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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对

食品工业经济运行状态结果的定量描述，可以更直观地反映食品

工业相关经济运行指标的变化趋势，有助于快速解读食品工业及

其子行业的运行情况，把握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为政府政策调

控和企业经营决策等提供支持依据。为此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自

2016 年在协会行业统计信息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中国食品行

业经济运行指数”编制和发布工作。 

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根据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结合食

品行业信息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2017 年、2018 年逐步开发、

完善和更新“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系统”，现将相关工作总结

汇报如下。 

一、“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工作简况 

2017 年，协会为做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工作，专门聘

请从事开发指数研究项目和经济学领域专家，共同进行系统开

发。在大量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指数系统的关键点和切入点，

搭建指数系统结构，确定关键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数，建立数

学模型，分析计算结果。 

2018 年，经过专家反复会商，模型调试，专家论证后，确

定系统，开始实施，在协会内部的行业运行分析研究系统试用后，

进一步修正数学模型，提高系统的可表达性和准确性。 

“中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已运行两年，社会反映良好，

有关部门领导非常重视，媒体也多有报道，但随着经济社会格局



的持续变革，人们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及营养与健康需求正在发

生重大转折，食品产业也处在历史性的战略转型期，表现为产业

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延伸、发展方式由高消耗高排放向节能减排

的绿色低碳转变、经营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技术密集型调整，

产业技术体系构建趋于全球化，这些对食品产业提出了新挑战。 

2019 年将在协会已经运行两年“中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

数”基础上，结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

为政府相关部门了解食品工业的营商环境，把握发展态势，及时

发现问题，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并利用协会现有的工作平台

和媒体渠道，做好指数的发布和宣传，扩大其影响力，同时依托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微信、微博和内部通讯系统进行发布。拟在综

合指数发布的基础上，根据细分行业需要和市场需求，开发多级

的“中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系统，提高系统的针对性和商

业价值。 

二、“中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项目主要内容 

为客观有效评价食品工业经济发展状况，准确衡量食品工业

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制定出一种科学、全面的综合评价方法。对

于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方法及评价结果是政府、决策部门、该行

业及相关行业企业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产业发展指数以其

综合性、概括性成为分析、评价、预测产业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

工具和手段，是部署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从统计学角度来

说，编制食品工业经济发展指数是进行评价、监测和预警的核心，

利用食品工业经济发展指数可以及时有效地分析工业发展的现

状及未来趋势，这对于实现食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制定相

关工作计划及经济发展战略部署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食品行业经济运行指数”涵盖食品行业规模、结构、

效益、市场供求和可持续发展 5 个方面： 



1、发展水平 

这组指标主要从价值量和产量两个角度衡量当期食品工业

发展态势。 

2、经济效益 

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 

这组指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从行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

指标入手构建。 

3、持续发展能力 

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口交货值增长率、存货增长率。 

4、产业结构 

包括高附加值行业比重、健康食品行业比重。 

5、供求市场 

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食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农副产品类）、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食品四大类） 

三、2017 年度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指数发布活动 

2018 年 5 月 16 日，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主办、漯河市人民

政府协办的 2018年一季度暨 2017年度全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发

布会于第十六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期间召开。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会长石秀诗，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治，漯河市

领导刘尚进等出席发布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

篪主持发布会。 

会上，刘治发布了 2018 年一季度暨 2017 年度全国食品工业

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巡视员汪敏燕介绍了

食品产业相关政策。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分析处处长高继波介绍

了 2017 年度食品行业进出口贸易情况。食药监总局食检三司处

长郝明虹介绍了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的进展与挑战。科技

部中国农村中心副研究员朱华平介绍了食品领域科技发展布局。

中食协行业信息部发布了 2017 中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指数。 



附件一 

 

2018 年 1 季度暨 2017年度 

全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发布会议程 
 

主持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沈  篪 

 

一、介绍嘉宾 

1、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刘  治 

2、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巡视员  汪敏燕 

3、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处长  郑玉兰 

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监三司处长  郝明虹 

5、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处长  高继波 

6、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副研究员  朱华平 

7、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大岭 

8、漯河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  刘运杰 

出席会议的漯河市领导有： 

1、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刘尚进 

2、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曹存正 

3、市政协主席  吕  岩 

4、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孔祥智 

5、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高喜东 

6、市政府副市长  余  伟 



二、经济运行发布会 

1、发布“2017年度全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刘  治 

2、“食品产业相关政策”——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巡视员  汪

敏燕 

3、“2017 年度食品行业进出口贸易情况”——海关总署综合统

计司分析处处长  高继波 

4、“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的进展与挑战”——食药总局

食检三司处长  郝明虹 

5 、“食品领域科技发展布局”——科技部中国农村中心副研究

员  朱华平 

6、发布“2017中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指数”——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行业信息部主任  张京玉 



 

附件二 

 
2017 年食品工业经济运行综述 

和 2018 年一季度情况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刘治 

 

2017年，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去产能、

去杠杆、降成本等政策措施有效落实，我国食品工业加快了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实现产业由低端向中高端

迈进。食品工业以占全国工业 6.9%的资产，创造了 9.8%的

主营业务收入，完成了 10.6%利润总额。食品工业总体呈现

出增速稳步回升、质量效益持续改善，在保障民生，拉动内

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

大贡献。 

1、生产增长加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7 年，规模以上食品工

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高于全国工业增速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了 3.5 个百分点。若不计烟

草制品业，食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分行业看，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6.8%，食品制造业增长

9.1%，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9.1%，烟草制品业增长

3.5%，增幅分别比上年同期 0.7、0.3、1.1、11.8个百分点。 

从中类行业看，谷物磨制业增长 5.2%，屠宰及肉类加工

增长 9.8%，植物油加工增长 3.2%，焙烤食品制造增长 9.7%，



 

乳制品制造增长 5.2%，方便食品制造增长 8.6%，酒的制造

增长 10.0%，饮料制造增长 6.8%。21 个中类行业全部实现正

增长。 

据测算，2017年，食品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 11.2%，对全国工业增长贡献率 12.0%，拉动

全国工业增长 0.8 个百分点。 

图 1：2017年食品工业月度增加值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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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消费市场平稳较快增长，价格低位运行 

2017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消费转型升级态势明

显，消费品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从增速看，2017 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10.2%，粮油食品类、饮料类都

也保持了 10%以上的增长。 

食品工业产销衔接稳定。全年食品工业产销率 97.9%，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的产销率分别是 98.0%，97.6%，96.8%，100.0%，



 

比上年同期分别 0，-0.6，0.1,-2.1 个百分点。主要食品产

量供应稳定充足，食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了群众对饮

食和营养的基本需求，同时丰富了人民生活。 

食品工业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改变了传统单一的销售

渠道，食品销售向线上市场和线下市场相结合转变。 

表 1：2017年食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万吨、万千升、亿支 

产品名称 全年产量 同比增长（%） 

 小麦粉 13801.44  1.77  

 大米 12583.92  4.25  

  精制食用植物油 6071.82  2.00  

  成品糖 1463.73  3.28  

  鲜、冷藏肉 3254.88  5.06  

 冷冻水产品 863.11  6.70  

 糖果 331.37  0.74  

  速冻米面食品 568.16  5.90  

  方便面 1103.20  3.31  

  乳制品 2935.04  4.17  

    其中:液体乳 2691.66  4.53  

         乳粉 120.72  1.04  

  罐头 1239.56  3.75  

  酱油 856.68  -3.72  

  冷冻饮品 378.33  7.24  

  食品添加剂 851.39  2.12  

  发酵酒精 1027.29  19.63  

  白酒(折 65 度,商品量) 1198.06  6.86  

 啤酒 4401.49  -0.66  

 葡萄酒 100.11  -5.25  

  软饮料 18051.23  4.59  

  其中:碳酸饮料类(汽水) 1744.41  6.07  

    包装饮用水类 9535.73  3.20  

    果汁和蔬菜汁饮料类 2228.50  4.06  

  精制茶 246.03  4.31  



 

  卷烟 23450.74  -1.57  

 

2017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6%，涨幅比 2016 年

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4%，影响 CPI下降

约 0.3个百分点。全年食品价格下降是 CPI涨幅回落的主要

原因，也是 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食品价格较低既有

鲜活食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也有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

响，上年对比基数相对较高也是原因之一。猪肉价格全年持

续低位变动，全年下降 8.8%。鲜菜价格因整体气候条件较为

适宜，供应量比较充足，价格下降 8.1%。鸡蛋价格全年波动

较大，全年平均价格比上年下降 4.5%。猪肉、鲜菜和鸡蛋三

项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49 个百分点，是食品价格下降的

主要原因。其他食品价格涨跌互现，保持基本平稳。粮食、

水产品、牛羊肉和鲜果等价格小幅上涨；食用油和禽肉等价

格略有下降。 

 从出厂价格来看，全年作为生活资料的食品出厂价格同

比上涨 0.6%。主要行业的出厂价格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

增长 0.6%，食品制造业降低 1.2%，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业降低 0.3%，烟草制品业增长 0.0%。 

图 2：2017年食品消费价格和出厂价格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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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降低 

2017年食品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21848.0亿元，同

比增长 1.2%，明显低于去年 8.5%的增速，也低于制造业 4.8%

的增速。食品工业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 3.4%,占比

比上年降低 0.3个百分点。 

自“十二五”以来，食品工业投资增速逐渐放缓，2011

年至 2017年，投资增速分别是 37.5%、30.7%、25.9%、18.6%、

8.4%、8.5%、1.2%。食品工业逐步进入发展的新常态，产业

规模快速扩张已经成为历史。 

表 2：2017年食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完成投资（亿元） 同比增长（%） 占比（%） 

规模以上食品工业 21847.96 1.2  100.0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985.99 3.6 53.8  

  食品制造业 5842.82 1.7 26.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833.91 -5.9 18.7  

  烟草制品业 185.24 -11.5 1.0  

4、食品行业经济效益情况 

2017年，全国食品工业经济效益整体保持了平稳较快增

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42962 家规模以上食品工

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4102.8 亿元，同比增长 6.3%，

增幅高出上年近 1 个百分点，全部工业增速是 11.1%；食品

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7987.6 亿元，同比增长 6.5%，上年增速

是 2.9%，全部工业增速是 21.0%。 



 

从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烟草制品业 4大行业来看，利润增长分别是 4.5%、6.7%、

17.5%和-6.3%。 

从 56 个小类行业来看，39个行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

17 个行业下降，利润下降的行业比上年多了 1个。利润增长

较快的行业的有：酒精制造，增长 83.3%，鱼油提取及制品

制造，增长 54.9%，碳酸饮料制造 46.6%，白酒制造 35.8%，

制糖业 33.1%。利润降幅较大的是盐加工和非食用植物油加

工，利润降幅分别为 21.1%和 15.3%。 

从行业盈利能力来看，2017年食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率为 7.0%，比全部工业高 0.5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

7.9%，比全部工业平均水平高出近 1 个百分点。食品工业的

盈利能力高于整个工业平均水平。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与烟草制品业两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在全部工业行业中名列

前茅。 

从成本和杠杆率来看，食品工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

的成本为 80.6 元，比全部工业低 4.3 元；2017 年末，规模

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43.9%，比上年降低 0.4 个

百分点，杠杆率有所下降。 

   表 3：2017年食品工业经济效益指标           亿元 

行业名称 
主营业务

收入 

同比增长

(%) 
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 

企业单位

数（个） 

食品工业总计 114102.77  6.30  7987.62  6.49  42962 

农副食品加工业 64449.44  5.75  3147.04  4.46  26473 

食品制造业 23118.13  8.35  1851.07  6.73  923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7637.01  7.75  2017.46  17.53  7122 

烟草制品业 8898.19  2.40  972.05  -6.31  132 

  表 4：2017年食品工业盈利能力变化情况           % 

行业名称 

2017年 2016年  

主营收入利

润率 

成本费用利

润率 

主营收入利

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

率 

全部工业平均水平 6.46 6.96 5.97 6.99 

食品工业总计 7.00  7.93  6.92  8.54  

农副食品加工业 4.88  5.15  4.96  5.55  

食品制造业 8.01  8.69  8.47  10.5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1.44  13.30  9.91  13.13  

烟草制品业 10.92  30.75  11.94  41.79  

 

5、行业存在主要问题 

成本逐年上升，企业生存压力加大。企业的用工成本、

运输成本、技改成本、经营成本等持续攀升，原料成本随着

国际市场化加快，进口冲击和价格波动加剧，原料购进成本

不确定性增大。对于中小企业，价格和品牌不占优势，经营

状况比较艰难，生存压力加大。 

节能减排要求提高，企业绿色发展压力加大。推动生态

文明发展，建设和谐美丽国家，在新修订的宪法中得到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的全面实施，水耗、能耗、污染物排放与资源综合

利用标准不断提高，环保督查与监察力度持续加大，以中小

企业为主体的食品工业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

战。在生物发酵、酿酒、饮料、玉米深加工等传统食品行业，

绿色化发展推进压力重重，技术改造投入不足，食品工业的

规模扩张受到制约。 

产品结构调整需进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食

品工业水平还存在差距，产业链条缺乏有效延伸，产品附加



 

值较低，部分产品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如肉制品工业中猪

肉比重偏大，冷鲜肉和小包装分割肉发展缓慢，安全、健康、

营养的肉制品供应不足，与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不相适应。

在一些行业内，产品形态单一，同质化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2018 年一季度食品工业情况 

今年以来，食品工业开局良好，生产增长加快，市场活

跃，产销衔接，效益继续得到改善。 

1 工业生产增长加快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 40315 家，完成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5%，较上年全年加快 2.7个百分点，比全

国工业高 2.7个百分点。若不计烟草制品业，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7.9%。分行业看，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7.8%，食品

制造业增长 7.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8.5%，烟

草制品业增长 13.3%。 

图 1: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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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活跃，产销衔接良好 

一季度，食品工业产品销售率为 98.6%，较上年同期增

长 0.8 个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产销率为 96.3%，

食品制造业产销率为 98.6%，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产销

率为 100.1%，均比上年增长 0.4 个百分点，烟草制品业产销

率 108%，比上年同期增长 3.4个百分点。 

3 工业产品出口增速放缓 

一季度，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870.2亿元，

同比增长 2.8%，其中 3月份完成出口交货值 320.5 亿元，同

比下降了 0.6%。 

4 食品消费价格涨幅扩大，生产者出厂价格波动不大 

一季度，CPI比去年同期上涨 2.1%，延续了温和上涨态

势。其中食品价格主要受春节因素和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

涨幅有所变动，一季度食品消费价格上涨 2.0%。其中，鸡蛋

价格，一季度恢复性上涨 21.6%；猪肉市场供需总体平衡偏

宽松，一季度价格下降 9.9%，延续了去年二季度以来同比下

降的趋势。鲜菜、鲜果、牛羊肉和水产品等食品价格涨幅在

3.1%至 13.6%之间；粮食和牛奶价格小幅上涨；食用油价格

有所下降。 

从出厂价格来看，一季度食品出厂价格与上年持平。主

要行业的出厂价格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0.8%，食品

制造业增长 1.2%，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1.6%，烟



 

草制品业增长 0.0%。 

图 2：食品消费价格和出厂价格指数走势 

 

 

 

 

 

 

 

 

5 经济效益继续改善 

1-3 月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706.1 亿元，同比增长 8.2%，发生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为

19014.8 亿元，增长 7.2%。食品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1863.1

亿元，同比增长 9.5%，增幅比上年全年高出 3.0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7.5%。 

食品工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77.0 元，同

比下降 0.7元。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45%，

同比降低 0.4个百分点。成本下降，杠杆率降低。 

表 1:1-3 月份食品工业经济效益指标           亿元 

行业名称 
主营业务

收入 

同比增

长(%) 

利润总

额 

同比增

长(%) 

企业单位数

（个） 

食品工业总计 24706.1 8.2  1863.1 9.51  40315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665.5 5.4 550.6 1 24616 

食品制造业 4979.5 9.3 399.1 9 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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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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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2017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8年 1 月 
2 月 3 月 

食品价格涨幅 食品出厂价格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206.5 11.6 563.4 21.3 6706 

烟草制品业 2854.6 14.8 350 7.5 124 

总体看，2017年和今年一季度，食品工业保持了平稳较

快增长，一方面是刚性需求，另一方面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深入推进，去产能、降成本等政策措施有效落实，加

快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步伐。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食品工业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

展的转变。 



附件三 
 

2017 年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指数 

 

 

2017 年全年食品工业整体运行平稳，相比 2016 年第四

季度的增长势头有所回落。 

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指数又分为五个分指数： 

1、发展水平 

 

2017 年全年食品工业发展水平在高位上整体平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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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增速及产量增速相较 2016 年均有较大程度增长，2017

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 2016 年第四季度增长势头，2017 年 5

月后整体维持高位。 

2、经济效益 

 

2017 年食品工业经济效益相较 2016 年有所下滑，前三

季度维持平稳运行，11 月达到波谷，12 月小幅上扬。 

3、持续发展能力 

 

2017 年食品工业持续发展能力维持平稳，相较 2016 年

的下滑趋势有所缓解，投资、出口等前两季度有所回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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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个季度持续下滑。 

4、产业结构 

 

  2017 年食品工业产业结构稳中有降，前两季度相比

2016 年小幅增长，后两季度回落至 2016 年平均水平。 

5、供求市场 

 

 2017 年食品工业供求市场从 2016 年底的高点回落，6 月

达到最低点，食品工业出厂价格及食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持续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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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我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四大特点 

新华社新媒体 

百家号 05-16  17:32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申清、田春）目前，我国食品工

业总体增速稳步回升，质量效益持续改善，在保障民生、拉动内需、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记者从今天在河南漯河召开的“2018 年一季度暨 2017 年度全国

食品工业经济运行发布会”获悉的。 

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治介绍，2017 年，伴随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政策措施有

效落实，我国食品工业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实现产

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食品工业以占全国工业 6.9%的资产，创造

了 9.8%的主营业务收入，完成了 10.6%的利润总额。食品工业总体呈

现增速稳步回升、质量效益持续改善的态势。 

“食品工业是重要的传统民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



实施制造强国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为我国整个工业

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巡视员汪敏燕说。

据测算，2017 年，食品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 11.2%，对全国工业增长贡献率 12.0%，拉动全国工业增长 0.8

个百分点。2018 年一季度，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6.8%，同比持平，

其中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较

上年全年加快 2.7 个百分点，比全国工业高 2.7 个百分点。 

据刘治介绍，2017 年，我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四大特

点：一是生产增长加快。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规模以

上食品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高于全国工业增

速 0.2 个百分点，同比加快 3.5 个百分点。若不计烟草制品业，食品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二是食品消费市场平稳较快增长，价格低位运行。2017 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10.2%，粮油食品类、饮料类也都保持

10%以上的增长。食品工业产销衔接稳定，全年食品工业产销率 97.9%。

2017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 1.6%，涨幅比 2016 年

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4%，影响 CPI 下降约 0.3 个

百分点。全年食品价格下降是 CPI 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也是 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降低。2017 年，我国食品工业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额 21848.0 亿元，同比增长 1.2%，明显低于 2016 年 8.5%

的增速，也低于制造业 4.8%的增速。食品工业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额 3.4%,占比同比降低 0.3 个百分点。 

“十二五”以来，食品工业投资增速逐渐放缓，2011 年至 2017 年，



投资增速分别是 37.5%、30.7%、25.9%、18.6%、8.4%、8.5%、1.2%。

食品工业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已经成为历史。 

四是食品工业经济效益整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17 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4102.8

亿元，同比增长 6.3%，增幅高出上年近 1 个百分点，全部工业增速

是 11.1%；食品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7987.6 亿元，同比增长 6.5%，上

年增速是 2.9%，全部工业增速是 21.0%。 

“总体看，2017 年和今年一季度，食品工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刘治表示，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食

品工业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汪敏燕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的任务和思路是：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开展“三品”专项行动，加快推动食品工

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促进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此外，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行业信息部主任张京玉在会上发布了

“2017 中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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