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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蛋品生产国和消费国$连续 !"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产蛋大国的地位’但是由于生产

工艺落后&技术含量较低$我国禽蛋产品市场竞 争 力 不 强$蛋 制 品 在 质 量 安 全&运 输 储 藏 方 面 与 国 际 标 准 尚 有

差距$仍难以立足国际市场’该文 总 结 了 禽 蛋 加 工 业 的 发 展 趋 势$分 析 了 禽 蛋 加 工 业 面 临 的 发 展 机 遇 和 问 题$

提出了加快发展蛋品加工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蛋品加工%趋势%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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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蛋壳含有丰富的碳

酸钙$非 常 容 易 消 化 吸 收$是 补 充 钙 质 的 最 佳 来

源%蛋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钙&卵磷脂和

铁质等营 养 成 分%蛋 白 中 含 有 一 种 叫 白 蛋 白 的 蛋

白$具有清除活性氧的作用$可增强人体免疫力$
达到防癌的功效’中医药古籍早有记载!蛋性味甘

平$能安五脏&安心神%能定惊&安胎$最适合成

长中的儿童&青少年及孕妇$作为营养补给品’然

而$禽蛋保鲜期短&易腐化$需要冷藏保鲜$而开

发禽蛋加工产品不仅能增加蛋产品附加值$还可延

长蛋品的产业链$是提升禽蛋产业及其市场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蛋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截

至!""’年底全国禽蛋产量达到!8%"万吨$超过世

界蛋品总产量的3"9$连续 !"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产蛋大国的地位’然而$目前国内的蛋制品加工企

业规模普遍 较 小$年 产 值 超 过 #亿 元 企 业 寥 寥 无

几’纵观国内蛋制品市场$由于生产工艺落后$技

术含量较低$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蛋制品在质量

安全&运输储藏方面与国际标准尚有差距$仍难以

立足国 际 市 场’由 于 产 业 技 术 进 步 缓 慢$技 术 研

发&创新气氛不浓$国内大多数企业仍以互相压价

为主要竞争手段$这就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壮

大和业内的技术革新’为此$本文总结分析了当前

我国禽蛋加工的主要趋势&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发

展思路’

#!禽蛋加工业的发展趋势

#)#!加工趋向深化

由于受加工技术和传统以食用鲜蛋为主的饮食

习惯的影 响$长 期 以 来 我 国 蛋 品 消 费 比 例 一 直 较

低$而扩大鲜蛋消费进一步拉动市场的空间不大’
随着蛋品下游产业及蛋品加工技术的发展$深化蛋

品加工已成必然’一是国内蛋品下游行业$如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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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化妆品业&食品行业等快速发展$加大了蛋

品的市场需求%二是国外蛋品市场空间巨大$需求

潜力很强’我国蛋品的成本相对较低$国际竞争优

势明显$把不易储存和运输的鲜蛋加工转化成各种

蛋品 "蛋粉&冷 冻 蛋 及 液 态 蛋 #再 行 出 口$既 可

进一步拉动国际市场的需求$又便于储存和运输$
还可化解产业经营风险$促进蛋品加工做大做强’

#)!!品质趋向高端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鲜蛋及蛋品

加工产品的品质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重视’如发达国

家的鸡蛋生产基本采取整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处理

系统$从鸡蛋的产出到最后的包装入市全是自动化

操作$整个过程实现 *无触摸 +$大大增强了鸡蛋

产品的安全性’欧盟已经明确提出禁止笼养蛋鸡$
至!"#!年基本实现无笼养鸡’建立我国 蛋 品 严 格

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是蛋品行业发展的重要

出路$这既是国内人们食品安全意识提高的要求$
也是提高我国蛋品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敲开国际市

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的大门$加大蛋品出口的现

实需要’

#)&!产品高附加值

目前我国的蛋品加工技术还比较落后$大多企

业还只是生产蛋白粉&蛋黄粉等低附加值产品$经

济效益低’依靠先进技术生产的高附加值蛋品在我

国几乎还是空白’如采用膜分离技术&色谱技术等

高新技术方法对鸡蛋进行综合利用和开发$提取鸡

蛋产品中高附加 值 天 然 生 物 活 性 产 物 "蛋 黄 免 疫

球蛋白&高活 性 溶 菌 酶&蛋 黄 卵 磷 脂&高 A值 寡

肽等 #’近几年$许多新技术如超临界流体萃取技

术&酶技术&超微粉碎技术等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更多含有各种天然生物活性成分的&高附

加值的禽蛋加工产品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加大资金投入$开发蛋品加工技术$研制高附加值

的蛋品$是我国蛋品业今后发展的重要出路’

#)3!规模集约化

我国是鸡蛋生产和消费大国$但长期沿袭传统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致使产业发展速度缓慢$分

散生产或中小规模机械化生产$生产过程中蛋品的

品质与质量很难控制$市场集中度低$基本还处于

*分散 +生产的发展阶段’从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看$建立大中型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基地&高效

的集约化产销体系$一有利于蛋品品质的控制与提

升$尤其有利于防御禽流感的发生%二有利于对社

会生态环境的保护%三是大中型机械化生产&经营

规范$企业形象和诚信度相对较高’我国目前的中

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基地是西方发达国家先进集约

化产销体系的雏形和过渡$加快行业集中$建立先

进的标准化&集约化产销体系是我国蛋品行业今后

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出路’

!!禽蛋加工业面临的发展机遇

!)#!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据世界粮食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欧洲禽蛋产

量虽少$但禽蛋的贸易量却占到世界禽蛋贸易量的

#39$亚洲平 均 水 平 才 达 到 #79$我 国 禽 蛋 产 品

由于质量偏低$加之各国对禽蛋产品进口质量把关

甚严$不利于进入国际市场$这是我国禽蛋产品生

产中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中国蛋品深加工企业

不到3""家$且大部分企业都以鲜蛋或初级加工销

售为主$产品几乎没有或少有附加值’因此$处于

*供不应求 +的蛋产品国际和国内的大市场$为我

国禽蛋加工企业抢占国内外禽蛋产品市场提供了良

好的市场机遇$谁能把握商机$谁就占据主动$就

能逐步发展强大’

!)!!标准制定的主动权

发 展 蛋 品 加 工 业 有 着 广 阔 而 深 远 的 意 义 和 价

值’我国的禽蛋生产&加工已经从一家一户养鸡吃

蛋&赚点零花钱的原始状态走过来了$但对蛋品的

科学素养至今可说是颇显贫乏$特别是目前在国内

市场上$对于禽蛋产品的质量未有统一的标准’对

于普通消 费 者 而 言$仍 缺 乏 对 蛋 品 加 工 的 科 学 认

知$购买和食用未加清洗&包装和分级的鲜蛋仍是

大多数消费者的首选’这就为蛋禽加工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抢占制定禽蛋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主动权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禽蛋业产

品标$一方面加快禽蛋的医药和食用功能研究$开

发出多种高附加值有营养的产品$加快标准的建立

和实施%另一方面要跟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靠

近$积极发展绿色禽蛋产业$实施标准化生产$提

升质量安全水平’

!)&!政府政策的支持

农产品加工 业 是 我 国 *十 二 五 +规 划 中 的 发

展重点项目$是关系民生的政府民心工程’政府决

定在 *十 二 五 +期 间 大 力 发 展 农 业 产 业$做 大&
做强农副产品加工业$重点抓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的扩建技改和新产品开发与销售工作$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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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范围$向精&深

加工发展’这一系列政策给予了蛋制品加工业良好

的发展机遇’规模蛋品加工企业必须抓住机遇$进

一步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提升产品竞争力$
同时进一步完善标准化示范加工基地$完善市场布

局$将我国蛋品推向世界’

&!禽蛋加工业面临问题

目前$我国禽蛋加工行业存在的问题突出体现

在食品质量安全方面$主要表现为!

&)#!脏蛋加工与流通问题

在国外$禽蛋未清洁前是禁止上市流通的’而

我国大多数的流通鲜禽蛋依旧是母鸡下蛋后直接走

入流通环节$或者直接用于加工$容易造成交叉感

染和细菌入侵$尤其是部分禽蛋表面还残留粪便$
增加了沙门氏菌感染风险’这就需要推行清洁蛋技

术$除了对蛋壳表层进行清洁外$还有镀膜供需$
有效防止细菌的后续入侵’

&)!!仓管和运输问题

禽蛋产品易碎&易损且销售上要求较高的新鲜

度’而目前$国内的物流环境比较混乱$物流水平

不高$造成了运输过程中禽蛋的破损问题$一旦破

损&流清将有可能对周边的禽蛋产生污染’而且运

输过程新鲜度难以保障$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在非

冷链运输环境下$蛋品容易变质$在冬季虽然蛋品

不易变质$但同样存在蛋壳容易冻裂等问题’

&)&!冷链销售问题

在欧美&日韩以及 港&澳&台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鲜禽蛋在商超中都是在封闭的冷柜中摆放$而国内

则是在常温环境下&开放式的摆放$销售中手摸&
拿放都容易传播细菌$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3!质量安全控制问题

国内蛋制品企业规模都不大$小型加工厂往往

通过降低品质的方式和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来提高自

身竞争力$这不仅打击了业内大型企业技术创新的

积极性$而且使产品的质量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另

外$对大规模的蛋禽&蛋品进行安全检测$是十分

繁琐的$国内目前检验检测方面的能力尚不足$这

也在一定程度的造成产品流通中的安全隐患’

3!禽蛋加工业的发展思路与对策

*十二五 +期间$国内蛋品加工企业必须充分

抓住国家支持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的有利机遇$力争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培植一

些年产值超亿元&超 #"亿元的大中型企业$持 续

提升综合竞争力$努力奠定和巩固我国在国际禽蛋

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3)#!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开发

加强技术攻关$加快新产品开发$改进和完善

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
一是立足制作高品质蛋品$稳步提升产品质量$逐

步与国际化的蛋品制作要求相接轨%二是引入冷链

物流运输$低温&恒温加工等工艺技术$增强产品

安全性$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建立高科技人才服

务站$加大新品研发力度$如蛋干&蛋脯&蛋肠等

新品的开发$增加烘烤&熏烤等多元化的风味$对

蛋壳进行 综 合 加 工 利 用 等$融 入 现 有 的 生 产 结 构

中$既实现原材料的综合加工$提高利用率%四是

加大高品质&高技术领域的蛋品开发研究$如采用

浓缩蛋液加工&有机溶剂法提取蛋黄卵磷脂&蛋清

中制备溶菌酶等$开发新产品和完善生产工艺及流

程’

3)!!优化市场布局管理

梳理企业内部管理结构$逐步将生产模块和销

售模块相分离$逐步完善每个模块的功能$建成以

各类禽蛋为原料$行业技术领先$遵循清洁生产&
节能减排原则的现代化&标准化&合理规模的蛋品

加工单元$通过综合利用加工出各类满足市场不同

需求的禽蛋产品’按照科学布局的原则$对国际国

内市场进行分区布局$根据各个地区蛋源特性的不

同$生产产品的侧重点不同$准确定位$择机在每

个大区构建一个标准化蛋品加工基地$以供应本区

域产品销售$确保蛋品的新鲜度$减少运输费用和

产品的破损$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3)&!构建系统综合服务平台

随着大区域统一市场布局的实现$产&销模块

不断发展壮大$构建成相对独立的产销模块才有利

于管理并发挥作用’各大企业必须根据企业具体实

际$将这些职能模块的功能更多的从管理上$转为

衔接&服务以及大局管控$将企业内部职能部门及

其管理功能转移&整合到各功能模块中运行$确保

各产供销之前的衔接顺畅$以及区域模块之前的配

合默契$提高工作效率’

3)3!加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参照国际蛋制品标准$引入低温&恒温的控制

技术$确保蛋制品加工过程的温度控制$保证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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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新鲜度’引入冷链物流建设项目$保证产品从

仓库储存到运输到销售端的全程低温控制$提高产

品的新鲜度和产品品质’建立蛋制品行业的信息服

务平台$实现全国蛋品信息的联网与信息共享$使

行业竞争进一步透明化$令农户和消费者受益$促

使行业往高技术&高效率方向发展$促进全产业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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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福建分行!(亿授信额度支持台农创业园发展

!!!"##年8月%日"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在漳州市与福建 3个台湾农民创业园签订支持台湾

农民创业园框架协议"向福建漳浦!漳平!仙游!清流!台湾农民创业园提供 %年总额 !(亿人民币

的意向性信用额度"用以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更好更快地发展$同时分别与创业园区%家台资企业签

订总额度为!(!"万元的贷款合同或贷款意向书$与’户台农签订额度为 ("万 *#""万元不等的贷款

合同"总额度7""万元#
自!""(年第一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落户福建省漳浦县以来"我国已有!’个国家级台湾农民

创业园"其中福建省占(个"居各省市区之首 )含在(月份举行的第三届海峡论坛大会上新增的福清

市!惠安县!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截至!"##年一季度"福建漳浦!漳平!仙游!清流3个国

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已累计入驻&77家台资农业企业"合同利用台资 3)7亿美元#台湾农民创业园已

成为台湾农民在大陆创业的平台"成为两岸农业合作的平台"农业科技孵化的平台和两岸农民感情交

流的平台#台湾高优精致农业的 %登陆 &"有效地推动了福建省及大陆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
为了进一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给在闽创业台湾农民的重要来信精神"深入落实 ’海峡西岸经济

区发展规划 (和 ’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 ("促进闽台农业交流合作"日前福建省政府出台了

’加快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的若干意见 ("从基础设施投入!税收扶持!用地优惠!融资服务!规费

减免!完善服务体系等#"个方面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
据了解"除了向3个台湾农民创业园授信!(亿元外"农行福建省分行还将把对台农个人生产经

营贷款最高限额由#""万元提高到 %""万元"其中采用自然人保证担保方式的"贷款最高额度由 &"
万元提高到#""万元"并首次向园区台湾农民发放惠农卡#此外"农行福建省分行还在全国农行率先

针对台湾农民推出农村土地租赁经营权抵押贷款!海域使用权单独设定抵押贷款!桉树!茶树抵押贷

款!设立服务闽台农业合作!服务台湾农民创业园的专业支行等系列服务台湾农民创业的特色产品!
特色服务和特殊政策#

#摘 自$海 峡 农 业 网 ) %!"##$"8$"%&)2550$’’PPP),G;-2d)/4+’,G;-’5P( ,G;-’,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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