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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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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 “三品 ”专项行动营造

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４０号），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促进消费品供需结构升级，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

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吉林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吉林实施纲要的通知》（吉政发〔２０１６〕６

号），以实施 “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为抓手，积极改善营

商环境，着力改善消费品供给结构，着力补齐消费品产业短板，从供给和需求
两侧发力，加快消费品产业向中高端跨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

求，促进消费品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企业为主体，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推动消费品
工业转型升级；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完善配套措施，提高服务质量，营造公平

竞争的营商环境。 



  坚持改善供给，两侧发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企业开发适应市

场需求、满足消费升级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供给升

级和需求升级协调共进，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中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坚持创新引领，协调发展。把创新贯穿于消费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过

程，加强技术、管理、制造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消费品工业向中高端迈
进；推进消费品工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协调发展。 

  （三）主要目标。 

  １.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到２０２０年，全省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企业力

争实现增加值３１８０亿元，年均增长８.０％。其中食品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５

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７.０％；医药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０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

１.０％；轻工产业实现增加值４８０亿元，年均增长６.０％；纺织产业实现

增加值２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８.５％。 

  ２.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企业品牌意识不断强化，产品品质明显提升，
中高端产品比重持续增加。到２０２０年，消费品工业力争新增驰名商标２７

个，其中食品产业１０个、医药产业１０个、轻工产业５个、纺织产业２个；

力争新增著名商标１８０个，其中食品产业１００个、医药产业３０个、轻工

产业２５个、纺织产业２５个；力争新增省名牌产品２５０个，其中食品产业

１５０个、医药产业５０个、轻工产业３５个、纺织产业１５个；重点培育中

新食品、通化医药、珲春木制品、敦化木制品、辽源袜业等一批区域品牌。 

  ３.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大型企业（集团）竞争力不断提升，规模进一

步扩大。到２０２０年，食品产业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５００亿元企业１

户，新增１００亿元企业１户、５０亿元企业５户、１０亿元企业３０户；医

药产业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１０００亿元龙头企业１户，新增１００亿元

企业４户、５０亿元企业５户、１０亿元企业５０户；轻工产业新增年主营业

务收入超过５０亿元企业２户、１０亿元企业８户；纺织产业新增年主营业务

收入超过１００亿元企业２户、１０亿元企业２户。 

  ４.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研发投入持续增

加，企业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国家级检测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到２０

２０年，消费品工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力争达到１５５个，其中食品产业４０

个、医药产业８０个、轻工产业２０个、纺织产业１５个。医药产业规模以上

企业Ｒ＆Ｄ（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突破１.５％，其中超
过３％的大型企业达到１０家，研制新药、医疗器械、特殊医学用途配方（以

下简称特医）食品等产品达２００个以上，进入临床研究的药物１００个以

上。 

  二、主要任务 

  （一）增品种，满足多样化消费新需求。 



  适应和引领消费升级趋势，支持企业在产品开发、创意设计、用户体验、

市场营销及产品智能化等方面加强创新，丰富和细化消费品品种，满足多样化

消费新需求。 

  １.提高创意设计水平。鼓励支持企业 “微创新 ”，深度挖掘用户的需求

盲点，提升产品功能。加强市场需求追踪与预测，研究消费品流行趋势，利用
吉林 “三宝 ”等长白山特色资源优势，推动提升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司、吉云鹿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产

品创意设计水平，发展富含长白山文化底蕴的特色新资源产品，加强烟草、黄

金饰品、木结构建筑等产品研发设计。支持地区和行业协会培育一批示范性创

新设计平台、设计中心。推动消费品工业与旅游休闲、教育文化、健康养生深

度融合，鼓励发展消费品工业旅游、制造工艺体验、文化设计创意等新业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旅游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加快产业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建设。以国务院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为契机，加

快新药研发和成果转化进程。依托吉林人参研究院，联合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人参产业协同创新中

心，推动人参全株系列产品开发及应用。推动吉林烟草和长春应化所产学研合

作，开发可降解聚乳酸嘴棒卷烟。支持吉林天景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吉林农业大学等合作开发新资源食品。抓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开展木结构建筑试点契机，支持建立木结构建筑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鼓励争创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农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提高食品产业有效供给。坚持健康营养和精深加工，加快完善农牧复合

供给体系，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供应链安全保障新模式。推动玉米深加工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聚乳酸为代表的生物基新材料、以

纤维素乙醇为代表的生物能源、以氨基酸为代表的食品添加剂和以啤酒糖浆等

为代表的专用淀粉（糖）等产品。积极推进矿泉水、清真食品、“药食同源 ”

食品、杂粮（弱碱性）食品等新兴产业建设，培植壮大烟草产业。加快一二三

产业融合，推动食品工业转型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委、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省卫生计生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４.提高医药产业有效供给。在中药领域，重点推进安神补脑液、肺宁颗

粒、血栓心脉宁片、丹蒌片等名优中成药品种的二次开发与产业化。在化药领

域，加强国外专利到期药物的抢仿，积极推进阿莫西林、甲硝唑、奥美拉唑等

品种开展一致性评价。在生物药领域，推动重组人胰岛素、重组人促卵泡激

素、单克隆抗体等系列产品的开发及产业化。在医疗器械领域，组建吉林省先

进医疗器械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推动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华大基因研究院

等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建设。在特医食品领域，积极推动骨蛋白肽粉系列、苦瓜

桑叶山药粉系列等特医食品的产业化。（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省科技厅、省卫生计生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５.提高轻工产业有效供给。推动轻工产业向绿色环保、健康时尚、功能

化、轻量化方向发展。重点发展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家具、木结构建筑，推动

硅藻土地板、家具板产业化。开发聚酰亚胺特种纸、硅藻土壁纸，发展玉米秸

秆本色纸及食品医药包装纸系列产品。推动发展新型农用地膜、节水器材、专

用车塑料、ＡＢＳ滑雪板、生物质可降解塑料制品。依托我省牛皮、羊皮、鹿

皮、貂皮等丰富的皮革原料优势，发展鞋面、服装、装饰、汽车座椅等环保生

态皮革产品。加快发展节能节水型、高效型、多功能的洗涤用品。（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负责） 

  ６.提高纺织产业有效供给。加快高性能、生物基等新型纤维的开发及产业

化，增加差别化、功能性纤维品种。支持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 “三

化”（传统产品优质化、规模产品差别化、新产品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开发

竹长丝连续纺、扁平腈纶、人造丝细旦化、醋青等纤维产品。加强辽源袜业与

阿迪达斯、彪马、南极人等国内外品牌合作，研发功能性、生态性、运动型新

型袜品、针织无缝内衣、纱线染整等系列产品。加快麻纤维改性和混纺技术研

发，发展麻纤维服装面料、家居用品等系列产品。重点发展以 “温馨

鸟 ”“珲春雅戈尔 ”为代表的品牌服装、以 “际华３５０４”为代表的职业

服装服饰产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 

  ７.发展智能、健康消费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消费品深度融入，加快

发展遥感卫星信息数据消费品、光电指纹锁、桌面云终端家庭应用产品。支持

智能节能消费品研发及产业化，重点发展服务机器人、消费类无人机、可穿戴
及便携式太阳能薄膜发电产品。支持研发具有健康和保暖性能的聚酰亚胺纤维

户外、冰雪运动服装服饰系列产品。推进 “药食同源 ”食品发展，开发以林

蛙、鹿、食用菌、坚果等为原料的功能、医用食品以及保健鹿酒。发展全株人

参系列新资源食品及化妆品、紫苏深加工产品。开发大豆、藜麦、杂粮、玉米

须等为原料的功能性蛋白、膳食纤维、油脂、花丝饮料等健康医用食品。开发

具有保暖防寒、抗菌抑菌功能的乌拉草睡眠枕、汽车座垫和乌拉草精油保健护

肤品等系列产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委、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８.发展民族特色消费品。充分依托中华传统文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等优

势资源，推动具有吉林地域特色的旅游商品发展，传承发展一批民族特色消费

品。推动鼎丰真、长白山、福源馆等 “中华老字号 ”食品传承升级。培育一

批具有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特色的食品和民族服装服饰系列产

品。深度开发东部朝鲜族、西部蒙古族特色旅游资源，加快推动蒙医蒙药、朝

医朝药、满医满药发展。传承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满族剪纸、满族

刺绣、东丰农民画、吉林根雕、松花石砚、长白石（玉）雕刻等工美产品及黄
金饰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文化厅、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旅游局、省卫生计生委、省民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提品质，提振消费信心。 

  引导企业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走以质取胜、重质强企的发展道路。 



  ９.引导企业技术改造。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引导企业增加技术

改造投资，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发展绿色、安全、智能化的多功能产品，提高

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开展药品工艺核对、化学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工作，以吉林修正药业集团、通化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为引

领，提高药品质量。建立消费品工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库，加大对企业质量技

术改造的支持、引导力度。在肉制品、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纺织、木加工

等重点消费品领域，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加大应

用数字化、自动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力度，促进信息化条件下新型企业发

展模式创新。（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 

  １０.推进质量管理精准化。鼓励企业引进卓越绩效、精益管理、六西格玛

等先进管理模式和方法，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体系，落实药品ＧＭＰ（医药企

业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ＳＰ（医药流通企业管理规范）质量管理规范，全

面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全面推广中新食品区标准体系模式，建立食品药品等重

点产品可追溯监管体系，实现重点产品来源可追溯，质量可查证，责任可追

究，推进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重点行业生产企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组

织生产，提升消费品质量和品质，鼓励重点企业积极参与木结构建筑等行业标

准制定修订。实施消费品企业质量安全与出口企业 “同线同标同质 ”工程，

加强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收集、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实现与各监管

部门、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省质监局、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按职责分工负

责） 

  １１.强化质量检测和认证。加快发展第三方质量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提

高检测认证机构公信力。支持重点消费品企业积极采用和参与制定国际质量检

验检测标准，进一步推行产品认证制度。指导食品生产企业加强质量安全检测

体系建设，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支持建设各级质量检测中心。鼓励

有条件的医药企业积极申请通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ＧＭＰ认证。（省质监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２.推动产教融合及人才培养。推动省内高校、职业教育体系围绕食品、

医药、轻工、纺织产业，建设产教融合工程规划项目，搭建产教融合对接平

台，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职业教育与 “三品 ”专

项行动融合发展，培养一批技术应用娴熟、技能工艺精湛、实践经验丰富、适

应现代工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加大传统手工业从业人员的保护和培养

力度，开展 “匠心艺彩 ”活动，发挥民间匠人创新精神，有效传承、保护传

统和地方特色工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３.保障优质原料供应。加强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腈纶纤维、竹纤

维生产基地和保健功能纺织品原料基地建设。支持珲春市建立 “东北亚国际木

材交易中心”“雅戈尔 ”高档品牌服装加工基地。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构建从田间、养殖场到安全健康食品研发、加工，到消费终端的完整产业

链。加强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构建社会化、网络化、专业化冷链物



流体系。着力打造 “长白山 ”地域品牌，加快发展标准化、规范化中药材种

植基地规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质监局、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创品牌，提升吉林制造影响力。 

  引导企业增强品牌意识，夯实品牌发展基础，打造一批品牌产品、品牌企
业、区域品牌，提高品牌的影响力、认知度和美誉度。 

  １４.加强品牌培育。围绕人参、梅花鹿、食用菌、乌拉草、矿泉水等长白

山特色资源和大米、杂粮杂豆、食用玉米等吉林优势产业，扶持壮大一批地理
标志产品生产企业。推动 “中华老字号”传承升级，支持发展鼎丰真、长白山

等吉林品牌，提升吉林制造知名度；创建自主品牌，完善自主品牌培育、评

价、宣传和保护机制，加快推动吉林大米、温馨鸟服装、金桥地板、修正药

业、喜丰节水器材等一批吉林名牌产品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培育人

胰岛素、泉阳泉等产品成为国际品牌。（省质监局、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省农委、省粮食局、省畜牧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５.创建区域品牌。开展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活动，鼓励特色工业园区

和产业集群创建品牌基地，支持产业集群内企业联合申请注册园区标志性商

标。提升和规范各级政府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公共行政能力，扩大区域品牌影

响，着力打造通化医药、辽源袜业、敦化木制品、中新食品、长春皓月清真食

品等一批具有吉林特色的区域品牌。（省质监局、省工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６.推进品牌国际化。鼓励优势品牌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通过合资、

合作、并购等方式，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和先进工艺技术，提升品牌竞争力。打

造国际名牌产品，围绕重点企业和重大技术创新产品，推动 “东北三宝 ”、

吉林冰雪旅游及系列产品 “走出去 ”，拓宽市场渠道。支持企业境外申请专

利、注册商标，取得国际标准认证。（省商务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７.加强品牌推广。开展品牌产品推介活动，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集

团、大型商业零售终端的对接合作，利用国内外知名高端展会宣传推介 “吉林

名品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支持大型企业自建电子商务平台，鼓励中小企业

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络营销。指导企业建立各具特色的品牌发展战

略，加强宣传，提高知名度，扩大美誉度和影响力。（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质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调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加快 “互联网＋”与消费品工业

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实力，推动消费品工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 

  １８.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开展跨区域和跨行业兼并重
组，引导酒精、医药、轻纺企业开展强强联合、上下游整合，提升行业集中度



和竞争优势，支持发展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支持中小企业向 “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协同创

新、合作共赢的协作关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省财政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１９.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实施产业、集群、园区、企业、项目 “五位一
体 ”系统工程，加快发展生物医药、健康食品、纺织袜业、特色家居等重点产

业集群。建设一批集食品研发、制造、冷链物流、工业旅游为一体的现代食品

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推进聚乳酸和柠檬酸产业基地、长春皓月清真食品产业

园区，以及靖宇县、抚松县、安图县长白山矿泉水产业基地建设。强化通化国

家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长春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一区一基地 ”双核心

发展区建设，积极扶持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白山市、梅河口市、敦化市

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 

  ２０.推进 “两化 ”深度融合。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综合集

成应用，推广基于互联网的产品开放式设计、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新模

式、新业态。在家具、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等基础条件好的行业，确定一批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推动一批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的集成创新与应用

示范。加强对医疗健康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指导疾病诊断、药物评价和新药

开发。发展具备云服务和人工智能功能的家用养老康复医疗设备，启动以通化

医药为主体的吉林省医药云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快完善市场准入。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 “全国一张网 ”，全面推行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深

入推进简政放权，围绕完善政府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专项资金管理清

单，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吉林政务服务 “一张网 ”服务功能。对新

业态、新模式等新生事物，既支持创新发展、激发活力，又严格依法监管、防

范风险。（省工商局、省政府办公厅、省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

政府政务公开协调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健全政策导向、市场开拓、融资服务等长效服
务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为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开发、

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企业合法权益行

为，推动 “诚信示范企业创建活动 ”，逐步建立重大侵权、违法假冒信息披

露发布制度和 “黑名单 ”制度。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制定针对诚实
守信者的激励政策，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强和完善事中事后的市场

监管，依法维护市场秩序，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省工商局、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项优惠政

策，积极争取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利用省级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省级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研究通过市场化模式设立消费品工业发展基

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支持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大众消费品创新、增加



有效供给。指导企业用好用足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企业的信贷支持。鼓励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深入开展企

业降成本专项行动，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项目和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

担。（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吉林银监

局、吉林证监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支持主流媒体开展系列报道，利用专题网站等

多种新媒体平台，加强对创新发展和品牌建设优秀企业、产业集群和典型事例

的宣传报道，多渠道宣传消费品工业 “三品 ”工程，大力营造支持创新、重

视品牌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市场手段加大优质品牌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对

自主品牌的认知度和忠诚度，提升群众购买国货的自豪感。（省委宣传部、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熟悉行业、贴近企业的优

势，在政策研究、标准制修订、人才培训、宣传推广、新产品展览展示、国内

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共同实施好消费品工业 “三品 ”战略。强

化行业协会在行业内部约束、企业诚信自律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组织开展

质量信誉承诺等活动，维护良好的行业信誉，及时反映企业诉求，反馈政策落

实情况，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