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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随着改革开放深入

推进，我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

稳步提升，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这些具体表现就是

人民的食物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份额持续减

少，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而在食物消费中，人民对

谷物等主粮的消费量更是呈下降趋势，对肉、蛋、水

果等非主粮的食物消费量快速上升。换言之，人民

群众更加注重膳食营养搭配，对食物的需求正在由

过去“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然而，在国民食物消费需求动态转变的背景

下，我国食物生产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的营养需求，

自给率相对较低，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等大量依赖进

口，种业发展存在“卡脖子”现象，食品安全隐患仍然

存在，加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这些都会对我国的粮食安全

和食物供应体系造成影响。

因此，面对人民群众食物消费的显著变化，为有

效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解决好十几

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创造性

地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强调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

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大食物观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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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国民营养健康水

平提供了理念遵循，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工作方向。

一、大食物观的科学内涵

大食物观的提出顺应了国际社会将食物安全列

为重要议题的趋势。早在 1974年，世界粮食大会通

过的《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中就提出“食物安全”

(food security)的概念。随后国际上将这一概念完善

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

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

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食物选择[1]。对此，一些学者深

入制度层面探讨产生食物安全危机的根源，认为饥

荒往往是社会中一部分人食物获取权失效而导致

的[2]。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将“确保所有人

都能得到安全而有营养的食物”作为一项行动提

出[3]。202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和营

养状况》报告中又将“食物安全”视为一项综合概念，

即“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及经济渠

道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其积极、

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和膳食偏好”[4]。

1990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就讲到：“现在讲的

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

念。”[5]党的十八大以后，在 2015年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被首次提出。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又明确指出：“树立大食物

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

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6]2022年 3
月，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农业界、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再次强调：

“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

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

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

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7]414此后，“树立大食物

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8]也被

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

大食物观在本质上正是对传统食物观抑或粮食

观的延伸拓展。传统食物观只将稻、麦、玉米等粮食

作物视为食物，认为食物的主要来源是耕地，其目的

在于满足人的温饱需求。而大食物观将“食物”的外

延进一步拓展，认为食物的主要基础在于粮食但不

唯粮食，而是要求食物种类更加丰富，肉、蛋、禽、奶、

鱼、菜、果等都可以作为食物；食物来源不仅局限于

耕地，而是要将食物获取来源从耕地扩展到整个国

土资源；食物摄取目的也不仅在于满足人的温饱需

求，更在于满足人们日益旺盛的健康营养需求。科

学把握大食物观的科学内涵需要与传统食物观进行

对比，从食物来源、食物种类、食物供给、食物摄取和

食物保障五个层面去理解。

(一)在食物来源上强调“大资源”：面向整个国土

资源要食物

习近平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

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

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

结构和区域布局。”[7]422-424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以精耕

细作为主要特征，注重在耕地上做文章，大力提高耕

地的生产率。在此集约利用耕地的农业生产方式

下，中国创造了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0％人

口的奇迹。然而，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人口

多、耕地少，耕地数量紧缺和质量降低、水资源短缺

和利用低效、粮食储备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和应急

体系不健全、进口环境不稳定和竞争压力加大[9]，食

物生产的空间被严重挤压。

“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

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10]除耕地资源以外，我国

还有40多亿亩林地、近40亿亩草地和大量的江河湖

海，都蕴含着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如：森林能够提

供木本粮油、干鲜果品、菌类与蔬菜等绿色食品；草

原上有成群的牛羊畜群和大批的天然牧草，能够充

分保障人们的肉蛋奶需求；江河湖海中潜藏着的鱼、

虾、蟹、贝、藻，都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膳食选择。由此

来看，人民获取食物的来源已不仅局限在耕地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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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

(二)在食物种类上强调“大食品”：开发丰富多样

的食物品种

习近平指出：“现在，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在

不断升级，今后农产品保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

样、保质量。”[11]新中国成立后，受社会生产力的条件

约束，我国物资极度匮乏，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长期处

于单一的状态，以水稻、小麦、玉米、高粱等谷物为

主，人均粮食消费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农产品消费总

量之和。而且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人民购买食物必须凭借票据，因此除主粮以外的食

物很难进入寻常人家。所以，当时大多数人只是把

“食物”和“粮食”等同起来，狭隘地认为食物种类仅

包含五谷杂粮，形成了单一的食品观。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

展，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忍饥挨饿、缺

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

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12]随着社会生产力提升，

“‘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

等样样都是美食。”[10]各类食物经过加工之后都被制

成食品，被送进了市场，搬上了餐桌。舌尖上的中华

美味、全世界的特色美食开始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

日常生活。在此情形下，人民对食物的需求开始呈

现多样化，特别是主食粮食消费在居民食物消费支

出的占比大幅下降，肉蛋奶等食物消费量显著增

加。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传统“粮食即食

物”的观念，把蔬菜瓜果、肉禽蛋奶都当作食物的重

要品类，建立起更为丰富的大食品观。

(三)在食物摄取上强调“大营养”：满足人民健康

饮食的需求

人对食物的摄取主要是为了获取营养以维持身

体机能的正常运行。食物营养主要包含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共六种。在以

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影响下，我国居民的营养摄取

特点一直以来呈现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低脂肪的

特点。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动物性食物的摄取逐步

增长，人均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随之提升。但过

度摄取动物性食物，尤其是摄入过多肉类食品，极易

让人出现营养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引发超重肥胖和

许多慢性疾病。此外，各类食物的深度加工也会一

定程度导致营养流失和损坏。

习近平指出：“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条

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

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13]

新时代以来，人民对食物营养的摄取已发展到一个

新的阶段，已经意识到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都会对

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而在饮食上要求“吃得健

康”。而促进人民健康饮食的标准就是在食物摄取

上实现营养均衡，即让各类营养都比例适当地存储

于人的体内。为此，必须要让人们的日常饮食合理

搭配，让人们对食物的摄取“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

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

热量、要蛋白。”[10]只有将各类食物的营养有效吸收，

才能充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幸福指数。

(四)在食物供给上强调“大体系”：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

国家经济实力直观表现在食物供给上。新中国

成立后，人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食物短缺。

1978年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

村生产力，粮食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终于可以填饱肚子。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市场

活力不断激发中，国家对肉类、蔬菜、水果、粮油和水

产品等食物供给的能力也逐步提升。

截至 2022年 3月，“中国 14亿多人口，每天就要

消耗 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 23万吨

肉。”[14]在如此数量庞大又追求高质量的食物消费需

求倒逼下，食物供需偏离、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

失衡已成为影响我国食物供给安全的主要矛盾。因

此，“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势在必行。我国必

须实现食物产得出、供得优，既要装满“米袋子”，又

要保障“肉盘子”“菜篮子”“奶箱子”“糖罐子”，不断

·· 7



农业经济研究 2024.2
AGRICULTURAL ECONOMY

“向着高产高效、营养健康、绿色低碳、共同富裕和有

韧性转型。”[15]只有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

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营养健康的食品，为建设

健康中国筑牢根基。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

国要坚持构建新发展格局，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贸

易，促进国际和国内市场双循环，构建更为安全稳定

的食物供应链。

(五)在食物保障上强调“大安全”：统筹粮食安全

和生态安全

大食物观并不意味着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食物消

费需求就将耕田侵占，将基本农田“非粮化”；也不意

味着为了开拓食物来源就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突破

生态保护红线。树立大食物观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好粮

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防止走向“误区”。

一方面，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大食物观不

是忽视粮食的重要性，而是更加强调粮食在食物保

障中的基础性。习近平指出：“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

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

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

决。”[16]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连续 8年保持在 0.65万亿

公斤以上，总体粮食安全有保障，但粮食结构性矛盾

仍然突出，外部冲击依然存在。粮食安全的根本在

于耕地，必须坚持“藏粮于地”战略，牢牢守住18亿亩

耕地红线，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否则，“我们赖

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17]74

另一方面，生态安全关系民族永续发展。传统

食物观追求产量，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

态退化等一系列问题。大食物观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调向山水林田湖草要食

物，但不是无节制地索取，而是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遵循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规律与生态平衡

规律，“全面合理布局食物生产体系，进而形成食品、

资源和健康的三维协同，形成大食物观同资源环境

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种植结构与区域平衡发展布

局，实现食物的多元化和可持续供给。”[18]

二、大食物观的价值意蕴

大食物观是党和国家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对人

民群众的食物来源、食物种类、食物供给、食物摄取

和食物保障的系统性认识和创新性论断，回答了新

时代人民群众的食物“从哪里来”“有什么”“由什么

提供”“获取什么营养”以及“怎样持久保障”的问

题。大食物观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充分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的迫切需要，体现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考量，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选择。

(一)大食物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

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的观点，将满足人民群众

饮食需要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条件。同时，他还指

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认为粮食舂得越精越好，

肉切得越细越好，从中可见要求人民健康饮食的大

食物观的雏形，反映出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新时

代党和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以此为文化继承，充分

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答了食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共享的根本

问题。

1.树立大食物观的出发点在于满足人民群众高

质量的食物消费需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转化，人民群众对食物消费需求日趋多元，人民群众

对营养健康的关注日益迫切。大食物观就是要通过

拓展食物来源，推动食物由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

变，促进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

康转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物消费的新需要。

2.树立大食物观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构建多

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

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依

靠人民群众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道路，解决了数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新征程上，“人

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因而

大食物观所要求构建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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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尤其是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作

用，推动农产品供给更好适配食物消费需求。

3.树立大食物观的落脚点在于促进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和全面发展。健康饮食是身体获得均衡营

养的基础，也是人民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大

食物观追求合理膳食和营养搭配，其目的在于促进

人民健康饮食习惯的形成。只有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多更好的食物选择，引导人民群众形成科学的膳食

习惯，推动营养健康的食物资源由人民共享，才能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大食物观体现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迫切

需要

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

的食物，要有强大的食物生产和保障能力。习近平

指出：“一旦农业出问题，饭碗被人拿住，看别人脸色

吃饭，还谈什么现代化建设?只有农业强起来，粮食

安全有完全保障，我们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才有

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10]可见，构建大食物观不仅

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根基。

1.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首

要前提。从世界主要农业强国来看，能够立足本国

基本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是其共

同特点。我国有14亿多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

家的总和。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好14亿多人的吃饭问

题，促进各类食物稳产保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头等

大事。大食物观要求面向整个国土丰富食物来源，

科学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从而增强食物供应链的韧

性和稳定性，为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

新方法。

2.增强食物供应能力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应

有之义。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必须增强食物供应

能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从田间到餐

桌的全产业链。大食物观深刻反映出“我国农业的

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19]，主

要表现是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并存，但矛

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就需要调整工作重点，

主食副食一起抓，植物动物微生物一起利用，为人民

群众的餐桌呈上更加丰富多样、优质营养的食物。

3.优化食物消费结构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内

在要求。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

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同样需要激活农业农村潜在的消费动能，而食物消

费正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人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

加的背景下，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来

越低，家庭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食品消费结构正

在迈向富裕型”。然而城乡居民在食物消费上仍存

在差距，食物消费方式也不同。大食物观坚持的是

为全体人民提供多元化的食物，让城乡居民共同吃

得安全健康，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为农业强国

增势赋能。

(三)大食物观体现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

考量

习近平强调：“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

安全。”[17]98一方面，粮食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只

有粮食安全才能确保食物的整体供给；另一方面，随

着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变化，口

粮和谷物实现了基本自给，但以蛋白类为主的食物

对外依存度高，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大食物观的提

出旨在将粮食安全进一步向食物安全扩展，把提高

食物自给能力纳入国家战略。

1.大食物观推动了传统粮食安全观的更新与转

变。我国过去由于粮食短缺，造就了集中关注小麦、

玉米、水稻等谷物产量的粮食安全观。随着我国口

粮实现基本自给，同时面对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健

康饮食需要，粮食安全不能仅局限于小麦、水稻等少

数谷物上，还要涉及粮食质量、粮食结构、粮食供应

的可持续性，更要将粮食安全观向食物安全观转变，

重视其他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

2.大食物观揭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重

点。大食物观为国家粮食安全赋予了新的内涵，从

注重“粮食”转向关注“食物”。大食物观不仅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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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范围扩大，而且注重各食物品类的内在结构；

大食物观不仅关注生产资源的食物供给水平，而且

强调以绿色低碳的可持续方式利用生产资源；大食

物观不仅关注农业作物种植和畜禽养殖，而且重视

以食物产业链为载体的动植物种质资源研发和要素

投入。

3.大食物观开辟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崭新路

径。当前，我国食物系统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巨大挑

战。从国际看，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博弈、逆全球化

思潮盛行叠加；从国内看，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加

剧，食物供求紧平衡状态长期存在。大食物观主张

挖掘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资源的潜力，依靠科

技和装备支撑，转变生产方式，构建面向国内外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的食物有效供给大格局。

(四)大食物观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

选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

值选择，也是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树

立大食物观本质上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观，强调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

资源和环境，促进农业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此外，大食物观还鼓励人们形成绿色低碳的食

物消费方式，减少食物浪费。

1.食物资源开发必须遵循生态平衡的规律。大

食物观强调在整个国土资源中广泛开发食物来源，

但必须要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尊重生物生长的生命

周期规律，重视自然资源的休养生息，不可竭泽而

渔。如果森林过伐、耕地减少、草原受损、水源受

害，食物中的营养会逐渐减少，食品安全便没有保

障。只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大

自然才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物产，大食物观才能够真

正实现。

2.食物供给保障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我

国当前人均耕地资源不足，水资源分配不均，除耕地

外的国土资源利用程度比较低，开发方式也比较粗

放。过去我们对农业资源的过度和不恰当利用，造

成了耕地退化、资源超采、环境污染，影响了食物的

质量与安全。大食物观要求食物供给保障必须坚持

生态优先的原则，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注重环境

友好、更加注重生态保育，依靠技术和制度手段缓解

自然资源紧缺现状，降低环境污染压力。

3.食物消费方式必须强化绿色低碳的导向。当

前，我国食物浪费现象严重，“每年损失浪费的食物

超过 22.7％，约 9200亿斤，若能挽回一半的损失，就

够 1.9亿人吃一年。”[10]习近平指出：“消费环节大有

文章可做，不仅要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深入开展

‘光盘行动’，还要提倡健康饮食。”[10]大食物观坚持

绿色低碳的食物消费方式，鼓励节粮减损，反对奢侈

浪费，支持绿色餐饮。

三、大食物观的实践要求

未来更好践行大食物观，需要在顶层设计、食物

供应、食物消费、科技支撑、市场建设上下功夫，统筹

好发展与安全、总量与结构、丰富与节约、研发与推

广、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一)顶层设计上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1.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是基础性产

业，食物生产主要依赖于农业发展。要坚持新发展

理念，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土地生

产率以扩大农产品供给，着力增进高品质农产品产

出率以保障食物产品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推进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科技兴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

不断升级的食物消费需求。

2.构筑食物安全保障新体系。传统只强调粮食

安全的观念已不适应当前食物消费需求升级的需

要。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施国家食物安全

战略，不仅关注食物数量安全而且关注食物质量安

全，既保障“米袋子”安全，也保障“油瓶子”“菜篮子”

“肉盘子”“奶罐子”安全。要完善食物安全评价标

准，除了从食物生产、食物消费、食物供给的角度，还

要从食物资源的角度进行评价，建立起高质高效的

农业资源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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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造可持续的食物价值链。食物价值链体现

在食物生产、运输、加工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大食物

观强调将健康、营养、可持续的要求放在整个价值链

上，而不仅仅是餐桌上，更应该在生产加工中考虑。

因此，要鼓励引导食物价值链构建者，如政府农业部

门、农民、农业企业、加工商、中间商等，共同参与构

建以食品安全为基础、以健康、营养、可持续为导向

的食品价值链，共同参与决策咨询。此外，还要通过

增强监管机构的权力，确保食物价值链不被削弱和

破坏。

(二)食物供应上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

1.确保食物供应总量充足。习近平强调：“对我

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

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20]。践行大食物观首要的是

确保食物供应总量，不能顾此失彼，只为调整结构而

忽略了数量。要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一方面坚

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

建成高标准农田。另一方面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

出成效，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2.优化调整食物供应结构。顺应食物消费结构

升级的新变化新要求，改变“种什么吃什么”的理念

为“吃什么种什么”，不断拓宽食物供给渠道，提高食

物来源结构的多元化水平。要基于市场化的角度，

通过调整补贴标准、强制减产等方法，鼓励优质食物

生产，避免积压低质量食物，同时借助物联网技术提

高食物供给的流通效率。

3.推动食物供应合理布局。要根据地形地貌、气

象水文、土壤类型、产业基础等资源禀赋，动态优化

食物供应布局，促进耕地向优势地区集中，建成一批

产业链条完整、绿色优质高效的粮食安全产业带和

农产品产业带。要提升食物供需的空间匹配度，减

少各类食物的长途大量运输，降低由此带来的损耗。

(三)食物消费上处理好丰富与节约的关系

1.丰富居民饮食消费选择。大食物观着眼于让

人民群众的餐桌越来越丰富，让人民群众吃的食物

越来越营养。长期以来由于食物种类过于集中，既

降低了食物摄取的营养，也给食物安全带来巨大压

力。要坚持同类食物互换，不同食物搭配的原则，引

导居民提高包括杂粮、杂豆、薯类、全谷物消费，促进

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的消费。坚持膳食营养的原

则，要以粗粮细粮搭配、荤食素食搭配、食物色彩搭

配刺激人民食欲增长，避免食物种类的简单重复。

2.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消费不等于浪费。

食物浪费给粮食生产带来较大压力，产生的大量厨

余垃圾还会污染环境，更有悖于“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传统美德。要加强餐饮行业经营行为管理，建

立健全餐饮节约管理长效机制，减少家庭和个人食

品浪费。严厉查处浪费食品的违法违规行为，制止

“舌尖上的浪费”，深入开展“光盘行动”，让崇尚节

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3.大力倡导营养健康饮食。珍惜食物、勤俭节

约、养生保健是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优良传统。要

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传播养生保健知识，营造良

好的饮食文化氛围。要面向全体国民普及健康知

识，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有针对性、丰富营养知识的

“食育”教育，养成健康安全的饮食方式。此外，还要

兼顾城乡居民饮食消费均等化，让全体人民都吃上

“健康营养餐”。

(四)科技支撑上处理好研发与推广的关系

1.强化食品生物技术的创新研发。践行大食物

观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创新。要在传统生物学的发展

基础上，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更高效、科学地推动

食物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要攻克食品生物领域

关键共性技术，提升食品资源利用效率，开发新型食

品，改善食物营养品质。尤其是重视“向微生物要食

物”，发挥微生物发酵的成本低、周期短、资源节约等

优势，利用微生物合成替代蛋白产品，加快微生物食

品绿色制造工艺的研发。

2.加强设施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设施农业科

技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设施农业

较国外起步晚，尤其在温室调控、无土栽培、设施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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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等科技的推广应用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

距。要学习国外将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科技引

入设施农业，用智能机器人取代人工生产管理来改

善设施农业环境，使设施农业创新升级，转入高投

入、高产出、高效率管理模式。

3.促进科技与食品产业深度融合。习近平指

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21]践行

大食物观同样需要促进“双链”深度融合。要基于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导向，大力提升食品科技与

产业的战略地位。一方面以食品产业发展驱动科技

创新，鼓励食品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围绕食品加工制

造、机械装备、食品安全、冷链物流、营养健康等方面

加深研究；另一方面推动食品科技服务转化，加速食

品产业与现代农业、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融合，鼓

励发展食品产业相关的新业态，将食品科技成果落

实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五)市场建设上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1.打造全国营养健康食品市场。提升全体国民

身体素质重在营养，要在健康。国内营养健康食品

市场是一块创新新地，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

的资源潜力，盘活这一“大棋局”需要多方协作发力，

推进市场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建立统一

食品标准体系。要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破除现存夸

大宣传、行业混乱、非法添加等乱象，确保市场规范，

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快建设以健康绿色、安全可靠

作为“底色”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中国营养健康食

品的发展壮大提供坚实“底座”。

2.利用国际市场保障食物供给。树立大食物观

必须把国际市场和资源纳入我国大食物保障的基本

范畴，要立足我国本土食物供应产业链，针对国内食

物供求缺口驱动海外市场进行有效补给。农产品进

口多元化是我国今后更灵活、更高效统筹利用国外

农业资源、调节国内供需的重要路径[22]，将“引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强国际食物贸易合作、拓展进

口来源以平衡我国膳食结构，同时强化对境外食物

进口的监督检查力度，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合力共促

高质量发展。

3.推进优势特色食物品牌建设。我国地大物

博，优质特色食物资源丰富，贯彻落实大食物观离不

开“标杆”品牌，使其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坚持质量

引领。要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产业基地加力提

效，完善品牌建设体系，拓宽农业产业领域，加大宣

传力度，在强化品牌自身产品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知

名度与美誉度，拓展成果附加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在

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确保社会效益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践行好大食物观还要处理好增产与增收

以及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一方面要长期坚持“藏粮

于地”的耕地使用理念，持续抓好种业振兴和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粮食产能提升；另一方面要多

措并举促进农民致富，如以短期直补的政策刺激农

民生产在市场上供应紧俏的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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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Food View: Scientific Connotation,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an Zhiyuan Sun Yunshu

Abstract：The Big Food View is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innovative judgment of the CPC and Chines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on the people's food sources, food types, food supply, food
intake and food security. It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the people's food in the new era, such as "where it comes from",
"what it has" "what it is provided by" "what nutrition it gets" and "how to ensure its sustainability". The Big Food
View has profound value implications, fully reflecting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urgent ne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of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the path choic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deeply im⁃
plementing the Big Food View is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afety" in the top-level de⁃
sig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quantity" and "structure" in food supp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hness" and
"conservation" in food consump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 market construction.

Key words：Big Food View; food consumption; food safety;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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