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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的战略举措研究
何泽军

（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河南省食品工业已经由“量”的积累迈入“质”的提升的发展阶段。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
发展质量对于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应对消费需求变化、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具有

重大意义。目前，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的现状是：规模较大但效率不高，集聚初显但结构不优，贡献

较大但开放度不够，环境良好但创新不足。因此，要提升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必须有针对性

地采取大战略、大举措：实施产业链带动战略，提高发展效率；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实

施开放带动战略，提升产业价值；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蓄发展潜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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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转结构、调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主旋律的背景下，区域产业发展需要越来越注重质

量提升。而根据产业发展的周期规律，当一个产业

完成了发展初始阶段的规模扩大、速度提升、集聚提

高与环境营造后，就会更加注重效益提高、结构优

化、价值增加与潜力挖掘，即要实现由“量”的积累

向“质”的提升。

食品工业是指主要以农、林、牧、渔或化学工业

的产品或半成品为原料，制造、提取、加工成食品或

半成品，具有连续而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的工业体系。

食品工业是河南省的第一支柱产业。据测算，２０１３
年，河南省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

总产值的 １４％，资产总值占全部工业资产总值的
１１％，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１７．６％，从业人员占
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１３．２％，河南省食品工业已经
实现了“量”的积累。［１］但河南省食品工业增加值率

（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值的比率）较低，仅为３．５％，低
于一些行业１０％以上的水平。作为农业大省和人
口大省，河南省食品工业还必须向“质”的方面提升

迈进。当前河南省食品工业为什么必须提升迈进？

提升迈进的基础与条件又是什么？如何提升迈进？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以供业内参考。

在统计上，我国食品工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食

品制造、饮料制造与烟草制品四大类产业。本文所

说的产业发展质量是指区域特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

所蕴含或体现出来的发展能力，可以用规模与效率、

结构与体系、功能与价值、潜力与可持续发展等评价

指标来衡量［２］。

　　一、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

的必要性

　　食品工业固有的特征、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河南
省食品工业发展所处的特定阶段，决定着河南省提

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十分必要。

１．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需要
食品工业具有产品非标准化、品种多样化、产品

安全性要求高等特点，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永不

衰落的基础性产业。食品安全始终牵动着人们敏感

的神经，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而食品非标准

化与品种多样化的特点又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的难

度。近年来，常有因为某一个食品安全事件而致整

个产业发展受阻的情况发生，如“三鹿奶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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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瘦肉精事件”等，都给相关产业发展带来极为

不利的影响。一个发展质量良好的产业必定是极少

发生安全事故的产业。河南省作为食品工业大省，

固然需要注意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对产业发展带来的

冲击，但提升发展质量才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根

本之策。

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
食品工业是行业跨度大、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

环节繁多且相互影响的产业。基于这一特点，河南

省食品工业提升发展质量不仅可以优化自身产业结

构，而且可以辐射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如食品装备制

造业、生物产业，从而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的整体优

化升级。从河南省食品工业内部构成看，河南省农

副食品大多是粗加工的，深加工食品较少，仅占

１０％，相比于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中７０％为食品深加
工，亟需提高深加工程度，优化产品结构；同样，河南

省肉类食品加工量只占全部肉类食品产量的５％，
蔬菜加工量只占蔬菜总产量的３０％，远低于发达国
家分别为２５％和９０％的比例，且存在产品结构优化
问题［３］。从河南省的整体产业结构看，由于食品工

业关联度高、行业跨度大，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必

然会促进相关产业优化结构，提升发展质量。

３．应对消费需求变化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投资型”向“消费型”

转变的重要时期，社会有效需求不断释放，居民食品

消费需求进入结构不断升级的新阶段，表现为农村

食品的多样化、城市食品的丰富化、家庭膳食的社会

化、食物结构的健康化。发达国家加工食品已占到

食品消费总量的 ７０％ ～８０％，我国目前只占到
２０％［４］，相信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

加工食品需求也将越来越大。食品工业作为居民消

费的基础行业，作为最典型的消费品产业，将从这些

变化中直接受益。当然，这需要食品工业不断提升

自身的发展质量，及时迎合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因

此，作为食品工业大省，河南省必须根据居民消费需

求变化，不断提升其食品工业发展质量。

４．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
目前，河南省正在实施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

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

划。这三大战略既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又对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三

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质

量的提升，其原因在于：一是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需

要通过多种战略举措实现农业现代化，以使粮食产

量稳定、质量提升，而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食品工

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二是中原经济区“两不三新”

建设目标需要食品工业通过提升发展质量来引领新

型工业化，促进“三化”协调发展。中原经济区的功

能定位之一是把河南省建成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全国

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工业基地，实现这一功

能定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

量。三是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定位为河南省对外

开放高地与现代产业中心，这一定位有助于吸引聚

集更多高端生产要素，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反过

来，河南省食品工业也只有更快地提升其发展质量，

才能更好地实现港区的发展定位。

　　二、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迅速，在产业规

模、企业集聚、产值贡献、环境营造等方面都取得了

长足发展，积累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但从效率改进、

结构优化、功能提升、潜力挖掘等方面看，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１．规模较大但效率不高
规模与效率可以反映产业发展的综合实效，是

产业发展质量评价的基础性指标。以工业总产值、

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来度量食

品工业产业规模，河南省食品工业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第２。据计算，２０１１年，在全国３１个省市中，河南
省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产业规模排名第

２，饮料制造业产业规模排名第３，烟草制品业排名
第６［５］。同时，苏静［６］的研究也表明河南省食品工

业规模因子排名全国第２位，仅落后于山东省。
但是，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效率并不高，仅处于

全国平均水平。以劳动生产率（工业总产值／年均
从业人员）、资本产出率（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
资产利润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三个指标来度量
发展效率，２０１１年河南省食品工业劳动生产率、资
本产出率、资产利润率位于全国第１５名，其中烟草
制品业的效率更是处于全国中下水平，位居第 ２０
名。同时，苏静［６］的研究还表明河南省食品工业效

率因子排名全国第１５位。可见，河南省食品工业规
模虽较大但效率不高。

２．集聚初显但结构不优
产业集聚与结构状况是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体

现。产业集聚反映产业空间发展强度状况，而产业

结构则反映产业部门之间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构成

状况。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日益呈现集聚态势。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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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漯河、鹤壁、周口、商丘、许昌６个地市规模以
上食品工业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 ６１．２％以上；同
时，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汤阴食品产业集聚区被认

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遂平县产业聚

集区、新郑薛店食品工业园区、郑州马寨食品产业集

聚区、永城面粉产业集群、淇县禽肉加工基地等享誉

省内外，临颍县、淇县、新郑市等县（市、区）被评为

全国食品工业强县。食品工业集聚效应在这些地区

日益凸显。

但河南省食品工业结构有待优化。从产业内部

结构看，据计算，２０１３年，河南省食品工业中农副食
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在

全省食品工业中所占比例分别为４７．８％、２０．３％、
１４．６％、１７．３％，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占比较大，而
代表精深加工的食品制造业、高附加值的饮料制造

业和高税收的烟草制品业占比偏低，相比于上海

（占比为１８２９１２４１），内部结构不优。从主要
产品构成看，河南省生产的小麦粉、速冻米面、方便

面、饼干等食品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３７％、
７２％、２７％和３１％，居国内首位；味精、饮料酒等食
品产量居全国第２位；鲜冷藏冻肉、白酒等食品产量
居全国第３位［７］；但这些产品均属于粗加工食品，附

加值相对较低。从企业结构上看，２０１１年，河南省
食品企业销售收入超１００亿元的仅有５家、超５０亿
元的仅有１０家，其他９０％以上的企业为小型企业，
企业规模整体上处于小而散的状态。从企业品牌数

量看，河南省食品工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２６家、中
国名牌产品１５个［８］，而山东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６８家、中国名牌产品６２个［９］。相较于山东省，河南

省食品工业的品牌结构不合理。

３．贡献较大但开放度不够
产业贡献与产业开放程度也是衡量产业发展质

量的重要指标。产业贡献主要体现在就业带动与税

收方面，而产业开放度主要体现在产业对区域外的

影响。就产业贡献而言，河南省食品工业贡献巨大。

据统计，２０１２年，河南省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６７３．７亿元，上缴税金４２８．８亿元（烟草制品
业占其中的 ５５．２％），食品工业用占全部工业
１４０％的销售收入创造出１７．３％的利润和２１．８％
的税金。不仅如此，食品工业带动能力日趋增强，直

接安置就业人数达７０多万人，相关配套产业就业人
数达３００万人，２０００万农民从事原料生产，有力推
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１０］

但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开放度不够，对区域外的

影响较小。一是主要产品走出去的少，２０１１年，河
南省食品工业出口交货值为６６．４亿元，仅占工业销
售值的１．０％，远低于山东省的１１０１．５亿元（占工
业销售值的９．４％）；其中，具有规模优势的农副食
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出口占比分别

是０．６％、１．８％、１．７％，远低于山东省的 １０．１％、
１０．４％、４％。二是产业利用港澳台与外商资本的较
少，２０１１年，河南省食品工业资本构成中港澳台资
本与外商资本合计为６７．７亿元（占实收资本的比
例为９．７％），远低于山东省的２２２亿元（占实收资
本的比例为２１．４％）。其中，具有规模优势的农副
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利用外资占

比分别是 １３９％、５．６％、６．４％，远低于山东省的
１９．４％、２９７％、２４．８％。由此可见，河南省食品工
业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

４．环境良好但创新不足
产业发展环境与创新程度是反映产业发展质量

的潜力指标，环境良好与创新能力强表明产业发展

质量高。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环境良好。

一是农产品资源丰富，作为粮食大省和人口大省，河

南省发展食品工业具有原料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二

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对食品工业发展一直比较重视。

从“十五”以来，连续三个五年规划对食品工业进行

重点培育，食品工业步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２００９年出台的《河南省食品工业调整振兴规划》，为
未来十年河南食品工业的发展提出了目标与实现路

径。三是对产业发展予以资金支持，通过设立食品

工业升级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和农业开

发产业投资基金，每年安排近１亿元资金支持食品
工业发展。

但是，河南省食品工业创新能力不强。首先，从

创新投入上看，２０１１年，河南省食品工业科技研发
强度为０．２８％，远低于山东省的０．４９％，尤其是代
表精深加工的食品制造业，研发强度仅为０．３１％，
仅是山东省的１／３；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的研发强度分别为 ０２４％、０．５０％、
０１３％，均低于山东省（其分别为 ０３６％、０．９５％、
０４１％）。其次，从创新产出看，２０１１年，河南省食
品工业新产品销售率（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

收入之比）为４．１２％，低于山东省５．７％的水平，尤
其是河南省具有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

业，新产品销售率分别为１．９９％、３．７５％，远低于山
东省的４１９％、７．４８％的水平。此外，２０１１年河南
省食品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仅为４３０个，仅接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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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８４３个的 １／２；具有优势的农副食品加工业有
效发明专利数更少，仅为１６３个，远低于山东省３８６
个的数量。创新驱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改革开

放后我国既定的发展战略。而创新能力弱，使得河

南省食品工业发展缺乏后劲，潜力不足。

　　三、河南省提升食品工业发展质量

的建议措施

　　尽管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在产业规模、产业集
聚、产业贡献、发展环境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

仍存在效益不高、结构不优、开放不够、创新不足等

问题，未来提升河南省食品工业质量必须在产业链、

品牌、开放、创新等方面采取大战略、大举措。

１．实施产业链带动战略，提高发展效率
产业发展效率受结构、开放程度、创新等多种因

素影响。基于食品工业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提高

发展效率首先应加强产业链整合。河南省食品工业

可在发挥规模优势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农副食品加

工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效率，重点打造面制品、肉

制品、速冻食品和白酒产业四条产业链，培育和发展

食品装备制造链。

一要完善面制品产业链。应通过加速对现有部

分骨干面粉厂的技术改造，提高面粉单厂生产规模，

重点发展各类小麦专用粉；依托郑州金苑面粉、郑州

海嘉面粉等企业，积极开发麦胚制品、小麦膳食纤维

等高附加值产品。

二要完善肉制品产业链。应依托双汇、大用、众

品等知名企业，巩固扩大猪禽肉优势，积极发展牛羊

肉及其他特色肉类品种；着力肉制品深加工，通过发

展熟肉制品、调理肉制品与冷鲜分割肉制品，延长产

业链；着力中高端肉制品开发，通过发展酱卤、熏烤、

腌腊等肉制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三要完善速冻食品产业链。应依托三全、思念、

科迪、胖哥等知名企业，着力提升速冻汤圆、水饺、粽

子等产品的品质和档次；通过提高速冻加工技术，探

索开发馒头、菜肴、面条、炒饭等多规格、多口味的新

型速冻产品和微波套餐食品；积极构筑以郑州为核

心的速冻食品物流节点网络，强力推进冷链物流系

统建设。

四要完善白酒产业链。以豫酒六朵金花（仰韶

彩陶坊、宋河粮液国字、杜康国花、宝丰国色清香、张

弓度之度、赊店青花瓷）为重点，扩大中高端白酒生

产规模；依托杜康、仰韶等知名酒厂，提高原酒生产

能力；加强啤酒行业整合，着力提升金星啤酒的品牌

影响力；鼓励葡萄酒、保健酒、黄酒等企业扩大发展

规模。

五要培育食品装备制造产业链。考虑到工业

４．０时代的到来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依托河南省食
品工业庞大的市场需求，应重视培育、发展食品装备

制造业，重点研制可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的智能化

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包括食品加工机械、包装机

械、包装新材料、数码印刷和数码标签、发酵设备等。

２．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有多种措施，包括品牌建设、产业

链整合、名企引进、创新推动等。但就河南省食品工

业而言，宜依托现有优势，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与产

品链延伸相呼应，集中培育发展一大批食品工业名

牌产品，以品牌效应开拓市场、推动结构升级，增强

产业发展质量。

一要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应依托现有知名品

牌，鼓励相关企业开展新产品研发，实施品牌延伸策

略，巩固提高一批知名品牌；结合产业集聚区建设，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引进一批知名食品企业，嫁

接拓展一批知名品牌；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实施

全面质量管理，以地域文化为特色创建提升一批知

名品牌；鼓励同类中小企业合并重组，加大营销组合

与市场创新，优化整合一批知名品牌。

二要以品牌效应驱动转型升级。应鼓励知名企

业品牌延伸，开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引导高

端需求，抢占中高端市场；鼓励企业加速研制功能化

食品，研制开发针对“三高”群体、抗衰老抗疲劳群

体、美容需求群体、提高智力需求群体的保健食品；

鼓励开发时尚化、娱乐化食品，开发一些可以吃着

玩、吃着炫的时尚化家庭休闲食品；探索开发具有中

原特色的概念性食品。

３．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提升产业价值
食品企业“走出去”可以扩大对外影响，而“引

进来”则可以增加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应

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

置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端生产要素，在提高开放度的

同时，提升产业价值。

一要大力引进高端生产要素。应充分发挥河南

省成本优势和市场辐射优势，以现有食品工业体系

为基础，重点引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等高端生产要

素。要依托产业集聚区建设，通过产业链招商、龙头

企业招商，积极承接高端产业链、高新技术企业的转

移。要结合产业链带动战略，重点引进食品装备制

造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和生物技术，实现对现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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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缺失环节的“补链”；重点引进行业领军人才、高

端管理人才、金融与营销等高级专业人才，实现对现

有产业链科技、管理、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强链”。

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落实相关奖励政策，促进

重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

二要进一步开拓销售市场。应借助航空港对外

开放平台建设，结合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鼓励省内

食品企业积极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拓宽食品销售渠

道。要大力扶持一批行业地位领先、规模优势明显、

经济效益突出、综合实力强的骨干企业到省外投资

建厂或建立生产基地，扩大产品或品牌影响力。要

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国内外展销会，加强与各地大型

卖场、行业组织的合作，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

４．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蓄发展潜力
产业发展潜力主要以技术创新为保障。应以企

业创新能力提升为目标，以创新型企业培育为手段，

以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搭建为载

体，加快食品工业科技进步和改造，积蓄产业发展

潜力。

一要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应结合河南省科技

厅实施的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工程，督促大中型食品

企业建立研发中心、骨干企业全部建成研发中心；结

合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鼓励一批食品企业积极申

报省级或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鼓励企业积极申

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力争大中型食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到其销售

额的１．５％以上、食品类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达
到销售额的５％以上。要鼓励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
联盟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技术创新与新产品研发，

以形成更多的发明专利或行业标准。要鼓励食品企

业加大环保投入，加快食品企业生产环节向低碳化、

环保化、绿色化转型；鼓励中小微企业利用创新平台

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积极参与创新过程，不断提升产

品质量。

二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应依托河南

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食

品工业科学研究所等专于食品开发的高校与研究机

构，构建食品工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联盟定期交流

沟通机制，鼓励联盟成员开放实验室、共享资源，攻

克河南省食品工业发展技术难题，切实建成河南省

食品工业公共技术创新平台。应充分发挥相关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整合作用，建立食品信

息网上服务平台，以方便居民随时查询食品相关生

产信息、食品相关技术信息等。

三要重点攻关一批技术难题。应围绕食品工业

发展的保鲜、生产检测、质量和安全控制、速冻、包装

等共性技术或核心技术，设立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

点突破这些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要鼓励食品

企业围绕自身发展技术难题，广泛开展合作创新，掌

握相关技术；鼓励食品企业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咨询

公司合作，在业务流程再造、精准化管理、先进工艺

应用等方面获取辅助服务，应用先进技术，提升生产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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