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dii.gd.gov.cn/hdjlpt/yjzj/answer/30794)

附錄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

食品产业是传统民生产业和我省优势产业，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具

有重要作用。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制造业当家，高质

量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的决策部署，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

品产业转型升级，我厅起草了《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现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请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前（ 7 个工作日）将有关意见书面反馈我厅（消费品工业处）。其

中，以单位名义的需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个人名义的需附上姓名及联系方式。来

信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100 号（邮政编码： 510030）；电子邮箱： xfpgyc@gdei.gov.cn；联

系电话： 020-83133226。

附件： 

1.《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2. 编制说明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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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

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食品产业是传统民生产业和我省优势产业，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具

有重要作用。为组织实施 “食全食美 十百千万 ”工程，加快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

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

坚持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的部署要求，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

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的食品加工基地、产品品牌、原料采购和

产品销售网络，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健康、美味多元、营养方

便、绿色低碳的食品消费需求。

（二）发展目标。到 2027 年，食品工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食品工业产值力争突破 1.5

万亿元，年均增长 10%以上。按照 “做大民生保障食品、做强时尚和特色食品、做精高端健康

食品、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做好保健食品、做成宠物食品、做强产业链条、做深食品市场 ”

的思路，形成全域发展、质优物美的 “食全食美 ”食品供给体系，建设 “十百千万 ”食品产业

发展格局（十个以上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特色产业园区和食品展销博览会、百个特色优势区域

品牌、千家营收过亿元企业、超万个拳头产品），推动食品产业集约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

化、高端化、品牌化、时尚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推动广东成为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

二、构筑 “一区一带全域支撑 ”产业发展格局，建设食品产业全域良性发展的 “生态圈 ”

（三）构筑 “一区一带全域支撑 ”的食品产业全域发展总体布局。做大食品产业核心区，

支持广州、佛山、东莞聚力打造千亿级核心食品产业名城，深入推动民生保障食品、休闲与时

尚食品等优势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做好保健食品、做成宠物食品

等新兴产业，构筑核心城市新优势。做强沿海食品产业带，鼓励深圳完善创新生态，高质量推

进国际食品谷建设，支持江门、湛江、阳江、茂名、珠海、中山、汕头、揭阳、潮州、惠州、

汕尾等沿海地市做大做强现有功能和保健食品、老年和婴童食品、水产加工、粮油糖生产加工、

预制菜、肉制品加工等重点优势产业，加快建成千亿元食品产业特色化发展新增长极。推动全

省各域发展特色食品产业，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独特饮食文化，充分释放产业发展潜力，推动

食品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加快建成广东食品产业发展新支撑点，共

同构筑食品产业全域发展、全民共享格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市场监

管局、粮食和储备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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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一区一带全域支撑布局

食品产业核心区：以广州、佛山、东莞为核心引领全省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

民生保障食品、休闲与时尚食品、功能及保健食品、老年和婴童食品、预制菜、豉香型白酒

等优势产业高端化转型，鼓励龙头企业加快风味型、功能型、健康型及绿色产品开发，不断

丰富产品供给。支持打造一批食品领域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积极引进国内外食品制

造龙头企业、 “链主 ”企业在核心区设立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功能型总部和研发总部。

沿海食品产业带：支持深圳以总部企业为重点，发展饮料、乳制品、预制菜、肉制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细分领域，持续推进深圳市食品生产企业 “圳品 ”培育，高标准建

设国际食品谷。珠海、横琴新区推进建设国家食品安全（横琴）创新中心，着力发展功能和

保健食品、水产品加工、焙烤食品、饮料、预制菜等细分领域。汕头、潮州、汕尾、揭阳、

惠州着力发展潮汕橄榄菜、达濠鱼丸、潮汕牛肉丸、狮头鹅、汕头方便粉（粿条）、速冻食

品、卤味食品、粮油糖加工、水产品加工、海洋食品、凤凰单丛茶、广式凉果、隆江猪脚饭、

惠来鲍鱼、绿豆饼、潮式月饼、糖果、饮料、惠州梅菜、龙门丝苗米等特色食品领域。中山、

江门、阳江着力发展调味品、水产品加工、焙烤食品、方便食品、陈皮制品、腊味、保健食

品、豆豉制品、坚果制品等细分领域。湛江、茂名着力发展水产品加工、水产预制菜、广式

月饼和糕点、粮油加工、食盐、食糖、罐头制品、荔枝、龙眼、香蕉、菠萝等特色果蔬加工

等细分领域。

全省各域特色食品产业：以完善食品全产业链、强化全品类食品供给为核心，做大做

强粮油加工、饮料、肉制品及水产品加工、调味品、广式月饼、广式凉茶、保健食品、特色

水果加工、糖果、烘焙、速冻食品、饲料、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具有较强特色和较高知

名度的细分产业，推动优势特色产品规模化、品牌化、精品化发展。鼓励肇庆、云浮、清远、

韶关、河源、梅州依托资源优势，落实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发展裹蒸粽、巴

戟酒、客家娘酒、温氏鸡、清远鸡、麻竹笋、英德红茶、西岩山茶、柚子、万绿湖水资源等

传统优势和地方特色产品，以食品工业为中间纽带，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粤东粤

西粤北地区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积极引进珠三角食品制造业转移项目，实现优质农产

品就地加工、高效转化。

三、打造多元化多场景食品供给体系，发展高美誉度的食品 “朋友圈 ”

（四）提供多元化供给产品。做大民生保障食品，加强面粉、小麦、食用油适度加工，

建立水产品 “工厂化养殖 —加工 —冷链 —物流 —销售 ”全产业链体系，发展水产品高端休闲食

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无添加、有机、淡盐等高端调味品。加大天然食品添加剂和保健食品

配料开发和应用，强化安全、标准、规范意识。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休闲与时尚食品，注重

焙烤食品营养、健康、功能性创新。加快 “低糖无添加 ”、 “天然食材 +个性化定制 ”糖果、

巧克力及凉果（蜜饯）食品品类创新。提升罐头保鲜技术，开发传统风味、地方特色风味、材

料创新的各类罐头。提高潮州卤味、盐焗鸡等休闲肉制品产品和包装创新水平，提倡绿色、安

全、环保、智能化发展。发展绿色、营养、功能型及低热量、低糖饮料产品，支持广式凉茶、

功能性饮料、植物蛋白饮料行业做大做强。挖掘广东特色茶叶品类，打造一批有特色的茶叶品

牌。支持打造岭南特色酒产区文化，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场合需求，推动果酒、气泡酒、保健

酒、啤酒、客家娘酒、豉香型白酒等酒类产品产业化和做大做强。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积极

传播适老食品概念（能适合老年人消化功能及其它生理功能减退的预包装加工食品），努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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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适老食品产业的起步和快速发展；开发在产品形态、产品口味及产品配方上满足老年人、婴

童特定需要的专用饮料、休闲食品、乳制品、方便食品、调味品、营养品等。做好保健食品，

加快推进维生素、植物蛋白、乳清蛋白、益生菌等原材料产品的技术研发，推动营养健康产品

年轻化。做成宠物食品，支持猫犬宠物食品项目引进实施、产品研发产业化，发展优质的处方

粮和功能性食品，支持企业开展宠物全生命阶段饲料专一性定制以及特殊阶段营养定制服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粮食和储备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

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2 重点领域食品供给发展方向

民生保障食品。一是以安全、营养、方便、专用型为发展方向，提高粮油精深加工产

品比重。二是延伸制糖业精深加工链条，发展低聚果糖、山梨醇、甘露醇、果萄糖浆和结晶

果糖等低热量产品。三是加大腌制、卤制肉类等中式熟食制品的研发，发展冷鲜肉、中式熟

食肉制品。四是推广水产品净菜加工、生鱼冷冻保存等技术，发展高端休闲食品、水产预制

菜等高附加值产品。五是围绕优质及特色农产品，发展功能型果蔬制品、鲜切果蔬、脱水果

蔬、谷 -菜复合食品等。六是重点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食品，加快布局预制菜产业。七是以

乳制品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常温纯牛奶 (羊奶 )常温酸奶、低温鲜奶、低温酸奶

等多种品类。

休闲与时尚食品。一是发展低糖、低脂肪、低热量烘焙食品，推广冷链烘焙技术，大

力开发 “代餐 ”类烘焙食品。二是鼓励糖果、巧克力及凉果（蜜饯）食品制造企业采用低糖、

无色素、无添加、蒸制、冻干技术。三是开发传统风味、地方特色风味、材料创新罐头，开

发适合老年人、青少年、幼儿等不同人群的专用罐头食品，拓展全日式、营养型、救灾类、

旅游类及宠物类等特殊品种。四是大力发展植物饮料、功能饮料、含乳饮料，在饮料成分、

口感、功效、消费场景等加大创新力度；注重饮料产品包装设计创新，通过 “高颜值 ”设计

和 “高流量 ”IP 联名拓展销售市场。五是注重英德红茶、仁化白毛茶、柏塘山茶、南昆山毛

茶、凤凰单丛、东水山茶、等广东特色茶叶品类挖掘，扩大茶园良种化程度，提升精制茶产

品的附加值。六是支持柚子、荔枝、龙眼、银杏、陈皮、姜糖、橄榄、黄皮、油柑、番石榴、

火龙果、菠萝等特色农产品资源向一、二、三产融合及保健、健康饮品等方向创新发展，结

合新的消费场景开发新兴休闲食品。

老年和婴童食品。一是完善老年和婴童食品的分类标准、标识等。二是面向老年人、

婴幼儿群体的特定需要，开发专用饮料、休闲食品、乳制品、方便食品、调味品、营养品等，

同时在产品形态、产品口味及产品配方满足特殊人群的需求。三是完善老年和婴童食品相关

法规、行业标准，并加强对老年和婴童食品企业的监管。

保健食品。一是围绕特殊人群的健康功能细分需求，以方便即食、药食同源为导向，

加快开发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保健食品，加快推进植物蛋白、乳清蛋白、益生菌原材料

等产品的技术研发及国产替代。二是加强维生素膳食补充剂以及有利于心脑血管、血压、血

糖、血脂等人体健康的功能性食品补充剂的研发、推广。三是支持发展养生保健食品，研究

开发功能性蛋白、功能性膳食纤维、功能性糖原、功能性油脂、益生菌类、生物活性肽等特

殊膳食用食品。四是支持广东传统地域特有的经长期食用确认对人体无不良影响的的食材、

中药材列入新资源食品或药食同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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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食品：一是注重猫犬宠物食品的营养保健作用，加大对功能性、天然成分在产品

中的应用研究。二是大力发展宠物处方粮。三是推进宠物食品品类创新，延伸拓展观赏鸟、

观赏鱼、龟和兔等异宠饲料品类。

食品包装：倡导 “安全实用、节约资源、绿色简约、消费友好 ”的理念，推动安全包

装、智能包装、绿色包装、个性化包装、可追溯包装、定制化包装等中高端包装材料研发和

设计，保证食品的新鲜卫生、延长保质期、减少食物浪费，并充分展示食品生产商的品牌效

应。

（五）打造多元融合的食品供给场景。推进文旅产业与食品工业融合，鼓励食品企业开

展工业旅游，积极参与工业旅游精品路线创建，鼓励在文化旅游胜地宣传、销售广东特色食品、

优质食品，展示广东食品名片。以 “美食 +节庆 ”“美食 +文化 ”“美食 +旅游 ”“美食 +活

动 ”“美食 +服务 ”“粤酒 +粤菜 ”，将地理标志、非遗美食、绿色食品、岭南文化、旅游节庆、

度假休闲、会议活动等融合起来推广，打造广东知名特色美食品牌。推动新营销模式与食品工

业融合，推出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等季节性特供产品，结合线上、线下营销与

造势推广，打造新消费热点。引导食品企业应用社交电商、直播电商、内容电商、跨境电商、

官网直营、线上线下互动、搜索引擎、流量推广、目标人群画像等新模式新业态，以精准营销

和泛化营销扩大食品销售。鼓励企业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

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场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监

管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突出 “十百千万 ”重点发力，擎起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顶梁柱 ”

（六） “一市一园 ”，培育发展十个特色产业园区。鼓励各地市立足本地特色食品产业

资源，加强高水平规划，加强发展研究和政策扶持，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打造一个以上细分

领域的优势特色产业园区。培育广东省特色食品产业园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预制菜产业

园，支持汕头濠江区水产产业园、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河源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园、

东莞麻涌粮油加工园区、潮州饶平潮州港粮油和水产品加工园区、阳江阳西调味品园区、湛江

遂溪水产加工园区、江门蓬江食品特色园区、茂名高州饲料园区等食品特色产业园，以及广州

花都、佛山顺德、韶关曲江、梅州广梅园、惠州博罗、肇庆高要等预制菜产业园引进食品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落地建设重大补链稳链延链强链项目，培育若干个产值百亿元以上的专业园区，

推动打造 10 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特色产业园区，引领带动各地市细分领域优势食品产业集

群和特色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农业农村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3 重点发展食品产业园区

汕头濠江区水产产业园：重点发展水产品加工、达濠鱼丸、牛肉丸等预制菜。

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重点发展功能饮料、运动饮料、乳酸菌饮料、啤酒、保健

食品、营养机能食品、特医食品、休闲食品等食品饮料、大健康、预制菜产业。

河源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园：重点发展饮用水、果茶饮料、功能饮料等。

东莞麻涌粮油加工园区：重点发展食用油、大米加工、面粉加工等。

江门蓬江食品特色园区：重点发展方便食品、糖果、焙烤、饮料、预制菜等。

阳江阳西调味品产业园区：重点发展调味品、香精香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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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遂溪水产品加工园区：重点发展对虾、小龙虾、金鲳鱼、巴沙鱼、鲈鱼、面包虾、

罗非鱼、黄花鱼、南美白虾等水产加工。

茂名高州饲料园区：重点发展畜禽饲料、水产饲料、特种饲料等。

潮州港粮油和水产品加工园区：重点发展食用油、大米、面粉、糖等加工，以及鮸鱼、

鮸鱼预制菜、对虾、烤鳗、贝类、花鲈鱼、沙丁鱼、鲭鱼、巴浪鱼、刀鲳鱼、鲣鱼等水产品

加工，打造粤东天然绿色食品集散中心。

广州花都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肉制品加工、水产品加工、烘焙、茶饮原料、生鲜

食品、预制菜等。

佛山顺德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以水产、肉类预制菜深加工、冷链仓储功能为主的

顺德特色预制菜。东莞石碣（兴宁）产业园：重点发展肉鸽生产供应。

韶关曲江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食用菌类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烘烤食品的预制菜。

梅州广梅产业园：重点发展酒水饮料、农副产品深加工、预制菜及各类食品等。

惠州博罗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生鲜出口、预制菜等。

肇庆高要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以肉类和水产深加工为主的预制菜。

（七） “一区一品 ”，着力培育百个区域特色品牌。大力培育区域品牌，鼓励各地深度

挖掘岭南历史文化、老字号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文化精髓、地域特色资源，做强三水

饮料之都、阳江调味品之都、茂名罗非鱼之都、湛江对虾之都、湛江金鲳鱼之都、中国水产预

制菜之乡（顺德）、饶平中国海鮸之乡、茂名月饼、庵埠糖果小镇、潮汕牛肉丸、黄圃腊味、河

源米粉、罗定稻米、客家娘酒、梅州和饶平盐焗鸡、东莞腊肠、广东温氏鸡和清远鸡、兴宁肉

鸽、隆江猪脚、潮州卤水、珠海白蕉海鲈、惠来鲍鱼、阳江炊鹅（黄鬃鹅）、肇庆高要罗氏沼

虾、阳江程村蚝、马坝油粘米、增城丝苗米、英德红茶、仁化白毛茶、新兴象窝红茶、英德麻

竹笋、连州菜心、惠州梅菜、罗浮山客家豆腐花、肇庆裹蒸粽、阳春春砂仁、肇庆柑橘、郁南

无核黄皮等知名区域品牌，打造一批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加强区域品牌设计与创意，做好品

牌理念、文化阐释，树立品牌独特形象，充分发挥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制度作用，强化使用管

理和保护。支持区域品牌所在地政府大力实施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三品 ”专项行动，

做强做优做大区域特色产品和品牌。到 2027 年，形成 100 个特色优势区域品牌。（省市场监管

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八）梯度培育，发展千家过亿元企业万个优质产品。开展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加快培

育形成 “链主 ”企业引领、单项冠军攻坚、 “专精特新 ”企业筑基的世界一流企业群。支持企

业聚焦实业主业收购、兼并、重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升企业整体实力。鼓励企业实施国际

化战略，构建研发、采购、生产、品牌建设推广、售后服务一体化体系。发力传统优势产品和

培育壮大新兴食品，聚焦产业链安全和韧性，聚焦发展宠物食品、高端健康食品、海洋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新型食品添加剂、高端食品生产检测装备等新赛道，培育高附加值新

兴优质食品。加强企业和产品保护，统筹推进商标、字号、专利、著作权等保护工作，完善跨

部门、跨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完善商标品牌维权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海外纠纷应对

指导服务，推动商标品牌保护、纠纷处置的跨境协作。到 2027 年，形成超 1000 家销售过亿元

的企业和 10000 个单品销售超千万的优质拳头产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牵头，

省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卫生健康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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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着力保障食品安全，构筑安全高效的美食 “生命线 ”

（九）提升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和应急处突能力建设，开展 “千企万

坊 ”帮扶行动，鼓励企业制定实施以质取胜生产经营战略，推动全员、全要素、全过程、全数

据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应用。强化各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公共食品品牌食品安全应急处置

能力，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健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完善食品标

准体系，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积极推进食

品 “湾区标准 ”工作，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优质食品供给。完善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加

强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宣贯培训全覆盖，强化食品企业诚信和社会责任意识。

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评价，培养诚信管理体系专业人才。加强全过

程食品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 ”要求，推进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立从农产

品原料种养殖、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制度，完善信息化追溯体系，实现婴幼儿配方

乳粉等重点类别产品全过程可追溯。探索实施食品分级分类管理，完善宠物食品等新兴领域食

品在生产、销售、出口方面的地方标准和法规。（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

农村厅、卫生健康委和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强化质量技术支撑。着力强化食品安全人才配备。根据《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各地要引导食品生产企业依法配备与企业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等

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等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加强

人员配备的监督检查。着力提升检验检测技术和能力，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 ”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综合应用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质量管理等要素，为推动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鼓励食品企业加强原料预处理、加工制造、包装灭菌等环节

危害因子筛查测定、异物精准识别及剔除、品质自动化感知等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及仪器设备的

应用，提升检验检测和质量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强化信息化和数字技术在企业质量保证

能力建设中的应用，加强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及先进检测、传感等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应

用，构建数字化、智能化质量管控模式，推动质量形成过程的显性化、可视化。引导企业加强

数字化质量管理人才培养，健全企业首席数据官（ CDO）建设，重视数字化管理师队伍建设。

鼓励智能化程度较高的食品企业向粤东西北县域企业派出数据特派员，推动县域企业融入现代

食品产业链。（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六、坚持创新发展与提质升级，打造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尖刀班 ”

（十一）提升共性基础技术和服务供给能力。推动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加快高端配料、

高效分离提取、生物转化、微生物发酵、精准营养的前沿技术和 “卡脖子 ”领域的攻关，开展

广东特色食品机理阐释研究，加快营养靶向设计、风味品质修饰、加工工艺适应性改造等共性

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冷链、保鲜、干燥、杀菌、包装技术以及精密检测仪器、检测和品质控制

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水平，围绕 “色、香、味、形、营养、安全、包装 ”等食品核心价值要素，

建设完善服务广大中小企业的研发、试验、检测、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团体标准制修订、

品牌营销等专业服务机构，发展食品行业现代服务业。（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

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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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食品领域重点创新方向

关键原料及配料：重点开发专用油脂、婴幼儿配方食品用乳蛋白、直投式发酵剂

等高端食品配料。

现代生物技术：推进现代生物学技术、微生物发酵等在新兴食品品类的开发方面

的应用，加快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营养组学等领域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专用设备：重点发展食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多维原位感知等装备，颗粒物色选

设备、大型烘焙设备、无菌灌装设备、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提高食品专用设备国产

替代水平。

新型加工工艺：加快新型非热加工、新型杀菌、高端配料添加、高效分离提取、

生物转化、微生物发酵、精准营养节能干燥、清洁生产等加工工艺创新。探索推进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扩展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 IT 技术在食品制造和食品安全领

域的应用。

（十二）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推广。提升创新能力，建立完善食品领

域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新

型研发机构、消费者应用（体验）中心、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加快形成食品产业科技创新体系。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对接全国优秀高校研究院、科研机构等创新载体，打造高水平创

新团队。加快自主科研成果转化和外部科研成果引入，支持设立区域科技创新创业、公共技术、

协同创新、技术成果交易转让和产学研合作的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提升新产品产出和研究成

果产业化水平，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和标准化进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牵头，各地

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进食品行业 “数字三品 ”专项行动，引导省

内食品企业加大智能制造投入，培育一批食品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标杆企业，推广一批数

字化转型标杆项目。发展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化制造，鼓励食品行业重点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

开展智能工厂建设试点示范，提高智能化水平。促进食品产业原料采收、生产加工、仓储物流、

营销管理、售后服务等各环节数字化管理和应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食品生产企业创建

绿色工厂、绿色车间、绿色生产线，加快应用节水、节能、节粮的加工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清

洁高效制造工艺，提升加工转化率。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加强果蔬皮渣、粮油麸粕、动物骨血

等加工副产物的二次开发，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厅、水利厅、能源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

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坚持开放发展，培育买世界、卖世界的食品消费 “领头羊 ”

（十四）打造全球性、全国性的食品工业展销平台。支持举办系列食品产供销活动，组

织举办或参加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深圳）博览会、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中国

创新食品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博览会、中食展 ·广州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广交会、进博

会、日本东京食品与饮料展览会、新加坡国际食品及酒店用品展、德国科隆世界食品展览会等

展会，支持参加粤贸全球、粤贸全国系列经贸活动，支持企业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拓展海

外市场。支持全球化布局，建立全球化生产体系、研发基地、营销网络和跨国供应链体系，推

动我省形成 “买全球卖全球 ”的世界级加工基地、产品品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网络。加强 

RCEP 食品产业发展协作与配套，鼓励建立省级与市级 RCEP 食品、国际食品展销中心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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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促进原料采购、食品进出口，加强与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的合作。强化国内产业链合作，

支持龙头食品企业牵头建立食品产业数据链，推动上下游、跨行业的数据共享开发利用，探索

形成数据产品、进行数据资产评估。鼓励企业在大米、小麦、玉米、果蔬、海产品、水产品、

肉制品等原料产区培育建设自主可控可追溯的原料基地。（省商务厅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粮食和储备局、贸促会、工商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五）强化招商引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招商选资力度，制定完善食品产业重

点招商目录，建立稳链、补链、延链、强链项目储备库。靠前服务，创新机制，提升项目审批、

要素保障和问题协调效率。支持各地聚焦本地食品产业发展特色和产业关键环节，依托 “链主 ”

企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招商。支持各地紧跟消费者安全健康、美味多元、营养方便、绿色低碳

的食品消费需求，在老年和婴童食品、高端健康食品、宠物食品等高附加值新兴食品领域招引

一批高质量项目，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创新招商引资形式，聚焦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地和国

内山东、河南、福建等地，强化以商引商、以链引商、以侨引商、以情引商、联合招商。持续

深耕细作，参与重点区域举办的各类经贸活动、行业峰会、技术论坛，谋划举办系列招商推介

对接活动。强化重大项目跟踪服务，对纳入省、市制造业重点项目投资计划的食品等重点领域

的重大项目，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加强跟进服务和要素供给，推动项目建设。（省商务厅、工业

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委台办、省侨办、贸促会、工商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

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举办系列宣传推介活动，唱响广东美食。广泛开展广东优质食品推广工作，推

进粤品牌故事 “走基层、入民心 ”。联合主流、新兴媒体等共同举办 “广东新 ‘食 ’代 ”等食

品宣传特约栏目，从千百亿级的特色区域品牌、特色子集群、特色企业、特色产品等多种维度，

宣传推介广东的优质食品名片。鼓励各区域品牌举办地方特色食品专业性展览会、博览会、交

易会等，通过设计大赛、品鉴会等形式推广特色主导产品，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引导食

品生产、销售企业参加 “中国品牌日 ”“非遗购物节 ”“吃货节 ”“网上年货节 ”以及 “全国

行 ”和 “进名店 ”等活动，营造粤品消费良好氛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牵头，各地

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强化资源要素供给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当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战斗员 ”

（十七）加大财政金融支持。统筹用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食品产业

提质升级项目、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食品

名片宣传等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发挥广东省产业发展基金等政策性基金作用，带动社会投资

加大对食品产业和特色食品品牌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食品产业的融资支持力度，综合

运用天使孵化、创业投资、融资担保、上市培育、并购重组等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支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广东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加强要素资源保障。强化食品企业用地保障，深化 “亩均论英雄 ”和 “标准地 ”

出让改革，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推广 “工业上楼 ”和 “5.0 产业新空间 ”

模式。创新产业土地盘活连片整备开发机制，建立统筹规划及资源投放机制，探索片区 “征地

统筹、利益统分 ”开工模式。构建 “低成本开发 +高质量建设 +准成本提供 ”产业空间供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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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工业用地、新兴产业用地、科研用地等供应。鼓励新增产业用地通过弹性年期出让、租赁、

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多种供应方式，规范产业用房租赁市场，支持各地公布产业用房租赁参

考价格。保障重点工程、研发项目用地需求，完善重点产业园区、生活保障设施等开发建设。

支持对现有园区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强食品产业人才供给，支持引进

国内外顶尖科研人才与创新团队。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培养产业发展亟需的专业人才，

支持食品企业参加粤商培训项目、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企业家研修

培训，培育具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多方面能力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省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各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着力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建立政企协定期与不定期沟通对话机制，及时收集解

决食品企业典型困难问题。支持优势特色食品名城名园名区打造特色主导产品交易中心、批发

市场等。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中介组织作用，加强情报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产业

研究、工艺、研发设计、检测认证、展览展示、宣传推广、人才培训、数字化服务、供应链管

理等服务。（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各地级以上市

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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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食品产业是传统民生产业和我省优势产业，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具

有重要作用。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制造业当家，高质

量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的决策部署，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

品产业转型升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

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编制工作。

二、编制过程 

2023 年 5 月，按照有关工作部署，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启动了《实施意见》编制工作， 6

月底完成了《实施意见》初稿，于 7 月和 8 月分两次征求了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有关单

位、各相关行业组织意见，根据各单位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此次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分为八部分 19 条政策措施。

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 ”，明确了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的食

品加工基地、产品品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网络，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满足人民

群众对安全健康、美味多元、营养方便、绿色低碳的食品消费需求。要形成全域发展、质优物

美的 “食全食美 ”食品供给体系，建设 “十百千万 ”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力争到 2027 年，食

品工业产值力争突破 1.5 万亿元，年均增长 10%以上。

第二部分 “构筑 ‘一区一带全域支撑 ’产业发展格局，建设食品产业全域良性发展的 

‘生态圈 ’”，明确要做大食品产业核心区，做强沿海食品产业带，推动全省各域发展特色食

品产业，提出了一区一带和全省各域的总体布局和重点发展方向。

第三部分 “打造多元化多场景食品供给体系，发展高美誉度的食品 ‘朋友圈 ’”，强调

要做大民生保障食品，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休闲与时尚食品，发展绿色、营养、功能型及低

热量、低糖饮料产品，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做好保健食品，做成宠物食品，提供多元化供给

产品。同时，要推进文旅产业、新营销模式与食品工业融合，引导食品企业应用新模式新业态，

以精准营销和泛化营销扩大食品销售，打造多元融合的食品供给场景。

第四部分 “突出 ‘十百千万 ’重点发力，擎起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顶梁柱 ’”，鼓

励各地市立足本地特色食品产业资源，加强高水平规划，加强发展研究和政策扶持，强化产业

链协同配套，打造一个以上细分领域的优势特色产业园区。要培育百个知名区域品牌，打造一

批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同时，还要梯度培育，发展千家过亿元食品企业万个优质食品拳头产

品。

第五部分 “着力保障食品安全，构筑安全高效的美食 ‘生命线 ’”，明确强化质量管理

体系和应急处突能力建设，完善食品标准体系，加强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探索实施食品分级

分类管理。同时，还要强化食品安全人才配备、检验检测技术和能力提升，强化信息化数字技

术在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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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坚持创新发展与提质升级，打造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尖刀班 ’”，从食

品领域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创新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推广、

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方面明确了重点工作任务。

第七部分 “坚持开放发展，培育买世界、卖世界的食品消费 ‘领头羊 ’”，明确提出要

举办系列食品产供销活动、宣传推介活动、支持企业全球化布局、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同

时，还要强化招商引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第八部分 “强化资源要素供给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当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战斗

员 ’”，从财政金融支持、要素资源保障、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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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开征求《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
	食品产业是传统民生产业和我省优势产业，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具有重要作用。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的决策部署，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我厅起草了《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请于 2023年 9月 12日前（ 7个工作日）将有关意见书面反馈我厅（消费品工业处）。其中，以单位名义的需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个人名义的需附上姓名及联系方式。来信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100号（邮政编码： 510030）；电子邮箱： xfpgyc@gdei.gov.cn；联系电话： 020-83133226。
	附件： 1.《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2.编制说明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年 9月 4日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年 9月 4日
	附件 1

	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食品产业是传统民生产业和我省优势产业，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具有重要作用。为组织实施 “食全食美十百千万 ”工程，加快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的部署要求，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的食品加工基地、产品品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网络，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健康、美味多元、营养方便、绿色低碳的食品消费需求。
	（二）发展目标。到 2027年，食品工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食品工业产值力争突破 1.5万亿元，年均增长 10%以上。按照 “做大民生保障食品、做强时尚和特色食品、做精高端健康食品、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做好保健食品、做成宠物食品、做强产业链条、做深食品市场 ”的思路，形成全域发展、质优物美的 “食全食美 ”食品供给体系，建设 “十百千万 ”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十个以上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特色产业园区和食品展销博览会、百个特色优势区域品牌、千家营收过亿元企业、超万个拳头产品），推动食品产业集约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品牌化、时尚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广东成为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
	二、构筑 “一区一带全域支撑 ”产业发展格局，建设食品产业全域良性发展的 “生态圈 ”
	（三）构筑 “一区一带全域支撑 ”的食品产业全域发展总体布局。做大食品产业核心区，支持广州、佛山、东莞聚力打造千亿级核心食品产业名城，深入推动民生保障食品、休闲与时尚食品等优势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做好保健食品、做成宠物食品等新兴产业，构筑核心城市新优势。做强沿海食品产业带，鼓励深圳完善创新生态，高质量推进国际食品谷建设，支持江门、湛江、阳江、茂名、珠海、中山、汕头、揭阳、潮州、惠州、汕尾等沿海地市做大做强现有功能和保健食品、老年和婴童食品、水产加工、粮油糖生产加工、预制菜、肉制品加工等重点优势产业，加快建成千亿元食品产业特色化发展新增长极。推动全省各域发展特色食品产业，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独特饮食文化，充分释放产业发展潜力，推动食品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加快建成广东食品产业发展新支撑点，共同构筑食品产业全域发展、全民共享格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粮食和储备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1一区一带全域支撑布局
	专栏 1一区一带全域支撑布局
	专栏 1一区一带全域支撑布局

	食品产业核心区：以广州、佛山、东莞为核心引领全省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民生保障食品、休闲与时尚食品、功能及保健食品、老年和婴童食品、预制菜、豉香型白酒等优势产业高端化转型，鼓励龙头企业加快风味型、功能型、健康型及绿色产品开发，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支持打造一批食品领域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积极引进国内外食品制造龙头企业、 “链主 ”企业在核心区设立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功能型总部和研发总部。沿海食品产业带：支持深圳以总部企业为重点，发展饮料、乳制品、预制菜、肉制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细分领域，持续推进深圳市食品生产企业 “圳品 ”培育，高标准建设国际食品谷。珠海、横琴新区推进建设国家食品安全（横琴）创新中心，着力发展功能和保健食品、水产品加工、焙烤食品、饮料、预制菜等细分领域。汕头、潮州、汕尾、揭阳、惠州着力发展潮汕橄榄菜、达濠鱼丸、潮汕牛肉丸、狮头鹅、汕头方便粉（粿条）、速冻食品、卤味食品、粮油糖加工、水产品加工、海洋食品、凤凰单丛茶、广式凉果、隆江猪脚饭、惠来鲍鱼、绿豆饼、潮式月饼、糖果、饮料、惠州梅菜、龙门丝苗米等特色食品领域。中山、江门、阳江着力发展调味品、水产品加工、焙烤食品、方便食品、陈皮制品、腊味、保健
	食品产业核心区：以广州、佛山、东莞为核心引领全省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民生保障食品、休闲与时尚食品、功能及保健食品、老年和婴童食品、预制菜、豉香型白酒等优势产业高端化转型，鼓励龙头企业加快风味型、功能型、健康型及绿色产品开发，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支持打造一批食品领域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积极引进国内外食品制造龙头企业、 “链主 ”企业在核心区设立企业总部、区域总部、功能型总部和研发总部。沿海食品产业带：支持深圳以总部企业为重点，发展饮料、乳制品、预制菜、肉制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细分领域，持续推进深圳市食品生产企业 “圳品 ”培育，高标准建设国际食品谷。珠海、横琴新区推进建设国家食品安全（横琴）创新中心，着力发展功能和保健食品、水产品加工、焙烤食品、饮料、预制菜等细分领域。汕头、潮州、汕尾、揭阳、惠州着力发展潮汕橄榄菜、达濠鱼丸、潮汕牛肉丸、狮头鹅、汕头方便粉（粿条）、速冻食品、卤味食品、粮油糖加工、水产品加工、海洋食品、凤凰单丛茶、广式凉果、隆江猪脚饭、惠来鲍鱼、绿豆饼、潮式月饼、糖果、饮料、惠州梅菜、龙门丝苗米等特色食品领域。中山、江门、阳江着力发展调味品、水产品加工、焙烤食品、方便食品、陈皮制品、腊味、保健


	三、打造多元化多场景食品供给体系，发展高美誉度的食品 “朋友圈 ”
	（四）提供多元化供给产品。做大民生保障食品，加强面粉、小麦、食用油适度加工，建立水产品 “工厂化养殖 —加工 —冷链 —物流 —销售 ”全产业链体系，发展水产品高端休闲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无添加、有机、淡盐等高端调味品。加大天然食品添加剂和保健食品配料开发和应用，强化安全、标准、规范意识。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休闲与时尚食品，注重焙烤食品营养、健康、功能性创新。加快 “低糖无添加 ”、 “天然食材 +个性化定制 ”糖果、巧克力及凉果（蜜饯）食品品类创新。提升罐头保鲜技术，开发传统风味、地方特色风味、材料创新的各类罐头。提高潮州卤味、盐焗鸡等休闲肉制品产品和包装创新水平，提倡绿色、安全、环保、智能化发展。发展绿色、营养、功能型及低热量、低糖饮料产品，支持广式凉茶、功能性饮料、植物蛋白饮料行业做大做强。挖掘广东特色茶叶品类，打造一批有特色的茶叶品牌。支持打造岭南特色酒产区文化，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场合需求，推动果酒、气泡酒、保健酒、啤酒、客家娘酒、豉香型白酒等酒类产品产业化和做大做强。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积极传播适老食品概念（能适合老年人消化功能及其它生理功能减退的预包装加工食品），努力推
	（四）提供多元化供给产品。做大民生保障食品，加强面粉、小麦、食用油适度加工，建立水产品 “工厂化养殖 —加工 —冷链 —物流 —销售 ”全产业链体系，发展水产品高端休闲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无添加、有机、淡盐等高端调味品。加大天然食品添加剂和保健食品配料开发和应用，强化安全、标准、规范意识。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休闲与时尚食品，注重焙烤食品营养、健康、功能性创新。加快 “低糖无添加 ”、 “天然食材 +个性化定制 ”糖果、巧克力及凉果（蜜饯）食品品类创新。提升罐头保鲜技术，开发传统风味、地方特色风味、材料创新的各类罐头。提高潮州卤味、盐焗鸡等休闲肉制品产品和包装创新水平，提倡绿色、安全、环保、智能化发展。发展绿色、营养、功能型及低热量、低糖饮料产品，支持广式凉茶、功能性饮料、植物蛋白饮料行业做大做强。挖掘广东特色茶叶品类，打造一批有特色的茶叶品牌。支持打造岭南特色酒产区文化，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场合需求，推动果酒、气泡酒、保健酒、啤酒、客家娘酒、豉香型白酒等酒类产品产业化和做大做强。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积极传播适老食品概念（能适合老年人消化功能及其它生理功能减退的预包装加工食品），努力推
	动适老食品产业的起步和快速发展；开发在产品形态、产品口味及产品配方上满足老年人、婴童特定需要的专用饮料、休闲食品、乳制品、方便食品、调味品、营养品等。做好保健食品，加快推进维生素、植物蛋白、乳清蛋白、益生菌等原材料产品的技术研发，推动营养健康产品年轻化。做成宠物食品，支持猫犬宠物食品项目引进实施、产品研发产业化，发展优质的处方粮和功能性食品，支持企业开展宠物全生命阶段饲料专一性定制以及特殊阶段营养定制服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粮食和储备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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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保障食品。一是以安全、营养、方便、专用型为发展方向，提高粮油精深加工产品比重。二是延伸制糖业精深加工链条，发展低聚果糖、山梨醇、甘露醇、果萄糖浆和结晶果糖等低热量产品。三是加大腌制、卤制肉类等中式熟食制品的研发，发展冷鲜肉、中式熟食肉制品。四是推广水产品净菜加工、生鱼冷冻保存等技术，发展高端休闲食品、水产预制菜等高附加值产品。五是围绕优质及特色农产品，发展功能型果蔬制品、鲜切果蔬、脱水果蔬、谷 -菜复合食品等。六是重点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食品，加快布局预制菜产业。七是以乳制品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常温纯牛奶 (羊奶 )常温酸奶、低温鲜奶、低温酸奶等多种品类。休闲与时尚食品。一是发展低糖、低脂肪、低热量烘焙食品，推广冷链烘焙技术，大力开发 “代餐 ”类烘焙食品。二是鼓励糖果、巧克力及凉果（蜜饯）食品制造企业采用低糖、无色素、无添加、蒸制、冻干技术。三是开发传统风味、地方特色风味、材料创新罐头，开发适合老年人、青少年、幼儿等不同人群的专用罐头食品，拓展全日式、营养型、救灾类、旅游类及宠物类等特殊品种。四是大力发展植物饮料、功能饮料、含乳饮料，在饮料成分、口感、功效、消费场景等加大创新力度；注重饮料产品包装设计创新，通过
	民生保障食品。一是以安全、营养、方便、专用型为发展方向，提高粮油精深加工产品比重。二是延伸制糖业精深加工链条，发展低聚果糖、山梨醇、甘露醇、果萄糖浆和结晶果糖等低热量产品。三是加大腌制、卤制肉类等中式熟食制品的研发，发展冷鲜肉、中式熟食肉制品。四是推广水产品净菜加工、生鱼冷冻保存等技术，发展高端休闲食品、水产预制菜等高附加值产品。五是围绕优质及特色农产品，发展功能型果蔬制品、鲜切果蔬、脱水果蔬、谷 -菜复合食品等。六是重点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食品，加快布局预制菜产业。七是以乳制品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常温纯牛奶 (羊奶 )常温酸奶、低温鲜奶、低温酸奶等多种品类。休闲与时尚食品。一是发展低糖、低脂肪、低热量烘焙食品，推广冷链烘焙技术，大力开发 “代餐 ”类烘焙食品。二是鼓励糖果、巧克力及凉果（蜜饯）食品制造企业采用低糖、无色素、无添加、蒸制、冻干技术。三是开发传统风味、地方特色风味、材料创新罐头，开发适合老年人、青少年、幼儿等不同人群的专用罐头食品，拓展全日式、营养型、救灾类、旅游类及宠物类等特殊品种。四是大力发展植物饮料、功能饮料、含乳饮料，在饮料成分、口感、功效、消费场景等加大创新力度；注重饮料产品包装设计创新，通过


	宠物食品：一是注重猫犬宠物食品的营养保健作用，加大对功能性、天然成分在产品中的应用研究。二是大力发展宠物处方粮。三是推进宠物食品品类创新，延伸拓展观赏鸟、观赏鱼、龟和兔等异宠饲料品类。
	食品包装：倡导 “安全实用、节约资源、绿色简约、消费友好 ”的理念，推动安全包装、智能包装、绿色包装、个性化包装、可追溯包装、定制化包装等中高端包装材料研发和设计，保证食品的新鲜卫生、延长保质期、减少食物浪费，并充分展示食品生产商的品牌效应。
	（五）打造多元融合的食品供给场景。推进文旅产业与食品工业融合，鼓励食品企业开展工业旅游，积极参与工业旅游精品路线创建，鼓励在文化旅游胜地宣传、销售广东特色食品、优质食品，展示广东食品名片。以 “美食 +节庆 ”“美食 +文化 ”“美食 +旅游 ”“美食 +活动 ”“美食 +服务 ”“粤酒 +粤菜 ”，将地理标志、非遗美食、绿色食品、岭南文化、旅游节庆、度假休闲、会议活动等融合起来推广，打造广东知名特色美食品牌。推动新营销模式与食品工业融合，推出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等季节性特供产品，结合线上、线下营销与造势推广，打造新消费热点。引导食品企业应用社交电商、直播电商、内容电商、跨境电商、官网直营、线上线下互动、搜索引擎、流量推广、目标人群画像等新模式新业态，以精准营销和泛化营销扩大食品销售。鼓励企业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场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监管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突出 “十百千万 ”重点发力，擎起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顶梁柱 ”
	（六） “一市一园 ”，培育发展十个特色产业园区。鼓励各地市立足本地特色食品产业资源，加强高水平规划，加强发展研究和政策扶持，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打造一个以上细分领域的优势特色产业园区。培育广东省特色食品产业园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预制菜产业园，支持汕头濠江区水产产业园、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河源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园、东莞麻涌粮油加工园区、潮州饶平潮州港粮油和水产品加工园区、阳江阳西调味品园区、湛江遂溪水产加工园区、江门蓬江食品特色园区、茂名高州饲料园区等食品特色产业园，以及广州花都、佛山顺德、韶关曲江、梅州广梅园、惠州博罗、肇庆高要等预制菜产业园引进食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地建设重大补链稳链延链强链项目，培育若干个产值百亿元以上的专业园区，推动打造 10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食品特色产业园区，引领带动各地市细分领域优势食品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农业农村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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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濠江区水产产业园：重点发展水产品加工、达濠鱼丸、牛肉丸等预制菜。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重点发展功能饮料、运动饮料、乳酸菌饮料、啤酒、保健食品、营养机能食品、特医食品、休闲食品等食品饮料、大健康、预制菜产业。河源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园：重点发展饮用水、果茶饮料、功能饮料等。东莞麻涌粮油加工园区：重点发展食用油、大米加工、面粉加工等。江门蓬江食品特色园区：重点发展方便食品、糖果、焙烤、饮料、预制菜等。阳江阳西调味品产业园区：重点发展调味品、香精香料等。
	汕头濠江区水产产业园：重点发展水产品加工、达濠鱼丸、牛肉丸等预制菜。佛山水都饮料食品产业园：重点发展功能饮料、运动饮料、乳酸菌饮料、啤酒、保健食品、营养机能食品、特医食品、休闲食品等食品饮料、大健康、预制菜产业。河源高新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园：重点发展饮用水、果茶饮料、功能饮料等。东莞麻涌粮油加工园区：重点发展食用油、大米加工、面粉加工等。江门蓬江食品特色园区：重点发展方便食品、糖果、焙烤、饮料、预制菜等。阳江阳西调味品产业园区：重点发展调味品、香精香料等。


	湛江遂溪水产品加工园区：重点发展对虾、小龙虾、金鲳鱼、巴沙鱼、鲈鱼、面包虾、
	罗非鱼、黄花鱼、南美白虾等水产加工。茂名高州饲料园区：重点发展畜禽饲料、水产饲料、特种饲料等。潮州港粮油和水产品加工园区：重点发展食用油、大米、面粉、糖等加工，以及鮸鱼、
	鮸鱼预制菜、对虾、烤鳗、贝类、花鲈鱼、沙丁鱼、鲭鱼、巴浪鱼、刀鲳鱼、鲣鱼等水产品
	加工，打造粤东天然绿色食品集散中心。广州花都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肉制品加工、水产品加工、烘焙、茶饮原料、生鲜
	食品、预制菜等。佛山顺德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以水产、肉类预制菜深加工、冷链仓储功能为主的
	顺德特色预制菜。东莞石碣（兴宁）产业园：重点发展肉鸽生产供应。韶关曲江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食用菌类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烘烤食品的预制菜。梅州广梅产业园：重点发展酒水饮料、农副产品深加工、预制菜及各类食品等。惠州博罗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生鲜出口、预制菜等。肇庆高要预制菜产业园：重点发展以肉类和水产深加工为主的预制菜。
	（七） “一区一品 ”，着力培育百个区域特色品牌。大力培育区域品牌，鼓励各地深度挖掘岭南历史文化、老字号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文化精髓、地域特色资源，做强三水饮料之都、阳江调味品之都、茂名罗非鱼之都、湛江对虾之都、湛江金鲳鱼之都、中国水产预制菜之乡（顺德）、饶平中国海鮸之乡、茂名月饼、庵埠糖果小镇、潮汕牛肉丸、黄圃腊味、河源米粉、罗定稻米、客家娘酒、梅州和饶平盐焗鸡、东莞腊肠、广东温氏鸡和清远鸡、兴宁肉鸽、隆江猪脚、潮州卤水、珠海白蕉海鲈、惠来鲍鱼、阳江炊鹅（黄鬃鹅）、肇庆高要罗氏沼虾、阳江程村蚝、马坝油粘米、增城丝苗米、英德红茶、仁化白毛茶、新兴象窝红茶、英德麻竹笋、连州菜心、惠州梅菜、罗浮山客家豆腐花、肇庆裹蒸粽、阳春春砂仁、肇庆柑橘、郁南无核黄皮等知名区域品牌，打造一批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加强区域品牌设计与创意，做好品牌理念、文化阐释，树立品牌独特形象，充分发挥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制度作用，强化使用管理和保护。支持区域品牌所在地政府大力实施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三品 ”专项行动，做强做优做大区域特色产品和品牌。到 2027年，形成 100个特色优势区域品牌。（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工业
	（八）梯度培育，发展千家过亿元企业万个优质产品。开展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加快培育形成 “链主 ”企业引领、单项冠军攻坚、 “专精特新 ”企业筑基的世界一流企业群。支持企业聚焦实业主业收购、兼并、重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升企业整体实力。鼓励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构建研发、采购、生产、品牌建设推广、售后服务一体化体系。发力传统优势产品和培育壮大新兴食品，聚焦产业链安全和韧性，聚焦发展宠物食品、高端健康食品、海洋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新型食品添加剂、高端食品生产检测装备等新赛道，培育高附加值新兴优质食品。加强企业和产品保护，统筹推进商标、字号、专利、著作权等保护工作，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完善商标品牌维权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海外纠纷应对指导服务，推动商标品牌保护、纠纷处置的跨境协作。到 2027年，形成超 1000家销售过亿元的企业和 10000个单品销售超千万的优质拳头产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牵头，省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卫生健康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着力保障食品安全，构筑安全高效的美食 “生命线 ”
	（九）提升质量安全管理能力。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和应急处突能力建设，开展 “千企万坊 ”帮扶行动，鼓励企业制定实施以质取胜生产经营战略，推动全员、全要素、全过程、全数据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应用。强化各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公共食品品牌食品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健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完善食品标准体系，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积极推进食品 “湾区标准 ”工作，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优质食品供给。完善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宣贯培训全覆盖，强化食品企业诚信和社会责任意识。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评价，培养诚信管理体系专业人才。加强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 ”要求，推进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立从农产品原料种养殖、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制度，完善信息化追溯体系，实现婴幼儿配方乳粉等重点类别产品全过程可追溯。探索实施食品分级分类管理，完善宠物食品等新兴领域食品在生产、销售、出口方面的地方标准和法规。（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卫生健康委和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
	（十）强化质量技术支撑。着力强化食品安全人才配备。根据《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各地要引导食品生产企业依法配备与企业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等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加强人员配备的监督检查。着力提升检验检测技术和能力，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综合应用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质量管理等要素，为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鼓励食品企业加强原料预处理、加工制造、包装灭菌等环节危害因子筛查测定、异物精准识别及剔除、品质自动化感知等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及仪器设备的应用，提升检验检测和质量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强化信息化和数字技术在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建设中的应用，加强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及先进检测、传感等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应用，构建数字化、智能化质量管控模式，推动质量形成过程的显性化、可视化。引导企业加强数字化质量管理人才培养，健全企业首席数据官（ CDO）建设，重视数字化管理师队伍建设。鼓励智能化程度较高的食品企业向粤东西北县域企业派出数据特派员，推动县域企业融入现代食品产业链。（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
	六、坚持创新发展与提质升级，打造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尖刀班 ”
	（十一）提升共性基础技术和服务供给能力。推动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加快高端配料、高效分离提取、生物转化、微生物发酵、精准营养的前沿技术和 “卡脖子 ”领域的攻关，开展广东特色食品机理阐释研究，加快营养靶向设计、风味品质修饰、加工工艺适应性改造等共性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冷链、保鲜、干燥、杀菌、包装技术以及精密检测仪器、检测和品质控制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水平，围绕 “色、香、味、形、营养、安全、包装 ”等食品核心价值要素，建设完善服务广大中小企业的研发、试验、检测、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团体标准制修订、品牌营销等专业服务机构，发展食品行业现代服务业。（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专栏 4食品领域重点创新方向
	专栏 4食品领域重点创新方向
	专栏 4食品领域重点创新方向

	关键原料及配料：重点开发专用油脂、婴幼儿配方食品用乳蛋白、直投式发酵剂等高端食品配料。现代生物技术：推进现代生物学技术、微生物发酵等在新兴食品品类的开发方面的应用，加快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营养组学等领域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专用设备：重点发展食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多维原位感知等装备，颗粒物色选设备、大型烘焙设备、无菌灌装设备、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提高食品专用设备国产替代水平。新型加工工艺：加快新型非热加工、新型杀菌、高端配料添加、高效分离提取、生物转化、微生物发酵、精准营养节能干燥、清洁生产等加工工艺创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扩展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 IT 技术在食品制造和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关键原料及配料：重点开发专用油脂、婴幼儿配方食品用乳蛋白、直投式发酵剂等高端食品配料。现代生物技术：推进现代生物学技术、微生物发酵等在新兴食品品类的开发方面的应用，加快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营养组学等领域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专用设备：重点发展食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多维原位感知等装备，颗粒物色选设备、大型烘焙设备、无菌灌装设备、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提高食品专用设备国产替代水平。新型加工工艺：加快新型非热加工、新型杀菌、高端配料添加、高效分离提取、生物转化、微生物发酵、精准营养节能干燥、清洁生产等加工工艺创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扩展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 IT 技术在食品制造和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十二）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推广。提升创新能力，建立完善食品领域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消费者应用（体验）中心、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加快形成食品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对接全国优秀高校研究院、科研机构等创新载体，打造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快自主科研成果转化和外部科研成果引入，支持设立区域科技创新创业、公共技术、协同创新、技术成果交易转让和产学研合作的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提升新产品产出和研究成果产业化水平，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和标准化进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牵头，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进食品行业 “数字三品 ”专项行动，引导省内食品企业加大智能制造投入，培育一批食品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标杆企业，推广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发展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化制造，鼓励食品行业重点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开展智能工厂建设试点示范，提高智能化水平。促进食品产业原料采收、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营销管理、售后服务等各环节数字化管理和应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食品生产企业创建绿色工厂、绿色车间、绿色生产线，加快应用节水、节能、节粮的加工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清洁高效制造工艺，提升加工转化率。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加强果蔬皮渣、粮油麸粕、动物骨血等加工副产物的二次开发，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厅、水利厅、能源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坚持开放发展，培育买世界、卖世界的食品消费 “领头羊 ”
	（十四）打造全球性、全国性的食品工业展销平台。支持举办系列食品产供销活动，组织举办或参加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深圳）博览会、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中国创新食品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博览会、中食展 ·广州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广交会、进博会、日本东京食品与饮料展览会、新加坡国际食品及酒店用品展、德国科隆世界食品展览会等展会，支持参加粤贸全球、粤贸全国系列经贸活动，支持企业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拓展海外市场。支持全球化布局，建立全球化生产体系、研发基地、营销网络和跨国供应链体系，推动我省形成 “买全球卖全球 ”的世界级加工基地、产品品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网络。加强 RCEP食品产业发展协作与配套，鼓励建立省级与市级 RCEP食品、国际食品展销中心等服务
	（十四）打造全球性、全国性的食品工业展销平台。支持举办系列食品产供销活动，组织举办或参加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深圳）博览会、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中国创新食品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博览会、中食展 ·广州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广交会、进博会、日本东京食品与饮料展览会、新加坡国际食品及酒店用品展、德国科隆世界食品展览会等展会，支持参加粤贸全球、粤贸全国系列经贸活动，支持企业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拓展海外市场。支持全球化布局，建立全球化生产体系、研发基地、营销网络和跨国供应链体系，推动我省形成 “买全球卖全球 ”的世界级加工基地、产品品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网络。加强 RCEP食品产业发展协作与配套，鼓励建立省级与市级 RCEP食品、国际食品展销中心等服务
	机构，促进原料采购、食品进出口，加强与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的合作。强化国内产业链合作，支持龙头食品企业牵头建立食品产业数据链，推动上下游、跨行业的数据共享开发利用，探索形成数据产品、进行数据资产评估。鼓励企业在大米、小麦、玉米、果蔬、海产品、水产品、肉制品等原料产区培育建设自主可控可追溯的原料基地。（省商务厅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粮食和储备局、贸促会、工商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强化招商引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招商选资力度，制定完善食品产业重点招商目录，建立稳链、补链、延链、强链项目储备库。靠前服务，创新机制，提升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和问题协调效率。支持各地聚焦本地食品产业发展特色和产业关键环节，依托 “链主 ”企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招商。支持各地紧跟消费者安全健康、美味多元、营养方便、绿色低碳的食品消费需求，在老年和婴童食品、高端健康食品、宠物食品等高附加值新兴食品领域招引一批高质量项目，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创新招商引资形式，聚焦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地和国内山东、河南、福建等地，强化以商引商、以链引商、以侨引商、以情引商、联合招商。持续深耕细作，参与重点区域举办的各类经贸活动、行业峰会、技术论坛，谋划举办系列招商推介对接活动。强化重大项目跟踪服务，对纳入省、市制造业重点项目投资计划的食品等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加强跟进服务和要素供给，推动项目建设。（省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委台办、省侨办、贸促会、工商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举办系列宣传推介活动，唱响广东美食。广泛开展广东优质食品推广工作，推进粤品牌故事 “走基层、入民心 ”。联合主流、新兴媒体等共同举办 “广东新 ‘食 ’代 ”等食品宣传特约栏目，从千百亿级的特色区域品牌、特色子集群、特色企业、特色产品等多种维度，宣传推介广东的优质食品名片。鼓励各区域品牌举办地方特色食品专业性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等，通过设计大赛、品鉴会等形式推广特色主导产品，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引导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参加 “中国品牌日 ”“非遗购物节 ”“吃货节 ”“网上年货节 ”以及 “全国行 ”和 “进名店 ”等活动，营造粤品消费良好氛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牵头，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强化资源要素供给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当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战斗员 ”
	（十七）加大财政金融支持。统筹用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食品产业提质升级项目、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食品名片宣传等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发挥广东省产业发展基金等政策性基金作用，带动社会投资加大对食品产业和特色食品品牌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食品产业的融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天使孵化、创业投资、融资担保、上市培育、并购重组等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广东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加强要素资源保障。强化食品企业用地保障，深化 “亩均论英雄 ”和 “标准地 ”出让改革，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推广 “工业上楼 ”和 “5.0产业新空间 ”模式。创新产业土地盘活连片整备开发机制，建立统筹规划及资源投放机制，探索片区 “征地统筹、利益统分 ”开工模式。构建 “低成本开发 +高质量建设 +准成本提供 ”产业空间供给模式，
	（十八）加强要素资源保障。强化食品企业用地保障，深化 “亩均论英雄 ”和 “标准地 ”出让改革，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推广 “工业上楼 ”和 “5.0产业新空间 ”模式。创新产业土地盘活连片整备开发机制，建立统筹规划及资源投放机制，探索片区 “征地统筹、利益统分 ”开工模式。构建 “低成本开发 +高质量建设 +准成本提供 ”产业空间供给模式，
	优化工业用地、新兴产业用地、科研用地等供应。鼓励新增产业用地通过弹性年期出让、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多种供应方式，规范产业用房租赁市场，支持各地公布产业用房租赁参考价格。保障重点工程、研发项目用地需求，完善重点产业园区、生活保障设施等开发建设。支持对现有园区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强食品产业人才供给，支持引进国内外顶尖科研人才与创新团队。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培养产业发展亟需的专业人才，支持食品企业参加粤商培训项目、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企业家研修培训，培育具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多方面能力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着力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建立政企协定期与不定期沟通对话机制，及时收集解决食品企业典型困难问题。支持优势特色食品名城名园名区打造特色主导产品交易中心、批发市场等。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中介组织作用，加强情报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产业研究、工艺、研发设计、检测认证、展览展示、宣传推广、人才培训、数字化服务、供应链管理等服务。（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着力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建立政企协定期与不定期沟通对话机制，及时收集解决食品企业典型困难问题。支持优势特色食品名城名园名区打造特色主导产品交易中心、批发市场等。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中介组织作用，加强情报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产业研究、工艺、研发设计、检测认证、展览展示、宣传推广、人才培训、数字化服务、供应链管理等服务。（省市级食品相关行业组织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 2

	编制说明
	未命名
	一、编制背景
	食品产业是传统民生产业和我省优势产业，在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中具有重要作用。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坚持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的决策部署，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编制工作。
	二、编制过程 
	2023年 5月，按照有关工作部署，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启动了《实施意见》编制工作， 6月底完成了《实施意见》初稿，于 7月和 8月分两次征求了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有关单位、各相关行业组织意见，根据各单位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此次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分为八部分 19条政策措施。
	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 ”，明确了打造世界级食品制造贸易高地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大力发展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的食品加工基地、产品品牌、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网络，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健康、美味多元、营养方便、绿色低碳的食品消费需求。要形成全域发展、质优物美的 “食全食美 ”食品供给体系，建设 “十百千万 ”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力争到 2027年，食品工业产值力争突破 1.5万亿元，年均增长 10%以上。
	第二部分 “构筑 ‘一区一带全域支撑 ’产业发展格局，建设食品产业全域良性发展的 ‘生态圈 ’”，明确要做大食品产业核心区，做强沿海食品产业带，推动全省各域发展特色食品产业，提出了一区一带和全省各域的总体布局和重点发展方向。
	第三部分 “打造多元化多场景食品供给体系，发展高美誉度的食品 ‘朋友圈 ’”，强调要做大民生保障食品，发展天然营养型方便、休闲与时尚食品，发展绿色、营养、功能型及低热量、低糖饮料产品，做优老年和婴童食品，做好保健食品，做成宠物食品，提供多元化供给产品。同时，要推进文旅产业、新营销模式与食品工业融合，引导食品企业应用新模式新业态，以精准营销和泛化营销扩大食品销售，打造多元融合的食品供给场景。
	第四部分 “突出 ‘十百千万 ’重点发力，擎起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顶梁柱 ’”，鼓励各地市立足本地特色食品产业资源，加强高水平规划，加强发展研究和政策扶持，强化产业链协同配套，打造一个以上细分领域的优势特色产业园区。要培育百个知名区域品牌，打造一批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同时，还要梯度培育，发展千家过亿元食品企业万个优质食品拳头产品。
	第五部分 “着力保障食品安全，构筑安全高效的美食 ‘生命线 ’”，明确强化质量管理体系和应急处突能力建设，完善食品标准体系，加强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探索实施食品分级分类管理。同时，还要强化食品安全人才配备、检验检测技术和能力提升，强化信息化数字技术在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建设中的应用。
	第六部分 “坚持创新发展与提质升级，打造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尖刀班 ’”，从食品领域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创新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推广、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方面明确了重点工作任务。
	第七部分 “坚持开放发展，培育买世界、卖世界的食品消费 ‘领头羊 ’”，明确提出要举办系列食品产供销活动、宣传推介活动、支持企业全球化布局、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同时，还要强化招商引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第八部分 “强化资源要素供给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当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战斗员 ’”，从财政金融支持、要素资源保障、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