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０７；修回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１１
作者简介：杨晓静（１９７９），女，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科研管
理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７１３１４１９＠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陈志宁，工程师（Ｅｍａｉｌ）４０３６６６９８９＠ｑｑ．ｃｏｍ。

专题论述 ＤＯＩ：１０．１９９０２／ｊ．ｃｎｋｉ．ｚｇｙｚ．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４０１５３

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的
回顾分析与思考

杨晓静，陈志宁

（中国粮油学会，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简称“粮油科技奖”）是我国粮食行业唯一的科技奖励。为促进粮

油科技奖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粮油科技奖的激励导向作用，简要回顾梳理了近二十

年（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来粮油科技奖概况，总结分析了粮油科技奖的特点和实效，提出了奖励工作面
临的挑战与建议。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共受理项目１０５５项，获奖项目６０９项，其中特等奖６项，一等奖
９６项，二等奖２１２项，三等奖２９５项。粮油科技奖励工作具有奖励机制不断完善，注重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扎实推进科技兴粮兴储，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特点。为了提高新时期粮油科技奖励工

作的质量和水平，提出注重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强化品牌效应，提升奖励价值，以

及推动国际化，扩大奖励影响力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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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
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

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与进步是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推动力，科技奖励是促进科

技创新与进步的有效途径，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奖

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

力、促进行业科技进步、推动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等方

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批准，中国粮油学会于２００５年设立中国粮油学会
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粮油科技奖”），其是目前唯

一面向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的科学技术奖，接

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以及中国科协的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为进一步

促进粮油科技奖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粮油

科技奖的激励导向作用，本文简要回顾梳理了

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粮油科技奖概况，总结分析了获奖情
况和项目特点，提出奖励工作面临的挑战以及新时

期提高奖励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建议。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粮油科技奖总体概况
１．１　奖项设置情况

粮油科技奖主要奖励在我国粮油领域中科学理

论、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推广等方面的优秀科

技成果，旨在充分调动广大粮油科技工作者的积极

性、创造性，促进粮油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为推动粮油科技事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贡

献。粮油科技奖主要包括技术开发、技术发明、社会

公益、重大工程和自然科学等５个奖励类别，设有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３个奖励等级。对于研究成果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具有特别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创

新或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突出贡献的科技成果，可视

情况设立特等奖。

１．２　获奖成果总体概况
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共申报项目１１６０项，受理项目

１０５５项，获奖项目 ６０９项，总体获奖率为 ５７．７％
（见图１），其中特等奖６项，一等奖 ９６项，二等奖
２１２项，三等奖２９５项。历年荣获特等奖项目情况
见表１，近十年荣获一等奖项目情况见表２。从申报
项目数量来看，２００５年申报项目数量最多，其他年
度变化幅度不大，主要是由于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改

革要求，粮食行业政府部门设奖自１９９９年停滞，且
我国粮油科技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每年都涌现出很

多优秀科技成果。按照第一完成单位统计：企业获奖

２７６项，占 ４５．３２％；高校获奖 １９０项，占 ３１２０％；
科研院所获奖１０８项，占１７．７３％；其他单位获奖３５
项，占 ５．７５％。按项目类别统计：技术开发类 ５１１
项，占８３．９１％；社会公益类７０项，占１１４９％；技术
发明类 １４项，占 ２．３０％；重大工程类 ９项，占
１４８％；自然科学类 ５项，占 ０．８２％。按专业领域
统计：粮食加工１７３项，油脂加工１５２项，粮食储藏
９７项，粮油信息与自动化６８项，饲料加工５３项，粮
油质量安全４７项，粮食物流１９项。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项目申报与获奖项目统计

表１　历年荣获特等奖项目情况

序号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１ ２００９ 国家粮食储备新技术研究

开发与集成创新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河南工业大

学、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等

吴子丹、卞科、徐永安、赫振方、

郝伟、郭道林等

２ ２０１６ 食用油适度加工技术及大

型智能化装备开发与应用

江南大学、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丰益

（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

司等

王兴国、荣臻、姜元荣、金青哲、

白长军、王君等

３ ２０１９ 食品专用油脂品质调控关

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江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

徐学兵、金青哲、毕艳兰、张亚飞、

张虹、傅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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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４ ２０１９ 柠檬酸绿色制造新技术及

产业化应用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佟毅、孙际宾、李义、郑小梅、岳洪

浩、张德国等

５ ２０２０
葵花籽油精准适度加工与

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发

应用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工业

大学

刘昌树、刘玉兰、马宇翔、曹博睿、

魏安池、王赛等

６ ２０２２ 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

创新体系开发及产业化

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吉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

姜元荣、吴文福、安红周、徐杰、

胡杰、刘厚清等

表２　近十年荣获一等奖项目情况
序号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１ ２０１３ 氮气气调储粮技术应用

工程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国家粮食储

备局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广西

中储粮仓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等

许高峰、卜春海、杨健、高素芬、

周健生、罗飞天等

２ ２０１３ 玉米油工业化生产优质营

养、节能低耗技术研究

山东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工业大学

王明星、刘玉兰、王月华、程芳园、

王萍、王秀华等

３ ２０１３ 多肽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武汉轻工大学、武汉天天好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武汉百信正源生物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等

何东平、陈栋梁、刘良忠、亓培实、

胡传荣、饶邦福等

４ ２０１３ 高效低耗饲料粉碎技术与

装备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河南工业大学、上海春谷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江苏正昌集团有限公司等

王卫国、俞信国、郝波、杨德川、

俞正、赵庚福等

５ ２０１３ 延长生鲜面货架期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

江南大学、江苏唯新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国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

周惠明、朱科学、李曼、郭晓娜、

彭伟、朱振等

６ ２０１４ 智能化粮库关键技术研发

及集成应用示范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成都

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中央储备粮涿

州直属库等

熊鹤鸣、杨新中、高素芬、李在刚、

付鹏程、陶琳岩等

７ ２０１４ 微生物油脂生产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

武汉轻工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何东平、陈明锴、胡传荣、汪志明、

刘波、田华等

８ ２０１４ 零反式脂肪酸食品专用油

脂加工新技术开发与应用

江南大学、安徽康尔美油脂有限公司、

深圳精益油脂技术有限公司等

刘元法、孟宗、陆健、王兴国、许德

宏、李进伟等

９ ２０１４
高品质芝麻小磨香油大型

工业化生产集成技术研发

及应用

瑞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工业

大学

崔瑞福、刘玉兰、庞景生、杨忠欣、

汪学德、魏安池等

１０ ２０１４ 菜籽蛋白利用技术研究及

其开发应用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省粮食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南通宏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等

鞠兴荣、王立峰、何荣、袁建、高蠫
珑、严梅荣等

１１ ２０１４
年产 ６０万吨（时产 １００
吨）智能化清洁饲料成套

设备

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
陈正俊、范文海、郭学元、赖景发、

周春景、张勇等

１２ ２０１５ 食用油脂质量安全控制关

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河南工业大学、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

司、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等

刘玉兰、陈刚、郝克非、魏安池、

纪俊敏、安骏等

１３ ２０１５ 新型植物油抽提溶剂开发

与应用技术研究

岳阳金瀚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

南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

院等

王兴国、杨钦、相海、张毅新、彭长

根、金青哲等

１４ ２０１５
谷朊粉增值加工关键技术

和装备研发及其产业化

示范

江南大学、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

润禾粉业南通有限公司等

周惠明、朱科学、郭晓娜、彭伟、

李彬、郭文杰等

１５ ２０１５ 米糠油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应用

武汉轻工大学、湖北天星粮油股份有

限公司、劲旺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等

何东平、刘晔、胡传荣、姚行权、

郑竟成、李从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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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１６ ２０１６ 大型绿色节能稻谷加工装

备关键技术与创新

河南工业大学、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国家粮食加工装备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阮竞兰、武照云、石定秒、张士雄、

王凤成、伍毅等

１７ ２０１６
稻谷中重金属元素镉（Ｃｄ）
的快速检测技术研发及仪

器产业化

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钢研

纳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家粮食局

标准质量中心

杨植岗、覃世民、陈吉文、朱之光、

王达能、刘明博等

１８ ２０１６ 大宗低值油脂高值化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示范

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美晨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等

汪勇、赵强忠、杨菁、赵谋明、徐怀

义、俞正平等

１９ ２０１６
饲料厂药物微生物交叉污

染防控关键技术和装备的

研发与应用

河南工业大学、布勒（常州）机械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等

王卫国、杨德川、李军国、张天勇、

林慧仙、谢石力等

２０ ２０１７ 油茶籽加工增值关键技术

创制及产业化应用

武汉轻工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等

何东平、吴苏喜、钟海雁、胡传荣、

黄金安、陈同铸等

２１ ２０１７
芝麻油适度加工与副产物

高效利用创新技术研发

应用

河南工业大学、合肥燕庄食用油有限

责任公司、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

公司

刘玉兰、刘燕、汪学德、陈刚、魏安

池、马宇翔等

２２ ２０１７
甘薯淀粉加工浆液中蛋白

及肽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河南天豫薯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

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木泰华、张苗、陈井旺、孙红男、

马梦梅、孙敏杰等

２３ ２０１７ 粮食储藏数量检测技术与

设备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清华大学、南京财经大学

吴炳方、孙卫东、杨雷东、程绪铎、

吴方明

２４ ２０１７ 发酵饲料产业化开发利用

关键技术及应用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迈安德集团

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

司等

李爱科、张晓琳、汪沐、朱正鹏、

王永伟、李军训等

２５ ２０１７
大型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粮

食干燥技术装备开发与产

业化

中粮工程科技（郑州）有限公司、北京

中冶隆生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杰、邸坤、马云霞、梁国珍、贾煜、

刘启杰等

２６ ２０１８ 纤维素燃料乙醇成套工艺

技术及关键配套设备开发

中粮生化能源（肇东）有限公司、中粮

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佟毅、刘文信、李义、袁敬伟、商成

祥、魏拥辉等

２７ ２０１８
大豆７ｓ，１１ｓ蛋白质提取及
低聚肽的研究和新型智能

化装备开发与应用

北京工商大学、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

有限公司、诺利如一（安阳）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

刘新旗、李赫、张连慧、付慧彦、崔超、

应欣等

２８ ２０１８ 粮食大数据获取分析与集

成应用关键技术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省粮油信息中心、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

曹杰、高巍、陈召安、毛波、刘金良、

赵慕阶等

２９ ２０１８ 燕麦全产业链发展关键技

术与应用示范

上海理工大学、内蒙古燕谷坊生态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大学等

管骁、孙注、张晖、赵宝平、刘静、

申瑞玲等

３０ ２０１８
室外大型环保物联网控制

谷物干燥技术及装备产

业化

无锡中粮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中粮工

程装备无锡有限公司

郭善辉、姚会玲、黄施凯、茅慧莲、

刘凯、虞建忠等

３１ ２０１８ 核桃油加工关键技术创新

及产业化

武汉轻工大学、陕西科技大学、云南摩

尔农庄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

张四红、朱振宝、张跃进、何东平、

李林开、易建华等

３２ ２０１９ 稻谷新型干燥与保鲜储藏

一体化技术研发及应用

南京财经大学、扬中灵平风机制造有

限公司、镇江美博红外科技有限公

司等

丁超、杨国峰、刘强、宋伟、万忠民、

高乃国等

３３ ２０１９ 营养家食用植物调和油技

术体系研究及应用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粮

油脂专业化平台中粮油脂研发中心、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王满意、周胜利、孟祥永、惠菊、

王翔宇、王风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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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３４ ２０１９ 水浸悬浮法粮食容重测定

技术与应用

辽宁省粮油检验监测所、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中心、黑龙江省

粮油卫生检验监测中心等

闵国春、杨卫民、宋秀娟、崔国华、

魏立立、田志和等

３５ ２０１９ 双关键猪营养饲喂套餐的

研制与应用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粮

饲料（唐山）有限公司、中粮饲料（东

台）有限公司

王勇生、张天荣、许光胜、李洁、

孙铁虎、程宗佳等

３６ ２０１９ 燕麦荞麦及其高添加面条

加工技术与产品创新

江苏大学、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师范大学等

徐斌、胡新中、孙俊、陈克明、陕方、

姜松等

３７ ２０２０ 籼稻加工增值关键技术创

制及应用

长沙理工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等

易翠平、佟立涛、李向红、谢天、

王发祥、林利忠等

３８ ２０２０ 基于云物联和人工智能的

第三代分选技术
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高小荣、路巍、高春、李友一、章孟

兵、蒋德忠

３９ ２０２０
基于近红外联网管控的饲

料精准制造技术研发与

应用

中粮饲料有限公司、中粮营养健康研

究院有限公司

姜训鹏、王勇生、李勇、焦鹏、陈轶

群、唐诗等

４０ ２０２０ 薯类主食加工关键技术研

发及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市海乐达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包

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等

木泰华、孙红男、何海龙、张苗、

周海军、马梦梅等

４１ ２０２０ 内环流控温储粮技术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储

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财

经大学

张克明、巩福生、王华、张乃建、

徐晓涛、唐洁等

４２ ２０２０
高品质花生蛋白及素肉制

品生产关键技术创新与

应用

青岛长寿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青岛农业大

学等

曲广坤、孙庆杰、刘丽、安骏、胡晖、

郑加佐等

４３ ２０２１ 小麦高值化综合利用关键

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河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齐鲁工

业大学等

王晓曦、黄继红、魏兆军、侯银臣、

廖爱美、马森等

４４ ２０２１ 菜籽油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创新及产业化

武汉轻工大学、丰益（上海）生物技术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长沙理工大学等

何东平、姜元荣、吴苏喜、罗质、

于修烛、雷芬芬等

４５ ２０２１
大型智能化醇法制备大豆

浓缩蛋白成套装备技术开

发及产业化

山东凯斯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

工业大学、济宁市机械设计研究院

张明、郭兴凤、郑峰、刘昆仑、林凤

岩、莫重文等

４６ ２０２１ 营养健康面制品关键技术

开发及产业化

丰益（上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河南工业大学、益海嘉里金龙鱼

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邱寿宽、陈洁、胡杰、吕莹果、王春

娥、姚科等

４７ ２０２１ 优质稻谷保质减损储藏关

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武

汉轻工大学、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

所等

舒在习、曹毅、刘胜强、卓磊、周绪

霞、石嘉怿等

４８ ２０２１ 《大米》国家标准（ＧＢ／Ｔ
１３５４—２０１８）研究与修订

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中

心、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谢健、熊宁、王正友、徐广超、张艳、

谢天等

４９ ２０２１ 粮食真菌毒素检验监测技

术体系创建与应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中

心、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等

王松雪、叶金、张艳、韩铮、孙嘉笛、

吴宇等

５０ ２０２１ 粮食柔性包装智能化成套

装备研制与产业化应用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永成电子机械技

术有限公司、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

中心等

郑磊、李文勇、王小艺、张志荣、

刘长虹、傅正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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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２０２２ 小麦制粉智能粉师系统研

发与应用

河南工业大学、布勒商业（无锡）有限

公司、海南恒丰河套面业有限公司

卞科、张恒达、温纪平、关二旗、

李萌萌、赵仁勇等

５２ ２０２２
优质小麦粉数字化加工与

营养健康品质提升关键技

术研发应用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粮

面业（巴彦淖尔）有限公司、中粮面业

（海宁）有限公司等

杨书林、李慧、应欣、杨少武、任晨

刚、张连慧等

５３ ２０２２
粮食库存数量网络实时监

测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与

推广

河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工大设

计研究院等

王录民、许启铿、朱航、揣君、尹君、

袁庆利等

５４ ２０２２ 负压散料输送系统关键技

术装备创新与应用

河南工业大学、郑州金谷粮食机械工

程设备有限公司、中粮粮谷投资有限

公司等

卞科、陈奕州、周立刚、张瑞雪、

杨书林、兰启山等

５５ ２０２２ 食用油绿色加工及品质调

控关键技术与产业化应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关中油坊油

脂有限公司、渭南石羊长安花粮油有

限公司

于修烛、欧阳韶晖、张静、李琪、

徐怀德、陈佳等

５６ ２０２２ 高品质花生油加工关键技

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

山东兴泉油脂有限公司、武汉轻工大

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

院等

李子松、郑竟成、薛雅琳、江小明、

郑晓、胡传荣等

５７ ２０２３ 大型智能化油料 Ｅ型浸出
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江南大学、海南

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梁椿松、金俊、张慧、尹越峰、沈阳、

焦山海等

５８ ２０２３ 储粮害虫智慧监测与绿色

防控新技术研发及应用

南京财经大学、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

院有限公司、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唐培安、严晓平、吴学友、王绍金、

汤修映、王殿轩等

５９ ２０２３
储粮防护剂多杀霉素产业

化生产关键技术创制与

应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齐鲁

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等

张晓琳、郭伟群、王超、印铁、邹球

龙、陈园等

６０ ２０２３
粮食典型真菌毒素全链条

监测预警与减菌控毒关键

技术研发及应用

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江南大学等

沈飞、都立辉、邢福国、马小媛、

杨博磊、何学明等

６１ ２０２３ 粮食仓储及远程监管关键

信息技术研发及应用

河南工业大学、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

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

张元、甄彤、卜轶彪、巩福生、张庆

辉、祝玉华等

６２ ２０２３ 传统面条智能化加工关键

技术与装备创新

江苏大学、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科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斌、陈中伟、郭钦、周小玲、孙高

康、齐雅静等

６３ ２０２３ 优质油料油脂营养安全评

价标准研究与应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江南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等

段章群、薛雅琳、王兴国、何东平、

宫旭洲、罗淑年等

２　粮油科技奖励工作的特点和实效
２．１　强化完善奖励机制，推动奖励工作高效有序

中国粮油学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评

审制度，优化评审方式，严格评审程序，积极探索构

建具有我国粮食行业特色的奖励机制，促进粮油科

技奖励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一是健全制度保障

体系，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社

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有关文件精神，

制修订《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中国

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和《评审指标》等制

度文件，并随着行业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修改

完善，进一步提高评审质量，确保奖励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二是规范优化工作程序，充分发挥同行评议

作用和奖励委员会监督职责，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构建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科技奖励推荐、两级评

审、社会公示、全程监督、复审机制等工作程序，突出

粮油科技奖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三是促进科技奖励

工作从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型，搭建中国粮油学会科

技奖励评估系统，加快实现学会会员、行业权威专

家、优秀科技成果等信息数字化，着力推进“会员

库＋专家库 ＋评审系统 ＋虚拟展厅”有效联动，持
续增强粮油科技奖励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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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注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科技兴粮
兴储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粮油科技奖通过强化科技奖励的精准度和聚焦

度，发挥对关键性和共性技术攻关的导向作用，同

时，坚持服务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推动科技创

新与产业经济相融合，不断提升科技奖励成果转

化应用水平，对推动我国粮油科技自主创新和发

展进步具有重要示范引领作用。从历年获奖项目

来看，技术成果均处于行业科技发展前沿，代表了

我国近二十年粮油科技创新发展水平，部分技术

成果有效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例如：“十一五”期间，由原国家粮食局科学研

究院牵头建立中国储粮生态理论体系，首创以智

能粮情检测、低剂量环流熏蒸、智能通风和高效谷

物冷却４项技术为一体的“四合一”储粮新技术，使
我国粮食储藏技术总体跃居国际领先水平，先后荣

获粮油科技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十二五”期间，由河南工业大学牵头持续改进高效

节能小麦制粉技术，创新强化物粮分级与纯化、磨撞

均衡制粉等技术，解决了我国小麦加工电耗高与效

率低，以及加工精度与出粉率之间的突出矛盾，该制

粉技术的单产、电耗、优质粉率、总出粉率等均优于

欧美制粉技术，先后荣获粮油科技奖一等奖、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十三五”期间，由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牵头创新开发玉米淀粉高效制备技术、淀粉糖

高效生产技术及高效发酵关键技术，突破关键技术

瓶颈，打破国外技术与设备垄断，推动我国淀粉生产

综合技术水平跃居世界首位，促使我国柠檬酸和谷

氨酸行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全面助力国家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先后荣获粮油科技奖一等奖、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３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发展与产业
经济融合

粮油科技奖坚持科技奖励政策导向和行业科技

进步发展需求的原则，通过优化科技奖项和成果评

价机制等途径，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引

导、鼓励、支持企业自主开展创新活动，并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与企业主动对接，引导广大粮油科技工作

者开展节粮减损、营养健康、绿色储藏等社会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命健康等方面的技术创新需求与发展瓶

颈问题的研究，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推动粮

油企业自主创新。“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粮油企

业越来越重视科技研发工作，技术创新成果逐年增

加，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愈发凸显。在粮油科技奖历

年获奖项目中（共６０９项），企业独立完成１４６项，
占２３．９７％，企业牵头完成２７６项，占４５．３２％，企业
参与完成２１３项，占３４．９８％，且企业牵头或参与完
成的获奖项目占比（只包括企业牵头和参与项目）

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２）。从技术成果类型来看，
在企业牵头和参与完成的项目中，技术开发类４３５
项，占８８．９６％，技术发明类１１项，占２２５％，社会
公益类 ３３项，占 ６．７５％，重大工程类 ７项，占
１４３％，自然科学类 ３项，占 ０．６１％。随着企业的
参与度稳步增加，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逐步建立形

成了有益合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促进

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使得我国粮食

行业科技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图２　企业牵头或参与完成项目获奖占比情况

３　深化科技奖励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建议
３．１　注重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历年粮油科技奖获奖项目整体应用都在一年以

上，但由于观念、政策、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大多数获

奖项目成果推广应用尚未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甚至

一些获奖成果被束之高阁，未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因此，还需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导向作用，

强化获奖项目宣传推介，扩大和提升其知晓度和影

响力，营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氛围。强化奖后跟踪

机制，推动获奖成果二次研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

合，以更高水平的技术成果引领我国粮食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３．２　强化品牌效应，提升奖励价值
品牌效应决定了科技奖励发展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直接影响着奖励的自身价值。粮油科技奖从最

初的探索设奖逐步发展到如今规范化、制度化的奖

励体系，以鲜明的特色和规范的运作得到了行业高

度认可。然而，宣传模式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仍不

够，品牌效应、品牌号召力还需进一步增强。奖项的

品牌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通过加强品牌策划

和推广宣传、建立奖励专项基金、争取有关政府部门

（下转第１３页）

７２０２４年第４９卷第５期　　　　　　　　　　　　　中　国　油　脂



能源属性，容易加大价格波动幅度，增加企业经营的

难度。我国进口的油脂油料主要来自南、北美洲，远

洋船期大多超过３０ｄ，如美国墨西哥湾到中国青岛，
走巴拿马运河需要４０ｄ，走好望角需要５７ｄ，巴西、
阿根廷到中国青岛需要４２～４５ｄ。油脂油料国际市
场价格波动较大，运输耗时长，从采购到生产销售需

要更长的时间，经营风险增加。

３　结论及建议
３．１　结论

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在保障粮食安全

的基础上，用于生产油脂油料的空间不大，依赖进口

是我国植物油供给的重要渠道。全球生物柴油产业

快速发展，植物油工业消费量快速增加，对我国植物

油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４个方面：一是我国大豆
进口来源更加集中。美国生物柴油产业快速发展，

其国内大豆压榨需求增加，在产量增幅有限的情况

下，大豆出口能力预计将下滑，我国大豆进口更加依

赖巴西，单一市场的稳定性差，容易受到极端天气、

物流运输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二是我国油菜籽

进口竞争压力加剧。欧盟为发展生物柴油产业，不

仅积极扩张油菜籽生产，还从加拿大、乌克兰、澳大

利亚等主产国增加油菜籽进口；美国也在增加从加

拿大进口菜籽油用于生产生物柴油，这些国家也是

我国进口油菜籽和菜籽油的主要来源国，从而增加

了进口竞争压力。三是我国棕榈油进口保障能力下

滑。东南亚是全球主要棕榈油生产地区，是保障我

国植物油安全的重要来源，也是实施植物油进口多

元化的重要一环。印度尼西亚等国积极发展生物柴

油产业将导致其出口能力下滑，稳定我国棕榈油进

口来源面临挑战。四是我国植物油价格波动加剧。

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改变了全球油脂供需结构，强化

了全球植物油能源属性，全球植物油价格波动加剧，

而我国植物油对外依存度高，国内外价格联动性强，

加剧了我国植物油价格波动。

３．２　相关建议
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生物柴油产业。完善“地

沟油”回收机制，做好废弃油脂的回收、监管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以废弃油脂为主的生物柴油生产体系。

同时加强生物柴油技术研发投入，寻求食用植物油

以外的原料来源，如小桐子油、橡胶籽油、麻疯树籽

油、海滨锦葵籽油、藻油等，发展中国特色的生物柴

油产业。二是努力提高我国植物油自给率。积极实

施大豆产能提升工程，利用好南方冬闲田增加油菜

籽种植，努力提高植物油自给水平。三是推动植物

油多元化进口，构建供应链安全体系。增加棉籽油

等小品种油脂的进口，带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增

加油脂油料的种植，扩大我国植物油进口来源。四

是呼吁国际社会合理发展生物柴油产业，优先保障

食用消费。借助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积极发声，

协调能源与粮食、国内与国外的关系，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角度发展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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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奖励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可

度，持之以恒地打造科技奖励品牌，真正成为国家科

技奖励体系重要且有益的补充。

３．３　推动国际化，扩大奖励影响力
近年来科技奖励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相

关部门鼓励社会力量设立国际奖以积极与国际接

轨。科技创新发展已步入多学科多领域发展的交叉

融合时代，国际化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必然趋势。粮

油科技奖将进一步拓展学科领域边界，主动探索与

国际粮油科学界的交流合作，吸引跨界专家和参评

项目，引入国外评审专家，与国际相关科技团体共建

科技奖励机制等，逐步扩大粮油科技奖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打造符合国际科技奖励发展趋势的优秀奖

励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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