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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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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流科技支撑”重点专

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1 年度项目申

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支撑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农

民增产增收、助力后疫情时代新业态新格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专项围绕解决食品制造和农产品物流瓶颈问题，

提高食品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2021 年度指南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先安排重大、关键且紧迫，以

及具备一定基础的任务。拟部署 2个部省联动项目方向，安排国

拨经费概算 0.6亿元。

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方向拟支持数为 1 项，实施周

期不超过 5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

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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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

名负责人。

1. 稻麦适度加工及产品增值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稻谷、小麦加工增值低、产品单一、副

产物利用不足等问题，研究干燥对稻谷、小麦原粮品质进而对加

工特性和增值利用的影响，建立加工增值利用的原粮品质标准；

研究稻谷、小麦加工精度及油脂、糖、盐等配料对成品营养品质、

感官品质、质量控制和蒸煮或焙烤工艺的影响，建立米面制品的

营养品质、感官品质综合评价体系；开发营养与感官品质平衡型

米面产品，开发低油、低糖、低盐健康米面食品；研究米糠、麸

皮稳定化技术和梯次利用技术，米糠蛋白分离提取和高值化利用

技术；研制低能耗精准加工装备，开发配套智能化控制技术，开

展产业化示范。

考核指标：开发原粮增值制品得率提升或品质稳定技术 2~3

项，建立加工增值利用的原粮品质标准 2~3项；开发原粮精准加

工装备 2~3台，单位电耗下降 10%以上；开发稻谷、小麦加工精

度与多维度品质评价技术 3~5项；突破米面主产品精准加工、米

面食品减油、减盐、减糖技术、粮食加工副产物的高效分离与转

化增值利用技术 10~15项；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20~30 个；制定相

关技术规程或标准 15~20项，建成或改造示范生产线 3~5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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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示范线规模不低于 5000吨/年。

申报要求：该项目采取企业创新联合体形式申报，联合体内

企业总数不少于 4家，其中，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建有相关领域省

部级以上科研平台的企业，参与单位须有 2家以上是高新技术企

业。项目研究成果优先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应用。

联动省份：黑龙江省。

2. 玉米加工增值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原料品质与加工特性关系不清、玉米加工产

品同质化竞争严重、新产品与特种产品缺乏、大宗产品增值不明

显、高附加值产品被国外垄断等问题，研究干燥对玉米原粮品质

进而对加工特性和增值利用的影响，研究玉米品种、制粉工艺对

玉米食品品质的影响，研制智能化精准加工设备；研究玉米各组

分的精准分离提取、高效生物加工、提质降耗、智能控制等绿色

制造关键技术；开发新型酶制剂、低成本分离介质、核心加工装

备；开发物理变性淀粉、抗性糊精、低热功能甜味剂、可溶性膳

食纤维、玉米改性蛋白、氨基酸、有机酸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成套

生产技术；研究玉米加工副产物梯次利用关键技术，开发高附加

值产品，延伸玉米淀粉、淀粉糖、玉米纤维和玉米蛋白等产物的

下游产品链条。开展中试或产业化示范。

考核指标：开发新型酶制剂不少于 3种；新型分离介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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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种；开发新型加工装备不少于 2~3台；突破精准分离、增值

利用等新技术 10~15 项，玉米淀粉生产的蒸汽单耗降低 0.2 吨以

上。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10~15个；建立相关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

标准 15~20项；建成或改建中试或示范生产线 3~5条。其中，中

试线规模处理原料不低于 1000 吨/年，产业化示范规模处理原料

不低于 5000吨/年。

申报要求：该项目采取企业创新联合体形式申报，联合体内

企业总数不少于 4家，其中，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建有相关领域省

部级以上科研平台的企业，参与单位须有 2家以上是高新技术企

业。项目研究成果优先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应用。

联动省份：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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