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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机械市场的未来及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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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我国农业资源 、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特种经济”的出现 、西部大开发 、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和食品工业发展情况等方面分析了我国食品机械市场发展的前景。同时从观念 、

技术 、信息和人才等角度提出了发展我国食品机械的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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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食品机械市场的未来
在我国 , 食品机械是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而

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兴行业 ,自 70年代以来一直以

较快的速度发展 , 尤其进入 90年代以后 , 其平均

年增长速度保持在 25%以上 。食品机械工业产值

占食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81年的 0.4%增长

到 1995年的 2.6%。这一良好势态在未来的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是否还会继续保持 , 这是行业

内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通过对以下诸多因素的

分析 ,我们将乐观地看到 ,我国食品机械将仍然是

可持续发展的朝气蓬勃的行业 , 食品机械市场的

未来将是巨大的 。

1.1资源

我国地大物博 , 从南到北相距 5500多公里 ,

跨越 50个纬度 ,兼有热带 、亚热带 、暖温带 、温带

和寒带 , 其中大部分处于温带 , 光热资源丰富 , 食

用生物资源种类繁多 。其中可供食用的植物多达

2000种以上 ,家养畜禽品种约有 390多种 。全国有

据可查的淡水鱼类近 600种 , 海水鱼在 1000种以

上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 其中人们生活最

基本的食物资源逐年增长(见表 1), 与 1985年相

比 , 1998年我国粮食 、油料 、糖 、水果 、猪牛羊肉 、

禽蛋和水产品等分别增长 0.29倍 、 0.47倍 、 0.62

倍 、3.68倍 、1.47倍 、2.77倍 、1.98倍和 4.53倍 ,

均高于同期人口增长倍数值 0.18.。其中粮食 、肉

类 、果品 、蛋 、蔬菜和水产等年产量已居世界第 1

位(见表 2)。人均占有肉 、蛋 、鱼 、果蔬的数量自

1997年起分别达到 50.2kg 、 17.2kg、 29.1kg 和

311.0kg , 均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但长期

以来由于经济落后 , 我国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的能

力很差 , 在主要农产品中经过加工成为食品的仅

占总产量中的 2 ～ 30%(发达国家可达 15～ 70%,

见表 2)。因此我国消费食品仍以未加工的资源性

原料为主 , 约占 60%左右 (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在

10%左右), 出口食品中 , 原料性食品几乎达到

70%左右。因此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

值的比例为 0.43∶1(1997年), 而经济发达国家

两者比例一般为 2∶1～ 3∶1。这即标志着我国食

品加工业的落后 , 同时也展示了我国食品工业尚

有着极其充分的发展空间 , 这也就意味着食品机

械拥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

1.2国民经济

Future and Innovative Thoughts of Our Domestic Food Machiner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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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主要食物资源状况

粮食

(万吨)

油料

(万吨)

糖料

(万吨)

水果

(万吨)

猪牛

羊肉

(万吨)

禽蛋

(万吨)

牛奶

(万吨)

水产品

(万吨)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05851

107507

109300

111026

112704

114333

115823

117171

118517

119850

121121

122389

123626

124810

37911

39151

40298

39408

40755

44624

43529

44266

45619

44510

46662

50454

49417

49000

1578.4

1473.8

1527.8

1320.3

1295.2

1613.2

1638.3

1641.2

1803.9

1989.6

2250.3

2210.6

2157.4

2313.9

6047

5853

5550

6188

5804

7215

8419

8808

7624

7345

7940

8360

9387

9790

1164

1348

1668

1666

1832

1874

2176

2440

3011

3500

4215

4653

5089

5453

1760.7

1917.1

1986.0

2193.6

2326.02

2513.5

2723.8

2940.6

3225.5

3692.7

4265.3

3694.7

4089.5

4355.0

534.7

555.0

590.2

695.5

719.8

794.6

922.0

1019.9

1179.8

1479.0

1676.7

1965.2

2125.4

2018.5 *

249.9

289.9

330.1

366.0

381.3

415.7

464.4

502.1

498.7

528.8

576.4

629.4

663.8

744.5 *

705.2

823.6

954.6

1060.9

1151.7

1237.0

1350.8

1557.1

1823.0

2143.1

2517.2

3288.1

3601.8

3906.0

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引自 1999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表 2 我国主要食品资源产量及其加工情况表

发达国家

加工比例(%)

加工比例

(%)

年产量

(万 T)

居世界

地位
产品名称

粮食

果品

蔬菜

肉类

水产品

蛋类

49000

5153.0

33000

6200

3906

2125.4

1

1

1

1

1

1

2

10

10

4

30

0.25

30

40 ～ 70

30 ～ 10

30 ～ 60

75

15 ～ 20

从 1993年以来 ,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持续 7

年下滑 。1990年 , 国内 GDP增长为 3.8%, 至

1992年 ,迅速升至 14.2%的巅峰 。而从 1993年起 ,

国内 GDP 增长开始平稳回落 , 从巅峰时的

14.2%, 沿着 13.5%、 12.6%、 10.5%、 9.6%、

8.8%、7.8%“软着落”至 1999年的 7.1%。而从

1999年下半年开始 , 经济运行中亮点频生 , 今年

上半年 , 总体经济运行中更出现了少有的强劲回

升 ,国内 GDP增长率已为 8.2%,较去年第 4季度

的 6.8%有较大增幅。据此 ,经济界权威人士多次

指出 ,今年以来 ,国内主要经济指标逐步攀升的走

势 ,已经表明我国经济年内有望扭转 7年来 ,特别

是近年增长持续下降的趋势 , 出现止降回升的重

大转机 。转向上升的经济拐点预计会在年内出

现 。从国际环境全局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趋好 ,东

西方经济也在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 3.1%, 提高到

3.6%, 发展中国家则从去年的 3.8%提高到

5.4%, 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无论是出口和引资 ,

都将十分有利。毫无疑问作为我国工业产值排头

兵的食品工业行业必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强劲

回升而再次辉煌 , 这无疑会给食品机械的发展提

供前所未有的好市场 。

1.3 “特种经济”

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下滑 , 促进早日走出 GDP

增长低谷 ,国家采取了扩大内需 ,增加投资和促进

出口等一系列重要措施 ,其中 ,为增加城镇中低收

入家庭的收入 , 直接扩大消费 , 1999年下半年 , 国

家财政支出 540亿元人民币 , 加之国家调整了假

期安排 ,出现了“春节” 、“五一”人们外出访友 、探

亲和旅游的繁忙景象 。“春节” 、“五一” 9000万人

次出游 ,形成了两个消费“黄金周” ,仅国内旅游收

入就超过了 340亿元人民币。据有关权威人士预

测 , 今年上半年消费零售总额预计达到 16000亿

元人民币 , 同比增长 30%左右。人们将由于假期

和旅游而出现的经济热分别称之为 “假日经济” 、

“旅游经济” 现象 , 与此相似的还有 “高考经济” 、

“夏日经济”和“ 宵夜经济”等等。这些“特种经济”

的出现和发展无疑会给“方便食品” 、“休闲食品” 、

全国

总人口

(万人)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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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8年全国和西部地区食品工业主要原料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51229.5

10581.3

20.65

402.3

1213.9

17.39

9790.4

2501.8

25.55

665034

25.25

167932

5452.9

1063.7

20.75 30.96

230.5 190.2

9.42 0.60

934.5

15497.2018 9.744 5.5723 5.8

1187.8

19.51

18.90%

粮食(稻谷 、小

麦 、玉米、豆类)

油料(花生 、油

菜籽 、芝麻)

糖料(甘

蔗 、甜菜)

茶叶

(吨)

水果(苹果、柑桔 、

梨 、葡萄 、香蕉)

肉类(猪 、

牛 、羊 、禽)
奶类 禽蛋

淡水产品

(千吨)

全国 ①

西部地区 ②

西部地区

占全国总产

量比例(%)③

西部地区

占全国总产量

平均比例(%)④

①数据摘自 1999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②西部地区包括陕 、甘 、宁 、青 、新 、云 、贵 、川 、藏 、渝等 10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
②③④数据是根据 1999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统计数字 ,由作者计算而得 。

①数据摘自 1999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②西部地区包括陕 、甘 、宁 、青 、新 、云 、贵 、川 、藏 、渝等

10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
②③④数据是根据 1999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统计数

字 ,由作者计算而得 。

“地方特色食品” 、“配餐食品” 、“外餐食品”和各种

饮料等诸多食品的发展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显

然 , 有远见的食品机械行业的企业家们一定不会

放过这一特殊的商机 。

1.4 西部大开发

党中央 、国务院已经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

略决策 。西部大开发是建设共同富裕的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 , 是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已进入调

整结构 、提高素质的重要时期。调整结构 ,提高素

质 , 西部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西部地区包括陕 、

甘 、宁 、青 、新 、云 、贵 、川 、藏 、渝等 10个省 、自治

区 、直辖市 ,国土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 56.3%、人

口占全国人口的 22.8%, GDP 占全国 GDP 的

14%。西部地区人口较少 ,幅员辽阔 ,自然资源丰

富 , 但远离海洋 , 生态环境脆弱 , 科技和经济不发

达 , 社会文化事业落后 , 整个经济中素质效益最

差 , 结构也很不合理。提高质量 、调整结构 , 必须

在西部下功夫。这些特点在西部的食品工业中也

①数据摘自 1999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②西部地区包括陕 、甘 、宁 、青 、新、云 、贵 、川 、藏 、渝等 10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
②③④数据是根据 1999年中国食品工业年鉴统计数字 ,由作者计算而得 。

表 4 1998年西部地区食品工业产值及其和
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单位:万元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全国
①

西部地区 ②

西部地区

占全国总产量

平均比例(%)④

西部地区

占全国总产

量比例(%)③

食品加工业

9.22

324.14

3516.00

10.18

1213.97

81.49

6.71

230.66

14.6

1579.86

产 品

区 域

表 5 1998年全国和西部地区食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其比例 单位:万吨

鲜 水产加工品 机制糖、大米 食用植物油 冻畜肉

全国
①

西部地区 ②

西部地区

占全国总产量

平均比例(%)④

西部地区

占全国总产

量比例(%)③

3965.29

335.79

8.47

602.48

103.12

17.12

318.81

54.18

17.00

187.99

0.16

0

825.82

195.58

23.68

配混合饲料 乳制品

3714.38

414.64

11.63

190.31

13.21

6.94

8.97

16.60

54.03

方便主食品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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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 。从表 3的统计数字可看出 ,西部地区食品

工业主要原料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平均比例为

18.9%, 其中占 20%以上的有粮食 、糖料 、茶叶 、

肉类和奶类 ,水果为 19.51%, 接近 20%。这些比

例均接近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

22.8%。说明西部地区食品工业主要原料产品人

均占有量接近全国人均数 。但从表 4和表 5看出 ,

西部地区食品工业产值占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的

平均比例和西部地区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国主

要产品总产量的平均比例分别为 10.18%和

12.6%, 不仅远低于 22.8%和 18.90%, 而且也低

于西部地区 GDP占全国 GDP14%的比例。这就不

难看出 ,在本来就很落后的西部经济中 ,食品工业

是更为落后的工业。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 ,发展现代化农业 ,大力加强农产品加

工 , 迅速发展食品工业必将被作为具有战略意义

的重大事项而被提到十分紧迫的日程上来 。那

时 , 西部地区定将会需要大批量高水平的食品机

械 。作为食品机械行业的企业家们一定不要错过

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 一定要

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西部大市场中去寻求发展 。

1.5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大喜讯 , 毕竟为此我们艰辛奋斗了很

长时间 。从总体上说 , “入世”有利于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

宏观环境 , 使中国更加现实地面对世界经济一体

化的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有效地利用

国际规则 , 取利避害 , 充分发挥我国优势 , 保持国

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 但具体地说在 “入世”后我

国要履行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保护措施的承

诺 , 这意味着我国要给予国外投资者和贸易者以

公平的国民待遇 。例如我国进口国外的食品机械

要征收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 两项合计进口综合税

率约为 30%。“入世”后 ,根据中美双边协议要求 ,

中国要把平均关税税率 22.1%降低到 17%,在 10

年内将把关税税率减至零或接近于零 , 并放弃出

口补贴 。在 5年内中国将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

限制。由于降低关税和削减非关税壁垒 , 外国会

乘机或在中国大量推销各种先进食品加工机械或

在中国建立技术开发中心或直接在中国投资建

厂 , 这些对于我国食品机械行业将会产生很大冲

击 , 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大中型成套食品机械和

关键单机将会有更大自由度进入中国市场 。这对

我国食品机械行业来说将是严重的挑战。但挑战

总是和机遇同在 , 据分析 , 我国食品机械达到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国际水平的产品约占 60%、达到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国际水平的约占 10%, 显而

易见水平还较低 , 技术水平提高和市场发展空间

还十分广阔 。长期以来 , 我国进口食品机械所耗

资金大于或等于本国食品机械当年产值的原因就

是这一十分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未去占领 , 有志

之士如能抓住机遇 ,大搞技术创新 ,尽快尽多占领

这一广阔的市场空间 , 定会把我国食品机械的发

展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场挑战与机遇的

较量中 , 我们的有利条件是:①我国有 10%左右

的产品达到了国际 90年代水平;②已占领了 50%

以上的国内市场(按市场购买食品机械所耗资金)

以及 80%左右的中小型食品机械市场 (按中小型

企业食品机械实际使用);③价格低廉的劳动力 、

能源和材料;④了解国情 、熟悉本国市场 、售后服

务运输半径短;⑤我国已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技

术水平 、装备水平 、自主开发能力和一定规模经济

的骨干企业和科技队伍。在这些有利条件的支撑

下 ,通过艰苦的较量 ,我国食品机械定会开创一个

崭新的局面 。

“入世”后 , 权利和义务是均等的 。在我国履

行承诺的同时 ,其他国家也要履行同样的承诺 ,这

将会消除我国在同其他国家尤其发达国家贸易中

所受的不平等待遇 , 促进我国食品机械的出口 。

回顾近几年我国食品机械的进出口情况 , 近期已

出现进口减少 , 出口增加的良好趋势 。1998年我

食品机械进出口总额为 12.5亿美元 ,比上年下降

12%, 其中进口总额为 3.7亿美元 , 比 1997年下

降 43.8%, 呈连续大幅度下降趋势。出口总额为

8.8亿美元 , 比 1997年增长 15.9%。进出口贸易

再次出现顺差。相信 “入世”后 , 这一良好势头将

会继续保持 。向国际市场进军 , 将是我们食品机

械行业“入世”后的新机遇 。

1.6 食品工业

我国食品工业从 50年代至 90年代间 , 各年

代的发展速度分别为 17%、 12.8%、 12.7%、

10.12%和 12.6%。从 1995年起 ,食品工业的总产

值一直位居全国各工业部门之首 , 1998年其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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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已达 5517.33亿元 , 1999年创利税约占同期全

国工业总利税的 1/5。在全国各行业近几年国内

消费品市场普遍不振的情况下 , 食品工业仍保持

了较快的发展势头。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许多地

区已从温饱向小康 、 小康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

展 , 恩格尔系数虽逐步降低 , 但对工业化食品 , 对

高质量 、高档次 、多功能和方便快餐食品的需求量

则不断增加;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效果明显 ,但在近

期内 ,全国人口的绝对数字仍是增长趋势;又加之

传统农业向产业化方向转化 , 农产品加工业的不

断发展;食品生产中新技术 、新产品的不断出现等

因素都将刺激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据专家预

测 ,“十五”期间 ,我国食品工业生产和出口都将有

较大幅度增长 , 其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保持在 10%

以上 , 到 2020年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

比例将由目前 0.43∶1转变而为 1∶1(发达国家

目前为 2～ 3∶1), 则两者的总产值将都超过 3万

亿元人民币 ,届时 ,食品工业将真正成为我国各行

业名符其实的第一大产业 。

从世界范围看 , 国际食品工业已成为世界第

一大产业 ,每年营业额已远远超过汽车 、航天及电

子信息工业 ,而且食品工业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

据专家预测到 2005年 , 市场营业额将超过 15000

亿美元 , 而我国仅占其十分之一左右 , 这和我国

12亿人口的大国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 。

从上述不难看出食品工业是最具创新活力 、

可持续发展的行业之一。但食品工业的发展有赖

于食品机械工业的发展 , 食品机械工业将是食品

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作为支柱 , 其发展的

速度一般高于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回顾我国食

品机械的发展 , 其产值由 1981年 2.8亿元人民币

增加到 1995年的 117亿元人民币 , 增长了 40倍 ,

同期食品工业的增长倍数为 5.5倍 。食品机械产

值占食品工业产值的比重也由 1981年的 0.4%增

加到 1995年的 2.60%,这两组数字不仅说明了食

品机械工业本身的发展 , 而且表明了其发展速度

远高于食品工业 。但即使这样 , 我国食品机械工

业仍然满足不了食品工业发展的需求 , 许多食品

厂每年需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引进许多食品加工

机械。因此 ,可以预测到 2020年 ,我国食品工业产

值超过 3万亿元人民币时 , 则我国食品机械工业

的产值将会达到 900亿元人民币 (按食品机械产

值占食品工业产值 3%计), 比 1995年增长 6.7

倍 。可以预言 , 那时我国食品机械仍然会是不能

完全满足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需求 , 还会进口数

量不少的外国食品机械。因此 , 我国食品机械市

场的未来将会是十分诱人的。

2 发展我国食品机械的创新思路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 我国食品工业得到了迅

猛发展 ,从而带动了食品机械的发展 ,而食品机械

行业的科技进步与发展 , 又为食品工业的发展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 , 大大推动了食品工业向前发

展 。我国丰富的物质资源 ,快速的经济发展 ,为我

国食品工业及食品机械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

市场。党中央 、国务院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国加入

WTO ,使我国食品工业既面临巨大的挑战 ,更得到

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面临新形势 , 如何以创新的

思路更加迅速有效地发展我国的食品机械 , 则是

我们每个食品机械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

2.1 观念

在当前发展食品机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食品机械加工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 ,

是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的主体 , 和农业有着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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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密切关系。因此发展食品机械实际上是落实

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实际行动 , 是工业支持农业

实现现代化产业化的重要步骤。长期以来食品工

业和食品机械的发展总是处于一种十分被动尴尬

的地位 , 即农业生产什么 , 我们就加工什么(甚至

包括残次农副产品),消费者就消费什么。现在必

须改变这种落后的观念 ,要建立市场需要什么 ,农

业就生产什么 , 我们就加工什么的创新观念。有

人把农副产品加工业称为“1.5”产业 ,既非第一产

业 ,也非第二产业 ,而是介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之间紧连市场的常青产业 。因此作为食品机械的

企业家们 ,在这一创新观念的指导下 ,就应高度重

视市场动向 ,做到市场需要什么 ,我们就能立即生

产什么 ,不断创新我们的产品 ,使我们向市场提供

的产品永远是“创新”牌的 。

2.2 技术

技术创新是从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到首次商业

化应用的全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从知识形态

转变为物质形态 , 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

生产力 , 因此技术创新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

关键。从整体上看 , 我国食品工业的素质和产品

档次较低 ,生产工艺及技术落后 ,食品机械行业发

展过程中 , 自主创新的产品少 、 消化仿制的产品

多 , 往往是跟在国外技术后面简单开发 , 简单制

造 ,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加大 。究其原因就是

缺乏技术创新的精神 ,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首先要建立面向市场的技术

创新机制 , 强化市场意识 。其次要真正突出企业

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国家已要求所有国家

重点企业 , 今年年底以前都要建立技术开发中

心 。第三是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运行机制 , 加大

技术创新的投入 。我国目前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

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只有 1.27%, 而发达

国家可达 5%～ 10%。投入的绝对值更是相比甚

远 。第四是要确立技术创新的具体内容。大力开

发新技术 、应用基础和软科学研究 ,针对一些关键

性 、战略性 、综合性 、具有带动性 、衍生性的重大项

目进行科技攻关 。同时加强 、加快对行业技术有

导向作用的重大科技成果和技术如生物技术 、 超

临界萃取技术 、新型杀菌技术 、膜分离技术 、光电

液气仪自动化技术等的转化和推广工作 , 真正促

进我国食品机械行业的健康发展 。

2.3 人才

观念 、技术和信息的创新不管多么重要 ,都是

靠人来实现的 , 只有人才的创新才是实现我国食

品机械工业快速 、健康发展的原动力 、关键所在 。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才更显重要 ,世

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已愈演愈烈。就是世界发

达国家 , 如美国今年短缺科技人员 80万 , 日本今

后 10年内短缺 160万 ～ 450万。作为发展中的我

国更应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企业要不断

发展就要不断创新 ,要加大资金投入 ,积极吸收高

科技人才 、努力培养跨世纪的青年技术人员 ,真正

做到留住人才 , 吸引人才 , 用好人才 , 不断有新形

势下的新人才的涌现 ,做到人才兴旺 ,事业发达 。

2.4 信息

当前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的到来 ,

使得空间变小 ,时间变快 ,各学科科学技术得以迅

速交流 ,互相渗透 、融合 、交叉 ,互相促进 、互相发

展 ,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全球因特网用户已

超过 1.5亿 ,并且以每年 25%的速度增加 。

过去 ,我们的产品 、技术及信息的来源和对外

宣传绝大部分是通过报刊 、杂志 、广告 、电视来完

成的 ,这些手段的信息传播无疑是行之有效的 ,但

也有它巨大的局限性 。近年各种计算机网络等高

新传播手段的出现 , 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

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机遇 , 及时掌握国内外市场

变化动态和科技发展动向 ,并及时做出反应 ,使自

己的产品永远是市场畅销的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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