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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分析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特征,准确把握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并确立产业健康发展

的基本路径,对于解决食用菌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对我国食

用菌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研究发现:(1)总产量增长迅速,由1978年的不足6.00万t增至

2010年2201.16万t,增加至366.86倍;(2)品种繁多,平菇、香菇、双孢菇、木耳和金针菇为大宗品种;(3)产业

大省不断涌现,其中山东、河南、福建、江苏等省产量、产值一直居于全国前列;(4)出口虽时有波动,但总体呈现

上升势头,日本、东南亚、欧盟及北美则是我国食用菌的主要输出市场。进而就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进行了剖析,发现规模化程度偏低、市场价格波动大、生产方式粗放、市场流通体系不够健全、加工业发展缓慢是

困扰当前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最后,据此提出了促进我国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暋食用菌;产业发展;规模化;市场流通体系;政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F323.3暋暋文献标识码:A暋暋文章编号:1008飊3456(2012)05飊0013飊09

暋暋食用菌产业在推动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衍生新的食品种类和保障人民健康

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

来,由于国际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空间转移和我国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中国食用菌产业获得了迅猛发

展,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一食用菌生产大国。但是,高
速发展过程中所隐藏的产业系统的不稳定性以及产

业化程度偏低、市场不完善、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
对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了制约性的影

响[1灢2]。由此,分析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特征,准确

把握食用菌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确立我国食

用菌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路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暋暋一、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1.食用菌产量发展变化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用菌产业得到了蓬勃的

发展。据相关部门统计,1978年我国食用菌产量不

足6.00万t,仅占世界总产量5.66%;1990年则突

破100.00万t,达108.30万t;到1994年,食用菌产

量快 速 增 长 到 260.00 万 t,占 世 界 总 产 量 的

52.96%;而 到 2002 年 全 国 食 用 菌 总 产 量 已 达

865.00万t,占世界总产量的70.60%;2010年全国

食用菌产量则突破2200.00万t,达2201.16万t,
约为1978年的366.86倍,年平均增速高达20.60%。
在2010年,全国总产量最高的省份是山东省,为

249.80万t;总产量最高的主产县是福建省古田县,
为53.50万t。从各个阶段全国食用菌总产量增速

来看,1978—1986年年均增长32.96%,“八五暠时期

年均增长22.60%,“九五暠时期年均增长17.19%;
“十五暠时期年均增长15.02%,“十一五暠时期年均增

长10.52%,经历了一个由快速增长期到稳定增长期

的变化过程。从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来看,1978—

1994年,我国食用菌产量所占比重增长较快,由

5.66%上升至52.96%,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1995—2001年,我国食用菌所占比重处于缓慢上升

时期,比重在60%~70%之间平稳上升。2002—

2010我国食用菌占世界总产量比重稳定在70%~
80%,在世界食用菌生产中占据绝对优势。从世界

位次来看,1980年我国食用菌产量居世界第5位,

1984年上升至第3位,1986跃居世界第1位,并延

续至今,具体如表1所示。从食用菌产业规模来看,
根据中国食用菌商务网市场部对全国2009年食用

菌主产地产业发展情况调查显示:目前全国食用菌

主产县(含县级市、区)已达634个,较2008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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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个;生产加工企业近3000个,其中工厂化生产企

业已达300个,较2008年新增136个[3]。
表1暋我国食用菌产量、增幅、占世界总产量比重

时期
(平均增幅/%) 年份

食用菌
产量/万t

增幅/%
占世界
比重/%

快速增长期
(32.96)

1978 6.00 ——— 5.66
1982 15.00 ——— ———
1983 17.45 16.33 12.01
1986 58.60 ——— 26.93

“八五暠时期
(22.60)

1990 108.30 ——— 28.80
1993 154.00 ——— ———
1994 260.00 68.83 52.96
1995 300.00 15.38 ———

“九五暠时期
(17.19)

1996 350.00 16.67 ———
1997 391.83 11.95 63.63
1998 435.00 11.02 60~70
1999 538.59 23.81 60~70
2000 663.00 23.10 60~70

“十五暠时期
(15.02)

2001 781.87 17.93 60~70
2002 876.49 12.10 70.60
2003 1038.69 18.51 70~80
2004 1160.36 11.71 70~80
2005 1334.60 15.02 70~80

“十一五暠时期
(10.52)

2006 1474.10 10.45 70~80
2007 1682.22 14.12 70~80
2008 1827.22 8.62 70~80
2009 2020.60 10.58 70~80
2010 2201.16 8.93 70~80

暋暋2.食用菌品种生产结构特征分析

从生产结构来看,我国食用菌品种众多,不仅包

括香菇、平菇、双孢蘑菇、金针菇、草菇、黑木耳、毛木

耳等大宗品种,而且还拥有银耳、滑菇、猴头菇、鸡腿

菇、白灵菇、杏鲍菇、茶树菇、小平菇、姬菇、袖珍菇、

灰树花、竹荪、姬松茸、凤尾菇、银丝草菇、皱环球盖

菇、长根菇、鸡腿蘑、真姬菇等珍稀品种,此外,还发

展了以灵芝、天麻、冬虫夏草、茯苓等为代表的药用

菌产业和以松茸、牛肝菌、块菌、羊肚菌等为代表的

野生食用菌产业。在众多的品种中,又以平菇、香
菇、蘑菇、毛木耳、黑木耳、金针菇、姬菇、草菇、鸡腿

菇、银耳、滑菇、茶树菇等为主,其产量均位居前列。
在这些品种中,平菇、香菇、双孢蘑菇、黑木耳、毛木

耳、金针菇的产量一直居于前6强,且呈现不断增长

的态势(见表2),其中又以毛木耳产量增加最为明

显,2010年毛木耳产量较2009年增加了41.4%。

2010年排在前6位的6大品种食用菌产量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82.16%,与2009年相比增加了约5个

百分点[3]。
然而,尽管我国食用菌品种众多,但目前仍以木

腐菌生产为主,草腐菌所占比重较小,如我国产量最

大的10个品种中,平菇、香菇、木耳、金针菇、银耳、
姬菇、茶树菇、滑菇等都属于木腐菌。这些木腐食用

菌的生长必须依靠木质植物尤其是木质植物中的阔

叶林树种,而阔叶林却是维护生态环境的最佳场所

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摇篮[4]。因此,如果未来一段

时间内仍不改变这种以木腐食用菌为主的生产结

构,势必要消耗大量的森林资源,进而使生态环境遭

受严重破坏。

表2暋2001-2010年我国产量位居前十强的主要食用菌品种 t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2001
平菇 香菇 蘑菇 黄背木耳 黑木耳 金针菇 姬菇 草菇 银耳 滑菇

2594398 2072194 743404 699409 424969 389262 119932 115988 114476 51516

2002
平菇 香菇 双孢蘑菇 毛木耳 黑木耳 金针菇 小平菇 鸡腿菇 草菇 银耳

2646626 2214444 923058 715972 525552 505543 189647 156843 151002 138025

2003
平菇 香菇 双孢蘑菇 毛木耳 黑木耳 金针菇 小平菇 草菇 银耳 滑菇

2487708 2227623 1330407 984646 670165 557681 242546 197435 183345 171480

2004
平菇 香菇 双孢蘑菇 毛木耳 黑木耳 金针菇 草菇 鸡腿菇 姬菇 银耳

2986407 2468941 1563987 909008 774226 727420 228318 226634 222909 174070

2005
平菇 香菇 双孢蘑菇 毛木耳 黑木耳 金针菇 姬菇 鸡腿菇 草菇 滑菇

3705937 2424845 1524669 1124845 975584 838517 346426 285100 274338 203746

2006
平菇 香菇 双孢蘑菇 毛木耳 黑木耳 金针菇 姬菇 鸡腿菇 草菇 茶树菇

3975985 2477008 1686937 1290381 1076711 938059 406630 382525 361093 221980

2007
平菇 香菇 黑木耳 金针菇 毛木耳 鸡腿菇 姬菇 滑菇 茶树菇 杏鲍菇

4145662 2884769 1441047 1177962 1113012 441869 421406 259175 232868 202302

2008
平菇 香菇 双孢蘑菇 黑木耳 金针菇 毛木耳 草菇 鸡腿菇 姬菇 茶薪菇

4341427 3091115 2375837 1905002 1356275 984535 513093 411660 399221 327881

2009
平菇 香菇 黑木耳 双孢蘑菇 金针菇 毛木耳 姬菇 鸡腿菇 茶薪菇 草菇

4928662 3435447 2697316 2181053 1567748 889988 442325 440714 416360 401901

2010
平菇 香菇 黑木耳 双孢蘑菇 金针菇 毛木耳 滑菇 姬菇 杏鲍菇 茶树菇

5599438 4276530 2895899 2206616 1848481 1258482 582095 537150 425552 40694

暋注:数据根据2001—201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食用菌年鉴》及协会上报相关数据整理而得,后同。

暋暋3.食用菌生产区域特征分析

从全国食用菌产量分布情况看,2010年排在前

6位的省份依次为:山东省249.8万t、河南省241.9

万t、黑龙江省210.4万t、福建省203.6万t、河北

省190.8万t、江苏省178.7万t。从全国食用菌产

值分布情况看,2010年有13个省产值超过5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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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别是山东、河南、四川、河北、福建、广东、黑龙

江、江苏、浙江、湖北、吉林、辽宁和广西,较2009年

增加了4个省。从2001—2010年我国食用菌产量

前十强省份排名来看,河南、山东一直稳居前3名。
其中,山东在2001—2007年处于第3位,2008年上

升至第2位,2010年则跃居全国第1;河南自2003
年总产量超过福建以来,至2009年产量一直处于全

国第1位,但在2010年跌落至第2;福建食用菌产

量在2001和2002年位于全国榜首,但在2003年降

至全国第2位,并延续至2007年,2008年位次跌落

至第3,2010年位次继续跌落,降至全国第4;另一

个食用菌生产大省江苏则一直保持在全国4~6的

位次。虽然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各省食用菌产量

排序屡有变动,但总体而言主产省相对位次较为稳

定,可见各省食用菌生产处于稳步增长态势。从产

值来看,河南、山东产值优势明显,与产量优势基本

保持一致。其中山东在2009和2010年产值均位于

全国第一,但在以往年份,山东产值排名较产量排名

相比略有后移。河北、广东、四川产值与产量相比排

名略有前移,湖北、黑龙江产值与产量排名相比略有

后移。从各品种产量的省域排名来看,10大主要品

种产量排名处于前3位的省份分别为:平菇(山东、
河北、河南)、香菇(湖北、河南、辽宁)、黑木耳(黑龙

江、吉林、河南)、双孢蘑菇(江苏、广西、福建)、金针

菇(江苏、山东、广东)、毛木耳(四川、河南、福建)、姬
菇(河北、四川、湖南)、鸡腿菇(山东、河南、广东)、茶
薪菇(福建、江西、山东)、草菇(广东、河南、山东),具
体见表3、表4、表5。

表3暋2001-2010年我国食用菌产量位居前十强的省份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2001 福建 河南 山东 江苏 浙江 重庆 黑龙江 湖北 江西 河北
2002 福建 河南 山东 江苏 浙江 黑龙江 四川 河北 湖北 湖南
2003 河南 福建 山东 江苏 浙江 河北 四川 黑龙江 湖北 陕西
2004 河南 福建 江苏 山东 河北 浙江 四川 湖北 陕西 湖南
2005 河南 福建 山东 江苏 河北 四川 浙江 湖北 湖南 黑龙江
2006 河南 福建 山东 江苏 河北 四川 湖北 浙江 湖南 广东
2007 河南 福建 山东 河北 江苏 四川 湖北 浙江 黑龙江 湖南
2008 河南 山东 福建 江苏 河北 黑龙江 湖北 浙江 四川 湖南
2009 河南 山东 福建 河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四川 吉林 湖北
2010 山东 河南 黑龙江 福建 河北 江苏 吉林 湖北 辽宁 浙江

表4暋2001-2010年我国食用菌产值位居前十强的省份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2001 河南 福建 山东 湖南 云南 浙江 江苏 重庆 湖北 河北
2002 黑龙江 河南 福建 浙江 山东 河北 湖南 江苏 湖北 四川
2003 河南 福建 山东 浙江 河北 湖南 陕西 江苏 黑龙江 湖北
2004 河南 福建 山东 浙江 河北 湖南 江苏 四川 黑龙江 湖北
2005 河南 福建 山东 广东 河北 浙江 湖南 四川 黑龙江 湖北
2006 河南 福建 广东 山东 河北 浙江 江苏 湖南 四川 湖北
2007 河南 福建 山东 河北 广东 江苏 浙江 湖南 四川 黑龙江
2008 河南 福建 山东 河北 广东 浙江 黑龙江 江苏 湖南 湖北
2009 山东 河南 河北 福建 广东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吉林 广西
2010 山东 河南 四川 河北 江苏 福建 浙江 黑龙江 广东 湖北

表5暋2010年品种产量位居前十强的省份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菇 山东 河北 河南 江苏 吉林 辽宁 四川 江西 广东 湖南
香菇 湖北 河南 辽宁 浙江 福建 河北 陕西 山东 湖南 黑龙江

黑木耳 黑龙江 吉林 河南 浙江 山东 陕西 湖北 江西 广西 四川
双孢蘑菇 江苏 广西 福建 山东 河南 江西 四川 湖南 浙江 河北
金针菇 江苏 山东 广东 浙江 湖南 河南 四川 黑龙江 江西 福建
毛木耳 四川 河南 福建 河北 江苏 江西 广西 湖南 山东 广东
姬菇 河北 四川 湖南 山东 湖北 浙江 江苏 上海 辽宁 广东

鸡腿菇 山东 河南 广东 江苏 河北 福建 四川 浙江 江西 广西
茶薪菇 福建 江西 山东 浙江 广东 湖南 湖北 广西 北京 贵州
草菇 广东 河南 山东 江苏 福建 江西 广西 上海 湖南 浙江

杏鲍菇 山西 浙江 广东 福建 湖南 河北 山东 江西 河南 江苏
银耳 福建 山东 湖南 河北 河南 江苏 四川 湖北 辽宁 山西
滑菇 辽宁 黑龙江 河北 福建 吉林 山东 陕西 山西 湖北 贵州
茯苓 湖南 湖北 广西 河南 浙江 福建 广东 江西 陕西 天津

秀珍菇 福建 浙江 广西 湖南 上海 广东 湖北 山东 江西 河北
白灵菇 山西 河南 河北 天津 山东 浙江 新疆 北京 湖南 广东
小平菇 湖南 浙江 山西 山东 江西 河北 上海 贵州 黑龙江 陕西
猴头菇 黑龙江 福建 广东 山东 浙江 湖南 江西 重庆 吉林 山西
灵芝 广东 山东 浙江 湖南 河南 江西 湖北 吉林 福建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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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4.食用菌出口特征分析

(1)食用菌出口总量分析。近年来我国食用菌

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已成为世界食用菌生产和出

口大国,食用菌产品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农产品中

的重要一员。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食用菌出口

呈现 出 快 速 增 长 的 势 头,出 口 量 从 2002 年 的

326654t增 长 至 2010 年 491 173 t,增 长 了

50.36%。出口金额从2001年的461258千美元增

长 至 2010 年 的 1 752 490 千 美 元,增 长 了

279.94%[2](详见表6)。
从2000—2010年食用菌出口金额的变化情况来

看,出口额除2000年、2002年以及2009年有所下滑

外,其他各年份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由2002年的

468945千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1752490千美元,此
阶段以2010年出口值增幅最大。

总体而言,2000—2010年间我国食用菌出口无

论是总量还是出口金额都有大幅度增长,但此期间,
出口量出现了3次较大的波动,下降幅度较大,一次

是2001—2002年,一次是2006年,另一次是2009
年,前两次波动均与主要进口国实施技术性贸易壁

垒有关,而第3次波动则主要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相比出口量而言,出口金额的波动较小,这表明我国

食用菌产品品质在不断提高,产业抗风险能力也在

逐渐增强。
表6暋2000-2010年我国食用菌出口总量值一览表

年份 出口量/kg 与2000年出口量相比/% 出口金额/千美元 与2000年出口金额相比/%
2000 362441457 — 508288 —

2001 337320939 -6.93 461258 -9.25
2002 326653695 -9.87 468945 -7.74
2003 424171836 17.03 616029 21.20
2004 456013116 25.82 758190 49.17
2005 475052767 31.07 796327 56.67
2006 432178889 19.24 923285 81.65
2007 523270489 44.37 1169499 130.09
2008 539693108 48.90 1203161 136.71
2009 403069772 11.21 1056879 107.93
2010 491173073 33.52 1752490 244.78

暋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0—2010年)。

暋暋(2)食用菌出口地区分析。一直以来,日本、东南

亚、欧盟及北美是我国食用菌的主要输出市场。但受

全球经济危机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2009年以来我

国食用菌罐头出口整体下滑,市场低迷。据海关统

计,2010年我国累计出口各类食用菌罐头32.96万t,

创汇4.6亿美元,相比2009年出口总量与总额分别

增加12%和24%。食用菌罐头的主销市场是欧盟、

美国、俄罗斯、日本、东盟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其
中欧盟是我国食用菌罐头的最大进口地区。小白蘑

菇罐头和其他伞菌属蘑菇罐头的主销市场并不完全

相同,前者以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为主,后者则集中在

日本和东盟。2010年我国小白蘑菇罐头出口数量和

金额分别为26.51万t和3.55亿美元,相比2009年

分别上升15%和44%。此外,其他伞菌属蘑菇罐头

2010年的出口数量和金额相比2009分别上升17%
和31%。从2001—2008年的小白蘑菇罐头主要出口

地区出口量变化情况来看(表7、表8),东北亚、东南

亚、西亚、欧洲、北美、大洋洲年均出口量增长率分别

为 0.05%、12.29%、10.31%、4.04%、17.55%、

4.84%,其中出口北美的增长最为明显,东北亚则出

现先增长后减少的变动态势。

2008年我国大陆干香菇出口(表9),依旧是日

本和中国香港占据着近半数的出口市场份额,分别

占该品种出口总量的32.43%和12.38%,其次为东

南亚、北美、欧洲地区。鲜或冷藏的其他蘑菇主要是

一些稀有品种,这些品种具有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

值,深受欧美等地消费者欢迎,2008年该类食用菌

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荷兰、泰国、日本、马来西

亚、德国、法国7个国家,其中以出口美国最为集中,

占到了该品种出口总量的57.87%和出口总额的

73.71%。而作为第二大出口市场的荷兰,则数量不

及美国的5.00%,金额不及美国的6.00%,反映了

鲜或冷藏的其他蘑菇出口市场的单一化程度比干香

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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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暋2008年我国大陆小白蘑菇罐头主要出口输往地一览表

地区
(总量/kg) 输往地

出口量/
kg

占该品种出口总量
的比重/%

出口金额/
千美元

占该品种出口
总额的比重/%

单价/
(美元/kg)

东北亚
(24945947)

中国香港 4432453 1.32 4799 1.14 1.08
韩国 8572694 2.55 8674 2.05 1.01
日本 11940800 3.55 19372 4.59 1.62

东南亚
(30209629)

马来西亚 19052887 5.66 21504 5.09 1.13
菲律宾 9225532 2.74 10492 2.48 1.14

印度尼西亚 1931210 0.57 2184 0.52 1.13
西亚

(10417635)
黎巴嫩 5259801 1.56 6186 1.46 1.18
阿联酋 5157834 1.53 5813 1.38 1.13

欧洲
(92973834)

德国 22475836 6.68 32473 7.69 1.44
荷兰 16645701 4.95 24130 5.71 1.45
挪威 2015162 0.60 2368 0.56 1.18

罗马尼亚 3001224 0.89 3232 0.77 1.08
瑞典 2747850 0.82 3177 0.75 1.16

爱沙尼亚 4590808 1.36 4673 1.11 1.02
俄罗斯联邦 39025002 11.60 41901 9.92 1.07

捷克 2472251 0.74 2538 0.60 1.03

北美
(80267359)

墨西哥 3358171 1.00 3854 0.91 1.15
加拿大 20697385 6.15 26743 6.33 1.29
美国 56211803 16.71 85442 20.23 1.52

大洋洲
(5541386) 澳大利亚 5541386 1.65 7026 1.66 1.27

合 计 244355790 72.65 316581 74.97 1.26—

暋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8)。
表8暋2001—2008年我国大陆小白蘑菇罐头主要出口地区出口量变化情况

地区
出口量/kg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年均

增长率/%
东北亚 24855010 40398455 33687207 32150989 26415457 28319467 24945947 0.05
东南亚 13422580 21762742 23640566 25002841 18515374 25457339 30209629 12.29
西亚 5242389 7008178 7982944 8470617 7725868 10224016 10417635 10.31
欧洲 70459069 76265198 93430281 101935046 105250004 114784715 92973834 4.04
北美 25875042 42883498 63691258 62154605 49359896 70751300 80267359 17.55

大洋洲 3981651 5434011 4772271 4276351 3997739 4683928 5541386 4.84
合计 143835741 193752082 227204527 233990449 211264338 254220765 244355790 7.86

表9暋2008年我国大陆干香菇出口主要输往地一览表

地区
(总量/kg) 输往地

出口量/
kg

占该品种出口总量
的比重/%

出口金额/
千美元

占该品种出口
总额的比重/%

单价/
(美元/kg)

东北亚
(9360971)

朝鲜 546924 3.38 4593 2.92 8.40
中国香港 2001623 12.38 16755 10.63 8.37

日本 5244074 32.43 53947 34.24 10.29
韩国 1568350 9.70 9762 6.20 6.22

东南亚
(3597662)

马来西亚 841163 5.20 5785 3.67 6.88
新加坡 1100533 6.81 11778 7.48 10.70
泰国 1027934 6.36 11054 7.02 10.75
越南 628032 3.88 9094 5.77 14.48

欧洲
(621897)

德国 168767 1.04 2169 1.38 12.85
意大利 138600 0.86 1345 0.85 9.70
荷兰 314530 1.95 3109 1.97 9.88

北美
(1553239)

加拿大 101371 0.63 984 0.62 9.71
美国 1451868 8.98 17068 10.83 11.76

大洋洲
(107065) 澳大利亚 107065 0.66 1037 0.66 9.69

合 计 15240834 94.25 148480 94.24 ———

暋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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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二、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暋暋1.小规模分散生产经营,影响了食用菌产业竞

争力提升

目前我国食用菌产业基本上还处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阶段,生产单位是家庭,生产方式是手工,消耗

最多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内含最低的是科技,这种千

家万户作坊式的小农生产,分散无序,使得产业抵御

风险的能力较差。以香菇为例,1户菇农的生产规

模一般在5000~10000袋,这种规模只相当发达国

家一户菇农的1/10甚至几十分之一。严重分散的

生产格局导致生产技术不易规范、产品质量难以控

制。同时,在这种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产

业结构,广大菇农只是生产的主体,却无法成为市场

主体,这主要是因为分散的菇农无法直接参与市场

竞争,更无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近些年来,“卖菇难暠
和“增产不增收暠的现象常有发生,在不少地区出现

了菇农增收缓慢,总体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严重挫

伤了广大菇农的生产积极性[3],特别是在一些贫困

地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食用菌产业整体效益提升速率可能放缓,甚至出现

下滑的趋势。

2.食用菌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市场供需矛盾较

为突出

2009年以来,我国食用菌价格同比呈现上涨

态势。其 中 地 栽 秋 耳 价 格 比 2008 年 同 期 高 出

8~10元/kg,地栽香菇(鲜)价格高1~2元/kg。
但是,市场价格区域差异较大、单一市场价格波动

较大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以2010年10月鲜品香

菇市场平均价格为例,在全国范围内以辽宁大连

市金发地市场价格最低,仅为6.5元/kg,江苏凌

家塘和 新 疆 克 拉 玛 依 批 发 市 场 的 价 格 最 高,达

14.5元/kg,最高价为最低价的2.23倍。从同一

批发市场特定食用菌产品短期波动来看,2010年

3季度北京大洋路市场鲜品香菇平均价格最高为

13.5元/kg,最低为8.0元/kg,短期价格波动非常

明显。从价格的变异系数来看,近年来全国典型

的食用菌批发市场价格的变异系数较高,价格波

动较大,供需不稳定性突出。其中,唐山遵化果菜

市场金针菇价格变异达67.76%[4],价格波动幅度

非常明显(见表10)。
表10暋2004-2010年各地批发市场分品种价格的变异系数 %

市场 香菇 平菇 金针菇 双孢蘑菇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 23.59 38.38 33.90 69.75
北京大洋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34.30 39.24 38.33 41.22
广州白云山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18.45 9.44 16.57 ———
唐山遵化果菜市场 27.99 47.67 67.76 16.89
浙江金华农产品批发市场 42.46 ——— 24.11 ———
浙江省绍兴市蔬菜果品批发交易市场 25.95 32.21 22.91 33.24
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中心 33.49 29.61 36.65 32.13
江苏凌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36.94 28.09 19.69 34.01
西安市胡家庙蔬菜批发市场 32.75 ——— 27.09 30.22
陕西汉中皇冠过街楼蔬菜批发市场 33.46 30.68 13.47 ———
武汉白沙洲农产品批发市场 34.03 37.47 34.74 ———
成都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30.40 34.20 32.49 ———
郑州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 20.48 24.44 12.24 34.89

暋暋3.生产方式较为粗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

较为严重

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有效地改善了国民的

膳食结构,发展了农村经济。但是随着食用菌产业

的快速发展,废弃物也随之增多,而这些废弃物的随

意处置,加重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此同时,以木腐

菌为主的生产品种结构,也造成了对森林资源的消

耗,并由此形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灢6]。据测算,每
生产1t椴木香菇约消耗70m3阔叶树,而生产1t
出口菇则需消耗180m3阔叶树。即使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袋料栽培,也需要消耗较大的木材资源。长

此以往,会对森林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在以椴

木栽培方式为主的地区,更是如此,进而影响到食用

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食用菌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制约了我国食

用菌产业化发展进程

近几年随着食用菌生产能力的提高,食用菌市

场空前繁荣,形成了以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为载体,
以农民经纪人、运销商贩、中介组织、加工企业为主

体,以产品集散、现货交易为基本流通模式,以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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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初加工产品为营销客体的基本流通格局[7]。然

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现有的市场流通过程中,
严格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市场行为不太规范,短期

行为较为严重。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到生产主体和

消费者的利益,还会对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缺乏准确、快速覆盖全国的

市场信息网络以及相关的市场预警系统,导致生产

盲目性大,有些地方在尚未知道市场方向和市场空

间的情况下,大量进行生产,甚至把追求数量作为主

要目标,埋下了较大的市场风险隐患。

5.食用菌加工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链条较短

我国食用菌加工以盐渍、烘干、罐头等粗加工为

主要方式,加工链条较短,经济效益较差。虽然近几

年来食用菌加工业有所发展,但规模普遍较小,难以

承担所在地食用菌的加工和销售,辐射效应较弱[8];
此外,生产加工的标准化体系不健全,加工包装混

乱,产品质量较难保证;科技投入不足,科研推广难

以满足生产发展要求。现有食用菌加工企业设备简

单落后,科技含量低,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食

用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暋暋三、政策建议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

首先,政府部门要明确指导思想,从积极稳妥发

展食用菌产业的角度出发,科学论证,统一规划,构
建有序发展的行业管理与指导体系,在建立产业经

营良性利益机制的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各

项服务工作,创设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环境氛围。其

次,要研究出台并落实各种优惠政策。如将食用菌

产业纳入到农业“良种补贴暠和“农机补贴暠范畴;鼓
励有关金融机构,提供给菇农贴息贷款或低息贷款,
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向菇农发放生产补助。最后,
政府应该依据不同食用菌种类的特点,加快制定和

发布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标准,促使标准体系的

不断完善。可以参考绿色产品的质量标准和生产技

术操作规范来制定食用菌产品的相关生产规程。地

方政府可以根据各自特殊情况,发布地方性的生产

和质量标准,尤其是在主要原辅材料和生产环境的

标准上,要加大质量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力度,为食用

菌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9]。

2.不断调整食用菌生产结构,扩大草腐食用菌

生产规模

由于以木材为原料的木腐菌需要消耗大量的阔

叶林等森林资源,因此在利用人工造林方法建设菌

用原料林的同时,还应积极开展食用菌替代原料和

草腐菌品种的研发工作,以减少对林木资源的依赖

与消耗。例如,在替代原料上,可充分挖掘稻草、麦
草、蔗渣、玉米秆(芯)、豆秆、豆壳、花生藤、番薯藤、
油菜秆、茅草及油茶壳、笋壳等农作物的茎秆、藤蔓

等农业秸秆资源;在木腐菌品种上,可发展草菇、鸡
腿菇、姬松茸、蘑菇等以稻草为主要原料的品种,或
杏鲍菇、茶树菇、秀珍菇等以棉籽壳为主要原料的品

种。总之,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各地应依据当地资

源优势,就地或就近取材,发展不同食用菌品种。例

如林木资源确实丰富的地方,可以发展一些传统的

优势品种,如蚕桑区利用桑枝条发展香菇、木耳等;
相反,在农作物秸秆丰富的地区,则应大力发展草腐

菌,从而实现由以香菇为主的品种结构向以草菇、双
孢蘑菇为主的多菌并举的品种结构转变、由以木腐

菌品 种 为 主 向 以 草 腐 等 非 木 腐 菌 品 种 为 主 转

变[9灢10]。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利于实

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土壤的有机

质和营养成分。

3.调整食用菌产业布局,促进食用菌生产的专

业化

食用菌生产虽不像其他农作物一样具有明显的

区域性,但是该产业发展必须依赖于农林生产的下

脚料。因此,应立足资源、气候、环境等比较优势,树
立生态经济理念,按照科学发展原则,根据生态环境

和资源分布,调整食用菌产业布局,促使该产业向优

势生产区域集中,以利于集中相对优势投入,改善生

产基础设施和装备水平,促进优势生产区域率先基

本实现现代化,以增强食用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在优化产业布局的同时,还应重视品种选择,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优势。
例如,在稻草、麦秆、玉米芯、棉籽壳等农作物秸秆皮

壳较为丰富的地区可选种草菇、双孢蘑菇等,这样既

可以提高食用菌产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又可促进

食用菌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同时还可带动

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拓展食用菌生

产领域,延长产业链条。

4.适当控制发展速度,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据有关专家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
国食用菌消费量以每年7%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且

拥有3亿多家庭,每个家庭每天消费0.3kg,年消费

量就达3285万t的潜在市场,发展空间巨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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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有关实际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消费食用

菌鲜品仅7.5kg,只相当于蔬菜消费量的1/50,远
低于专家假设数据[11]。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发展规

模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必须充分注意对现有发

展速度的适度控制。因为食用菌的终端是消费,只
有消费市场与生产发展相匹配,食用菌产业才能稳

步健康发展。因此,一方面需要调查与了解市场信

息,及时了解与掌握产品产量、品种等市场变化,按
照市场需求变化趋势进行品种生产;另一方面,必须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实际情况,逐步有

序地控制发展速度,寻找适度规模。因为,从市场来

看,任何产品并非越多越好,多了必然使价格下降,
导致经济受损。此外,可以通过加强协会或合作组

织发展、建立价格预警系统、市场信息发布平台等措

施,加强市场调查与预测,有效组织生产和调控市

场,以保证价格稳定,确保产业的经济效益。

5.提高加工技术层次,发展精深加工业

食用菌加工产业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农业和

农民增产增收、扩大出口创汇都有重要作用。因此,
首先应加大对加工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力度,具体而

言,应加大食用菌精深技术、储藏保鲜技术、药用功

能因子等系列产品研究开发与投入力度,提高食用

菌企业的加工技术水平,延伸食用菌产业链。其次,
建立食用菌精深加工产业园区,大力引进和培育高

品质冻干产品、干片产品、罐头食品、速冻产品、方便

食品、即食食品和调味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形成食用

菌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再次,政府加大对龙头企业

的扶持,尽快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实力的大公司,使
其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应对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最
后,加大标准化体系建设和完善力度,规范企业加

工、包装、运输中的行为,确保食用菌产品质量,提升

食用菌产品市场竞争力。

6.健全和完善市场流通体系,推进食用菌市场

的繁荣与活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食用菌商品的流通体系是

我国食用菌产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目

前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政府必须加强对食用菌市场

体系建设的统一规划与指导,在市场公益性基础设

施建设、市场主体的培育等方面加大政策和资金投

入力度,为食用菌流通提供信息等社会综合服务,从
而通过积极培育市场流通体系、大力发展食用菌现

代物流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由目前的“分散的小

生产+无序的小流通暠向“小生产+大流通暠、“大生

产+大流通暠转变,进而实现传统农业向市场化农业

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为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要立足于食用菌发展的需要和食用菌市场体系的发

展现状,以传统市场的改造升级和产地优质食用菌

专营批发市场建设为重点,建设高效的食用菌集散

和网络化的市场体系。以培育食用菌龙头企业,发
展食用菌行业协会为重点,壮大产业化的大生产、大
流通的组织规模。以大力发展农村食用菌经纪人队

伍为重点,提高农民营销能力和参与流通领域利润

分配的份额。以创建外地食用菌展销窗口和展览展

销为重点,发展食用菌会展经济,宣传推介优势产

品,提升市场知名度。

7.进一步规范食用菌生产经营方式,切实保护

生态环境

在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任何产

业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

起与环境之间良性互动的内在机制,才能实现本产

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按照“总量控制、合理布

局暠的原则,严格食用菌生产经营准入条件,控制食

用菌生产规模、区域,严格原材料的采伐和管理。加

强食用菌替代材料的开发和利用,有针对性地限制

椴木食用菌生产,不断减少对林木资源的消耗,同
时,要将保护天然阔叶林和规范食用菌生产的目标

管理责任制延伸到基层,实行多级政府联动,层层抓

落实,采取有效措施规范菇农生产[11]。林业、农业、
工商执法部门加强协作,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破坏

阔叶林资源、违法生产经营菌种菌棒的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

8.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改进,注重资源的集约

开发与可持续利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暠。降低现有资源消

耗、培育新型原料资源,是我国食用菌健康发展的必

由之路。为此,首先,提高当前食用菌栽培过程中林

木与农作物秸秆等原料的利用效率,以降低耗材量、
提高食用菌的生物转化率;其次,对食用菌栽培后产

生的废弃物再分解与再利用进行研究,推进食用菌

产业向 “清 洁 生 产暠方 式 转 变,减 少 生 态 环 境 污

染[12];第三,加强对现有森林资源的保护,以“造用

结合,动态平衡暠为原则,建立确保资源增长的总量

调控机制,严格按照新增林木保有量审批用材指标,
以真正实现造林与用林挂钩和森林生态社会功能的

不断提高,为木腐食用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

原料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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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DelevopChina暞sEdibleFungiIndustryinaHealthyWay

ZHANGJun灢biao1,2,LIBo1,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2.IndustrialEconomyResearchLaboratoryofNational
EdibleFungiIndustrialSystem,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ispaperanalyzesthecharacteristicsofChina暞sediblefungiindustrialdevelopment,

accuratelygraspstheoutstandingproblemsintheprocessofediblefungidevelopmentandsetsupthe
basicwaystohealthilydevelopsuchindustry,whichhasbothimportanttheoreticalandpracticalmean灢
inginworkingouttheproblemsofediblefungi暞sfastdevelopment.Therefore,thispapermakesade灢
scriptiveanalysison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China暞sediblefungiindustrialdevelopment.Theresult
showsthatfirstlythetotaloutputofediblefungiincreasesrapidlyfromlessthat60000tonsin1978to
over22milliontonsin2010.Secondly,thereareagreatvarietyofediblefungi,amongwhichcapfun灢
gus,mushroom,Agaricusbisporus,edibletreefungusandAsparagusarebulkvarieties.Thirdly,big
industrialProvincesareincreasinglyemerging,amongwhichtheoutputandvalueofoutputofedible
fungiinShangdongProvince,HenanProvince,FujianProvinceandJiangsuProvincehavealwaysbeen
intheforefrontinthewholecountry.Fourthly,exportofediblefungisometimesfluctuatesbutitisgen灢
erallyontherise.Japan,SoutheastAsia,EUandNorthAmericaarethemainexportingmarketsofChi灢
na暞sediblefungi.Consequently,thispaperanalyzesproblemsinindustrialdevelopmentofChina暞sedi灢
blefungi,theseproblemsincludelowerscalization,volatilepriceinthemarket,extensiveproductive
method,imperfectmarketcirculatingsystemandquiteslowprocessingindustry.Finally,thispaper
putsforwardseveralpolicysuggestionsonhowtopromotethehealthydevelopmentofChina暞sedible
fungiindustry.

Keywords暋ediblefungi;industrialdevelopment;scalization;marketcirculationsystem;policy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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