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品产业市场发展趋势  



    

 

 

 

 

    

 

 

 

 

 

 

 

 

         

 

 

 

        近十年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其 

他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始终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使经济发展 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这 

十年我国资产负债增长很快，但资产净值增长更快。这是 

我们国家积累的最可贵的财富。一个主权国家净资产为正，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在世界经济的风浪冲击下，我 

们可    以从容应对。也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全国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促使食品工业发展成为 

各行业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   



       下面我将分四个方面，向诸位介绍中国食品产业 

市场现状和未来5年的发展趋势。  



第二、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量增质
优，出口食品质量安全得到认可  

• 2006年，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407.89亿美元（不包括小麦、玉米、大豆、
水果等农产品）。2011年，进出口总额 

780.7亿美元，同比增长28.9%。  

• 今年上半年，我国食品进出口达到665.6亿
美元，同比增长16.5%，其中，出口257.1

亿美元，增长3.2%；进口408.5亿美元，增
长26.8%。  



第一、全国食品市场趋势良好，并
成为支柱产业。  

•        以食品工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中，增长
速度比较快的突出行业为：食用植物油加
工、液体乳及乳品制造、蔬菜水果加工、
淀粉和淀粉食品的制造、方便、休闲食品、
冷冻食品等新兴食品。中国的谷物、肉类、
油料、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产量已跃居
世界第一位。  



•        2011年全年完成食品工业销售产值
7.65万亿元，同比增长31.6%，产品销售率
98%，食品工业利润总额占全部工业的
10.1%，总体经济效益维持在较高水平。 

•        2012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41467亿元，同比增长22.2%。 



•        上半年食品工业实现销售产值
40631.58亿元，同比增长21.7%，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落8.6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达
98%，比全国工业高出0.4个百分点。  



•        这些数据表明，食品工业已经成为国民
经济中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第二、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量增质
优，出口食品质量安全得到认可  



•        2006年，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407.89亿美元（不包括小麦、玉米、大豆、
水果等农产品）。2011年，进出口总额
780.7亿美元，同比增长28.9%。 

•       今年上半年，我国食品进出口达到
665.6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其中，出
口257.1亿美元，增长3.2%；进口408.5亿
美元，增长26.8%。 



•        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呈现出鲜明的量增质优
特色：一是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占主导地位。上
半年，我国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食品占同期我
国食品进出口总额的82.1%；加工贸易方式进出
口67.8亿美元，增长9.7%，占10.2%；二是进出
口食品品种较为集中。上半年，出口额位居首位
的是水海产品、蔬菜，以上两项产品合计占食品
出口总额的46.2%。进口值位居首位的是粮食，
上半年进口4085.4万吨，增加41.2%，价值199.5
亿美元，增长29.4%.其中，最大宗单项商品为大
豆，进口2905.2万吨，增加22.5%，价值160.8亿
美元，增长17.5%，仅此一项就占同期我国食品
进口总额的39.4%。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表明
我国食品行业正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而这样
的形势与我国经济的增长、国力的提升密不可分。  



•        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出口食品合格
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而且没有发生过
因出口食品质量安全引起的严重质量安全
事故。  



•        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为我
国食品进出口贸易的产品安全提供了法律
保障。与此同时，依据《食品安全法》及
其实施条例，相关监管部门制定了具体的
食品进出口措施。对于境外出现的食品安
全事件，国家已从过去的产品封锁发展到
如今的风险预警。随着中国食品安全法规
不断完善，食品质量品质得到明显提高。  



•        据美国食品行业组织预测，中国进口食
品销量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到2018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食品消费国，
届时进口食品市场规模将高达4800亿元人
民币。  



第三、推进食品产业发展市场繁荣
需要做的主要工作  

•        一是在满足市场需求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
上，保持行业平稳较快增长。到2015年，食品工
业总产值达到11.2万亿元，年均增长15%。  

•        二是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形成合理的
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2015年，销售
收入100亿元以上的食品工业企业（集团）达到
40家以上，食品加工产业园区和集群新增200个。
自主品牌新增100个左右，品牌产品的市场份额
明显提高。  



•        三是在食品安全控制等关键生产技术取得突
破。到2015年，食品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
70%左右，大中型企业生产装备应用微电子和信
息技术的比重达到85%以上，重点行业装备自主
化水平稳步提高，食品装备自主率提高到60%。  

•        四是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到
2015年，加工食品占食品消费的比重提高到50%

以上；粮食加工、食用植物油加工、肉类屠宰加
工、果蔬加工等行业的副产品综合利用率大幅度
提高。  



•        五是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取得实效。到2015

年，食品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比2009年降低30%，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废水排放比2009

年减少8亿吨。  

•        六是食品质量安全显著提高。积极采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
性和实用性，建立统一、全面的我国食品安全标
准体系。力求食品合格率达到95%以上，乳制品、
肉制品、饮料、酒类产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  



•        七是加强食品产业园区建设，培育产业
集群。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食品企业与食
品原料生产供应联动发展计划。重点抓好
功能食品、食品配料与添加剂以及具有原
料优势肉类、乳品、水产、粮油以及糖、
烟、酒、茶、食用菌等行业。  



第四、“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任
务  

• “十二五”时期仍然是我国食品发展的重要时期，
既面临市场空间持续扩大、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高新技术应用加速、新兴食品行业孕育成长、宏
观环境继续改善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着食品安全
风险广泛存在，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转变
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等重大挑战和压力。为
此，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坚持走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创新能力，加快
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食品工业质量和
安全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将是“十二五”时
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指导思想 

• 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食品消费和营
养健康需求为目标，调结构、转方式、提
质量、保安全，着力提高创新能力，促进
集聚集约发展，建设企业诚信体系，推动
全产业链有效衔接，构建质量安全、绿色
生态、供给充足的中国特色现代食品工业，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基本原则  
 

 

 

• 安全卫生，营养健康。  



发展目标  

• 到2015年，食品工业集约化、规模化、质量安全
水平进一步提高，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形成自
主创新能力强、保障安全和营养健康，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食品产业，提高食品产业对社
会的贡献度，巩固食品产业在新时期扩大城乡居
民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的支柱地位。食品安全和营养水平明显提升；
规模效益保持较快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企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区域结构布局更加合理；
资源利用和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产品结构取得明
显改善。  



任务  

• 强化食品质量安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装备研制水平；
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大力推进两化融合。  



政府的政策措施  

• 严格市场准入；发挥政府作用；推进节能减排；
强化安全监管；维护产业安全；促进境外投资；
提高企业诚信；引导健康消费。  

• 最后希望今天与会的国内外代表，能够积极地为
促进国际食品行业的交流合作，加强信息沟通，
推进产业发展。促进食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
构升级，为食品产业市场的发展、为保障人民群
众的食品供给安全，共同努力。  



附件：“十二五”规划目标数字  

  



1、粮食加工业  

 

 

总产值达到3.9万亿元 



2、食用植物油加工业  

 

         食用植物油产量达到2440万吨，淘汰油
料加工落后产能2000万吨左右。  



3、肉类加工业 
 

 

 

肉类总产量达到8500万吨。  



4、乳制品工业  

 

 

       原料乳产量达到5000万吨，增长33.4%；
乳制品产量达到2700万吨，增长15%。  



5、水产品加工业            

         

 

          总产量达到6000万吨以上，水产品加
工总产值达到38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10%以上。水产品加工率提高到45%以上。  



6、果蔬加工业  

 

        产值达到3000亿，果蔬汁产量达到300

万吨，果蔬罐头产量超过200万吨。  



7、饮料工业  

 

总产量达到1.6亿吨，年均增长10%左右。  



8、制糖工业  

 

  食糖产量1600万吨左右。  



9、方便食品制造业 
 

 

 

产值规模达到5300亿，年均增长30%。  



10、发酵工业 
 

 

         总产值达46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率达
15%以上。  



11、酿酒工业 
         

 

         销售收入达到83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10%以上。  



12、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工业 

         

        总产量达到1100亿元，产品产量达到 

  1100万吨，年均增长10%以上。  



13、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 
 

 

        产值达到1万亿元，年均增长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