产品质量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

中型食品加工及配送企业”，要求“到

2020 年，传统食品加工程度大幅度提

高，食品加工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全国食

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 10%

以上”。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构建现代化

的食品加工产业体系，对我国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年 6 月

份 ，全 国 有 规 模 以 上 食 品 工 业 企 业

35263 家，与 2012 年底相比增加 1571 家，

增 幅 4.7% 。 食 品 工 业 以 占 全 国 工 业

6.8%的资产，实现了占比 9.8%的主营业

务收入，创造了占比 12.7%的利润总额，

上缴税金占全国工业的 20.9%。食品工

业在全国工业经济中的支柱作用明显。

《纲要》强调要发展“方便营养加工

食品”。当前，由于社会购买力增强，劳

动力和时间成本上升，追求生活质量的

意识提高，“方便营养加工食品”是年青

一代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主要选

择。因此，要“加快发展符合营养科学要

求的和食品安全标准的方便食品、营养

早餐、快餐食品、调理食品等新型加工食

品，不断增加膳食制品供应种类”。食品

工业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新时期新一代居

民的食品消费新需求。

《纲要》还提出“加快传统食品的工

业化改造，推进农产品综合开发与利

用”。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传承下来的传统食品丰富多彩，在国内

外广受欢迎，具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在

社会迅速发展、物质相对丰富，工业化、

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

代，传统食品工业的工业化、标准化和自

动化，将是中国食品工业可持续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适应新的消费需求、传承中

华民族文化和历史所面临的新挑战，也

是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传统食品工业化是指按照一定标准、

规范和流程，由机械化生产代替手工制作，

由自动化的流水线代替单元操作，实现操

作规范化、生产机械化、工艺自动化、产品

标准化的新型生产方式，以形成和其他制

造水平相当的食品产业或产业体系。目

前，中国传统食品工业化的发展面临5方面

的挑战：一是制作原料标准化程度低；二是

工艺合理化和标准化水平低；三是食品制

造设备落后；四是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五是

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

因此，《纲要》在“政策措施”的“加快

食物与营养科技创新”部分指出，针对食

物、营养和健康领域的重大需求，引导企

业加大食物与营养科技投入，加强对食

物与营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研究。

相信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和新一代食

品科学家、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共同奋斗，中

国食品工业体系也将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

样，同步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作者系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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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舌尖上的变化舌尖上的变化””
魏益民

记者：新的《纲要》与之前两轮《纲

要》相比，有哪些亮点？

张辉：通过两轮《纲要》的实施，我国
食物发展宏观环境明显改善，食物综合
生产能力持续增强，居民食物消费和营
养水平显著提高，呈现出 3 个转变：一是
食物消费的形态由“吃饱吃好”逐步向

“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变；二是食物生
产的目标由单纯追求产量逐步向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转变；三是食物发
展的方式由“生产什么吃什么”逐步向

“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转变。
新《纲要》的亮点主要有 3 方面：在发

展理念上，更加突出生产、消费、营养、健
康的协调发展。《纲要》立足构建营养引
导消费、消费指导生产的新型关系，明确

提出要“促进营养均衡发展、统筹协调生
产与消费”、“逐步形成营养需求为导向
的现代食物产业体系”，把食物生产、居
民消费、营养均衡、健康需求统筹考虑，
更加关注“舌尖上的健康”。在任务上，
更加突出食物质量安全。《纲要》按照食
物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原则，首次提出了

“构建标准健全、体系完备、监管到位的
食物质量保障体系”，并从标准化生产、
质量安全监管、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了
部署，更加关注“舌尖上的安全”。在发
展重点上，关注变化的需求，更加关注

“舌尖上的变化”。
记者：《纲要》从 5 个方面对食物生产

量提出了 21 个具体目标。未来一段时

期，农业部门将采取什么措施，确保供给

目标顺利实现？

张辉：食物供给安全是保障食物营
养安全的基础和前提，为此《纲要》提出
到 2020 年，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 5.5 亿
吨以上，油料、肉类、蛋类、奶类、水产品
等生产稳定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关
键是要落实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部门今后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积极谋划一批新的骨干项目和重
大工程，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
北方城市冬季蔬菜基地建设、肉牛肉羊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种畜场建设、水产
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等工程建设，大力
发展农产品储藏、保鲜等产地初加工。

促进生产、消费、营养、健康协调发展
——访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辉

本报记者 张 雪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2014—2020年）》日前

公布。“舌尖上的变化”、“舌

尖上的健康”、“舌尖上的营

养”等与食品和营养相关的

话题再次引发热议。如何解

决我国居民营养不足与营养

过剩并存的矛盾？对哪些人

群应该进行营养干预？请看

本期关注——

目标与路径：全面小康看营养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目标与路径：全面小康看营养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访
谈

日前公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2014—2020 年）》对今后 7 年如何
确保食物与营养发展作出部署。我国居
民的营养健康状况如何？应重点发展哪
些领域来确保“舌尖上的营养”？接受记
者采访的农业、卫生领域多位专家表示，
当前居民营养不足问题依然存在，营养
过剩问题日渐凸显，营养性疾病患病率
快速上升，亟须优化食物生产结构、加强
消费引导和营养干预。

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并存

我 国 食 物 生 产 还 不 能 适
应营养需求，居民营养不足
与过剩并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高，食物供需基本平衡，居民营养
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但是，我国食物生
产还不能适应营养需求，居民营养不足
与过剩并存。

“营养不足，通俗说就是‘吃不饱’”，
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
东阳介绍，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我国
有 1.28 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最低
营养需求为每人每日 2100 千卡热量，与

《纲要》推荐的目标值相比，该基准值偏
低。而且，农村内部食物营养消费差距
也很大。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食物摄
入量不足，热量、蛋白质等营养素难以满
足人体需求，生长迟缓、贫血等营养不良
发病率仍然较高。

“我国居民维生素 A、维生素 B2 和钙
的摄入量普遍不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
说，业内对于营养性疾病主要关注 5 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和全人群贫血率两个
指标。直到 2010 年，我国农村 5 岁以下
儿童生长迟缓率仍高达 12.1%，贫困地区
农村这一数据为 20.3%。我国居民贫血
患病率虽有下降趋势，但缺铁性贫血仍
然是普遍存在的营养缺失病。在广大农
村地区，老年人贫血问题依然严重。

另一方面，营养过剩问题凸显。儿
童青少年中不乏“小胖墩”、成人中也有
不少“大腹便便”者。据统计，2010 年我
国 18 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 30.6%，肥
胖率 12.0%；全国有 2.6 亿人口被确诊为

慢性病患者，约占总人口的 19%。
针对营养性疾病控制目标，《纲要》

提出，到 2020 年，全国 5 岁以下儿童生长
迟缓率控制在 7%以下，全人群贫血率控
制在 10%以下，居民超重、肥胖和血脂异
常率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重点地区和人群需营养干预

贫 困 地 区 等 重 点 地 区 ，
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等重点
人群需要营养干预

基于居民食物营养现状，《纲要》指
出，今后食物与营养发展重点区域包括
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流动人群集中及新
型城镇化地区，重点人群为孕产妇与婴
幼儿、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

贫困地区是我国居民营养不良的多
发地区和营养改善的难点地区。国家食
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孙君茂
认为，必须针对贫困地区实际，把稳定解
决扶贫对象温饱作为首要任务，采取扶
持与开发相结合的方式，创新食物营养
改善方式，如保障人均基本口粮田，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合理开发利用当地食物
资源，采取营养干预措施。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人群
集中以及新型城镇化地区食物消费方式
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饮食不合理现象突
出，营养性疾病发生机率大。”农业部发
展计划司副司长张辉表示，《纲要》关注
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饮食条件，加强对
在外就餐人员及新型城镇化地区居民膳
食指导。

2012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全国城
乡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8.8%，公众营养知识
缺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安全所研究员杨晓光说，居民在饮食
行为方面存在不吃早餐、油盐摄入过多、
饮料和西式快餐消费频率增加等问题。
总体看，居民自我营养和健康管理的能
力较差。基于此，《纲要》提出要加强对
居民食物与营养的指导，提高全民营养
意识。

王东阳认为，除了食物营养不足和
过 剩 人 群 ，还 要 关 注 食 物 营 养 改 进 人
群。目前我国这部分人群数量最大，其

特征是已经稳定解决温饱，但存在肉类
油脂等动物性食物消费过多等不合理的
膳食行为。对这类人群，必须加大食物
营养知识普及的力度，倡导合理膳食模
式，以控制高热量、高脂肪、高盐饮食，使
其由吃饱吃好转向吃得健康。

重点领域和产品获政策支持

优 质 食 用 农 产 品 、 方 便
营养加工食品等将获得政策
支持

《纲要》提出要加大对食用农产品生
产的支持力度，并明确重点产品为优质
食用农产品、方便营养加工食品、奶类与
大豆食品。

杂粮是优质农产品的重要一环。中
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
授李再贵介绍，人们通常的主食大米和
小麦虽然能够提供足够的能量，但在微
量元素、矿物质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加之，现在的大米和面粉加工过于精细，
粗纤维和微量元素被轻易浪费掉。而杂
粮和杂豆等其他谷物，不仅种类繁多，在
健康功能方面也各有千秋。

在李再贵看来，百姓的饮食生活习
惯近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传统的
平衡膳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慢性病
症的增加。解决这些问题，要更多依赖
食物的多样化。针对此，《纲要》提出要
传承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
辅的健康膳食传统。中国居民营养膳食
指南也推荐消费者每天食用 50克粗粮。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
家庭不愿意花太多时间煮饭烧菜，取而
代之的是直接购买一些成品或半成品。
因此，《纲要》首次把方便营养加工食品
作为重点发展产品。”张辉说。

“要以三类重点产品为切入点，建立
我国农产品营养品质数据库。研究农产
品采收、储藏、运输过程中营养品质变化
规律，分析影响营养品质变化的关键参
数 ，研 发 一 批 农 产 品 营 养 品 质 保 持 技
术。”孙君茂认为，要抓住食物生产、食品
加工、食物消费与营养改善四个关键环
节，大力开展食物与营养科技创新。例
如加强奶类和大豆等的高营养保持、方
便化的加工技术和应用。

本版编辑 于 泳 徐 胥

美 编 高 妍

本版邮箱 jjrbjrcj@163.com

杂粮与大米或者小麦面粉食品相比，口感较粗
糙、吸水慢、硬度较大，因此，许多年轻人都不接受杂
粮食品。建议大家在大米中添加 20%至 30%的杂
粮后蒸煮米饭，或者在小麦面粉中添加 20%至 30%
的杂粮粉后加工面制食品。推荐大家将多种谷物复
配食用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杂粮杂豆虽然是
健康谷物，但并不是说每天只以杂粮为主食就是健
康的饮食习惯。口感粗糙、纤维含量高的杂粮，食用
过量也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如肠胃负担加重）。复配
食用就可以既简单又科学地利用杂粮实现五谷养生
的目标。

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考虑杂粮
的不同作用功能后，选择决定主要的杂粮食物。对
于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不正常的消费者，可以考虑
多食用荞麦或者苦荞食品。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与
高血脂的消费者可以适当增加燕麦的摄取量。对于
女性，可以增加薏仁米的食用量，而肠胃较差的消费
者可以多食用小米粥。

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杂粮摄取量较高的食谱如
下：早餐，燕麦片 20 克，用牛奶加热 2 至 3 分钟后食
用；中餐，添加 20%的燕麦米、荞麦米、青稞米、大麦
等杂粮的大米饭；晚餐，添加 15%荞麦粉的面粉加工
馒头或面条，并辅以小米粥。这个食谱适合于体重
超标、血糖或血脂不正常的消费者。这样就可以既
享受美味的饮食，又能够保证足够的杂粮摄入，改善
健康状况。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杂粮巧安排 吃出健康来
李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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