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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肉”真的安全健康？
根据金字火腿发布的公告，此次推出

的植物肉产品由公司与美国杜邦公司在中
国子公司丹尼斯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
作研发，主要原料是从大豆、豌豆、小麦等
植物中提取的植物蛋白，具有科技、健康、
绿色等特点。

这类“人造肉”产品究竟采用的是什么
技术？金字火腿公司首席技术官、总工程师
马晓钟说，植物肉的胆固醇含量为零，非常
健康。有消费者追问，“人造肉”里到底添加
了什么？是否如其宣称的那样安全、健康？

金字火腿公司称，其所生产的植物肉
主要由大豆、小麦、豌豆、饮用水、食用酱
油、香辛料、甲基纤维素、醋酸酯淀粉、瓜尔
胶、甜菜红、高粱红、食用香精等组成。

浙江省金华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晓
云说，金字火腿公司于 9月份提出食品生
产许可申请。相关部门对企业生产资质、
生产工艺、原材料、配方等进行严格审核，
认为企业达到国家相关食品的生产标准。
据称，由于该产品是用植物加工而成的豆
制品，暂时被纳入植物制品而不是动物肉
制品的监管范畴。

王晓云表示，政府部门将审慎包容性
地看待这一跨界新兴产品，并将加强对其
安全性的研究与监管。

“人造肉”的市场前景如何？
刘锐称，植物肉含有较高蛋白质含量

和较低脂肪含量，可以丰富人们的餐桌，提
供更多膳食选择。植物肉原料资源丰富，
且处于食物链上游，有利于解决传统肉制
品生产过程中环境和动物保护问题，符合
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随着人们对
营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植物人造
肉有一定市场规模和消费人群。

但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目前“人造肉”
主要还是资本炒作的噱头。受文化、社会
等因素影响，中国消费者可能较难改变传
统饮食习惯，预测市场接受度不高。

目前，“人造肉”产品价格相对较贵，金
字火腿4片人造肉饼售价达118元，引发消
费者的质疑与观望。企业与一些专家都表
示，随着技术成熟和生产规模扩大，未来
“人造肉”成本会逐步降低，价格趋向消费
者可以接受的程度。

食品科普作家、美国普度大学博士云无
心说，在欧美，“人造肉”的价格比真肉还要
高，是通过“更健康”“更环保”的理念吸引消
费者。但在中国，“人造肉”更健康的理念可
能会遭到抵触，而用“更环保”作为卖点对消
费者的吸引力可能有限。据新华社

信息通信行业央企工业
文化遗产名录发布

国务院国资委18日在北京举行
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名录发布活
动，20个信息通信行业工业文化遗
产项目正式入选。这是继核工业和
钢铁行业后，国资委第三次发布央
企工业文化遗产名录。

本次发布的20个（处）信息通信
行业工业文化遗产是：青岛邮电博
物馆、山东省邮电博物馆、汉口电
报局、南京电信局旧址、上海电信
博物馆、邕宁电报局旧址、天津电
话东局旧址、杭州电信陈列馆、手
摇磁石电话机、交通部昆明国际无
线电支台旧址、交通部重庆无线电
话发话台旧址、邮电 506 系列厂
房、北京国际电台中央发信台、哈
密传输分局苦水旧址、电传打字电
报机、北京电报大楼、西安报话大
楼、四川国际电台旧址、虹桥卫星通
信试验地面站、拉萨电信通信大
楼。据新华社

“八六三计划”
1986年3月3日，一份题为关于

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
报告上报到中共中央，后来根据这
个报告而形成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这份报告是由著名科学家王大
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
合提出的。报告针对世界高科技迅
速发展的紧迫现实，向中共中央建
议，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
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抓起，用
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
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10年、15年
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
贻误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

这份报告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
高度重视，他亲自批示：“这个建议
十分重要”，并指示“找些专家和有
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
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
科学论证，这年的 11月 18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高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纲要
选择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
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
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
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高技术领
域（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作
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

由于促成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
和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都发生在1986
年3月，因而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八六
三计划”。“八六三计划”的实施，为中
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新华社

比真肉还贵，相关企业超千家

走红的“人造肉”是噱头还是健康食品？

新华社电 四川一起涉案金额103亿
余元的“鑫圆共享”网络传销案 10月 18日
宣判。四川省丹棱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
人杨志伟等44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
案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杨志伟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万元；对本案
其他 4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
期徒刑及罚金。

丹棱县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 7
月，被告人杨志伟、庄健、宋世平等人以

发展共享经济的名义非法设立“国家共
享经济创新交易示范中心——鑫圆共享
经济组织”（简称“鑫圆共享”）网络平台，
陆续设立了房产、建材、传媒等多个产业
中心。杨志伟等 44人以共享经济为名，
以购买共享积分可以获得高额回报为诱
饵，并采取召开会议、举办大型演唱会、
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宣传等方式在全国各
地发展代理商和会员，要求参加者以在
“鑫圆共享”平台注册账号、缴纳费用的

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推荐关系组
成层级；“鑫圆共享”收取会员缴纳费用
后，按照确定的返利比例支付给产业中
心运营商、各级代理商、会员；产业中心
运营商、各级代理商和会员的获利全部
来源于后期会员缴纳的资金，而非实体
经济。

截至案发，参与“鑫圆共享”的注
册会员达 20 万余人，涉案金额 103 亿
余元。

10月16日，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召开“植物肉新品发布会”。新
品上市前，这家公司股价连连上涨。此前，已有其他食品企业发售“人造
肉”产品。业内人士称，与“人造肉”相关的企业已超过1000家。

一方面受到资本市场追捧，而另一方面，有关概念炒作和资本泡沫的
争议也如影随形。“人造肉”走红，到底是资本噱头还是健康食品新趋势？

“味道不错，口感与牛肉很像。”金字
植物肉新品发布会现场，有体验者表
示。记者了解到，此前在金字火腿天猫
旗舰店预售的1000份“人造植物肉饼”已
全部售罄，卖家称预计发货时间为 10月
下旬。

金字火腿公司并非唯一一家抢滩
“人造肉”市场的企业。9月 4日，烟台双
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研发
出以豌豆蛋白为原料的素肉月饼，在电
商渠道限量1000份发售，售价为每盒168
元，当日售罄。

9月 6日，珍肉（北京）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在电商平台上架号称“首款国产人
造植物肉”的“珍肉”月饼。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产品上市后6天便售罄。

今年以来，美国多家公司纷纷推出
植物肉三明治、植物肉炸鸡、植物肉汉堡
等产品，受到市场热捧；传统肉类公司如
嘉吉、荷美尔、泰森食品等，均通过投资
或合作进入植物肉产业。

而实际上，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
“人造肉”都并非全新概念。有业内人士
称，“人造肉”的走红，多少有些“回锅肉”
的意味。

据专家介绍，“人造肉”按照制造工
艺和生产技术可分为植物肉和培养肉两
大类：前者是基于植物蛋白等原料，通过
人工方式合成肉类相似物；后者是用动
物干细胞培育出的“人造肉”。两者在主
要原料、生产成本、技术路线上都存在差
别。目前人造肉行业企业大多集中于植
物肉方向。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刘锐说，植物“人造肉”通常以
大豆、小麦、豌豆植物蛋白为原料，应用
挤压组织化技术，在热剪切和压力等物
理场作用下，蛋白质发生改性、分子链取
向、重新交联，使其具备动物肉制品的质
地和口感。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李健
认为，目前市场上一些企业采用的技术，
并无特别多的创新。

中国植物性食品产业联盟秘书长
薛岩表示，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在抢占风
口，实际生产的就是传统素肉的改良版
本。尽管在口味、形态上有所改变，但
口感上达不到与肉类类似。国内只有
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可以做出接近肉
类的口感。

“人造肉”纷纷上市

四川涉案百亿元网络传销案宣判
44人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罚金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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