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食品生产经营的薄弱环节及解决途径 

文/张国强 刘惠君 

 一、重庆市食品生产与经营环节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食品生产与经营的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的发展不相适应： 
 1、重庆市食品生产行业在上一个统计年度，食品生产总值为145.6202亿元，占当年工业生产

总值的15.70%，（这个比重与重庆市的总的生产格局相比较是偏低的）。 
 2、重庆市食品经营行业在上一个统计年度，其限额以上企业的销售总值（包括批发与零售，

以下同）为187.60亿元，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9.64%，（这说明重庆市食品流通环节主渠
道的影响力不大）。 
 3、重庆市食品生产与经营行业普遍存在企业小而散、市场开拓能力弱、市场丢失情况严重等

现象。 
 （二）重庆市大批的食品生产与经营企业目前面临生死考验。 
 目前，全市有1.2万多家食品加工与经营企业，其中只有390家企业通过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

入制度（简称 QS（Quslity Safety））考核，认证率只有3.25％。在全国的排位中是很靠后的。 
 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1、大多数企业缺乏做大、做强的信心 
 目前重庆（包括在渝外地企业）绝大部分食品企业，他们普遍表现出对融资、企业管理和提

高产品质量、创建品牌等问题缺乏信心，其中最为实际的问题主要是资金问题。 
 2、传统食品生产经营与消费观念陈旧 
 重庆传统食品企业普遍存在工艺落后、管理保守、规模散乱、自产自销等问题，较多企业属

于“小打小闹”，甚至是家庭作坊，在品牌、规模、资金、人才等方面毫无竞争优势，“保住自己
有口饭吃就行了”的陈旧观念成为这些企业最大的致命弱点。 
 3、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措施力度不够 
 当用严厉的行政手段整顿食品生产与经营企业，特别是按照有关规定，严禁不合格食品企业

生产经营，将会导致重庆市食品生产与经营出现的严重萎缩；但是，如果放宽尺度，又会导致市场
准入制度流于形式，政策失去严肃性。在这样的现实问题面前，重庆市的相关管理部门还缺少果断
的管理措施。 
 4、缺乏合理的专业食品配送中心 
 由于重庆的独特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型、专业食品生产经营流通中心的发展，

特别是在主城区，在限额的以上流通企业基本上是一个区的分布只有1-5家。所以，面对巨大的消
费市场，食品生产经营流通功能基本上是由传统的农贸市场和超市来执行。一定程度上，缺乏大型
合理布局的专业食品经营流通环节，也是制约重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5、重庆市地产的食品生产与经营产品的包装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 
 重庆食品生产与经营的一些企业在加工、制造、包装、运输、贮藏、保鲜等一系列环节上或

多或少还存在着观念问题、资金问题、技术问题、人才问题等等，特别是重庆市目前在食品包装方
面的管理水平还极其落后，对包装附加值的拓展空间的认识不够。目前，重庆市还存在大量散装食
品，这是非常落后的，同时，也严重地影响重庆市的食品生产与经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策与建议：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内容： 
 1、指导思想： 
 第一，食品工业的发展必须带动国民经济相关部门的发展。第二，食品工业的发展要有利于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要。第三，食品工业的发展要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第四，食品工业的发
展要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 
 2、工作内容： 
 为了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喝得放心，买得放心。重庆市必须加快集中培养和扶持一批优秀

食品企业，优良食品品牌，优质食品产品；提高重庆市的商贸特别是食品的流通水平，高起点地建
设万州、涪陵、江津等区域性商贸中心，发展农产品等大中型批发市场；拓展开县、巫山、巫溪等
省际边贸市场；通过加快实施农村“双建工程”，构建工业品和农产品双向流通网络，把万州、涪
陵、渝北、长寿建设成为具备综合物流功能的区域性物流中心。 
 （二）工作重点  



 

 1、严格政策执行力度，迫使食品企业做大做强 
 （1）针对目前重庆食品企业较多存在观望心态，加大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的推进力度， 打

消侥幸过关心理，迫使企业积极采取措施调整应对。 
 一是“查三证”。严厉查处无生产许可证、无卫生许可证、无营业执照的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不具备生产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二是“严格准入”。严格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严格审查企业生产条件，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严格产品出厂检验。三是“强化证后监督”。主要
强化对食品生产企业的巡查、回访、年审、监督抽查等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四是“明确责任”。
突出强调企业法人作为食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质量安全责任意识
和法律责任。五是“抓源头”。对新资源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要加强
安全性、社会效益性评价。六是“严打击”。严厉打击滥用添加剂、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
品、在食品中添加违禁化学物质等违法行为。 
 （2）全面推广、宣传、应用国家食品准入标准，通过市场监督与反馈，迫使食品生产企业采

取措施，改进食品生产经营。 
 目前我国食品共分28大类，根据国家要求，28类食品须在2006年底全部完成“准入”的有关

部署，如：蓝白色“QS”图案标志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食品准入制质量安全标志，它既是产品进
入市场销售的“入场券”，也是市民辨别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凭证。 
 （3）针对前述重庆食品行业企业的致命弱点，建议利用行政管理职能优势和行业协会组织优

势，引导并组织有条件的部分食品生产及经营企业联合起来做大做强，以扩大规模效应，吸引资金
和人才，创造一批行业重点企业，并在其中培育一些行业领头羊。 
 2、聚集优势力量，大力培育重庆食品生产与经营产品支柱品牌 
 鉴于重庆地产丰富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存在结构性矛盾突出、企业小而散、市场开拓能力

弱、市场丢失情况严重等现状，建议通过食品产业聚集和区域聚集来实现行业整体调整，支持三峡
库区及其他地区各区县(市)所在地核心商圈的规划建设，扶持三峡库区及其他地区村社便民放心店
建设，支持有特色产品的区县(市)发展专业市场，扶持三峡库区及其他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加工和深
加工，支持三峡库区及其他地区发展现代物流业，培育三峡库区及其他地区大型商贸流通企业。 
 （1）把榨菜、柑桔、茶叶等重庆特色资源食品产品从产业和区域的角度加以聚集，创造新的

合力与品牌优势。  
 （2）继续大力发展重庆地方食品特产，利用开放的国际国内市场培育重庆食品知名品牌。重

庆地产特色食品众多，传统产品有天厨味精、黄花园酱油、怪味胡豆，米花糖、合川桃片、永川豆
豉、忠县腐乳以及价廉物美的广柑、桔子、柚子、脐橙等水果。引导企业培育高品质、高市场认知
度的产品品牌。 
 （3）培育新型产品和更新换代产品，拓宽重庆食品工业发展道路。如绿色食品葛根、魔芋、

薯类、玉米综合深加工，乳品、食品添加剂、葡萄酒等新兴食品产业，库区养殖业及加工等，将是
重庆市食品工业未来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和方向。 
 （4）利用重庆自然药用食物和植物品类繁多的优势，发掘功能性食品。就发展经济的角度，

开发生产功能性食品可以带动农产品深度加工产业的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就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的角度，可以有效提升食品产品的档次和科技含量，促使产品生产企业跃上一个新的发展平
台，大大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增加新型食品品种更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多种需求，有利于
实现重庆食品走向世界的更高目标。 
 3、严格食品生产经营与流通环节管理，全面提高食品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根据国家卫生部将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卫生行政部门将按照食品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的要求，按年度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和自身食品卫生管理水
平进行分级，确定A、B、C、D四个等级。 
 4、开展专题调研，建设合理布局的专业食品生产经营基地和建好专业流通市场 
 重庆直辖以来，经济辐射效应明显增强，食品工业产品产值逐年上升。2006年重庆食品生产

年产值将继续维持在百亿元大关，到2010年将成为重庆五大支柱产业之一。目前重庆市拥有国有及
规模以上食品企业154户左右，按照“4334”规划(即重点发展乳品、肉类、果蔬、薯类加工四大行
业；巩固壮大酒类、软饮料制造及烟草三大行业；改造提升粮油加工、酿造调味品、焙烤三大行
业；开发培育保健食品、生物食品、工程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配料四大行业)，构成重庆食品生产
经营发展的重点。按照产业聚集、区域聚集，创造重庆食品品牌的思路。 
 （三）加大各项项目与资金的政策支持与扶持力度，帮助企业提升综合竞争能力 
 随着食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国际和国内东部沿江、沿海地区技术密集的高中档食品进入，重

庆食品市场争夺竞争更趋激烈，部分外来高中档消费食品已对重庆市食品工业产品升级换代形成一
定壁垒，对重庆市乳品、食品添加剂、葡萄酒等幼稚、新兴、弱小型工业企业冲击较大，发展受到
限制，特别是部分靠政府扶持和关税保护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困难境地，比如食品添加剂工
业，味精、食用香精香料，葡萄酒工业等。因此，重庆食品工业的未来发展，需要政策和政府的进

 



一步大力支持和必要扶持。 
 1、新产品的开发力度方面：建议借助国家财政力量，尽快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储藏与加工重点

实验室，建立重庆市级农产品及食品产品研发工程中心，积极支持和帮助企业利用在渝高校力量，
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2、融资政策方面：鉴于重庆食品企业普遍面临行业准入更新设备的资金困难，建议组织相关

资金政策专题研究，并学习国外先进而灵活多样的融资形式，解决企业改造资金短缺问题，尤其对
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企业信誉度高、产品品质优秀等企业或项目，应当通过各种途径甚至特殊
途径使其支持得到具体落实。 
 3、管理方面：食品行业的壮大和发展离不开企业产品品牌，更离不开企业扎实的内功，全面

推行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既是实施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必需，也是全面改变重庆食品行业整体
落后面貌的契机。 
 不论是食品的生产或者经营，始终让人民放心是我们每一级管理部门的责任。因此，在重视

食品生产与经营行业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的时候，必须要从政府的角度给予相关的政策配套支
持，同时，又要从社会的角度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市委、市政府正
确领导下，在全社会积极支持下，相信重庆的食品行业是能够尽快走出调整过渡时期，迎来又一个
蓬勃发展的春天（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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