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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加快广东省食养产品创新及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国民营

养计划(2017-2030 年)》, 实施中医药治未病健康工程，发

挥传统中医药特色优势，提升国民食养素养，进一步完善适

合国民健康需求的食养创新体系，推动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

升。现就做好传统食养产品产业开发，发挥药食同源物质的

营养健康作用，扩大市场供给需求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

工程实施方案》，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

值，加大药食同源理论传播推广力度，融合中医学理论与现

代科技手段，加快食养产品创新研发，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

生产生活，推进新开发食养产品向产业化方发展，提高中医

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度。

二、目标任务

加大药食同源物质食品的创新开发，促进规范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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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模化的食养产品产业的形成，在全省范围内打造一批

高质量、具有岭南特色的食养产品品牌，满足人民群众对健

康饮食的需求。到 2028 年，广东省建立起成熟完整的食养

产品产业体系，产业规模达到 20000 亿元。

三、主要措施

（一）优化产业布局。建立健全食养产品生产体系，加

强生产基地建设，优化产业布局。将现代食品生产工艺与食

养产品配方等相结合，实现食养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形成

一批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较大的食养产品。鼓励企业加强合

作，形成产业链合作模式，提高食养产品的供给能力。

（二）加强技术研发。建立健全食养产品技术研发体系，

加强对药食同源物质食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食养

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

业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丰富食养产品品

种，并提高其质量水平。

（三）加快食养产品标准化。完善食养产品分类、产品

质量分级、食品加工质量控制管理和质量检测方法为主体的

标准体系。鼓励企业先制定产品企业标准，先行先试；支持

院校、社会组织、科研检测机构和企业多方联合开展标准制

修订食养团体标准，多方快速提升食养产品标准化进度和水

平。

（四）强化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院校、科研院所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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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人才优势，为企业产品研发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技术

人才。通过院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产学研

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等方式推动食养产品的开发，加快食养

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

（五）拓展市场营销。加强市场调研，了解消费者需求，

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食养产品。线上线下结合，多维度宣传

推广，拓展销售渠道。加强品牌建设，提高食养产品知名度

和美誉度，增强消费者购买信心。

（六）加强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确保食品安全。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诚信守法经营，凡使

用药食同源物质开发的食品产品，必须做毒理实验及相关检

测，确保药食同源物质开发产品的质量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党的领导。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及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食养产品的研发、制度建设以及标准

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确保食养产品研发的规范性，有效

性，保证食养产品的质量。

（二）强化自律监管。加强对药食同源物开发食品产品

的自律监管，防止虚假、夸大宣传和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市场。

同时还要强化社会监督，建立举报投诉机制，鼓励社会对食

养产品的监督，促进食养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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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市场追溯体系。通过市场追溯体系的建设，

实现对食养产品质量的全程监控和管理，提高食养产品的质

量，保障食品安全，提高消费者信任度，促进食养产品行业

市场竞争和公平发展。

（四）加强媒体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传统食疗养生

知识科普宣传，推动传统食养与现代营养学、体育健身等有

效融合。通过宣传栏、展览会、论坛等方式，向公众宣传食

品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和历史渊源，尤其广东

药食同源饮食文化，增强以食药物质开发的食养食品的认知

度和接受度。

（关于食药物质请查阅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有关目录）

http://www.wuhem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