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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策划艺术在食品科技中得到广泛应用。只有通过成功地策划 , 才能使得食品资源更加丰足 ,生产技术更加规范 , 加工层次和深度
显著改变 , 质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 农产品综合利用得到快速发展。由此可知 , 策划艺术与食品科技密不可分 , 相互依存 , 共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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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就是筹划、谋划 , 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 既是技术又是

文化, 是人类智力活动的重要实践 , 是综合系统工程。在知

识经济时代, 策划无疑是财富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与最活跃

的生产力要素。策划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专

业性和创造性。食品科技应用、发展与创新离不开成功的策

划艺术。佛里德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著名论断 : 企业

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盈利。作为成功的策划者, 最关心的不

是盈利 , 也不是艺术, 而是策划创造财富的能力。笔者曾对

安徽天方茶业公司就中国抹茶与超微茶粉进行市场策划。

这是一次策划艺术与食品科技结合的范例, 初步实现智力群

体与经济实力群体的强强联合, 首次产生“创新创业”之

共鸣。

1  策划的系统性有利食品科技应用

策划的过程就是人们认识、分析、判断、推理、预测、谋

划、运筹的过程, 是思维与行动、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目

前, 企业策划、谋略策划是策划的热点问题。企业策划主要

包括投资策划、市场策划、管理策划、上市策划、战略策划等 ;

市场策划主要包括产品策划、技术策划、包装策划、品牌策

划、营销策划、广告策划和公关策划等。

食品科技的应用离不开成功的策划。由于食品科技应

用范围很广 , 食品科技创新领域很深, 笔者利用策划艺术审

视食品科技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更加有效地发挥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的作用, 将解决食品生产、加工、营销中存在的技术问

题。与此同时, 策划有利于食品科技进步与创新。麦当劳雷

·克罗克、万科陶建幸、华发尹晓民、天福李瑞河, 他们都是企

业策划与市场策划的高手, 都能准确无误地把策划艺术应用

于食品科技之中。“积极的心态”与“独特的眼光”是他们策

划艺术的起点。常言道 , 当官好、经商好 , 想好就好; 成才难、

致富难 , 知难不难。这里讲的“想好”、“知难”就是策划艺术。

2  策划的规范性促进食品科技进步

众所周知 , 策划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科学的东西是真实

的、确切的, 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艺

术的东西是用形象、技巧来反映典型性社会意识形态, 往往

富有创造性的表达方式、方法, 独特而且美观。艺术源于生

活却高于生活。策划艺术应该是策德与策智、策源与策场、

策实与策虚、策刚与策柔、策正与策反、策阳与策阴、策真与

策假的对立与统一。所以, 策划艺术是高超的行为规范, 运

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德尔菲法、类比法、博弈法、运筹学法

和谋略法等, 在观势、识势、化势、借势、造势、运势上下工夫 ,

紧紧抓住势眼、势脉、势穴、势机。实现策划的 8 个步骤

见图1。

图1 实现策划的流程

  通过策划, 真正达到顾客最想看的品种形象、最想听的

理性认同、最想要的承诺能力。无疑, 策划的规范性加快了

食品科技成果转化 , 促进了食品科技进步。例如, 食品加工

大王———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工业公司成功地运用了“防腐剂

有毒, 对人身体有害”的策划艺术, 在很短的时间内, 挫败了

众多的食品加工业同行, 一举坐上了美国食品加工业的第一

把交椅。

3  策划的专业性推动食品科技创新

当前, 食品科学发展迅速。其总趋势是食品精深加工更

加多样化, 食品添加剂的应用更加市场化, 食品“四要素( 色、

香、味、形) 更加人性化, 食品安全管理更加规范化。但存在

的问题也不少, 主要表现: 在体制上, 出厂检验缺少权威监

督; 机制上, 原料质量缺少从源头开始跟踪; 手段上, 市场检

测的精准性、时效性滞后 ; 安全上, 化学成分与添加剂亲和性

显示不明。为此, 策划艺术在食品科技创新中就显得尤为重

要。下文就策划的专业性对食品科技创新作相关性点击。

3 .1 价值取向策划  一般情况下, 食品比较经济效益趋势

为药品> 天然化妆品> 保健品> 食品添加剂> 饮品> 食品。

如, 米邦塔仙人掌, 可作蔬菜食用, 作啤酒饮用, 作超微粉食

品添加剂用 , 可提取活力素和营养素用于化妆品, 经济效益

也相应地不断攀升, 价值取向明显。

3 .2  加工层次策划 食品加工的层次趋势为食料→初加工

→精加工→深加工→配方加工→特种加工( 特色商品) 。这

种加工方式的资金投入将不断加大 , 技术难度将逐渐增大 ,

经济效益却成指数增长。依据企业的资源与资本 , 选择加工

层次, 进行相关策划是可行的。

3 .3  市场定位策划 食品安全与质量规格可分为无公害食

品标准、绿色食品标准、有机食品标准、有机配方食品( 有机

富硒茶、富碘茶) 标准。有机食品是世界饮食潮流。法国有

机葡萄酒、荷兰有机乳品、美国有机饲料、俄罗斯有机棉花、

中国有机绿茶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运用策划艺术确

定市场定位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3 .4  高技术策划 食品加工常用机械组合与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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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粉碎( 旋转刀粉碎、无尘粉碎、齿盘粉碎、旋风脉冲吸尘粉

碎, 一般60 ～150 目) →微粉碎( 锤式高速粉碎、分级轮粉碎刀

片齿圈吸尘粉碎,60～300 目) →超微粉碎( 高速射流粉碎、冲

击锤块与研磨粉碎 ,300～2 000 目) →溶解→分离→萃取→均

质浓缩→灭菌→干燥→定型→分装。全过程中都有“量体裁

衣”高技术的策划艺术。池州市“地藏养生茶”、“天方抹茶”、

“葛根黄酮提取”就是采用高技术策划。

3 .5  质量管理策划  食品添加剂主要种类有防腐剂( 保藏

剂、保鲜剂、杀菌剂) , 抗氧化剂( 油溶、水溶) , 食用色素( 合

成、天然, 下同) , 着色剂与漂白剂, 香精香料, 调味剂( 鲜、酸、

甜味剂) , 增稠剂和乳化剂 , 膨化剂, 酶制剂( 淀粉、蛋白酶, 其

他酶) , 加工助剂( 助滤、吸附、消泡、被膜、抗结剂) , 强化剂

( 维生素、氨基酸、无机盐) , 酸碱盐剂等。这些添加剂的应用

都是在质量安全的控制下, 实现产品质量提高的策划艺术。

3 .6 新产品开发策划  就农产品开发而言, 综合利用高技

术, 主要有生物工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分离与超临界

CO2 萃取、微生物工程。下文着重谈一下主要应用。用于天

然抗氧化剂的提取 , 主要农业原料有银杏叶[ 1] 、山楂叶、荷

叶、芹菜叶、竹叶、花生壳、莲房、葛根、芝麻叶、紫苏叶、桑叶、

柿叶、枇杷叶、红球藻、虾蟹壳等; 用于天然防腐剂的提取, 主

要农业原料有香辛料、中草药、果胶分解物、琼脂低聚糖、茶

多酚、豆粕异黄酮等; 用于抗癌、抑瘤多糖的提取, 主要农业

原料有花生红衣( 白藜芦醇) 、红豆杉( 紫杉醇) 、绿原酸( 杜

仲、金银花、葵花籽) 、茶花粉、动物多糖( 鲍鱼、海刺参、泥鳅、

三角帆蚌多糖、甲壳素) 等; 用于天然多功能保健食品的开

发, 目前规模化生产的有刺槐花、麦绿素、多种花卉、红薯茎

叶、荞麦苗等; 秸秆利用 , 主要转化为沼气、纤维素、复合蛋

白、饲料、燃油等; 用于制备植物源生物农药, 主要有楝素、苦

参素、除虫菊、姜黄、辣椒、茶皂素、山茶叶等提取物, 可开发

杀虫剂、拒食剂、驱避剂、引诱剂、抗真菌剂、杀线虫剂、杀螨

剂、杀菌剂等产品。这些农业新产品的开发都是通过策划艺

术捕获截入点、突破点和增长点, 实现食品科技的创新。

4  结语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需要策划 , 个人、单位、企业处

处应该策划。成功地运用策划艺术与食品科技相关性的研

究成果, 将其应用于中国抹茶与超微茶粉的系统策划。首

先, 应明确中国抹茶与超微茶粉市场策划的基本内核, 及时

加工信息系统, 准确定位市场, 把握产品形象设计和质量规

范, 解决关键科学技术, 促进中国抹茶和超微茶粉重新整合

市场竞争元素, 重建市场和产业边界, 开启新的市场潜在需

求, 创造新的市场空间。在今后的延展研究中, 要加快策划

艺术与食品科技的共同发展, 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策划艺

术与食品科技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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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建设生态园林城市。

5  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建议

5 .1  土地利用调控模式  由于土地资源的利用是生态过程

和经济过程的综合统一, 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不仅要考虑其经

济效应, 还要考虑其生态经济利用。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应考

虑生态承载力的容量。要达到既不减少耕地面积, 又不损坏

生态平衡的双重目标, 就必须结合本地的社会、经济和自然

状况进行生态建设土地利用调控研究。

区域生态建设土地利用 ( H) 是在综合平衡社会( S) 、经

济( E) 与资源环境( R) 3 方面的前提下, 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

来加以分析, 使综合生态系统达到和谐发展的目标( 图1) 。

图1 土地利用调控模式图

5 .2  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  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以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及可持续利用土地

为原则和目标, 是既保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土地需

求、又保证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土地的可持续供给、有效保

护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根据临沂市生态安全

现状和区域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提出适合本地

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包括节

约集约型生态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土地利

用模式、生态旅游土地利用模式、矿山生态恢复模式。

6  结论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经济社会的

基础。目前,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城市化高速发

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

恶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合理的土地利用布局和

利用模式是避免生态环境破坏,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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