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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行业分析 

1.食品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2020 年由于全求新冠肺炎的影响，这一年中发生的种

种都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在挑战面前，各行各业都在不断

突破、寻求新生。对于食品行业来讲，2020 年也被赋予了

不同的意义，前有餐饮堂食受到疫情影响后着力发展线上业

务的灵活应变，后有加强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任在

肩。这一年来，食品行业并未停滞不前，而是逆流而上，保

障食品供应、保证食品安全、肃清食品谣言，食品行业用实

际行动兑现着民生承诺。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

冲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疫情防控的关

键阶段，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供给成为第一要务，在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相应部署的情况下，各食品企业尽最大

努力保障食品供给和质量安全，确保安全放心的食品及时送

达人们手中。 

目前，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逐渐融入人们的生

活、工作和学习之中，人们的消费、饮食等习惯也随之发生

变化。疫情时代食品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涵盖了食品安全、

消费、监管等多个方面。从食品消费和食品安全建设两个方

面来看，消费习惯既有所变化，也有所保留。“网红”食品、

外卖食品的食品安全体系仍需完善，在后疫情时代，家庭购

买成为主要消费重心，所以，网购的习惯将被保持。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的“网红”食品企业中，诸多企业品

牌之下有数百个不知名的代加工厂。虽然这些中小企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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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创新意识激活了其产品创新，为食品工业带来活力，但

与之伴生的是，品牌企业对代加工企业产业链安全的把控尚

未到位，快而不稳，有重大风险与空白。对半生鲜食品、餐

饮店外卖产品及休闲食品的标准制定和安全体系建设，对网

红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管控是世界性难题，应成为 2021 年食

品安全的重点。“新一代”食品将逐渐进入市场，融入人们

生活，但其安全性和相关监管需逐步提高和完善。以植物基

肉为代表的新一代食品，因具有健康内涵，已经形成被全球

市场追捧而快速发展的格局。在我国，功能食品、植物基肉

制品等面向未来、具有健康内涵的食品仍处于谨慎观望中，

对于这一类新食品的监管，相关配套的标准、法规等需同步

推进。 

后疫情时代食品安全整体形势依然严峻，个别品类食品

抽检不合格率仍然较高。值得关注的是，农兽药残留超标、

微生物污染和食品添加剂超标三大问题仍是当前食品安全

面临的主要问题，且农残、药残及土地污染导致的原料污染，

短期内难以化解。 

因此，纵观食品工业发展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1）常规食品稳定，健康食品发展快；创新推动发展，

龙头企业成为行业支撑。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不足，企

业在研发的投入不够。 

（2）消费者对食品产业需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高度

关注，对食品加工的要求更加严格；营养缺乏与营养过剩并

存，健康食品成为最佳选择；生活方式以及节奏的改变，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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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食品产品向方便化转型。比如日本的速冻食品消费和 GDP

相关联，方便食品或者速冻食品会提高；收入增长和生活水

平提高，追求美食和享受饮食文化成为趋势。 

（3）食品行业面临的机遇：一带一路助推食品制造全

球化；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形态和组织形式转变；大数据有助

于掌握食品需求动态；大数据帮助及时准确掌握食品产业发

展与食品安全动态；物联网技术使得食品产业链全过程透

明，保障食品安全；基因测序大众化让精准营养食品成为可

能；老龄化推动保健食品、特殊膳食快速发展。据说到 2025

年，老年人会突破 3 个亿；厨房革命加剧，推动方便食品快

速发展。     

（4）食品企业面临的挑战：资源不足，食品原料供应

国际依存度越来越高。以牛奶为例，没有这么多的奶源来供

应这么多的人口，这就是一个客观情况；环保的要求越来越

高，压力越来越大。很多的“三废”排放企业以前客观考虑

不够，现在、以后会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很大的一块是环境

污染给带来的压力：水质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等；国

家战略的需求与挑战；食品安全要求不断提升；劳动力结构

性矛盾凸显，人口红利正在丧失。当然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在

往机械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这应该是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的。   

（5）食品行业发展趋势：食品工业需求很大，预计还会有

比较高的速度增长。同时食品安全应该是成为基本保障；营

养健康成为消费者首选。现在很多的食品就是因为很多年轻

人，特别是孩子一代过敏的问题明显增加，所以脱敏食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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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集约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流通的

模式会更加便捷。很多企业注重全产业链的管理和创新；食

品装备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更高；注重传统与现代

的结合，食品与文化的融汇。食品产业的从业人员，最重要

的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就是怎样把中国传统

的食品工业化；发展绿色天然的食品以满足消费者对健康、

口感的需求；食品行业发展也要满足国家战略性需求。 

2.人才需求分析 

（1）广东食品行业的人才需求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粤府函〔2020〕82 号）》指

出食品产业是我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之一。数据显

示，2020 年 1-6 月，全国食品行业营业收入达到 8992.1 亿

元，累计增长 1%，行业实现利润总额达到 801.2 亿元，累

计增长 4%。 

 

 

 

 

 

 

 

2019年 7月-2020年 6月食品行业销售费用及增长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的食品消费将持续增长，其中主要动力来源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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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平稳增长。与此同

时，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

续增加、食品需求刚性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的逐步释

放，未来食品产业仍将平稳增长，产业规模稳步扩大，继续

在全国工业体系中保持“底盘最大、发展最稳”的基本态势。 

广东作为食品药品产业大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约

110 万家，居全国首位。当前，广东省传统食品产业改造升

级不断加快，新兴技术不断产生，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

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加快食品加工技术升级改造、营销

水平提升，有利于盘活旧有的产业格局，把旧有存量转化为

新的增量，不仅能够巩固壮大传统产业优势，提高产能，提

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还保障人们“舌尖上

的美食安全”。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通过对广东省内食品企业进行调研发现，食品企业对高

职学历人才的需求量最大，其次为本科，对人才需求量较大

的岗位分别为食品检验、食品品质管理、品控、生产管理。

我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的毕业生较适应的工作岗位

为生产技术及管理、质量体系工作、车间现场及产品品质控

制、分析检验等，应该具备常规生产操作能力、产品检测能

力、产品品质控制能力、质量体系的实施能力和检测结果统

计汇报等能力。 

（2）茂名中小微食品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茂名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大健康”、“现代农业”发展列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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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展产业，这也是我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群发展的机

遇。2021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的第

33 条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要

求具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茂名地区的食品企业以

中小微企业为主，既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又具有娴熟技能并能

稳定地工作于第一线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相当缺乏，随着

国家食品安全工作不断的深化改革，企业需要配备的食品质

量与安全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我校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培养的人才可

以帮助中小微食品企业改善高端专业人员不足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