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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食品产业链、助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沂水食品产业为例

李希萍

沂水县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山东临沂  276400

【摘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找准地方特色与市场对接的着力点，使特色资源产业化，依靠特色，构建链条，

培育独具优势的特色产业。沂水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构建食品产业链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强龙头、

补链条、聚集群”的思路，依托优势龙头企业完善相关食品产业链条，提升沂水食品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加快打造规模效应

明显、创新能力强、经济效益好、具有沂水特色的食品产业体系，壮大沂水食品产业，成为沂水县县域经济高质量转型的新支

撑。本文以山东省沂水县为研究对象，加快构建具有沂水特色的食品产业链，提出构建产业链的策略，进一步推动食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也是进一步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县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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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沂水县食品产业总体情况

食品产业是沂水县传统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

代，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基础扎实、优势突

出、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目前全县共有获证食品生产

企业 50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7 户），固定资产达

到 200 余亿元，从业人员 5 万余人，年可加工各类食品

600 余万吨，产品涉及 33 个门类，几乎覆盖了整个食品

市场领域。

全县食品按产品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食品行业原

料的玉米深加工行业，以鲁洲、青援、大地、七星柠檬

等企业为代表，全县淀粉糖及相关产品年产能达到 180

万吨。二是面向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行业。以饼干、糕点、

方便食品、糖果等休闲食品为主的生产企业 370 余家，

占全部食品企业的 75%以上，其中沙琪玛、糖果、饼干、

豆奶粉、紫皮糖、宠物食品等单品产量居全国前列。

2  沂水县食品产业链现状及存在问题

原料保障→加工制造→物流支持→市场营销是我县

食品产业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形式，这几方面目前我县都

具备但不尽完善。

2.1  原料保障方面

贸易、物流的快速发展，企业获取原材料的渠道广阔，

绝大多数中小型食品加工企业选择贸易公司供货原材料，

受原材料制约的情况几乎没有，基本达到了“买全国、

卖全国”的生产流通方式。

（1）淀粉糖。目前，我县已经形成了以鲁洲、青援、

大地为主的淀粉糖生产规模，全县达到年产 180 万吨淀

粉糖及相关产品产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2）米面糖油。我县目前有 20 户米面、白砂糖、

油类加工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0 户。白砂糖、油类

加工企业产量较小，面粉类年可加工 7 万余吨。青援面

粉生产供应本企业所需，缺口以安徽等地面粉为主。食

品企业庞大的需求缺口 90% 由安徽等地的面粉厂供应，

保证符合食品企业各类饼干、糕点的筋度要求。

（3）食品添加剂。我县目前有 100 余户食品添加剂

制造及批发零售企业，制造企业以隆科特、泓达、昆达、

七星柠檬等企业为主，隆科特年产酶制剂系列产品7万吨，

有真菌α-淀粉酶、乳糖酶等二十多个品种，60% 以上的

产品产量应用到食品、饲料领域；七星柠檬以柠檬酸各类

衍生品为主，应用到食品中作为酸味剂添加使用；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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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达生产的二氧化碳、山梨酸钾等也是重要的食品添加剂。

2.2  加工制造方面

我县在初级农产品加工、休闲食品、酒类生产、油

脂加工、肉类加工等各个领域都有涉及，以饼干、糕点

等休闲食品为主的生产企业占食品企业的 70% 以上。

（1）大型食品企业重视研发、开拓高端食品。技术

链是产业链的重要环节，青援食品、鼎邦食品、马奇食

品等几大重要的饼干生产企业，具备研发平台，注重产

品种类的研发和质量的提升，大力开拓高端食品市场。

青援、鼎福生产的婴幼儿饼干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广

告宣传，其钙奶饼干在全国钙奶饼干市场中占有重要市

场份额，目前是该类产品重要的生产企业。鼎福饼干走

在高端食品前列，生产线可达到出口商检和 GMP 车间标

准要求，着力开拓高端食品市场。

（2）中小型食品企业蓬勃发展，产品多样。在龙头

食品企业的带动下，我县中小型食品企业体量逐步变大。

有专门做馅料的企业—心之谷食品公司，有专门做短保

食品的企业—达尔美食品公司，有豆制品加工企业—世

纪春，康柏、诺好佳、冠宇、亿佰利等企业也在各自的

领域内占据着重要市场份额。

2.3  配套及物流方面

（1）食品机械。作为食品产业的上游配套产品，食

品机械加工企业目前在我县仍不具备。我县对食品机械

的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县仅少部分企业可加工部分配套

零件，如传送带等，不具备研发、生产整机的能力，食

品生产设备由广东、福建等地购入。

（2）包装印刷。作为食品产业的下游配套产品，对

包装、印刷业的需求是巨大的，我县包装印刷企业有 160

余家，但受技术、设备影响，产品质量不够稳定，复杂

工艺做不出，难以满足企业对精美印刷包装的要求。

（3）冷链运输。目前我县有物流企业 78 家，可以

满足食品企业的产品运输需求，但冷链运输企业只有1家，

以冷冻肉制品、奶油等产品为主。冷链运输是我县六和

肉制品、贝亿食品、欧派食品等食品企业产品的主要运

输形式，随着我县高端食品、短保食品、冷冻食品的进

一步扩容，对冷链运输的需求也将大幅度增加。

3  沂水县食品产业链发展方向

3.1  巩固提升玉米淀粉深加工产业链

（1）围绕鲁洲生物、大地玉米、青援食品等企业，

做大做强大企业集团，更好发挥大企业带动作用，进一

步提高传统玉米淀粉深加工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价值

链高端攀升。（2）依托博士后工作站、重点实验室、企

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省级科研工作平台，引导企业重

点开发新型淀粉糖产品、淀粉糖衍生品、具有保健功能

的多级压榨植物油产品，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品类，进一

步延伸功能性淀粉糖及淀粉深加工制品产业链。

3.2  壮大功能休闲保健食品产业链

（1）以食品产业低碳示范园区为载体，吸收、整合、

集聚优势资源和要素，引导企业抱团发展，入园发展，

着力拉长产业链、品牌链、创新链、价值链、财税链，

推动产业链专业化集聚、上下游配套和高端化发展。（2）

依托青援食品、世纪春食品、鼎邦食品、昆润食品等企

业大力开发休闲、保健、医药同源等功能性食品，带动其

他中小企业提高产品档次，实现品种多样化、高端化。（3）

引导企业联盟发展，重点推动豆奶粉联盟项目建设，打

造国内规模体量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豆奶粉产销基地。

3.3  健全完善优质食品添加剂产业链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企业优势，集聚政策资金，倾

斜资源配置，从功能、资源、技术、工艺、产品、文化

等六方面进行全面创新，重点支持隆科特公司、七星柠

檬公司、昆达生物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改造提升发酵、

分离提取、制剂制备等生产技术，研发应用基因工程、

蛋白质工程、人工合成等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合成工艺，

提升产品纯度，大力发展高端产品，占领产业高端。

4  沂水县构建食品产业链，助推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路径探讨

结合沂水食品产业发展优势、存在问题，借鉴发达

地区产业链构建成功经验，建议沂水县食品产业积极构

建食品产业链，助推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造与福

建晋江、河南漯河齐名的全国优质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1）坚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以链促群带集聚 [1]。

围绕全县“十四五”规划“一区两镇七集聚”的产业发

展布局，优化构建食品产业低碳示范园产业链重点集聚

区域，推动产业集聚集群、特色鲜明、产业链供应链接

续互补，做强做大新动能。坚持高标准规划引领。沂水

食品产业必须立足县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需求，

进一步明确当前食品产业的产业定位、发展路径、政策

措施等发展路线图和产业发展明细表。对照产业链条明

确优先发展的产业环节、重点引进的关键项目，加快改

造传统食品产业、培育新兴食品产业、布局未来食品产

业，坚持集群化发展方向 [2]。围绕本地现有食品企业转

型，针对未来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加快建设高端食品集

聚区、提升高端食品产业园，加强配套建设、管理服务，

明确园区产业目录、负面清单，严格入园企业投资强度、

亩均税收、单位能耗等标准，打造集生产、研发、展销、

检测、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高端食品专

业化平台，推动食品产业集聚发展、集群崛起。

（2）坚持创新延链条、品牌赋能升级。推动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推动产业变革，以品牌塑造

竞争优势，加大创新力度，加强品牌培育，内外发力，

提升食品产业持续发展力和综合竞争力 [3]。加强创新体

系建设。鼓励支持由“链主”企业牵头，会同上下游配

套企业，研究提出需要攻关突破的关键产品（技术）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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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优先将产业急需、具备攻关条件的项目提报纳

入省市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支持领域。加强品牌体系

建设。建立企业品牌梯次培育机制，支持沂水本地传统

的企业加快创建品牌、品牌营销、市场推广等方面的认

识。制定食品产业区域品牌创建方案，发挥全国最大的

沙琪玛生产基地、紫皮糖生产基地、休闲食品生产基地、

淀粉糖及相关产品生产基地优势，分类创建区域联合品

牌，以品牌建设推动企业管理能力、产品品质提升，推

动产业良性发展 [4]。加强质量体系建设。引导企业强化

质量意识、工匠精神，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质量管理体系，

积极运用 ISO9000、六西格玛等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实现

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的全流程质量管控。

（3）坚持完善产业链条、融合发展。一是按照合法、

公平、自愿原则，吸收县内外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

业和研发、基金、人才、工业互联网等服务机构参与，

组建产业联盟，扩大深化市场合作。“链主”企业要充

分利用外部资源、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进一步做精产品、

做大规模、做强实力，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对“链主”

企业通过并购等市场化方式，扩大生产、销售规模，符

合条件的，可按程序申报“新跨越民营经济企业”并享

受相关奖励政策。二是“链主”企业在产业集聚升级、

重点项目招引、技术融通创新等方面应充分发挥头雁引

领和生态主导优势。对“链主”企业、关键节点企业等

产业链重点企业提出的符合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有利

于培育整体产业生态的项目，原则上予以重点支持。三

是“链主”企业在发起组建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产业

链合作机制上要发挥主导作用。支持“链主”企业会同

产业链关键节点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技术服务中心

等公共服务平台。

（4）建立链条联盟、实现合作共赢。推动产业链协

同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群链带动力，引导上下

游企业精准对接“链主”企业及关键节点企业配套需求，

加快适配融合。聚焦产业链优势潜力、短板弱项和空白

环节，支持“链主”企业及关键节点企业通过并购、合资、

参股等方式，共同谋划实施一批锻长板补短板重点项目。

（5）营造链条环境、助推产业发展。作为当地政府

必须围绕做大做强产业规模、骨干企业为重点，引导企

业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加大技改投入，新上一批延链、

补链、强链高质量技改项目 [5]。针对全县食品产业短板

弱项，盯紧国内外知名食品企业，招引一批投资规模大、

科技含量高、管理经验先进、财税贡献大的高端食品项目。

一是提升价值链。围绕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不断提

升当地主要“链主”企业研发能力，专注细分市场研发，

新上一批高端食品、高附加值产品，推动价值链自中低

端向中高端的攀升。二是积极发展新业态。完善电商平

台建设，出台电商扶持政策，大力扶持“直播带货”“网

上粮店”“网上主食厨房”等新型零售业态，加快打造

一批网红企业、爆款产品 [6]。三是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按照食品产业具体行业类别，分别组建或重建玉米淀粉

深加工行业协会、休闲食品行业协会、食品添加剂生产

销售行业协会、包装印刷行业协会，建立行业自律约束

机制。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引导支撑，全

面梳理现有政策，研究制定新政策，积极开展“送政策

上门”活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切实解决企

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化亩产效益评价改

革，用好要素配置指挥棒，用活“零增地”技改扶持政策。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一次不用跑 •全程帮代办”

服务模式，以“店小二”精神打造“服务高地”，为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结论

构建“食品产业低碳示范园区 + 淀粉深加工基地 +

功能休闲保健食品基地 + 优质食品添加剂基地”食品产

业发展新格局。按照“龙头带动、中等抱团、小微集聚”

的路子，以提高产业集中、集聚、集约发展水平为切入点，

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打造规模效应明显、创新

能力强、经济效益好、具有沂水特色的食品产业体系，

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转型新支撑，力争到 2025 年，食品

产业产值突破 18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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