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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为食用菌生产和消费大国

“小菌菇”成富民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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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育 壮 大 食 用 菌 产 业培 育 壮 大 食 用 菌 产 业

食 用 菌 这 一“ 土 特

产 ”在 带 动 当 地 经 济 发

展 、农 民 增 收 方 面 发 挥

了怎样的作用？

我国食用菌产业经历了怎

样的发展历程？

我国食用菌产区遍布各省，从山

区到平原均有食用菌生产，各地是如

何打好特色牌的？

高茂林（中国食用菌协会会长）：我国食

用菌资源丰富，有几千年的采摘、食用和生产

历史。食用菌产业依靠专业化工厂或者小规

模家庭作坊完成生产，通过上下游紧密合作

实现生产与供给。食用菌生产可以变废为

宝，以玉米芯、稻麦秸秆、棉籽壳、木屑等为主

要原料，可利用荒地、林下或工厂化栽培，不

需要大量占用农田，充分体现了农业绿色低

碳发展，是一个朝阳产业，成为大健康产业发

展的新引擎，发展前景广阔。

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以市

场为导向，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持续推动食用

菌产业健康发展。一方面，加大对食用菌科

技创新和生产方式改造的支持，以适应各地

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推动产业发展升级。

另一方面，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扩大生产规

模，重视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实现产业发展

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坚持绿色生产，保障食用

菌产品安全和质量。近 30 年来，我国食用菌

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92 年至 2002 年是发展壮大阶段。这

一阶段以政府引导为主，注重食用菌产业的

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积极引导产业加快发

展。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指出，

开发、利用农村劳动力、土地和各种资源，增

加农产品的有效供应，满足人民生活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2000 年首次通过立法形

式明确，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

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执行。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

的政策出台和实施，对食用菌产业发展起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

2003 年以后进入规范发展阶段。这一

阶段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各地从数量扩张向

质量效益提升转变，除加大对食用菌生产、加

工和销售环节的支持外，更加注重标准化、规

模化和特色化发展。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各地要立足资源优势，选择具有地域

特色和市场前景的品种作为开发重点，尽快

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2006 年中央一

号文件强调“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积

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在

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国食用菌产业规

模迅速扩大，2009 年全国总产量超 2000 万

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效益较低、质

量不稳定等问题。为加强监管和规范，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陆续出台，《食用菌菌种管理

办法》《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对食用菌

育种和生产规范化作出规定，保障了食用菌

产业健康规范发展。

2016 年 至 今 是 规 模 和 效 益 双 提 升 阶

段。这一阶段更加注重提高农业创新力、竞

争力，加快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涌现

了一大批龙头企业，科研力量显著增强。

2016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强 调 “ 树 立 大 食 物

观”，并把其作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

布局的重要内容。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

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

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

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

径开发食物资源”。行业注重科技创新和可

持续发展，致力于推进产业提质增效、提高

产业核心竞争力，食用菌种植技术进一步优

化升级。2019 年、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

强调创新驱动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推广绿

色有机种植技术等手段，食用菌品质和附加

值明显提升，企业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扩大，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快，食

用菌产业持续发展壮大。2023 年中央一号

文件指出，“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

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

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壮大食用

菌和藻类产业”，为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提

供了政策支持。

食用菌产业从小到大，我国已成为食用

菌生产、消费大国，2021 年食用菌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 75%以上。我国食用菌种质资源

丰富，常规栽培种类有 70至 80种，如香菇、黑

木耳、平菇、双孢蘑菇、金针菇、杏鲍菇和毛木

耳等。2010 年至 2021 年，食用菌总产量由

2201.16 万 吨 增 至 4133.96 万 吨 ，增 幅 约

87.81%，总产值由 1413.22亿元增至 3475.63亿

元，增幅约 145.94%。食用菌产区遍布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从山区到平原均有食用菌

生产，各地根据气候及资源因素，产业发展各

具特色。2021 年河南省、福建省、河北省食

用 菌 总 产 量 位 列 全 国 前 三 ，占 比 分 别 为

13.94%、11.56%、8.02%。从出口来看，2021 年

各 类 食 用 菌 产 品 出 口 65.19 万 吨

（干 鲜 混 计）、创 汇 28.67 亿 美

元，同比分别增加 1%、5%，出

口量超 10 万吨的品种

为 蘑 菇 菌 丝 、小 白

蘑 菇（ 洋 蘑 菇 ）

罐头。

时下，人们更注

重 健 康 饮 食 的 追

求。我国食用菌产业

将朝着规模化、科技化

和标准化方向发展，在

国内外市场上构筑起自

身的竞争优势。

何可（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
主任、博士生导师）：我国是食用菌生产、消费大国，

有丰富的菌类资源和悠久的栽培历史。中国食用

菌协会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21 年，我国食用菌总

产量、总产值、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分别达 4133.96

万吨、3475.63 亿元和 65.19 万吨。从品种结构看，香

菇、黑木耳、杏鲍菇、羊肚菌等是主要的生产品种。

各食用菌主产区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打

造各具特色的产业差异化发展路径，不仅提升了食

用菌产品质量和竞争力，还增添了地方特色和文化

内涵，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湖北随州是我国重要的香菇产地，被誉为“中

国香菇之乡”。该市大力推动香菇产业发展，在品

牌建设方面，“随州香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认证，被列入全国首批优质农产品目录，并入

选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法律保护和品牌

建设，提升了产品的认可度、知名度和信誉度，影响

力指数位居食用菌之首。通过举办香菇产业博览

会等方式，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彰显。在品

种创新方面，该市积极推进香菇产品精深开发，实

现差异化发展，培育了神农生态、三友、裕国菇业等

一批知名品牌企业，产品涵盖香菇酱、罐头、酱油、

饮料等，提高了农产品增值效益。在市场拓展方

面，香菇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相关产品远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达 300 亿元。

黑龙江东宁是我国重要的黑木耳产地，依托得

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已

建成全国最大的黑木耳生产基地和交易市场，被誉

为“中国黑木耳第一县”“全国特色产业百佳县”。东

宁黑木耳产业发展具有四大优势。一是规模比较优

势。东宁有规模 200 亩以上的黑木耳生产园区 39

个，现有木屑经销商 40 家、菌用物资经销商店 41 家、

相关合作社 89 家、相关企业 116 家。二是科技创新

优势。东宁目前有黑木耳研发机构 6家，黑木耳产业

科技型企业 5 家，从事科研和技术指导的人才 500 人

左右。三是品牌价值优势。“东宁黑木耳”成功通过

国家级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2022 年以 181.9 亿元

品牌价值蝉联全国地标产品食用菌类第一名。四

是营销渠道优势。绥阳镇有全国最大的黑木耳交

易集散地，截至 2021 年，共有经营商户 593 户，实现

交易额 58 亿元。东宁黑木耳通过电商平台以及直

播等方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年交

易量3000多吨，交易额2.3亿元。

河 南 清 丰 是 我 国 重 要 的 杏 鲍 菇 产

地，基于“党建+食用菌+扶贫”的思路，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一是以

党建为引领，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

该县把杏鲍菇等食用菌产业纳入党建工作

内容，建立食用菌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出台

一系列优惠政策，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二是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品牌

建设和质量管理。该县积极推进“三品一

标”，注册了“清丰菌菇”系列品牌。同时，建

立了食用菌营销平台，积极对接大中城市农

产品批发市场，通过网络平台及时提供并

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实行产品统一管理、统

一销售。三是以科技为支撑，加强技术培

训和创新推广。该县建有国家食用菌加

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并建立了食用菌

专家大院，与多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

联合研发新技术，提高杏鲍菇质量和

产量。四是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农

户与企业、基地、合作社等多方合作

共赢。该县鼓励农户与当地龙头企

业、示范基地、专业合作社等形成利益

联结机制，实现了订单种植、统一采购、

统一销售的“一条龙”服务，既降低了农户

生产成本和风险，又增加了其收入和参与度。

四川甘孜是我国重要的羊肚菌产地，近

年来依托当地资源和文化优势，着力打造

品牌形象，推动羊肚菌产业可持续发展。

该州采用独特的“三端结合”发展模式，

为羊肚菌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在研

发端，通过加强与省级科研院校合作，紧

扣羊肚菌栽培管理、产品储存运输等关键环

节，开展羊肚菌种植、加工等实用技术培训。

二是在生产端，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带头示范作

用，创新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支部+合作

社+公司+农户”模式，打造产业化联合

体，实现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三是在销售端，成立羊肚菌协会，打造

特色品牌，羊肚菌获国家有机食品认

证。同时，依托县、乡、村三级电商服

务体系搭建销售平台，打通“线上+线

下”多条销售渠道，仅泸定县 2021 年

就通过线上销售羊肚菌达 6200

斤，实现销售额 72万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

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

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

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同时

提出培育壮大食用菌产业。大力发

展食用菌产业，通过生物科技实现

“向微生物要蛋白”将成为蛋白替代

策略中技术最可行、前景最广阔的

路径选择。

食用菌具有“不与人争粮，不与

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

等特征，特别是食用菌的生长不依

赖土壤，更多利用耕地之外的土地

作为其生产活动场所，这对有效缓

解我国耕地资源供需矛盾意义重

大。食用菌是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

源，食用菌（干品）蛋白质含量可达

19%至 42%，与猪牛羊肉等畜禽产品

相当。食用菌蛋白质发展潜力巨

大，在农业、化工、医药、食品加工等

多个领域皆有应用。据估算，若将

每年四分之一的秸秆和林木生物质

资源用于生产食用菌，可获取蛋白

质约 3150 万吨，相当于 6 亿亩农田

种植大豆所生产的蛋白质。

我国是食用菌生产、消费大国，

2021 年食用菌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的 75% 以 上 ，但 还 不 是 食 用 菌 强

国。受气候变化、市场波动、国际局

势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食用菌产

业在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仍然面临产业布局有待优化、标

准体系尚不健全、精深加工能力不

强、科技人才供给不足等难题，需采

取有力措施提升食用菌产业竞

争力。

一是做好产业发展

规划，着力培育地方特

色品种。在食用菌产业优势突出

的地区，分区、分类建设食用菌

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基地，改善

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完善

生 产 工 艺 和 生 产 标 准 体

系 ，提 高 食 用 菌 生 产 标

准化、智能化水平和专

业化生产供应能力，引导

产业发展资源要素向优势

产区聚集。在食用菌产业优

势不足的地区，建议重新规划

主导产业，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立

足地方资源禀赋，建设适应区域特

征的菌种培育和供应基地，依托关

联产业发展，培育和推广一批兼具

区域特色与市场优势的品种。

二是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生产，

强化品牌建设。将标准化生产作为

统一质量、建设品牌的前提，按照

“有标提标、无标建标、按标生产”原

则推动食用菌生产全过程标准化，

同时鼓励“企业+基地+菇农”等产

业发展模式，推进产供销一体化，实

现高产、高效、优质、低耗。支持有

条件的生产基地适时加快数字化转

型，对食用菌从产到销全流程进行

数字化管理，通过数据流引领物资

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构建产

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

生态体系。做大做强区域公共品

牌，培育“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

地理标志）品牌，加大线上线下宣传

推广力度，推动食用菌产业品牌化

发展。

三是开发多样化精深加工技

术，开辟产业新赛道。创新集成食

用菌药用原料成分提取、休闲食品

加工、安全防腐保鲜等精深加工技

术，开发多样化功能食品、健康食

品、休闲食品，以产品创新服务消费

升级。开展基础研究，提升食用菌

功效成分在免疫调节、抗肿瘤、改善

肠道菌群、健康养生等方面的生物

活性，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拓

宽衍生产品应用领域，开发饲料产

品及宠物保健食品、应用菌丝制作

新型生物材料等，推动产业链延伸

和价值链提升。

四是健全科技人才服务产业机

制，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优化科技

成果转化机制，鼓励科研机构与食用菌企业交

流合作，从政策、资金等方面促进科技成果产

品化应用、商业化推广，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多

方发力解决研发经费不足问题。在更多涉农

高校设置相关专业，搭建完整的食用菌科学与

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同时进一步发挥职业学校

基础作用，培育更多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

才。引导社会力量建立相应的示范平台，整合

存量平台资源，在食用菌领域加快形成科技创

新平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作者系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
济研究室主任）

冯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
菌研究所副研究员）：2017 年中央

一号文件将食用菌产业列为“优势

特色产业”之一，2023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培育壮大食用菌和藻类产

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积

极响应，推出相关政策举措，为食用

菌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

食用菌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全

国食用菌总产量 4133.96 万吨（鲜品），

产值达 3475.63 亿元。我国食用菌常规

栽培种类有 70种至 80种，具有一定生产

规模的近 30 种。其中，香菇、黑木耳、平

菇、双孢蘑菇、金针菇、杏鲍菇和毛木耳等

主要品种的种植规模均实现不同程度增

长，食用菌产业显示出强劲发展势头。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

了丰富的营养食品，也成为很多地区特色

的优势产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和社

会效益。

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通过食用菌种

植和加工，有效利用农田剩余面积和农业

废弃物，可以帮助农民实现资源的高效利

用，进而促进农业增效升级。以吉林省为

例，该省利用农作物副产品如玉米芯、稻草

等作为培养基质，发展木耳、香菇等多种食

用菌。同时，菌渣加工成有机肥料，减少化

肥和农药的使用，提高了土地可持续生产

力。这不仅减少了农业废弃物的堆积，还拓

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数据显示，2021年

全省食用菌产量231.12万吨，产值181.52亿

元，其中黑木耳占比较高。2022年，全省栽

培黑木耳 26.3 亿袋、产量 117 万吨，均居全

国第二位，黑木耳全产业链产值 215 亿元，

小木耳日益成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农村

经济增长，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

了农民生活水平。以湖北省为例，该省香

菇产区多集中在山区，农民可以利用当地

农作物副产品作为培养基质，开展家庭种

植。这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为农村剩

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数据显示，湖

北省随州市香菇产业从业人员超过 30 万

人，年种植香菇规模超 3 亿袋，是湖北省

重点产业集群之一。此外，一些农民还通

过食用菌产业实现创业，带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

食用菌产业是高附加值的产业，由于

食用菌价格相对较高，相比传统农作物，

种植食用菌对农民增收起到了较大拉动

作用。以河南省为例，近年来该省食用菌

产业发展迅速。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数

据显示，2021 年河南食用菌产量 576.13 万

吨、产值 410.38 亿元，均较 2012 年实现翻

番。与此同时，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以平菇为例，每吨平菇可产生约 10 万元

收益，高于小麦、玉米等传统农作物。除

了产量增加带来收益，食用菌产业还提供

了许多就业机会，例如菌种生产、蘑菇采

摘和加工等，为农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

源。如今，食用菌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的重要渠道之一。

随着科技进步，食用菌产业不断引进

新技术，提高产量和质量，进一步增加农

民收入。以云南省为例，近年来该省对食

用菌产业的科技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云

南汇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昆明市盘龙

区阿子营街道牧羊村打造了 700 余亩特

色食用菌种植技术示范种植区，在生物科

技创新中心建立了水土检测实验室、菌种

原种研发中心、食用菌资源科普展示中

心，为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种植示范、技术

展示、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产业服务奠定

了基础。科技赋能食用菌产业，成为农户

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未来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建议从以

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加强政策支持。加

大对食用菌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适

当的资金和政策优惠，推动产业可持续发

展。可考虑给予食用菌种植户一定的补

贴或奖励，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二是强化

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在食用菌生产中的

技能和素质，是促进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关

键。可考虑通过开设培训班、现场指导等

方式，帮助农民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

理方法。三是创新经营模式。积极探索

新的经营模式，促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

级。可考虑引入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和技

术，推动食用菌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