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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food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society,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research stud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raining of domestic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demands for the talents, and ponders the applied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ovinci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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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食品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结合高校实地调研学习，本文对国内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现状

进行了分析，并对省属本科院校的应用型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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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产业是集农业、制造业和现代流通服务业为一体的大产业，是民生之本、民稳之基、民富之源
[1]
，

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欧美发达国家始终位居制造业的首位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

品工业得到快速发展，1996 年食品工业总产值上升到制造业的第一位,食品产业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2]
，成为

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2015 年食品工业总产值达 l1.35 万亿元
[2-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尤其是

食品贸易的不断扩大，食品安全问题蝴蝶效应日益凸显，受到了国内外高度的关注。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品质量和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不仅关系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更

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稳定。伴随着媒体网络形成的信息全球共享，如今的食品安全事件，

如美国花生酱沙门氏菌污染事件、德国毒黄瓜事件以及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产生了严重的国际影响，事关

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生存。事实上，食品安全已成为当前国际公共卫生难题。 

如何根据国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提高省属高校区域经济社会服务能力，推进省属高校的转型

发展？如何在创新驱动食品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下，培养高素质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技术人才，推动我国食

品产业的转型升级？如何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复合社会需求的食安专业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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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这一系列问题是新时期省属高校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战略中需重要思考的战略发展问题。通过

高校实地调研，以及作者多年在创新人才培养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对省属高校食品与质量安全专业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1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市场需求分析 
1.1 食品行业快速发展，专业技术人才数量紧缺  “十二五”以来，我国食品工业得到迅猛发展，食品工业

总产值年均递增约 l4.6％，占国内 GDP 总量第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社会对食品相关专业技术人才

需求量持续增加，调查表明，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等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缺口近 80 万
[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科技技术进步较食品工业快速发展明显滞后，与之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越

来越突出，食品质量与安全成为人们餐桌上热议的话题，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社会

稳定和国际声誉的社会热点问题。为此，我国近 2 年先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16）进行了修订，把食品安全纳入了法制化管理，并对食品生产

加工专业技术人员和食品质量安全检验人员的专业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
[4]
。 

1.2 产业机构优化升级，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  2016 年，中央做出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

食品企业要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则必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培

育新兴食品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创新升级原有产品，适应消费新需求。而目前我国食品工业科技基

础薄弱，企业技术人才缺乏，调查表明，全国食品加工企业职工中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且只占 1.5％左右，

高素质食品加工技术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相当紧缺，企业创新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4]
。省属本科院校应积极

应对，抓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发展机遇，着力食品质量与安全创新人才培养，尤其是高层次技术和管理

人才的培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2.1 食品学科体系不断健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纵观国内外食品科学的发展史，大部分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经历了从农学教育到食品科学教育的转变，以起源于农学基础学科的高校比例最高，其次为医学和化学

等基础学科。1902 年创办的中央大学农产与制造学科及 1912 年原吴淞水产学校水产制造科被认为是我国

食品专业的雏形，而食品学科的正式建立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即当时的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等 10 多所院校设有与食品相关的系和科，当时的食品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归属于化学、微生物学、

数学等其它学科领域。经历了“20 世纪 50 年代食品科学调整到轻工业，80 年代重新与农业结合，90 年代

后期食品相关专业不断增设”的发展，食品学科分支不断增多，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更加明显，学科体系

不断健全和完善
[2]
。与此同时，为顺应社会发展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学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多，办学规

模不断扩大，截至 2016 年，我国开设与食品学科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共 364 所；自 2001 年“第一届中美

食品安全全程控制研讨会”提出在我国设置食品安全专业，2002 年教育部批准食品质量与安全作为编外目

录专业率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立以来，至 2016 年, 全国已有 204 所高等院校开设了该专业。 

2.2 办学实力参差不齐，研究基础相对薄弱  近年来，我国食品学科虽在重点实验室建设、科学研究和研究

成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发达国家食品学科较高的学术地位相比
[5]
，食品学科在我国学科门类中

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发展速度较缓慢，研究基础较薄弱
[3]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是我国本世纪应社会

需求而增设的一门新专业，开办仅有 15 年历史，办学高校目前已有 204 所，办学水平和实力参差不齐：从

高校层次来说，有“985 工程”、“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有普通本科和地方高职院校；从高校类型

来看，除体育、艺术类外，几乎涉及其他所有类型的高校，但主要集中在农业与轻工类院校
[3]
。对于省属

本科院校，因总体办学时间短，可借鉴的经验不太多，加之自身学科平台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明显不足，

主要表现为：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学术学科带头人；与行业结合度不够，优势特色不明显；培养

体系实效性差，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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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 
3.1 明确目标和定位，创新人才分类培养  作为省属本科院校，必须立足于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定

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路径，结合学院自身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按照社会对应用型、创新型、

拔尖型等不同层次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技术人才要求进行分类培养，制定符合不同类型人才模式的培养

方案，积极探索人才分类分层次培养模式，如探索拔尖型人才的“3+2+3”、创新型的“4+3”、应用型的

“3+1”培养模式和企业订单式的培训模式
[6-7]

。此外，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校政合作、

校行合作，建立共性平台与特色平台，通过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创业大赛、食品学堂、分类人才训练

工程等平台实施不同类型人才的分类培养。将学校发展与地方经济紧密结合，人才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地方社会事业顺利发展
[]
。 

3.2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组建复合型高素质师资队伍  在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和实施中，人才队伍是关键。

对于省属本科院校，在自身学科实力和平台建设相对偏弱的条件下，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就成了创新人才培养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一是加强青年教师内部培养。积极鼓励教师进行国内外访问

学习、学历教育、专业技能提升和学术交流学习，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和能力；鼓励教师参加职业技能和专

业技术培训，充分利用产学研用合作平台，深入企业和行业内部，加强双师型教师的技能培养，构建长效

交流沟通和培养进修机制，了解行业、社会的实际需求，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和素养。二是整合校内外资源，

以“校-政-企-行”多方合作或外聘等多种方式广泛吸纳在教学科研、生产和管理一线的专家、技术骨干、

技术负责人或学术技术带头人，补充师资队伍数量，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三是积极向国内外重点高校和科

研院所引进优秀博士和学术技术带头人，提升队伍整体水平。 

3.3 建立创新创业服务基地，探索“校-政-企-行”合作办学新模式 

3.3.1 搭建“校-政-企-行”合作平台，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校-政-企-行”合作平台即学校、地方政府、

企业和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四方合作平台。学校通过政府和行业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加强与企业间的

合作和交流，加强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着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1）拓展实践基地，强化实践技能：不断

拓展产学研用实践基地建设，实施见习、教学和生产实习实训、毕业实习，着力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

培养；（2）开拓视野，提升专业素养：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行业组织活动，参加行业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

经验交流会议、展览展示等活动，拓宽视野，掌握行业技术发展新动态，提升综合技能和专业素养；（3）

整合资源，培养创新创业能力：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包括科研实习基地、专业实验中心、应用创新中

心、产学研联合实验室等实践平台，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提供全方位支持；（4）紧跟市

场，提升技术服务能力：组织学生参与产学研用合作项目，解决企业和行业中的技术难题，为企业提供技

术支持和技术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8-9]

。 

3.3.2 实施双导师制，加强创新思维能力指导  学生入校后开始实施导师制，分阶段进行指导。对刚入校的

新生，导师主要进行专业教育和人生职业发展设计引导；在专业学习中期，导师主要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创

业项目训练和创新思维培养；在专业学习后期，尤其是创新创业训练阶段，引入企业和行业内专业技术人

员的兼职教师，与校内导师组成双导师，共同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创新思维、创新创业能力和职业发展

规划进行指导。 

3.3.3 建立创新创业服务基地，加强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培养  食品质量与安全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型

强的学科，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实验室是当前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

重要载体，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10-11]

。作为省属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和办学思想指导下，应

从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全局出发，分析自己学校的实际，确定学校的类型、性质、规模和

人才培养规格等
[12]

，并结合自身教学科研平台，以平台为支撑，建立创新创业服务基地，搭建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学习、交流和咨询平台，引导大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参加企业研发项目，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参加社会实践，以具体案例为切入点，提高决策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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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我们的国际

竞争力还不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

国家人才发展相比，差距主要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

理等。作为省属普通本科院校，我们应严格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精

神，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以地方和行业需求为导向，以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为抓手，以学生

创新思维能力培养为重点,以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为宗旨，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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