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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中国食品装备业的发展现状、产业瓶颈以及

面临的新挑战的分析,论证了中国食品装备业转型升级

的必要性.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提炼并确定

了人力资本、产业价值链、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为“一带一

路”倡议下影响食品装备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指标,并进行

了相应的机理分析.为食品装备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实施转型升级提出了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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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industrybottlenecks,andnewchallengesfacedbyChinas
foodequipmentindustry,thenecessityoftransformationand
upgradingofChinasfoodequipmentindustryisdemonstrated．
Basedontheinterpretation ofthe Beltand RoadInitiative,

humancapital,industrialvaluechain,technologicalinnovation
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arerefinedanddeterminedasthe
factorindicatorsaffecting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he
foodequipmentindustryunder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nd
thecorrespondingmechanismanalysisiscarriedout．Thepaper

putsforwar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ofthefoodequipmentindustryundertheBeltandRoad
Initiative．
Keywords:theBeltandRoad;foodequipment;transformation
andupgrading;marketstrategy

自１９９６年至今,食品工业产值始终位居国民经济各

行业之首,食品加工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的第一大支

柱产 业.据 统 计[１],２０２２ 年 中 国 食 品 工 业 营 业 收 入

９７９９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６２％;实现利润６７００．３亿元,
同比增长１０．０６％.

食品产业的发展与装备制造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

系,没有现代化的食品装备就没有现代化的食品工业.
文中所指的食品装备业涵盖食品机械与包装机械,主要

包括包装专用设备制造,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

备制造,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烟草生产专用设备

制造,商业、饮食、服务业专用设备制造５个细分行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食品装备行业整体发展健康平稳,

２０２１年,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主要领域规模以上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１４４０亿元,实现净利润１０８亿元[２].
随着国产食品和包装机械产品的综合性能和自动化

水平不断提升,部分装备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空白,缩短了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与国际先进技术装备的差距;中端

产品已基本实现国产化,整机的技术水平和可靠性不断

提升;高端装备、成套装备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逐

步接近,部分产品性能达到或超过国外先进水平,实现了

高端成套装备从长期依赖进口到基本实现自主化并成套

出口的跨越[３].
由于中国的制造业一直以来都处于产业链低端,始

终无法摆脱“世界工厂”的名称.中国食品装备业还存在

很多突出的产业瓶颈问题,如: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

较高,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力度不够,产业整体处于价值

链中低端,高端技术研发人才短缺,资源环境制约日益突

出等.加之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社会新形势,给食品装

备业乃至制造业都带来了新的挑战.２０１５年“一带一路”
国家倡议的出台和实施,为中国各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

空前的机遇,也为中国食品装备业走出国门,实现技术交

流与资源共享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国际产业分工转移视角下,探索中国食品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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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的政策体系,筹划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新格局和

中国装备制造业应该如何“引进来”和“走出去”意义深远.

１　中国食品装备业的产业现状及其瓶颈

１．１　中国食品装备业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科技创

新投入持续增长,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务院关于深化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十八大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政

策的推动和引领下,行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大科技创

新投入和技术攻关,积极开展原始创新和技术集成应用

创新,推动企业产品结构向多元化、优质化、功能化方向

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稳步提升,建立了服

务全产业链的装备制造体系.
(１)在主要食品产业的生产领域,中国基本上实现了

食品装备的国产化,其中在共性技术和常规装备方面已

形成较为完善的产品体系.农产品深加工,食品原料及

过程的破碎、压榨、萃取、过滤处理,液态食品灌装,高精

尖肉类屠宰加工装备,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各类全自动高

速包装设备,食品高速在线检测设备,食品污染物及包装

的高新检测技术与装备,食品追踪与溯源技术等关键领

域,不仅可满足国内大部分食品工业化生产的需要,部分

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３].
(２)国产高端成套装备技术不断升级,并形成了科学

完备的整体解决方案.以乐惠集团为代表的高速纯生啤

酒生产整线,以杭州中亚为代表的大型酸奶无菌灌装线

等中高端规模化、成套化装备不断取得突破,并以较高的

性价比优势逐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３)食品装备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近年来,在国家

产业政策的扶持下,以传统生产线的改造升级为主要形

式,部分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技
术水平大幅提高,食品装备领域的自动化比例已超过

５０％.在酸奶制品、液态乳无菌灌装、乳酸菌饮料等领

域,以杭州中亚、上海普丽盛、山东碧海为代表的行业骨

干企业,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装备供应体系.在饮料装备

领域,达意隆、新美星等企业在灌装生产线、均质机、智能

化调配等均可提供完善科学的整体解决方案,具备了一

定的国际竞争力.
(４)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先

进装备.如机器人上甑、智能化白酒酿造成套装备,大型

酒糟绿色循环酿酒智能发酵仓技术,谷物醋固态发酵机

组及其成套装备关键技术等,填补了行业空白,实现了传

统食品工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
(５)建立了标准化与技术规范服务平台,完善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四级标准化体

系.全行业共制定颁布了４１项国家标准、１４２项行业标

准、２８ 项 团 体 标 准,推 进 了 企 业 规 范 化 生 产 和 有 序

竞争[２].

１．２　食品装备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对外贸易方面,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国际贸易

呈现出多元化和市场升级趋势.自２０１５年行业国际贸

易首次实现从逆差到顺差的转变,贸易顺差达６．０９亿美

元[４];２０１６ 年 贸 易 顺 差 大 幅 提 升 至 １１．８ 亿 美 元[５].

２０２０年,中国包装机械进口数量为１４．５８万台,进口总额

１５．７０亿美元;出口数量１４２７万台,出口金额达２９．６２亿

美元(图１)[２].２０２１年,食品装备全行业累计实现进出

口总额 １４１．１４ 亿 美 元,出 口 额 ８９．４２ 亿 美 元,进 口 额

５１．７２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３７．６９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主要出口到亚洲、欧洲、北美,出口额前五位的国家分别

是美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口方面,主
要从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进口,这４个国家进口额

占全部进口额的５９．０５％.

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中国包装机械进出口金额

Figure１　 TheimportandexportamountofChinas
packagingmachineryfrom２０１７to２０２１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制订的«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

工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中国食品与包装机械工业

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在２０２５年将达１５００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在８％左右,出口额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１２０亿美元,
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由此可见,行业科技创新已初见

成效,促进了中国食品装备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越

来越多地融入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中.

１．３　中国食品装备业的产业瓶颈与新的挑战

中国食品装备业的产业瓶颈主要体现在核心技术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和产业引领能力建设不足;关键技术产

品对外依存度高;食品装备智能成套水平低,大型食品企

业８０％的关键高端装备无法实现国产化,主要有高端高

压均质机、高性能高温连续杀菌和无菌灌装等高端成套

装备.传统食品领域,发酵、酿造、熏制、腌制、烹饪等制

造过程无法采用国外技术装备,大量传统食品制造的工

业化程度低,核心技术硬件匹配不到位[６].
现阶段大环境下,又需要面临一些其他方面的新挑

战.① 资源能源与生态束缚.预计全球人口数量会继续

上升,随着对食物需求的增加,气候变暖和农业用水减少

等环境变化客观因素将导致各类主粮或将大幅度减产.
而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所有企业无法回避的责任.② 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紧缺,进而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最终体现在产品成本的提高,人口红利不复存在.③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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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下降.目前中国食品产业的平均利润不足７％,这或

将导致食品产业在装备上的后续研发经费投入,进而影响

食品装备业的发展.利润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原材

料,劳动力成本,运输费用、能源费用等方面的上涨.
目前,发达国家相关企业利用数字化设计和制造技

术,结合感知物联和智能控制技术,以及真空技术、非热

加工技术等,开发了系列高质量和高速自动化生产线,显
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稳定、标准化、通用化、系
列化程度均较高,增强了产品的竞争能力.例如,美国生

产淀粉糖制造设备,可以做到无废渣、废水和废气排出,
即无环境污染.

２　 “一带一路”倡议下食品装备业转型

升级影响因素分析

２．１　“一带一路”倡议给食品装备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来,已取得了令世界瞩目

的成绩.仅２０１８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

的５７个国家的３０００余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

投资２０１．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５％,占同期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流量的１２．７％[７].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介绍,２０２１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总值１１．６万亿元,增长２３．６％,较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

速高出２．２％.其中,出口６．５９万亿元,增长２１．５％;进口

５．０１万亿元,增长２６．４％.
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底,中国政府已与１３６个国家和

３０个国际组织签署１９５份政府间合作协议,商签范围扩

大至亚欧地区、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相关国家[８].由

此可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潜力空间巨大,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联动

性,双边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

带动沿线国家贸易出口.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也给中国食品装备

行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食

品装备业的整体水平不是最先进的,但其发展速度和能

力都是全球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在“一带一路”涉及的

沿线国家中,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属于中上等,其中大约有

４４个沿线国家水平低于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尤其是中国

食品装备性价比最高,技术实用性较强,而且与沿线诸多

国家的发展阶段及特征相匹配.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为中国食品装备业

在“走出去”的平台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

因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较强,因此为中国食品

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对外合作契机.

２．２　中国食品装备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尽管中国食品装备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

总量和效率方面都面临着较多的障碍.尤其是全球经济

低迷阶段,中国食品装备制造业在向中高端迈进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其面临着的问

题逐步凸现出来.主要体现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民营企业没有充分发挥活力、产能矛盾日益凸显、产品附

加值低、劳动力优势消失、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等方面,与
沿线国家智造产业仍需深度结合、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经济格局面

临着重返保守主义的“逆全球化”风险,中国食品装备业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安全风险、经济风险、地
缘风险、道德风险、法律风险.东道国政治局势多变、法
律制度不健全、规章制度变动随意等制度风险,是中国食

品装备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面临的

一大风险.

２．３　主导中国食品装备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

２．３．１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与

核心,制造业对多元化、高质量、复合型的人才需求旺盛,
包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业务时对多元化人

才的需求,还包括为了推动装备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

转移对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长期以来,国内装备产

业存在的主要共性短板是光机电一体化这样的复合型人

才极度缺乏.这是由于高校学科分类过细,导致机械专

业与电气自动化专业明显割裂,更遑论具备食品加工工

艺学理论的学科交叉人才,究其根本还是在于现行高校

教育体系没有对接行业和企业的需求,进而导致复合型

高端人才的严重缺乏.

２．３．２　产业价值链　中国制造业应将发展方向直接瞄准

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高端,着力发展那些附加价值高、收
益大的环节,逐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成为该产

业价值链的控制者.中国食品装备制造业企业应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拓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资源等领

域的合作,积极向中高端产业转移,以此重新构筑全球价

值链,掌握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部分,推动企业产品结构

向多元化、优质化、功能化方向发展,稳步提升高科技、高
附加值产品的比例,建立完善科学的服务全产业链的装

备制造体系.

２．３．３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战

略,也是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目

前中国食品装备产业整体协同发展的创新机制和体系尚

未建成.前沿性、创造性和颠覆性技术研究投入不足,基
础创新支撑不够;缺乏国家级战略研发、交叉学科和成果

应用平台;缺乏高素质科技人才和高水平队伍[６];学科融

合能力薄弱,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比例低.若要“中国制

造”发展为“中国创造”,摆脱对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现

状,必须从根本上实现技术创新,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

技术[９].

２．３．４　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属于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目的是减少企业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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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废气、废固等)的排放,使得企业将环境成本内部

化,从而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政府采取环境规制

手段能够促进清洁、低耗的产业取代污染密集型产业,进
而实现绿色产业对高污染的粗放型产业进行替代;采用

环境规制手段还可以督促制造业企业在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分工与合作过程中,考虑所在国的环保要求

及生态建设情况,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表现出积极的影响;
同时,环境规制的实施还会从市场角度影响企业的成本、

技术创新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从而实现对制造业转型

升级起的促进作用.食品装备业的节能减排,是指食品

机械、包装机械运行中要节约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减少

废弃物和环境有害物的排放.在食品加工产业链上,涉
及能耗高、排放量大的产品主要有大功率电机、烘干设

备、杀菌设备、蒸发浓缩设备、粉尘处理设备、固体废弃物

和废水处理设备等.

３　 “一带一路”背景下食品装备业转型

升级策略

３．１　夯实基础,推进低碳,稳步升级

围绕中国食品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及装备的

战略需求,瞄准国际食品装备行业的发展趋势及“卡脖子

问题”,夯实基础、补短板、功高端,积极推进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产业机构、转化增长动力.要围绕食品加工制造

单元高新技术系统开发、颠覆性技术和产业化集成技术,
加快共性关键技术产业化[６].如高效分离、质构重组、超
微粉碎、联合干燥、膜分离、冷杀菌及超低温速冻等现代

食品制造共性关键技术.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

的必然选择[１０].根据«食品工业技术进步“十四五”发展

指导意见»,“十四五”期间,要全面持续推进绿色制造,加
速实施食品制造体系绿色升级改造.实现中国食品工业

规模以上企业单位 GDP能耗比２０２０年降低１０％,单位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２０２０年下降１５％,单位工业增加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２０２０年下降１５％,全行业化学需氧

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总体下降的目标[６].

３．２　加快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创新驱动产业成功

转型升级

　　中国要全力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化、智能

化和成套化核心装备与集成技术开发,提升中国现代食

品装备制造业的原创能力[６].要特别重视在装备自动

化、系统智能化和过程信息化的布局,这将广泛使用在原

料的自动分选、口味个性化、无人工厂、智慧餐厅等很多

的场景中.同时,要突破精准加工、智能测定和信息互联

等关键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面向高标准、新
业态的高端食品制造装备,突破食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等装备关键核心技术[１１].要围绕农产品深加工技术、食
品加工工艺品质调控技术、特殊膳食营养创制关键技术、

食品柔性智能制造技术、新食品制造３D打印技术、全产

业链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等[６],重点研究关键工序智能化、
重要岗位机器人化、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等关键技术装

备及产业化示范,构建食品装备新型制造体系,实现食品

智能制造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重要技术装备和标准化等

工作的重点突破[１１].

３．３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激励机制

(１)企业应加大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投入力

度,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物质基

础.一方面对应届生,要以技能提高与职业定向为切入

点,把他们慢慢培育成为具有卓越技能和清晰职业定向

的优质员工;另一方面对经验丰富的多元化员工,要注意

培养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鼓励他们向着管理

型、产品型技术人员方向转型.
(２)应在企业内倡导并推行培训和激励机制,让企业

从业人员及时获取技术创新的专业知识.为了最大可能

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制造业企业建立创新

型产业人才认定标准和方式,建立以职业发展为核心的

激励约束体系,并通过提升待遇水平去吸引创新型人才

的流入.
(３)加强产教融合.学校根据所设专业,积极开办专

业产业,把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把
学校办成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的产业

性经营实体,形成学校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１２],培
养出适合食品装备业企业所需的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

人才.

４　中国食品装备业面向沿线各国的市场

策略与建议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
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１３].实践过

程中,参与建设的国家应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

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只要有意愿,均可参与共商

共建共享[１４].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１)“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

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

责任共同体,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

体[１３].在与沿线国家合作过程中,必须秉承互惠互利的

原则,不能唯利是图,损害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落实在

出口设备的过程,要充分考察进口国的产业环境、生产条

件以及工人技术素养等多种影响因素,通过技术创新提

高食品装备的产品适应性.
(２)不要一味追求智能化,而是要千方百计提高设备

的运行性能的稳定性、可靠性,充分利用５G/AI技术实现

远程诊断和在线维护维修.
(３)改变传统装备贸易思路.一是在选择合作对象

前,应借助中国驻外机构的力量,充分考察进口国政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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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性以及法制等可能影响合作的各种外部因素,
分类管理,分类合作.对政策稳定、社会稳定、有食品资

源优势但经济不发达的沿线国家,可采用设备租赁、以货

易货、以货代币等多种商业模式.
(４)鼓励国内食品企业,在沿线一些食品原料主产地

设立厂房,就地加工.如东南亚地区的水果、西亚地区的

牛羊肉、燕麦、辣椒等.
(５)要预先了解食品装备进口国对机电产品的需求

以及相应的标准体系,以及国家贸易法律法规的特点,严
格按标准生产,以免发生商业纠纷.从合同签订之初,就
要请国内或国际专业贸易公司、法务机构介入,提供专业

精准的商务与法务服务.

５　结论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食品装备业要抓住机

遇,勇于挑战,在人才的助力下加快装备创新,健全完善

智能制造产业链,缩短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差距,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现阶段重中之重的任务是如何借助“一带一

路”倡议的平台优势,与沿线国家进行深入广泛的多方

位、多角度合作;在合作共享过程中,使中国食品装备业

自身进行深入的、全面的转型升级;抢抓新一轮产业发展

制高点,实现中国制造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共同突破,
加强中国食品装备业在创新能力、标准体系、知识产权建

设方面,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深度结合,摆脱制造业目前的

单一化结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使中国制造业通过走出

去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实现中国的制造业

向高质量的“中国智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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