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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食品工业经济运行报告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食品工业坚

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表

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全年食品工业（含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以占全国工业 5.1%

的资产，创造了 7.1%的营业收入，完成了 8.1%的利润总额。

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强化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保供稳价工

作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食品工业为稳经济、促民生、保就业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经济运行情况

（一）生产探低回升

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不含烟草），完

成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9%，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低 0.7%。其中，12 月份增加值同比增长 0.3%，增速较

11 月加快 2.3 个百分点。

分大类行业看，2022 年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 0.7%，食品制造业增长 2.3%，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增长 6.3%。分中类行业看，18 个中类行业中有 9 个行业正

增长，8 个行业负增长，1 个持平。

2022 年以来，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输入性通

胀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保供稳价政策措施及时有效落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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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食品工业是保民生的基础产业，为“六保”“六稳”作

出重要贡献，主要产品供应充足，基本满足消费需求，鲜冷

藏肉、乳制品等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7.6%、2.0%。

图 1 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

表 1 2022 年食品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万吨、万千升）

产品名称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精制食用植物油 4881.9 -4.6

成品糖 1486.8 2.6

鲜、冷藏肉 3632.5 7.6

乳制品 3117.7 2.0

白酒（折 65 度，商品量） 671.2 -5.6

啤酒 3568.7 1.1

葡萄酒 21.4 -21.9

饮料 18140.8 0.3

（二）食品价格指数温和上涨

2022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 2.0%，

大幅低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和印、巴等新兴经济体的物价

涨幅，涨幅比上年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全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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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2.8%，2021 年是下降 1.4%。食品价格影响 CPI 上涨约 0.5

个百分点。分月看，食品价格波动加大，各月同比变动幅度

在-3.9%—8.8%之间，低点在 2 月，高点在 9 月。其中，猪

肉价格自 3 月份起触底回升，10 月份同比上涨 51.8%，11 月

份和 12 月份涨幅有所回落。全年看，猪肉价格比上年下降

6.8%，蛋类价格上涨 7.2%，鲜果价格上涨 12.9%，水产品价

格上涨 1.9%，粮食价格上涨 2.8%，鲜菜价格上涨 2.8%，食

用油上涨 5.8%（图 2）。

图 2 食品消费价格和出厂价格指数走势

（三）食品市场消费稳步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

44 万亿元，比上年略有下降，主要受第二和第四季度疫情影

响。食品作为基本生活类消费品，在保民生、扩消费、保供

稳价等政策大力支持下，市场供应充足，居民食品消费量继

续稳步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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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饮料类增长 5.3%，烟酒类增长 2.3%。

新型消费发展态势较好，网上零售额占比进一步提升，

吃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6.1%，网络购物作为消费市场

增长动力源的态势持续巩固。

（四）企业利润较快增长

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不含烟草）实现

利润比上年增长 9.6%，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 13.6 个

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和酒饮料精制

茶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0.2%、7.6%和 17.6%，在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整体下降 4%的情况下，食品工业 3 个行业利

润总额均比上年增长，其中酒、饮料、精制茶制造业保持了

较快增长（表 2）。

2022 年，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增

长 5.6%；发生营业成本增长 5.9%；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7.0%，

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 52.8%。

表 2 2022 年食品工业经济效益指标 亿元

行业名称 营业收入 增长(%) 利润总额 增长(%)
企 业 单 位

数（个）

食品工业总计 97991.9 5.6 6815.3 9.6 38449

农副食品加工业 58503.0 6.5 1901.1 0.2 23593

食品制造业 22541.9 4.0 1797.9 7.6 9119

酒、饮料和精制茶

制造业
16947.0 4.9 3116.3 17.6 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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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食品工业（不含烟草）各月累计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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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出口情况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进出口食品近 1.9 万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10.3%。其中，出口 5091.8 亿元，

增长 10.0%；进口 13872.7 亿元，增长 10.4%；逆差 8780.9

亿元，进出口增长水平接近。

就进出口产品种类看，食用水产品、蔬菜及食用菌和干

鲜瓜果及坚果为主要出口食品；粮食、肉类（包括杂碎）、

食用水产品主要进口食品（表 3）。

表 3 2022 年食品主要进出口商品统计表
出口 进口

产品
价值

（亿元）

增长

（%）

占比

（%）
产品

价值

（亿元）

增长

（%）

占比

（%）

食用水产品 1502.1 7.9 29.5 粮食 5499.9 13.7 39.6

蔬菜及食用菌 829.0 4.4 16.3 肉类（包括杂碎） 2120.6 2 15.3

干鲜瓜果及坚果 354.7 -10 7.0 食用水产品 1297.9 39.7 9.4

罐头 288.4 38.7 5.7 干鲜瓜果及坚果 1037.4 5.1 7.5

酒类及饮料 215.3 25.1 4.2 乳品 926.8 3.6 6.7

茶叶 138.8 -6.5 2.7 食用植物油 606.3 -14.1 4.4

肉类（包括杂碎） 130.2 12.5 2.6 酒类及饮料 402.0 -6.3 2.9

粮食 124.9 9.5 2.5 食糖 172.6 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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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食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上年稳定恢复的基础上，继续

扩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5.1%，制造业投资增长 9.1%。分行业

看，农副食品加工业投资增长 15.5%，食品制造业增长 13.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27.2%，均达到两位数增长水

平，显著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七）产业地位

2022 年，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包含农副食品加工业、食

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三大行业）企业数量占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 8.5%，资产占 5.1%，营业收入

占 7.1%，利润总额占 8.1%，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八）基本构成

从大类行业看，2022 年，农副食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和利

润分别占整个食品工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的 59.7%、27.9%。食

品制造业分别占 23.0%、26.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分

别占整个食品工业的 17.3%、45.7%（图 4、图 5）。与 2021

年比较，营业收入占比变化不大，利润占比，酒、饮料和精

制茶制造业扩大，农副食品加工业占比下降，食品制造业变

化不大。

从发展速度层面看，2022 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营业收入分别比上年

增长 6.5%、4.0%、4.9%；利润分别增长 0.2%、7.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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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2 年食品工业营业收入构成

图 5 2022 年食品工业利润总额构成

二、科技创新、研发情况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等系列国

家战略陆续出台与实施，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我国食品工业依靠科

技进步与创新，进一步加快供给侧改革，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和高质量发展。在国家相关产业政策、项目及资金的支持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17.3%

食品制造业,23.0% 农副食品加工
业,59.7%

食品制造业,
26.4%

农副食品加工业,
27.9 %

酒、饮料和精制茶
制造业, 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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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下，我国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在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科

技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可喜进步与长足发

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食品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

制造业水平显著提升，食品物流损耗和能耗逐步降低，食品

产业链质量安全检测、追溯技术取得新的突破，营养干预等

健康食品科技保障体系逐渐完善，食品供给质量和效率也显

著提高。

（一）研发机构建设和技术创新活跃度持续提升

2020年我国食品工业企业在研发平台建设及创新活动

开展等方面创历史新高。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2020

年我国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有 5148 家，比

2015 年增长 44.6%，开展 R&D 活动的企业数量也由 2015 年

4976 家，上升到 2020 年的 9572 家，增长 92.4%。

（二）科技人员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人员素质稳步提

升

2020 年，我国食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从事科研活动人

员达到 19 万人，比 2015 年增长 29.4%，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研发机构中博士、硕士为 14715 人，占企业研发机构科

技活动人员比例的 11.7%。标志着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人员队伍不断壮大,研发人员素质稳步提高。

（三）科技投入进一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

提高

R&D 经费支出是反映企业科技投入情况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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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规模以上食品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达

到 538.9 亿元，其中，企业资金投入比例达 95.6%，多年

来企业资金投入一直占据 90%以上，科技创新及科技投入

已越来越为企业所重视。

（四）试验发展支出不断增加，科研人员待遇不断提

高

2020 年，我国食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

部支出额度达 523.5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8.6%。从使用

用途看，科研经费支出 499.7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6.7%，

劳务性支出总额达到 132.1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30.2%；

随着科研经费稳步增长，科研人员待遇显著提升，进一步

调动和激发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食品工业

企业科技活动的持续开展和水平的提升。

（五）技术改造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方式

2020年我国食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费达

91.3 亿元，占技术投入经费总额(引进、消化吸收、购买、

改造）的 81.1%。 从总体上看，技术改造仍是我国食品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

（六）专利产出显著增加，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

断增强

专利是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产出之一。2020 年，

我国食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专利申请量为 31726 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量为 9919 件，分别比 2015 年增长 63.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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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同时，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也大幅增加。

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大幅上升，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创新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

（七）新产品研发能力不断提升，新产品销售及出口

稳步增加

随着“一带一路”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发展战略的

逐步实施,企业参与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意愿增强,国际

贸易与国内市场开拓的力度随之加大,新产品研发和产出

进一步提升。2020 年，我国食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共计实施

新产品开发项目比 2015 年增长 127.5%。2020 年新产品销售

收入达到 7179.4 亿元，其中出口达 470.8 亿元，比 2015 年

增长 68.2%，新产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进入 2023 年，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

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预制菜产业一头连着

种养殖业，另一头连着餐饮业和居民消费，是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食品产业，其快速发展是消费升级和食品工业不断做

大做强的有效路径。

食品工业要按照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好促消费扩内需政策，增强行

业活力，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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