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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集群协同发展模式
“集群协同，推动食品工业集聚发展。”

前不久，第五届中国食品产业发展大会在广
东佛山市三水区举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
长张崇和在大会上说。

张崇和说，近年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高度重视轻工产业集群工作。轻工产业集
群年营业收入占轻工总量40%以上，部分行
业的集群产量占全行业总量50%以上。未
来几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将开展“332”专
项工程，推动30个规模300亿元以上的产业
集群率先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迈进，形成超2
万亿规模的产业集群第一方阵。

但目前我国食品行业产业集群不足50
个，年营业收入仅占食品工业总量10%，整体
上规模小、数量少，规模最小的不到10亿元。

规模比较大的是山东临沂食品产业集
群，年营业收入超过1500亿元。四川泸州
的“中国酒城”，规上企业124家，年营业收
入超过12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20万。位
于佛山三水的“中国食品饮料产业基地”，规
模也比较大，规上企业186家，年营业收入
超过770亿元，从业人员3.5万。

“食品产业集群为促进就业和地方经济
贡献了力量，为食品行业集聚发展作出了示
范引领。”张崇和认为，食品行业五十强企
业，要发挥领头雁作用，带动产业补短板、强
优势，力争到“十四五”末，培育1到2个世界
级食品产业集群。

通过发展食品产业集群，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张崇和说，2022年，我国研
发投入突破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55%，但食品工业不到0.7%。食品行业需
加大研发投入，力争两年内研发投入强度提
升1%。未来要开发功能食品、特殊膳食、预
制食品、特色食品和未来食品；加强产学研
用结合，突破关键技术难点，实现核心技术
高水平自立自强，不断推动食品工业科技创
新发展。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邱县在壮大县域特色产业中大力发
展食品工业，打造北京食品产业园、东莞食品产业园等食品产业
聚集区，相继引进北京、天津、广东等地各类食品企业200余家。

食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疫情背景
下，我国食品工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展现出抵御风险
的韧性。与此同时，巨大内需市场对高质量食品的需求增长
和供给模式的转变，促进了食品工业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变
革，加速了新技术、新方法、新业态的创新应用。

近年来，一批食品产业集群在我国多地崛起，并成为各
地经济发展的亮点。探索新型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也成
为我国食品行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力争到“十四五”末，
培育1至2个世界级食品产业集群。

集群式发展带动食品企业做大做强
《中国轻工业产业集群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2年3月，全国食品相关产业集群已发展到43
个，涉及酿酒、食品综合、焙烤、罐头、发酵、乳制
品等行业，遍及全国17个省和自治区，山东省和
四川省位居数量前列。

其中，食品综合和酿酒是自2016年以来集群
数量增长最快的两个行业，共增加18个产业集
群，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其中，既有位于福建省
漳州市的“中国罐头之都”、四川省“中国（宜宾）
白酒之都”为代表的几经复评、历久弥新的产业
龙头企业聚集发展区，更有已经声誉卓著的行业
头部企业主导形成的产业聚集地“中国啤酒之
都?青岛”“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中国
黄酒之都?绍兴”“中国醋都?镇江”等。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酿酒规上企业1761
家，与2020年1887家相比，数量减少了6.7%，
但全行业销售额与效益均实现两位数的增
长，表明酒类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产业集
群建设成效明显，对中国酒业整合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三水将加快打造千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
群，推动产业链条从制造向研发、销售两端延
伸。”佛山市三水区委书记李军说，2022年，佛
山市食品饮料行业实现产值1305.6亿元，而佛
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就实现产值超770亿
元，成为佛山打造3000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
的主攻手。

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经过15年的发展，
形成集生产、销售、检测、包装、物流运输于一体
的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聚区，聚集了百威、红牛、
健力宝、嘉士伯、可口可乐、益力多等食品饮料及
相关企业173家。其中，超千万元的企业有46
家，饮料与酒制造业产值超亿元企业占1/3，成为
全省首个食品饮料特色产业园、全国最大食品饮
料产业集聚基地。

四川宜宾正规划打造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
集群。2022年，宜宾市规上白酒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1757亿元，同比增长7.5%；利润总额395亿元，
同比增长 8.2%。宜宾白酒以产量不到全国1/12
的占比，实现全国白酒1/4的营收、1/6的利润。

目前宜宾市已形成以五粮液集团为龙头，49
户规模以上白酒企业，270余户中小酿酒企业、
120余户配套企业组成的集原粮种植、研发、基酒
储存、包装材料、罐装、销售、物流为一体的千亿
级产业集群。

宜宾市规划到2026年，培育形成一批千亿
级、500亿级、50亿级以及十亿元级、亿元级企业，
基本形成白酒企业梯次化发展新格局。

食品产业集群式发展，也带动了我国食品企
业的做大做强。数据显示，我国食品工业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超过39000家，占轻工行业31%以上。

加强科创和集群建设
今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发布关

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
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25年，传统优势食
品产区规模不断壮大，地域覆盖范围进一步拓
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
升，供应链保障能力明显改善，一二三产融合水
平持续优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百亿
龙头、千亿集群、万亿产业”的地方特色食品发展
格局基本形成。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建设，推进轻工
业高质量发展。”张崇和说，建设食品行业特色区
域和产业集群，是我国食品行业与各级政府深化
改革开放、发展特色经济的创新举措，是促进行
业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抓手。

2022年，我国食品行业平稳增长，规模以上企
业营业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5.6%；利润6815.4
亿元，同比增长9.6%。食品行业以轻工业37.4%的
资产，实现了40.8%的营业收入，创造出44.6%的利
润，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且重要的贡献。

张崇和说，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国
际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内需市场动力不足，企业
利润空间减少，农产品加工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还
不适应，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不够完善。食品行
业要主动求变，积极作为，努力推动食品工业行
稳致远。

“食品行业发展后劲足，食品工业更具韧
性。”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主任于学军说，2022
年，食品工业保持整体稳健，实现全年有效增
长。今年一季度，农副食品加工业投资增速继续
保持10%的两位数增长。

“2022年，食品行业整体保持了稳定增长，与
中国经济总体趋势大体相同。食品企业亏损面降
到了20%以下，产业主体活跃度保持住了。”于学
军说，“与其他外向型行业不同，食品行业一直以
来以国内市场为主，但过去的一年，面对世界经济
持续走弱，以及疫情的影响，食品产业动能逐渐恢
复，国内市场和出口增长，特别是出口交货值的后
劲，让我们看到国内外市场双循环的增长潜能。”

“经历了新冠疫情，大量食品线下业态受影
响，但食品线上销售增长和社区团购、无人值守
销售等等的弥补，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众
多品牌和预制食品产业的发展，显现出困难环境
下行业的底蕴和韧性。”于学军说，食品工业的未
来在于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食品工业同样需要创新，同时不可
摒弃传统。

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我国食品工业营业
收入利润率达6.5%，高于同期轻工行业平均利润
率1.3个百分点。

于学军认为，随着内需市场不断扩大，国内
外市场双循环后劲增强。预计2023年我国食品
工业继续稳健发展，全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可增长7%左右，利润增长10%左右。

（刘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