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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促进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转化利用，扎实推进节粮减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

梳理了我国稻谷、小麦、玉米、杂粮等粮油作物加工产生的可食用副产物的特点和转化利用现状，分

析了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转化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

产物高效转化水平的建议。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具有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营养价值高、用

途广泛，但综合利用率整体偏低的特点。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存在加工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粮油加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加工标准化有待加强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加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推进标准化建设、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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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

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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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强调“保障粮食安全，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

发力，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要树立大食物

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

源”。近年来，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粮食产

量已连续１０年稳定在６５００亿 ｋｇ（１．３万亿斤）以
上，较好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

目标。但目前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粮食供求还

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加之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益复杂，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

临严峻考验，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我国是粮油生产和加工大国，每年在粮油加工

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可食用副产物（大米、小麦粉、食

用植物油等主产品以外的物质），可食化开发利用

价值较高。但目前粮油加工副产物食品化转化率偏

低，由此导致的粮食损耗、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粮食安全，阻碍了走

好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稻

谷、小麦、玉米、杂粮等粮食加工副产物转化利用现

状，查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推进

粮油加工副产物转化利用，延长产品链条，促进节粮

减损，进一步提高粮食供给能力，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１　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特点及转化利用
现状

１．１　种类繁多、数量巨大
据统计，我国粮油加工产生的可食用副产物年

均达１７０００多万ｔ，其中稻谷加工副产物约３５３０万ｔ，
小麦加工副产物约３１００万 ｔ、玉米加工副产物［１－２］

约６００万 ｔ、杂粮加工副产物约１５０万 ｔ、植物油脂
加工副产物饼粕［３］约９６１０万 ｔ（见表１）。从数据
占比来看，２０２４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谷
物和杂粮加工产生约７３８０万 ｔ可食用副产物，占
生产总量（约６６５５５万 ｔ）的１１．０９％，相当于我国
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省 ２０２４年粮食产量
（８００１．７万ｔ）的９２．２％。我国粮油加工产生的可
食用副产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但是受

加工工艺、技术和装备等限制，目前大部分副产物被

低值化处理，有的甚至被抛弃，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

境，既降低经济效益还增加安全隐患。据科学估算，

若５０％的粮油加工副产物转化为各类食品，每年可
新增近 ８５００万 ｔ的营养健康食品，相当于增产
８０００多万ｔ粮食。因此，进一步深挖粮油加工副产
物食品化利用潜力，拓展增效空间，延伸加工产业链

条，减少粮食加工环节损失，对提高粮食供给能力、

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表１　近年来我国主要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年均产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ｄｉｂｌｅ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ｒｏｍｍａｊｏｒ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ｏｉ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项目 产量／万ｔ
稻谷

　米糠 １５００
　糠粉 ４００
　碎米 ７３０
　不完善粒 ３８０
　异色粒 ３２０
　垩白粒 ２００
　合计 ３５３０
小麦

　麸皮 ２５００
　次粉 ４００
　小麦胚芽 ２００
　合计 ３１００

项目 产量／万ｔ
玉米

　玉米胚芽 ６００
　合计 ６００
杂粮

　各种副产物 １５０
　合计 １５０
主要大宗油料

　大豆饼粕 ８０００
　菜籽饼粕 ７５０
　玉米胚芽饼粕 ４６０
　花生饼粕 ４００
　合计 ９６１０

１．２　营养价值高、用途广泛
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含有人体所需

的营养物质，但在加工过程中，大量营养成分存在于

副产物中而严重流失。根据科学分析，粮油加工副

产物中含有丰富的特殊营养成分和具有各种生理功

能的活性物质。例如：米糠作为稻谷加工的主要副

产物，占稻谷６４％的重要营养成分，含有丰富且优
质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膳食纤维和矿物质

等营养成分，以及生育酚、生育三烯酚等生物活性物

质，其脂肪酸中不饱和脂肪酸占７０％以上，必需脂
肪酸亚油酸接近不饱和脂肪酸的一半，具有可开发

成高品质、天然健康米糠油的潜力；小麦加工副产物

麦麸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

质等营养成分，及谷氨酸、维生素Ｅ、酚类、淀粉酶等
活性成分，特别是膳食纤维含量高达３５％ ～５０％，
具有减肥、通便等作用，可开发为多种保健食品。如

果这些副产物能够实现高值化、营养化、食品化转化

利用，可以有效缓解我国粮油进口压力，更好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并产生较好的“三大效

益”，对推进节粮减损、应对粮食危机具有重要

作用。

１．３　综合利用率整体偏低
近年来，随着粮食行业高速发展，我国粮油加工

部分可食用副产物综合利用能力和水平有所提升，

开发产品较为多样，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总的来看，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综合利用

率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且大部分副产物长期被

低值化利用。例如，小麦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率约

２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５Ｖｏｌ５０Ｎｏ６



为４０％，油脂加工副产物有效利用率不足６０％，玉
米加工副产物利用技术水平大部分停留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大豆加工副产物主要用于生产饲料。这些
副产物大部分没有被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或直接

作为动物饲料，甚至作为废物抛弃，造成严重的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以稻谷加工副产物米糠为例，米

糠中含脂肪 １６％ ～２０％，与国产大豆的含油量相
当，是优质食用油的潜在资源。按出油率 １５％ ～
１６％计算，如果能将７０％的米糠资源用于榨油，我
国每年能生产约１５０万ｔ米糠油，相当于９００多万 ｔ
国产大豆的产油量。按我国食用油的年消费量计

算，可提高约３．５百分点的自给率。但我国米糠制
油率不足３０％［４］，其余米糠被用作饲料原料，而日

本的米糠制油利用率几乎达 １００％，印度也达到
７０％以上。面对上述困境，我们建议举全行业之力，
行务实之策，进一步加强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高

效转化利用，加快推进节粮减损，耕好“无形良田”。

２　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高效转化存在的主
要问题

２．１　副产物加工关键技术亟待突破
目前，我国粮油加工副产物高度分散、关键核心

技术短板突出、企业集约化程度不够等难题，严重制

约了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高效转化利用。我

国粮油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环节整体技术与装备落

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导致大量的粮油加工可食用副

产物被低值化处理或被抛弃。比如，小麦加工副产

物关键酶制剂和配料仍依赖进口，麦胚中胚芽提取

率最高仅为２５％～３５％，对麦胚的综合利用水平还
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小麦加工副产物６０％以上没有
得到综合利用；集成挤压、生物酶处理、湿法粉碎、高

压均质及超高压等高新技术不强，对米糠等稻谷加

工副产物的食品化利用仅取得局部进展［５］。

２．２　粮油加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粮油加工企业

正在逐步转型升级，但目前仍未充分发挥技术创新

主体作用。我国粮油加工企业大多分布在粮食主产

区，企业关联性差，产业集群化不够，粮油加工副产

物不集中，尚未形成规模化加工利用。大量粮油加

工企业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缺乏优秀的科研人

才和技能人才，没有自己的科研部门，与高校等科研

单位合作不够，仅限于对副产物的低值化开发处理，

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此外，部分粮油加工企

业由于工艺比较落后，大多数副产物混杂难以分离，

增加了综合利用的难度和成本，部分高值资源难以

被开发利用。比如，我国统计规模以上的稻谷加工

企业超过８０００家，年均加工稻谷约２万 ｔ，头部企
业的稻谷年加工量合计不到总量的１０％，造成稻谷
加工副产物资源高度分散，集并和处理成本高，难以

达到综合利用的经济规模，这也是导致米糠用于制

油比例非常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３　副产物加工标准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综

合利用产品没有制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更没有

基础标准、管理标准、方法标准等有效支持粮油加工

副产物利用的标准。部分现有标准存在技术指标有

限、标准更新不及时等问题。由于缺乏标准化管理，

对副产物产品生产工艺和配料等没有统一标准，导

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难以被市场认可，极大限制了

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的综合利用。以小麦加工副

产物的加工标准体系为例：目前暂无食品级小麦麸

皮国家标准，仅有农业行业标准（ＮＹ／Ｔ３２１８—２０１８
《食用小麦麸皮》），导致麸皮作为食品加工用途时，

具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麸皮深加工生产膳食纤

维、白酒等的技术规程也仅有地方标准，生产特级食

用酒精及麦胚多肽的技术规程尚属空白；至今尚未

制订有关小麦胚芽油及麦胚制品的国家标准。

３　提高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高效转化水平建议
３．１　加强副产物加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挖增值
空间

科技创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是

落实“大食物观”的根本保障，深挖粮油加工可食用

副产物综合利用潜力，把粮食“吃干榨净”，可以增

加粮食有效供给的“无形良田”。按照“多元化开

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要求，加强粮油加工

可食用副产物高效转化利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

分挖掘加工潜力，拓宽增值空间，依靠科技创新促进

粮油加工副产物循环、全值和梯次加工转化利用。

从目前比较初级的加工用途，向创新食品配料、植物

基食品基料、特色营养健康产品、方便功能食品等专

用化产品方向发展；研发全谷物营养高效利用新技

术新产品；利用生物技术突破解决粮油加工副产物

高值化利用的技术瓶颈，提升产品品质；深入研究小

麦营养组分与功能特性相互关系，开发智能高效的

小麦精深加工工艺及设备等。

３．２　推进副产物加工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提升产品
质量

根据我国市场对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产品的

标准需求和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对全产业进行系

统梳理，及时更新现有相关标准，填补空白标准，并

在借鉴国际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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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情的副产物高效转化加工标准体系，使之与

法律法规、行业战略、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企业发展

建立关联。比如：借鉴国际同类制品标准，加速制订

麦胚制品的国家标准，使相关制品生产和销售有章

可循；细化粮油“适度加工”内涵并建立标准体系，

全面倡导“适度加工”；进一步完善全谷物食品加工

生产标准，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产业，提高粮食出品

率，千方百计从源头上减少粮油加工副产物的产生。

同时，还要进一步强化标准化在推进产业发展中的

基础作用，加大推进标准的宣贯实施力度，用先进、

健全的标准体系引领我国粮油加工副产物的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持续提升副产物产品的质量。

３．３　强化副产物综合利用政策支持和保障，提高转
化利用

粮油加工副产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策

支持和保障，针对当前科技创新不足、关键核心技术

匮乏、生产装备落后、项目投入不足等问题，要全面

深入研究制订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问题的系

统化解决方案与专题行动，因地制宜地推进不同地

区、不同领域、不同品种的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综

合利用与发展。比如：加快制订并大力倡导实施

“加快米糠油产业发展计划”，有效提高我国食用油

自给率；加强财政、金融与税收等方面相关的产业支

持政策，可通过工程化措施、项目化投入等，对粮油

企业针对副产物进行的创新技术工艺改造、装备投

入、节能减排等进行专项财政补贴；从新形势下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高度来看，要高度重视粮油加工可食

用副产物综合利用发展，并在立项、资金、人才、技术

等方面给予支持，有效提高我国粮油加工可食用副

产物的高效转化利用水平。

４　结　语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中办、国办印发《粮

食节约行动方案》，明确指出“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

用。有效利用米糠、麸皮、胚芽、油料粕、薯渣、薯液

等粮油加工副产物，生产食用产品、功能物质及工业

制品。”粮油加工及其副产物综合利用是连接粮食

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重要环节，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造福百姓生活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加快推进粮食加工环节节粮减损，全面提

高粮油加工可食用副产物食品化转化利用水平，进

一步延长粮食加工产业链，拓宽粮食加工转化增值

空间，加快形成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

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让中国饭碗端得更

牢、端得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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