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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第十六届六次会议 
第 20210253 号提案的答复 

  

麻涌镇政协小组,农工党市委会： 

贵单位提出的《打造千亿级粮油食品产业，为我市食品饮料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第 20210253 号提案）收悉，感谢

贵单位对我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该提案与我市当

前大力培育发展的“4+5”产业集群密切相关，为此，我局詹志斌

局长亲自领办了此提案，并于 5 月 28 日邀请李国庆委员、刘斌

委员两位提案人，组织相关会办部门、麻涌镇政府以及食品粮油

代表企业等在麻涌镇召开了座谈会，通过与提案人深入沟通，充

分听取各方意见，力争提案办出实效。现我局针对提案建议，经

汇总相关部门意见后，答复如下： 

一、我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情况 

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作为我市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发展

呈现如下特征： 

一是产业规模较大，位居全省前列。2020 年，我市拥有食

品饮料加工制造业规上工业企业 148 家，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909.61 亿元，同比增速 4.7%；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113.12 亿元，

同比增速-0.4%。2021 年 1-4 月，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完成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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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332.3 亿元，同比增速 27.1%，高于全市水平 9.3 个

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4.4%；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40 亿

元，同比增速 29.4%，高于全市水平 6.6 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

期增长 12.3%，展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根据省统计数据显示，

2017-2019 年连续三年，我市食品饮料产业在规上企业数量、工

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方面均稳居全省第三，仅次于广州、佛山

之后，其中我市农副食品加工业产值占全省比重接近 20%。 

二是产品种类丰富，产业链较为完整。我市拥有粮油、烘培、

糖果、饮料、调味品、食品添加剂等产品加工企业，并在农副食

品加工领域汇集了世界粮油巨头及大型央企；在酒、饮料和精制

茶制造领域，引进了一批全球知名品牌的生产基地；在食品制造

领域，培育了徐福记、凤球唛、华美、百味佳等一批本土知名品

牌。全市食品饮料产业基本涵盖了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加工

制造、生产设备、检测检验、物流、会展、电商等多个环节的全

产业链条。 

三是局部形成集聚，专业镇特色明显。我市食品饮料产业在

麻涌、茶山等镇街初步形成了局部集聚发展模式。其中，麻涌镇

誉为“中国粮油物流加工第一镇”，拥有产值规模超亿元以上的

粮油加工企业 23 家；茶山镇是“中国食品名镇”，拥有食品及相

关配套企业 200 多家，产品涉及 15 个大类 2000 多个品种。 

但与此同时，我市食品饮料产业发展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如

农副产品加工附加值偏低，自有品牌建设相对薄弱，传统食品未

能形成规模，产业空间供给捉襟见肘，产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等等，

亟须注入产业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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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来，我市将通过系统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全力打

造具有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千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 

一是完善产业扶持政策顶层设计。根据我市《关于培育发展

战略性产业集群的实施意见》，下来我市将食品饮料产业作为战

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进行培育发展，推动其成为我市工业经济的基

本盘和稳定器之一。今年市政府“一号文”，也将扶持食品饮料

等优势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动传

统产业焕发新动能。此外，通过制定《关于推动优势传统产业集

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落实《东莞市“3+1”产业集群试点

培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统筹用好 4.8 亿元培育资金用于支持

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具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其中安

排到食品饮料产业上预计不少于 1 亿元。全方位完善了扶持食品

饮料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 

二是打造以核心区为引领的发展格局。我市正针对食品饮料

在内的三大优势传统产业，围绕每个产业分别认定 2—3 个镇街

作为集群发展的核心区，每个核心区给予 2000 万元的扶持资金，

并由镇街落实资金配套，引导重点项目、重要平台、技术人才等

集群发展要素向核心区集聚，成为推动我市优势传统产业发展的

主引擎和领头羊。目前核心区申报工作已全面启动，预计将于 7

月份完成评审工作并向经认定的核心区拨付首期 1000 万元资助

资金，后续 1000 万元将于中期评估达标后再行拨付，确保扶持

资金落到实处、用出成效。 

三是推动粮油加工行业价值链延伸。充分依托我市粮油加工

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初加工向精深加工提升，推动全谷物及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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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等营养健康新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化，引导企业加工生产小包

装成品粮油和粮油食品。支持麻涌镇依托粮油加工腹地向下延伸

烘焙类食品制造，构建“中央厨房”食品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大力推动现代冷链物流发展，全面提升粮油加工产业的附加值和

价值链水平。 

四是梯队培育食品饮料企业发展。在目前已有 3 家国家重点

农业龙头企业、8 家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力

度支持粮食企业创建国家、省重点龙头企业，并积极引导龙头企

业用好用足国家优惠贷款政策，减轻龙头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

修订完善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办法，落实市级贷款贴息政

策，推动我市更多上规模、具实力的粮食加工企业持续开展“创

龙升级”。建立优势传统产业成长服务资源池，对聘请高水平咨

询服务机构开展诊断辅导的给予最高 100 万元补助，促进食品饮

料企业实现内涵式发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食品

饮料中小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省、市各级“专精特新”称号，并

对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的企业一次性给予 50 万

元奖励。 

五是开展食品饮料产业链招商。重点围绕粮油深加工、中央

厨房、食品供应链、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健康饮

料、调味品等领域进行强链补链，建立食品饮料重点企业目录库，

实施“靶向”招商。引导以“龙头企业+产业联盟”的形式进行

龙头企业招商，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抱团发展，支持

企业在我市设立区域总部，整合生产基地、研发中心或销售中心。 

六是推动食品饮料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制定《东莞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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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由市财政每年额外安排数字化转型专

项资金，用于重点园区数字化集聚、产业集群数字化提升、龙头

企业数字化引领、中小企业数字化普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等

数字化转型相关方面工作。引导食品饮料企业上云用云，加强工

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综合集成应用，支持食品饮料企业

建设智能工厂。通过数字化助力企业实现高效率生产和柔性制

造，缩短产品创新周期，通过全供应链的追溯提升产品质量和安

全性，通过优化制造流程，降低能源消耗和运营成本，实现精益

管理。 

七是提升“东莞制造”食品品牌影响力。近年来，我市通过

设立 2000 万元商标品牌战略专项资金，持续实施国际商标注册

项目、区域品牌示范区建设项目、中国驰名商标项目等资助项目，

大力支持食品饮料等特色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强商标品牌建

设，打造高含金量商标品牌。目前，我市食品饮料产业累计获评

中国名牌产品 6 个、中国驰名商标 8 件、省著名商标 27 件。下

来，我市将加快研究发布我市食品行业品牌价值排行榜，提升我

市自有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支持食品饮料等传统产业企业加

大品牌和产品宣传力度，对通过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及大流量媒

体平台开展品牌营销推广的，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 500 万元。

对企业举办新品发布会、宣传推介会、订货会等活动，每家企业

最高补助 50 万元。 

八是通过“工改工”突破发展空间瓶颈。针对我市食品饮料

产业发展空间支撑不足的短板，大力引导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发展

核心区依托“工改工”方式，建设食品饮料专业产业园区，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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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落户抱团发展。试点扶持麻涌镇福满多、穗丰

粮油等“工改工”项目建设，探索制订“一项目一策”的产业导

入激励政策。同时，针对土地厂房租期临近、或现有厂房纳入改

造范围、或具有异地增资扩产需求的食品饮料企业开展摸查，了

解企业对产业空间尤其是高标准厂房的个性化需求，推动一批食

品饮料企业和“工改工”项目供需对接，引导食品饮料企业通过

“工改工”空间实现“工业上楼”。 

九是加快集群创新公共平台建设。鼓励龙头企业与国内外专

业食品检测机构开展合作，探索以产业联盟等多种方式共建检验

检测公共平台。支持茶山镇加快食品智能化加工与检测协同创新

中心建设，实现“食品研发和中试生产线”投产，建立“产品可

追溯和标准化提升平台”。依托集群核心区创建工作，支持麻涌

镇搭建食品产业安全管理平台。 

十是支持食品饮料产业融入双循环。在外循环方面，支持食

品饮料企业用好外贸稳增长的优惠政策措施，特别是积极拓展

“一带一路”等新兴国家市场；充分利用中欧班列等国际贸易通

道，拓宽销售渠道。在内循环方面，抓住国内消费升级的机遇，

大力促进传统优势产业消费，鼓励支持推动我市食品饮料知名企

业优质产品纳入“东莞伴手礼”。继续大力开展“乐购东莞——莞

货回家”“乐购东莞——东莞手信年货节”等促消费活动，带动食

品饮料产业企业销售提升。支持行业协会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食品

博览会，对东莞企业的参展费用给予一定支持，加快培育本土知

名食品展会。推动在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等线

上平台以及商场、超市、便利店等线下平台打造“东莞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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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本土企业将旗下特色产品、优质产品置于专栏内以“东莞制

造”“东莞品牌”等标签进行统一销售。 

通过落实以上十大政策措施，力争到“十四五”期末，我市

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规模突破 1300 亿元，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

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实现高质量发展。 

 

 

领导签名：詹志斌 

联 系 人：黎晓红 

联系方式： 22229720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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