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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豆制品产业现状与发展路径研究 

——以八公山区下郢村为例 

蔡童 王金玲 冯先成
1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淮南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座重要的能源城市。豆制品是淮南市的一朵璀璨明珠。但近

年来，淮南市豆制品产业的发展却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如产业集群效应低、产品本身存在劣势等，制约了豆制品

加工业的发展。从豆制品行业的发展现状着手，分析了当前淮南市豆制品加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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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隶属于安徽省，古名“州来”，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人们提到淮南，总会想到“一黑一白”，即煤炭和豆腐。

八公山豆腐，以清澈的八公山泉水为水源，加上淮南市肥沃的土壤种植出的优质大豆，和世代相传的加工工艺，一举制成具有

淮南特色的八公山豆腐，口感丝滑，洁白如玉；不仅可以开口即食，还可以采用各种烹饪技术加工，蒸煮煎炸，均可以做出美

味的豆腐佳肴。 

豆制品产业对淮南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也面临一些问题，其现状值得关注和思考，继续发展的策略需要不

断探讨。 

1 我国豆制品产业的现状 

1.1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019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达到 0.093亿 hm2，比上年增加 19.133万 hm2，同比增长 10.9%；大豆产量达到了 1810万 t，比

2018 年增长了 215 万 t，同比增长 13%。根据豆制品专业委员会发布的《2018 年中国大豆食品行业状况、趋势及建议》数据，

2018年全国豆制品 50强规模企业的销售额为 233.71亿元，比 2015年的 167.94亿元增长了 39.16%，较 2010年的 102.98亿元

增长了 1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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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8年豆制品行业 50强企业投豆量及销售额（单位：万 t，亿元） 

1.2工艺技术不断改进 

从 2010到 2018年，我国豆制品产业增长迅速(见图 1)，这是多年发展的结果，生产技术日趋成熟，自动化程度得到了提升。

近些年来，豆制品的种类日渐增多，不仅包括豆腐、豆干系列食品，还出现一些豆奶饮品。豆制品的生产经营已经从家庭式的

作坊生产发展到了现在的食品工业园、自动化流水线、全智能冷藏保鲜技术，形成了集约化、产业化、数字化的产业链。各种

大豆蛋白、大豆油脂、碳水化合物、大豆异黄酮、有机酸的提炼技术也得到了进步，同时在天然有毒物质的消除方面（包括胰

蛋白酶阻碍因子、凝集素、肠胃胀气因子等）也得到了改进，使豆制品更易于消费者的消化吸收。 

1.3豆制品产业发展水平不均衡 

在我国，食品加工业受到人口密度、经济水平、饮食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受制于以上因素，我国东部、南部、中部地区对

于豆制类食品的消费较高，这些地区的豆制品加工业相对发达，而西北地区经济水平落后、人口密度低、大豆播种量和豆制品

生产量较低。根据我国豆制品专业委员会的调查，2018年全国豆制品 50强企业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占比 45%，华北地区 12%，

华南地区 9%，华中地区 13%，西南地区 11%，东北地区 7%，而西北地区仅占 3%。由此可见，我国豆制品生产地区发展水平不均

衡。 

2 淮南市豆制品产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目前，淮南市豆制品行业的现状是中小企业和个体作坊并存，中小企业只有 10 余家，而个体作坊却超过了 1000 家。从总

体上来看，淮南市的豆制品行业还是以个体家庭作坊为主，这些作坊户主要生产新鲜豆制品，包括豆腐、千张、腐竹等，其产

量占淮南市豆制品平均消费量的 80%以上。淮南市的个体作坊户 70%集中于八公山区下郢村和潘集祁圩村，八公山区下郢村已经

形成了集加工、运输、销售为一体的豆制品专业村，但还未形成集中化程度高的现代化规模生产。 

2.1产业集群效应低 

大多数豆制品家庭作坊都位于淮南西部，如谢家集区、八公山区、潘集等地，这些地区临近工业基地，环境污染较重，而

且家庭作坊大多处在一些村落之中。下郢村隶属于淮南市八公山区，是个远近闻名的“豆腐村”，从淮南建市以来，一直都以

加工豆腐、千张、腐竹等素食豆制品为主。全村从事豆制品加工的居民超过 300 余人，产品主要销往六安、合肥、阜阳等周边

地区。家庭式豆制品作坊，规模较小，发展缓慢，自动化程度较低，缺乏商品经济的意识。大多数家庭作坊独自经营，邻近作

坊之间勾心斗角，产品单一，与外界联系少，这些客观因素限制了豆制品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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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产品本身的劣势 

首先，产品质量难以达到市场标准。2019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

坚持安全第一基本原则，到 2020 年，基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初步建立，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以

上。据调查，在过去几年里，下郢村的家庭作坊并没有全部达到国家的生产质量标准，其主要原因在于大豆原料品质低、生产

车间卫生不达标、包装冷藏技术不过关、产品营养成分低、环保设施水平差、废气和废水乱排乱放等，部分作坊式企业甚至没

有生产许可证。 

其次，产品品种单一，缺乏特色。下郢村制作的各类豆制品，如豆腐、豆饼、千张等，包装简陋，保质期仅为五天左右，

而且在运送过程中极其容易变质，腐烂，这严重限制了豆制品的对外输送，影响了豆制品的产供销一体式发展。除此之外，这

一类的豆制品，价格低廉，技术含量低下，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很难达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2.3农户自身原因 

在下郢村，从事豆制品加工的劳动者多为 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一类人群普遍文化程度低，对商品经济和规模经营的认

识程度上也较低，思想保守，仅仅以制作初级产品为主。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不仅仅效率低下，工人的体力消耗也较大，很多从

事作坊加工的中老年人都患有风湿骨痛，腰间盘突出之类的职业病。同时，由于劳动强度过大，效益增长慢，很多个体户逐渐

外出打工，放弃了家庭豆制品生产作坊，劳动力的流失成为了制约豆制品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个体户之间难以形

成合作，恶性竞争现象也时有发生。很多农户担心合作后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害怕自己的发展会受到影响，而不愿协作，

因此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 

2.4产品宣传效果不佳 

近年来，受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淮南市对部分矿区进行了整改和关闭，同时在产业升级的途中遇到诸多发展问题，

最近几年，经济水平增长缓慢，在文化传媒等经费的投入力度不足。淮南市每年都会举办宣传豆腐文化的各类活动，例如豆腐

文化节，采用文化带动产品销路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在实施上却不规范，例如花费巨资请一些影视歌星来表演，往往投入了

大量资金，但是对豆制产品的推广效果却是有限的，没有从本质上对豆制产品做进一步的宣传推广。来自下郢村的个体户，参

加过豆腐文化节活动的只有几十人，广大作坊户没有注重对豆腐文化的推广，没有充分发扬该市的文化特色，使得豆制产业在

宣传方面得不到进一步发展。 

3 促进淮南豆制品产业发展的建议 

3.1发展集聚式豆制品加工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一定的地区高度集中，产业内的各个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集的一个过程。淮南市的豆制品产

业要想发展具有集聚性，就必须加强豆制品原料生产地或集散地和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减少两者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运输

成本。另一方面大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豆制产品的口感，必须提高原材料的质量和品级。为此，淮南市应该采取规模经营和集

约经营相结合的措施，集中土地进行大豆的规模种植，提高大豆种植的机械化程度，或者从外地购入优质大豆。 

淮南市政府应该选取距离大豆生产地、集散地附近的位置，建立豆制品加工工业园，把作坊户迁移集中在工业园区内，采

取统一的现代化加工设备，建立流水线生产基地，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禁止采用污染大、热量低、安全系数低的废旧锅炉，

抛弃以往落后的生产观念。除此之外，还要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和环保方面的素质，从产业发展和污染治理两头抓，对农户进行

生产培训，让这些个体作坊户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前沿性和集聚经营带来的益处。在豆制品工业园区内合理的进行生产加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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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渣等废料经过处理，用来饲养家禽和鱼类，创造额外收入，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取得更大的规模效益。集聚性的

发展能够带来更多的机遇，统一的豆制品加工工业园，对生产标准进行严格检测，尤其是废水、废气的排放要制定严格标准，

推广使用节能环保的热力设备，从源头上对豆制品加工产生的污染进行治理。 

3.2加大科技投入，开发新产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想提高豆制系列产品的口感和质感，不仅要提高原材料的质量，还要进一步提高加工工艺和包装储

存方面的科技水平。开发全新的豆制系列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制作传统的豆腐、豆皮、腐乳的基础上，还应使产品

更年轻化。通过各项市场调查，推出适合消费者的系列产品，同时在口味上要推陈出新，以满足各个阶层消费者的口味需要。 

淮南市应当与一些高校和研究所进行科技方面的合作，从高校引入食品加工的新工艺，尤其是蛋白质转化方面的技艺，同

时，聘请大学教授为淮南市的豆制品企业的规模建设和加工工艺进行指导，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尤其是在大豆蛋白、大豆油

脂、碳水化合物无机盐、大豆异黄酮、有机酸的提炼技术上。从高校引进加工技术，同时获取市场信息，延长产业链，进一步

扩大豆制品产业的市场份额。 

3.3扶植龙头企业，走品牌化的道路 

龙头企业是指在某个行业中，对区域内的其他企业影响较大并具有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对该地区、该行业或者国家做

出一定贡献的企业。对于淮南市的各大豆制品加工企业和加工作坊，应从中评选出创立历史久远，规模较大，在淮南市豆制品

行业中影响较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成为龙头企业，带领其他企业前进，打出品牌。目前淮南市经过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建

立起豆制品企业协会，以八公山豆制品、吴氏豆制品、刘香豆业等 8家豆制品企业为标杆龙头，带动其他豆制品加工企业发展，

走集聚式发展道路。 

淮南市政府应该投入适当的资金对科技水平高、产品附加值高、规模庞大的企业进行定向扶植，树立良好的品牌效应，壮

大其规模，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市场推广道路，向广大消费者传输企业的价值观，即淮南豆制系列产品不仅仅是一种食品，

更是一种淮南历史文化的沉淀。豆腐的发展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心血，不仅

仅是食品，更是独特的文化内涵。 

3.4政府完善政策保障，加强政策支持 

产业的发展并不只是单独发展某一行业，而是相互联系密切的行业集聚起来，壮大力量，相互扶持，以求得生存发展的适

应能力。发展淮南的豆制品产业并不仅仅是是单一的食品加工业，还涉及到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的致富问题，此外还包括淮南

独特的地理文化的宣传。为此淮南市政府应该集中当地资源，支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与开发区融合发展，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

宣传豆腐文化，结合八公山、茅仙洞等历史级风景区，发展特色旅游事业，以旅游带动豆制产品推广，以科技为支撑，改进豆

制品的加工技术，以人为本，推出适销对路的高品质豆制品，使农民增收，农村致富。 

此外，淮南市政府应该整合资源，以市场经济为依据，主张推广农业教育，把农产品技术创新人才、农业推广人才、劳动

者相结合进行培训，提高从事豆制品加工的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使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拒绝先污染后

治理的思想倾向。对农户进行专业化的指导和教育，培育现代化农业人才，为淮南市豆制品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多资源协助。 

4 结论 

作为豆腐的发源地，淮南市应该继承从古至今遗留的历史经验，抓住机遇，在现代化农业的背景下，因地制宜，以市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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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发展特色旅游带动豆制品产业增长，弘扬淮南市的历史文化，同时注重对从业劳动者的培训和教育，

加快发展豆制品加工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保护环境，建设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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