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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纵横

为了了解消费者、业界和
专家的认知、态度、行为和需
求等信息，推动各方形成共
识，促进未来食品产业的良性
发展，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
流中心开展了专项调研，近日
在京发布《中国十大城市食品
健康发展调研报告》。此次调
查涉及10个一线和新一线城
市，共获得有效问卷3001份，其
中 男 性 占 51.5%，女 性 占
48.5%。调查知名大型食品企
业28家、具有高级职称的营养
专家46人。

广东人吃得“最养生”
川人吃得“很安逸”

总体来看，约六成消费者
认为自己营养健康知识掌握
较好，很了解“平衡膳食宝
塔”，其中女性和高学历人群
的“自我感觉”更佳。然而仅
有8.7%的专家认为消费者已
经充分掌握了营养健康知识，
可见营养健康知识的传播依
然任重道远。

有趣的是，饮食改善意愿
最强烈的恰恰是“自我感觉良

好”的人。此次调查的10个一
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广州人在
“平衡膳食宝塔”认知度和饮食
健康自评方面排名居前，而饮
食改善的意愿和行动也十分
积极，这给“广东人会吃”赋予
了新的内容。重庆人和成都人
在“平衡膳食宝塔”认知度和饮
食健康自评方面尽管垫底，但
依然乐在其中，缺乏饮食改善
的意愿和行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指
出，营养健康教育需要因材施
教。对知识程度较高，改变意
愿强的地区和人群，要在基本
科普的基础上提供更丰富的科
学知识；反之，则以普及基本知
识为主。关键是要激发人们的
内生动力，在有一定知识的基
础上，从“要我改变”变成“我要
改变”。

消费者最想减盐 但口
味偏好难以撼动

消费者对“三减”（减盐、减
油、减糖）的认同度颇高，其中减
盐的需求最迫切但也最难减。
从调查结果来看，“三减”最大的

挑战在于大多数消费者不愿意
放弃食物原有的口味，接近
90%的消费者不希望产品为了
健康升级牺牲口味。中国疾控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
指出，甜味剂在食品行业减糖
方面已经有成熟应用，但盐和
油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替代品，
这使得食品行业只能采取缓慢
渐进策略，以时间换空间，让消
费者逐步适应少盐、少油食品。
当然，这给食品工业提供了研发
这方面新技术、新产品的机遇。

此外，消费者在阅读营养
标签时主要关注的是脂肪、膳
食纤维和蛋白质等信息，只有
很少的消费者关注食品中钠
的含量。丁钢强所长认为，这
一方面说明食品中“隐形的
盐”可能是未来减盐教育的重
点，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上的瘦
身、减肥、健身等流行话题对消
费者的食物选择产生了一定的
积极影响。

消费者大大低估了家
庭厨房的重要性

调查发现，高达80%的消

费者认为，是否遵循健康饮食
是个人选择，对于外来干预存
在一定排斥心理。但与此相
矛盾的是，多数消费者认为饮
食健康的主要责任在食品企
业和餐饮企业，而专业界和企
业界一致认为家庭厨房才是
核心。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认为，家
庭厨房是国民健康的重要基
石，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只有家
家户户都践行“均衡膳食，吃
动平衡”，让每一个细胞都健
康起来，我们才能实现“健康
中国”。

消费者关注营养知识
但常感困惑

调查发现，消费者获取营养
知识的渠道丰富多样，其中微
信、微博等自媒体是消费者的
首选渠道。但同时，近三分之
二的消费者苦恼于营养建议经
常改变，不知道该相信哪种说
法。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中心主任钟凯认为，自媒体的
信息量很大，但信息的整体质

量不高，尤其是谣言和模棱两
可的信息偏多，建议消费者多从
官方出版物（比如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寻求答案，更希望官方部
门和专家能多参与社交媒体的
传播，扩大权威信息的声量。

企业健康升级行动积
极 但专家有更高期待

此次调查中近六成企业
认为目前市场健康食品供应
不足，超过80%企业的健康升
级已经付诸行动。同时调查
发现，食品企业认为健康升级
的政策扶持和正向激励不足，
导致企业研发动力有限。此
外，很多专家认为企业的健康
升级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且餐
饮业的现状与专家预期差异
更明显。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总工程师李宇认为，食品企业
的健康转型最终要看消费端
的选择，因此消费者教育和企
业配方升级一定要“双管齐
下”。否则产品叫好不叫座，
最终也会打击企业健康转型
的积极性。

（中国经济网）

《中国十大城市食品健康发展调研报告（2020）》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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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建立需求与供给的有效推

拉路径，在政府从宏观层面上提振消费
信心基础上，餐饮行业需要研究新需
求、新消费，提供升级产品和服务，不断
拓展新业态，做好餐饮业的“业态、品态、
形态、文态”四态合一，精准对接需求，推
动内循环有效发展。

品类深耕和精细化管理成为
高质量转型重要方式

餐饮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报
告》中，2019年，排列在各业态前列的
共百家领军企业营业额合计不足2000
亿，占行业总量不足 5%，还有很大的
成长空间。行业普遍存在产品附加
值较低，客户黏度不高，生命周期短
等问题。

今年2月底中国饭店协会在行业受
疫情影响的专项调研中，调研企业中
73%的企业复工复产率在10%以下，而头
部大型连锁品牌餐饮企业的复工率要远
远高于平均值，达到60%。随着复工复
产进一步加速，部分品牌企业依托强大
的品牌客户粘性以及超前的市场布局甚
至实现逆势扩张。

调研中有60%的餐饮企业意识到品
牌的重要性，并将品牌发展作为企业重
要发展战略。品牌发展离不开品类深
耕和精细化运营，有的企业通过提供高
性价比产品和服务实现消费者引流，有

的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不断调整产品
与市场方案，有的企业通过完善细节、
新技术应用以及场景打造提升客户体
验，还有的企业通过制定标准化操作流
程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

“互联网+”数字化智慧化发展
成为行业发展新动能

疫情之下，一些提前实现“互联
网+”、数字化布局的餐饮企业表现出了
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恢复能力。
这一特点在外卖业态中尤其明显，疫情
期间，外卖更是成为了保民生、企业“活
下去”的救命稻草。据中国饭店协会和
美团联合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上
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
示，2019年外卖产业规模已达到6535.7
亿元，同比增长39.3%，外卖产业持续大
幅增长。

在“互联网+”领域，有的餐饮企业
通过社区营销布局以及私域流量运
营，锁定老客户，开拓外卖服务；有的
餐饮企业通过新技术应用和新场景打
造，实现自助服务、无接触外带和配
送，适应消费新需求；有的餐饮企业通
过发展线上新零售业务，实现食品工
业化发展探索疫情常态化下的餐饮破
局之路。“互联网+”与产业的融合发
展以及数字化智慧化发展将成为行业
发展新动能。

（新华网）

本报讯 记者冯文亮 8月28日，
以“塞上绿洲 美丽朔州 智慧畜牧 开
放怀仁”为主题的晋北肉类出口平
台?2020山西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在
山西省怀仁市农特产品展销展示中心
举行。

此次大会为期3天，旨在宣传推荐
怀仁市羔羊肉产品以及朔州市的主要
农牧产品。期间举办了畜产品展、陶
瓷展、农产品展、农业机械、饲草及活
羊展览、雁门关农牧交错带成果展，其
中在畜产品展区和农产品展区，精心
挑选的国内33家知名企业120余件优
势产品集中亮相。

同时，大会还举办了“雁门关农牧
交错带高峰论坛”“进出境动物及其产
品检验检疫国际研讨会”“怀仁市羔羊
肉交易大会之产销对接会”“中国?怀
仁羔羊肉美食节暨羔羊肉特色主题菜
品厨艺交流活动”“电商直播推广”5项
活动。

其中，中国?怀仁羔羊肉美食节暨
羔羊肉特色主题菜品厨艺交流活动在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餐饮传承委员会、
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下，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活动现场
还组织了全国优质餐饮、商超采购商
与本土食材供应商产销对接洽谈。

山西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特
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种类繁多、
特色鲜明的农畜产品，是国际公认的
黄金养殖和优质水果生产区域。近年
来，怀仁市乘势而上，把发展肉羊养殖
加工作为推动产业转型、促进农民增
收的重要抓手，蹚出了一条“养殖带
种植、园区促规模、加工提内涵、产业
全循环”的羊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子。

目前，怀仁市已成为全国农区养
羊的排头兵，首批国家农产质量量安
全县，年肉羊饲养量达422万只，羊产
业加工企业22家，饲草加工企业21
家，肉羊年屠宰加工能力达600万只，
“怀仁羔羊肉”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以及山西省著
名商标，并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18
个“一县一业”农产品加工发展典型
之一。

会上，中国食文化研究会餐饮传
承委员会、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山西
省农业类社会组织行业畜牧业协会分
别授予怀仁市“中国传承企业优秀食
材供应链基地”“中国火锅企业食材供
应链基地”称号和“山西十大高价值
畜牧品牌”，标志着绿色生态、鲜香嫩
滑、优质美味的“怀仁羔羊肉”走上了
更加广阔的舞台。

2020山西怀仁羔羊肉交易大会举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期。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随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方案》和《健康中国行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以“三减”为代表的膳食营养宣教和干预政策是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