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烟台12月21日讯 作
为《酱卤肉制品》GB/T23586-
2009的牵头制订单位，我省喜
旺集团再次承担起《酱卤肉制
品》国标的修订工作。12月13日，

《酱卤肉制品》国家标准起草研
讨会在烟台市东山宾馆举行，来
自全国肉禽蛋制品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
中心、烟台质量技术监督局等相
关机构部门的专家以及国内知
名肉制品企业代表50余人，共同
讨论《酱卤肉制品》国家标准的
修订工作。

“标准化已列为国家战略，
标准引领产品质量的提升，市场
对好的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越来
越旺盛。”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
书长李祥波在致辞中表示。在全
国上下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关键时期，标准已成为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
一，以标准来提升发展质量的呼
声日渐高涨。此次召开的《酱卤
肉制品》国家标准起草研讨会
议，主要是对《酱卤肉制品》GB/
T23586-2009版本进行修订研讨。

喜旺集团是全国最大的中
式传统酱卤类肉制品生产企
业。近年来，国内酱卤肉制品生
产工艺不断提升，新技术、新方
法不断引入，整个行业发展进
入新时代。尤其是喜旺集团，依
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农产品加工技术猪肉专业分中
心平台，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
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科技支撑计划多个重大项目，

并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肉研
中心等多个科研院校合作，自
主研发了猪肉高温瞬时脱毛技
术、酱卤畜产品隧道速冷技术、
酱卤肉制品风味物质变化规律
及初步调控技术等多项技术，

开创行业先河，在酱卤肉制品
行业保持领先地位。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肉禽
蛋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
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等机构
的行业专家学者，以及国内知名

低温肉制品企业的技术研发人
员，围绕酱卤肉制品的定义、产
品分类、技术要求等标准逐一研
讨，就新技术的引入与传统风味
的延续、技术标准的细化与产品
品质的保障等方面展开讨论，以

规范酱卤肉制品行业的生产、经
营、销售情况，完善食品质量把
控，做好酱卤肉制品领域的食品
安全建设工作，推动酱卤肉制品
行业向产业高端迈进。

“基于在肉类行业的先进
管理经验，喜旺集团多次被国
家相关部门确立为国家行业法
规标准的制修订单位。”喜旺集
团研发中心主任张建梅介绍。
喜旺集团是“第一届全国肉禽
蛋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
员”，负责畜禽肉制品门类、蛋
制品门类等领域的国家标准制
订工作。自2009年起，公司先后
参与了国家《肉与肉制品术语》

《中式香肠》等13项国家、行业
标准的编写、修订工作，成为肉
制品生产加工标准主导企业。

产品无国界，标准是最好
的国际通行证。喜旺集团总经
理闫德中在研讨会上透露，喜
旺集团在参与国家、行业标准
制修订的同时，正积极参与到
国际标准的制订工作中，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食品
行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
增，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制造标准
也越来越有发言权。作为中国首
家走出国门建厂的肉制品企业，
喜旺集团多年来始终坚持国际
化战略，如今几十种产品已遍
布加拿大、日本等各大主流超
市，下一步，集团将迅速布局美
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市场，向世
界展示中国质量，中国标准将
越来越通行于全世界。

本报通讯员 王珮羽

喜喜旺旺再再次次承承担担国国家家标标准准修修订订工工作作
中国《酱卤肉制品》国标修订启动会在山东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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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卤肉制品》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

喜旺集团现代化的科研中心

稳稳中中求求进进勇勇创创新新 把把握握周周期期重重布布局局
金融专家张志元畅谈2018年金融业的机遇与挑战

在12月20日齐鲁晚报举
办的“山东百姓值得信赖金融
机构”颁奖仪式上，山东财经
大学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博
士生导师张志元教授带来了
主题为“新时代·新金融———
2018年金融业的机遇与挑战”
的主题演讲，他结合正在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

“认清趋势、顺应周期、把握节
奏”为关键词，做了精彩而又
深刻的行业分析及展望。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是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不变的“基调”，是治国理政的
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稳”
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
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
节奏和力度。“稳中求进”依然
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要把握
好趋势，先得认清‘如何稳、怎
么进’。”张志元认为，“稳”就
是稳预期、稳资产价格、稳汇
市、稳通胀、稳金融、稳实业

等；“进”就是提振信心、激活民
间投资活力、深化金融改革、推
动国企混改、寻找新动能、培育
增长点、迎接新的全球化浪潮
等。以金融业为例，张志元认
为，“进”就是要结合国内外金
融业发展的背景、趋势和规律，
创新金融业务和服务，推动金
融业自身变革和战略转型。

2017年12月6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党外人
士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
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
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
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
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
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
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

真正落实。
作为新提法、新要求，“高

质量发展”接下来在金融业如
何实现？张志元认为，金融业
要实现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必须摒弃传统粗放的、
追求规模和数量扩张式的发
展方式，把发展的主线和心思
放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
构、内涵发展、提质增效上来，
也要提倡“工匠精神”，那种大
干快上、跑马圈地、金融业赚
大钱的时代已成为过往。

张志元认为，要提高金融
业发展质量，就要深刻学习和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金融
改革发展作出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和重大观点。就山东省而
言，我省把金融改革创新摆到
重要工作位置，作为全面深化
改革的突破口和服务实体经
济的重大举措。2013年8月，制
定出台《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
山东金融改革创新22条政策
措施，确立了以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为根本、推动金融改革创
新的总体思路，明确了金融改
革的路线图、时间表，金融改
革创新扎实有序高效展开。在
破解“地方金融实力较弱”、

“直接融资比例低”、“金融普惠
度不高”、“地方金融制度供给
不足”、“金融服务效率低”等难
点、痛点上做了积极的探索，取
得明显成效，为下一步的金融
业改革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金融业如何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
要，培育新的增长点，张志元
举例说明，他认为，我国居民
消费结构正由物质消费逐渐
转向精神和文化消费上来。随
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以及家庭资产的增长，
居民参与艺术消费和艺术投资
的意愿不断增强。虽然中国经
济面临下行的压力，但消费仍
然稳步增长，培育文化艺术消
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
经济转型升级支撑点，艺术金
融也应当引起业内的重视。

他认为，艺术金融化不但
为金融产业的发展寻找到一条
新的途径，也是金融业发展的
一个新方向，能为文化艺术品
市场注入新鲜的血液。随着中
国的崛起以及全球教育水平的
提高，中国富裕阶层欣赏艺术
品的能力不断提升，艺术品开
始逐步成为长期持有的资产对
象。认识文化艺术品所具有的
财产属性与金融功能，从而把
艺术品当作一种新的金融工
具、一种新的资本、一种新的生
产要素来参与市场的生产与流
通过程，使艺术品这类金融资
产得到最佳的资源配置，这不
仅可以发挥艺术品的文化功
能、历史功能，也可以发挥其金
融功能与资本功能。

张志元谈到：“从历史上
来看，艺术品投资与社会兴衰
有着密切关联，具有周期性。
既然是周期，就有波峰波谷的
变化，在消极中要做好布局，

积极的走势总会到来。”
关于今后的重点工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
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转变。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重点在“破”、“立”、

“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无
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
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
剩产能；大力培育新动能，
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
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

培育新动能是对未来经
济发展的提前布局，对于金融
行业来说，也要有布局意识。
如今金融行业竞争越发激烈，
银行业的利润增速也不比从
前，当行业增速放缓的时候，
各家银行就要考虑如何迎接
未来的增长点了。

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今年
进入爆发期，金融科技发展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
是简单的、闭环的技术创新或

“技术”，而更多体现在融合的
“新生态”。在科技的推动下，传
统金融机构开始觉醒，拥抱金
融科技，推出全新的产品体系，
变革业务流程，寻找回报和风
险管理的新模型。在科技的赋
能下，传统金融机构提高了效
率、降低了成本，通过触达更多
用户实现普惠金融，这就是对
金融周期的一种把握。

本报记者 张頔

金融专家张志元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讲。本报记者 戴伟 摄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