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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 利

“中国预制食品·罐藏食品专区”
首次亮相春季糖酒会、首届罐头文化
节 在 山 东 平邑举办、中国罐头行业
SG20组织成立、启动第二个“三年专项
行动计划”……回顾2023年，我国罐头
行业打出宣传“组合拳”、激活创新“动力
源”、跑出发展“加速度”。为充分展示过
去一年罐头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亮点，日
前，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对行业全年情况
进行梳理，总结出了2023年影响力较大
的十起罐头行业大事件。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表示，过去一
年，罐头行业在丰富品种、提升品质、创
立品牌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产业集群
效应持续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罐头食品
安全、方便、营养、健康、易储存等特点
正在逐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并认可，主
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下一步罐头行
业企业要继续加大创新力度，强化产业
协作，开拓国内外市场，积极融入新发
展格局，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启动第二个“三年专项行
动计划”

《中国罐头行业品牌打造三年专项
行动计划（2021—2023年）》顺利完成，
营造出罐头食品“营养、健康、时尚、潮
流”的舆论氛围，行业企业实现内、外销
市场互补发展，国内市场人均罐头消费
量有较大幅度提升，有力支撑了国际国
内市场同步发展。2023年，第二个中
国罐头行业品牌打造“三年专项行动计
划”启动，将聚焦中国罐头产业塑品牌、
扩市场、促消费，集多方之力共同巩固
扩大国际市场、深耕壮大国内市场、促
消费惠民生扩内需、实施企业家素质提
升工程，全力打造中国罐头行业品牌，

实现罐头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成功申办第十六届世界水
果加工大会

2023年，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理事
长刘有千一行10人前往巴西佩洛塔斯
参加第十五届世界水果加工大会，并成
功申办第十六届世界水果加工大会。
此前，中国罐头工业协会成功在中国组
织召开了第十届世界水果加工大会。
在历届世界水果加工大会上，来自各国
行业代表共同探讨和分享各自国家水
果罐头行业的形势和今后发展方向，会
议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世界水果加
工大会已成为世界上水果罐头加工行
业最重要的活动和交流窗口。

三、首届罐头文化节在山东
平邑举行

2023年 9月 27日，由中国罐头工
业协会与临沂市人民政府主办，临沂市
农业农村局、工信局、商务局、市场监管
局和平邑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罐头
文化节在平邑县举行。首届罐头文化
节活动丰富，精彩纷呈，包括首届罐头
食品产业发展大会、品牌汇展、中国罐
头工业协会第六届理事扩大会、中国罐
头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工作会、罐头雕
塑参观展示、文艺演出等。作为罐头行
业的品牌性活动，首届罐头文化节为我
国罐头企业搭建了展示、交流与合作的
平台，极大地激发了罐头行业从业者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首届番茄节在新疆昌吉
举办

2023年 8月 25日—26日，首届番

茄节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农业博
览园举办。首届番茄节的成功举办
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对番茄制品的
整体认知，激发了消费需求。同时，
首届番茄节的成功举办也进一步夯
实了我国番茄制品行业在国际市场
上的重要地位，树立起中国番茄产业
的良好形象，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有
效促进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家战
略号召，切实为实现人民群众对健康
生活、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了行业
力量。

五、首届中国（綦江）食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举办

2023 年 12 月 5 日，首届中国（綦
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金街
美食音乐汇在重庆市綦江区举办。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和重庆市綦江区
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重点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培
育、集群建设、品牌塑造、招商引资等
方面开展务实合作，通过整合资源优
势，推动綦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重庆（綦江）食品园区的知名度，
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食品产业
新地标。

六、“中国预制食品·罐藏食
品专区”首次亮相春季糖酒会

2023年4月，由中国罐头工业协会
负责组展的“中国预制食品·罐藏食品
专区”作为 20类专区之一首次亮相全
国糖酒会，来自罐头行业的 16家企业
和 1个产业集群带来了诸多重点力推
的预制菜新品。会场上展出的创新技
术和优秀产品，彰显出我国罐头行业蓬
勃向上发展的整体形象。此次展览展
示活动为罐藏食品产业链、国内外相关
产业搭建了交流平台，进一步推进我国
罐头内循环战略实施，实现罐藏食品行
业高质量发展。

七、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罐藏
食品及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博览
会举办

2023年 11月 8日，由中国罐头工
业协会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罐藏食

品及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博览会于第二
十六届上海环球食品展上开幕。此次
博览会是一个集展览展示、贸易合作、
技术交流于一体的中国罐藏食品产业
健康发展的综合服务平台，充分展示了
我国罐头行业在丰富品种、提升品质、
创立品牌以及行业创新驱动发展等方
面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外行业企业之
间的技术交流和贸易合作。

八、主流媒体聚焦罐头行业
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罐头生产技术不断升
级，特别是生产线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在提升品质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使得罐头出口优势不断扩大。2023
年，一则关于“中国罐头热销海外”的消
息冲上热搜，引来社会各方的关注，人
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
等主流媒体纷纷聚焦罐头行业发展现
状，推出多篇报道。《罐头热销海外的启
示》《全球销“罐”！四分之一都被中国
承包了！》等报道，让更多消费者了解罐
头食品科学知识，罐头行业品牌建设再
上新台阶。

九、中国罐头食品行业SG20
组织成立

2023年 12月 6日，罐头食品行业
的全新组织——中国罐头食品行业
SG20组织正式成立。SG20是英文Sec⁃
ond Generation 20的缩写，代表欢乐家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果秀食品
有限公司、重庆德佳肉类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20家企业的二代领导者。SG20
组织的成立为罐头企业二代领导者提
供了一个讨论和协调我国罐头食品行
业关键议题的平台，将推动二代领导者
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促进组织成员之
间的合作与对话，解决全行业性问题，
推动我国罐头食品行业的改革、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

十、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宠物食
品分会成立

2023年 12月 12日，中国罐头工业
协会宠物食品分会成立大会于江西赣
州“2023 中国·首届宠物产业创新大
会”期间召开。此次创新大会由中国罐
头工业协会与赣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旨在推动中国宠物产业的创新进步
与繁荣发展。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宠物
食品分会的重点工作将围绕建立行业
标准与规范、加强技术创新与研发、
促进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加强交
流与合作、提升品牌形象、维护市场
秩 序 以 及 服 务 会 员 单 位 七 个 方 面
展开。

本报讯（记者 暴梦川） 儿童安全座椅是保护儿童乘车
安全出行的必备装置，产品安全性和操作安全性至关重要。
记者日前从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玩
协”）获悉，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选购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等
约束装置，保护儿童乘车出行安全，中国玩协近期进行了两
次儿童安全座椅质量专项调查。

中国玩协介绍，两次专项调查共计抽检 64 个品牌 79 款
产品，包括 42款儿童安全座椅、30款儿童安全座垫和 3款婴儿
提篮，基本覆盖多个主流电商平台中不同价位的畅销产品。

调查样品委托取得CMA资质认定和CNAS认可，并承接国家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的实验室，分别依据GB 27887—2011《机
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和T/CTJPA 009—2023《机动车儿童乘
员用约束系统评价规范》进行检测。

两次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抽检的 42款儿童安全座椅产品
中，有12款检测不合格，存在头托脱落、头部位移超标等严重质
量问题，或者标识和说明书不合格的情况。3款婴儿提篮经实
验室检测全部合格。

值得关注的是，抽检的30款儿童安全坐垫产品中有2款已经
下架，其余28款存在认证信息不匹配情况。经认证机构核实，这28
款儿童安全坐垫产品全部存在冒用3C认证标志问题。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冒用认证标志属于违法行为。

中国玩协提醒消费者，儿童乘车出行请务必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同时，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别让孩子坐上“危险座
椅”。针对两次专项调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中国玩协表示，
将上报有关政府执法部门，并督促平台对该产品下架处理。
同时，中国玩协还将组织有关技术专家帮助不合格企业深入
查找原因，提出改进措施，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健全质量管理
体系。

我国工业互联网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本报讯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我国5G创新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3年底，

我国5G基站总数达337.7万个，5G行业应用已融入71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数超

9.4万个，5G行业虚拟专网超2.9万个。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工业互联网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预计2023年核心

产业规模达1.35万亿元。工业互联网深入制造业研、产、供、销、服等各环节，支撑大国

重器、服务绿色低碳、促进消费升级、保障安全生产。 （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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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结、龙年“福”字、印有龙元素的红包……1月27日，在浙江义

乌国际商贸城喜庆工艺区内摆满了年节用品，充满了新春气息，不少当地市

民前来采购。正在选购灯笼的消费者李女士告诉记者：“临近春节，店家会

因为即将闭店搞促销，所以每年我都会在这个时候来买点春联和灯笼。”

在采访中，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商家告诉记者：“春节节庆用品的批发

一般从前一年10月就开始了，现在已经接近尾声。通常是线上线下多渠道

下单订购，今年销量很好。”

图为消费者正在选购新春饰品。本报记者 刘 元 文/摄

义乌义乌：：春联春联、、红包等节庆用品热销红包等节庆用品热销

回应社会关切，中国乐器协会召开“钢琴产业健康发展媒体沟通会”

主动调整 我国钢琴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薛淄）近日，有着“乐器之

王”光环的钢琴因销量下降冲上热搜并引发热
议。为回应社会关切，推动钢琴产业健康发展，
1月26日，中国乐器协会召开“钢琴产业健康发展
媒体沟通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王世成，中央音乐学院教
授、著名音乐教育家周海宏，中国音乐家协会钢
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
主任李民以及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孟宇、河北秦川文体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川
出席会议。

王世成首先对我国钢琴产业的起步阶段、高
速发展阶段、目前的调整阶段以及高质量发展阶
段分别进行通报说明，并就钢琴行业调整期特征
和结论进行分析判断。王世成表示，从2003年我
国钢琴年产销量首次突破 30万架，到 2019年年

产销量达到 39万架、占全球市场份额 75%，多年
来我国钢琴行业始终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已跻
身世界钢琴制造、出口和消费大国行列。但如同
欧洲、美国、日本等均没有逃脱以 30万架产量为
拐点，而后进入行业深度转型调整阶段的现象轨
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从 2020年下半年开
始，受疫情、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等叠加因素影响，钢琴产销量明显
下滑。

王世成指出，钢琴产销量下滑既有周期性因
素，也有大环境的影响，且这些特征符合中央对
经济形势的判断，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
弱，如非刚性需求大件商品购买下降、教育装备
采购减少、社会消费降级导致购买力下降，以及
电子键盘乐器的整体互补和乐器消费多元化分
流这一钢琴品类的内部结构调整等。“调整期是

国内外钢琴产业发展周期中的必然阶段，我国只
是因疫情和综合因素叠加影响使这个阶段提前
到来。中国乐器协会在两个多月前就布局深度
调研题目‘中国钢琴制造业调整升级对策研究’，
主动应对调整期的到来。”王世成强调，相信随着
钢琴产业的品质升级步伐不停，同时产业发展根
据演艺市场、银发需求、艺培政策变化加快打好
调整组合拳，这个周期一定会缩短并走出中国升
级特色。“高速发展、调整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是一
个交叉融合的过程，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将主导钢琴产业的未来。而在调研过程中，我
们发现高端钢琴的销量、价格均未下跌，非常平
稳，亦充分说明市场对高品质产品的内在需求依
然存在。”王世成表示。

针对下行压力和调整任务加大的客观情
况，王世成呼吁行业企业正视问题，主动调整

业务板块和产品结构，组织企业的供应商和经
销商抱团发展。协会也将通过调动展会资源
增单、首发平台赋能、佳节好物推介、音教活动
助力、“6·21”国际乐器演奏日等系列服务共同
闯关突围。

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王世成
呼吁，进一步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可由行业组
织配合政府部门列出优质钢琴企业名录，给予精
准的减税降费扶持，并确保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我
国钢琴产业“三个大国”的地位，支撑文化强国建
设。对积极参与“乐器进校园”的优秀民族品牌
钢琴，给予降低或减免相关税收的政策支持；在
学校教育装备政府采购时，大力提倡和支持中高
端民族钢琴品牌的发展，在不违反国际商贸总协
定的前提下，给予民族品牌一定扶持政策。对于
部分进口旧钢琴超低价冲击市场和翻新造假等

问题，建议海关对进口旧钢琴“原产地证明”和
“生产日期”（5年以内）实行监控。此外，针对“双
减”政策，提出为非学科类校外音乐教育培训制
定明确的管理标准，实行针对性的分类管理，避
免“一刀切”，为校外音乐教培行业创造良好的环
境；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对校外音乐教育培训行业
采取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实行宽松管理，让企
业能够放开手脚，在不违反法律的原则下开展正
常的音乐教育，同时对违规的害群之马实施严厉
的惩罚措施。

会上，周海宏围绕美育对人的成长以及促进
社会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行阐述。李民、秦川
对钢琴教育和艺培机构发展现状作出分析，指出
行业来到升级和调整阶段。孟宇则以星海钢琴

“调结构、拓品类，转动能、增质效”四方面提前部
署、自我调整，应对产业调整期为例，表示传统钢
琴要做实数量、做优质量。

王世成表示，“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分析
预测我国钢琴产业链将出现品牌化、中高端化、
智能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钢琴产业加大转型
升级力度，加上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钢琴
产业一定会保持较高水平的发展趋势，不仅品
牌、质量和服务都会有明显提升，而且还会保持
年产销 20万架至 25万架的水平，继续占有全球
市场50%以上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