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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报告 //

一、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量及产值情况

1、中国产量及产值情况

据中国食用菌协会会对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宁夏、青海、海

南和港澳台等省区）的统计调查，2020年全国食用菌总产量 4061.43万吨（鲜品计），

约占世界食用菌总产量的85%，比2019年增长3.2%；2020年总产值3465.65亿元，

比 2019 年增长 10%。

图 1  2004-2020 年中国食用菌产量产值情况（单位：万吨、亿元）

2020年，产量在300万吨以上的有河南省（561.85万吨）、福建省（452.5万吨）、

山东省（332.53 万吨）、黑龙江省（331.77 万吨）、河北省（326.57 万吨）5 个省。

产值超过 200 亿元的有河南省（401.63 亿元）、云南省（281.26 亿元）、河北省

（244.97 亿元）、福建省（229.12 亿元）、四川省（226.10 亿元）、山东省（204.7

亿元）、黑龙江省（202.63亿元）7个省份。香菇（1188.21万吨）、黑木耳（706.43

万吨 )、平菇（682.96 万吨）、金针菇（227.91 万吨）、杏鲍菇（213.47 万吨）、

双孢蘑菇（202.21 万吨）、毛木耳（189.19 万吨）依然是中国产量前七的种类，

7 种食用菌产量合计占总产量的 83.97%。2020 年度全国各类食用菌产品年出口量

为 64.72 万吨、创汇 27.28 亿美元，同比分别减少 5%、25%。

图 2  中国食用菌主产区产量（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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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食用菌产值超过 200 亿元省份（单位：亿元）

图 4  2007-2020 年七种大宗食用菌产业变化

图 5  2004-2020 年中国食用菌出口创汇情况（单位：万吨、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食用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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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南省产量及产值情况

食用菌是云南优势农业产业，野生食用菌适生面积、产量、产值均居全国第

1 位。在 2020 年云南省政府出台《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云

政办函〔2020〕97 号），为云南食用菌产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确定了新目标。

据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办公室统计，2021 年，全省食用菌总产量 85.14 万吨，总产

值 324.93 亿元，其中野生食用菌产量 28.04 万吨，产值 211.13 亿元；栽培食用菌

产量 57.1 万吨，农业产值 113.8 亿元，总产量和总产值同比去年分别增长 14% 和

15.53%。

图 6  2019-2021 年云南省各州市食用菌产量情况（单位：吨）

图 7  2019-2021 年云南省各州市食用菌产值情况（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升级发展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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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产业发展报告—（2021 年度）

（二）主要品种及区划布局

1、中国食用菌栽培品种情况

2020 年全国大面积食用菌种植有 20 多个品种，其中，产量增长的有 22 个品

种，羊肚菌 89.22%、秀珍菇 52.22%、松茸 50.02%、大球盖菇 40.67%、真姬菇

38.74%、灰树花 28.18%、茯苓 / 猪苓 26.56%、牛肝菌 24.52%、猴头菇 21.16%、

其他菇 18.43%、毛木耳 12.39%、滑菇 11.66%、红椎菌 9.52%、天麻 9.33%、香

菇 6.48%、草菇 5.30%、杏鲍菇 4.93%、竹荪 4.59%、银耳 2.69%、灵芝 2.25%、

黑木耳 0.66%、北虫草 0.10% 。2020 年产量减少的有 9 个品种，平菇 -0.51%、茶

薪菇-0.55%、白灵菇-6.98%、姬松茸-9.12%、鸡腿菇-10.00%、榆黄菇-10.82%、

金针菇 -11.99%、双孢蘑菇 -12.60%、金福菇 -91.78%。（数据来源：中国食用

菌协会）

2、云南省食用菌栽培品种情况

云南省坚持野生食用菌稳保育面积、抓质量，栽培食用菌增面积、抓特色。

2021 年云南省野生食用菌产量 28.04 万吨，产值 211.13 亿元；栽培食用菌产量

57.1 万吨，农业产值 113.8 亿元，形成了一批产量超过 1 万吨的生产县，其中陆

良县超过了 10 万吨。全省以野生食用菌为主，占总产值近六成，主要有松茸、

牛肝菌、松露、鸡油菌、干巴菌、鸡枞、青头菌、红菇、奶浆菌等 10 余个品种。

栽培食用菌主要有木耳、香菇、平菇、姬松茸、羊肚菌、天麻、大球盖菇、金耳、

白参、黑皮鸡枞、暗褐网柄牛肝菌等。

3、食用菌出口创汇情况

中国出口创汇。根据海关统计出口数据显示，2020 年度全国各类食用菌产品

出口量为 64.72 万吨、创汇 27.28 亿美元，同比分别减 5%、25%。

云南出口创汇。云南省出口单品主要以牛肝菌、松茸、块菌（松露）等为主，

产品远销欧美、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栽培食用菌方面，产量较大的种类有

香菇、平菇、黑木耳、天麻、姬松茸等。2020 年云南食用菌出口量与出口额波动

明显，据昆明海关提供数据，全省出口 1.61 万吨，出口值 1.3 亿美元，出口全球

32 个国家（见图 8）。出口种类主要有鲜或冷藏的松茸、鲜或冷藏的块菌、鲜或

冷藏的香菇、鲜或冷藏的金针菇、其他鲜或冷藏的蘑菇、冷冻牛肝菌、盐水的其

他伞菌属蘑菇、盐水其他蘑菇及块菌、干香菇、干牛肝菌、干羊肚菌、未列名干

蘑菇及块菌、其他蘑菇罐头等。出口创汇较高的是松茸（0.06 万吨，0.32 亿美元，

主要出口日本和韩国等）、牛肝菌（0.6万吨，0.38亿美元，主要出口意大利、德国、

法国等）和块菌（0.13 万吨，0.14 亿美元，主要出口香港、日本、意大利、德国、

法国等）。栽培食用菌出口的有香菇（0.07 万吨，0.02 亿美元，主要出口国马来

西亚、越南、泰国和香港等）和金针菇（0.36万吨，0.03亿美元，主要出口国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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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马来西亚等）。

 图 8  2015-2020 年云南省食用菌出口总量和创汇额（单位：吨、万美元）

（三）市场经营主体情况

云南省食用菌交易逐步集中，在昆明市内，云南木水花野生食用菌交易市场

2020 年交易额约 72.6 亿元，昆明北苑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2020 年食用菌交易额

约 20 亿元、关上蔬菜批发市场食用菌年交易额约 20 亿元、王旗营蔬菜批发市场

食用菌年交易额约 10 亿元、骏骐批发市场食用菌年交易额约 20 亿元，昆明市已

形成规模超百亿级的食用菌交易市场体系。全省食用菌年产值超 1 亿元的县达 38

个，从事食用菌生产加工的企业（合作社）约1300家，有农民专业合作社800多家。

年产值 2000 ～ 5000 万元的企业约 40 家，产值在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企

业约 40 家，年产值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10 多家。

（四）绿色发展成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云南多样性资源独特

优势，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的重大决策部署。云南

省食用菌绿色发展模式通过主推优良菌种栽培应用技术、栽培营养配方优化提升

技术、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高效节水技术、部分品种工厂化栽培技术、现代

智能技术等，实现了食用菌产量提高、品质提升、效益增加等绿色发展初步发展，

同时通过食用菌品牌建设，野生食用菌知名度，价值不断提升，栽培食用菌通过

产量及质量并线，效益不断提升，各州（市）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在品牌方面，

云南省食用菌“三品一标”建设不断提升，全省食用菌获认证的有机产品 2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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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8 个，地理标志产品 2 个。

（五）加工增值成效

云南省食用菌加工研发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起步晚，云南省从事食用菌产业

的企业虽有 600 多户，但普遍以鲜品、干品和速冻品等初加工产品销售为主，食

用菌深加工企业少导致食用菌罐头、功能型保健品等少，实力相对较弱，精深加

工技术及产品开发滞后，精深加工规模小，产业附加值较低，产业链短，严重制

约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按照初级加工品产值是原料的 3 ～ 4 倍，精深加工健

康类、美容类产品是原材料的 10 倍以上，云南食用菌产业潜在的市场潜力巨大，

但加工值还未能充分发挥。相比于发达国家食用菌加工率约 75%，中国约 6%，

以灵芝、香菇酱系列产品为主，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云南食用菌产业基本以产

地卖原料为主，有部分通过分拣分级增加效益，但是依靠精深加工提质增效则少

之又少，云南食用菌产业要针对产品附加值低的短板弱项，加大食用菌产品提质

增效研发。

（六）科技创新支撑

目前，云南省已建成的国家和省级食用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工程技术

中心、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真菌多样性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将以

“十四五”食用菌产业发展契机，打造以昆明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食用菌科技支

撑平台。

（七）市场开拓成效

在目前，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和气候等自然灾害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云南省

食用菌产业管理部门、研究院所及生产经营主体等，及时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在

整体思路上，坚持把统筹工作与产业提质增效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实施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借网络“云会”造势，借势发展，整体上食用菌产业市场开

拓工作成效凸显。

（八）三产融合情况

深化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根本

目的。食用菌作为近年来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食用菌

产业已成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区域产业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食用菌作为高原

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山区、林区等区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致富重要途径，是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重要产业支柱之一。云南省各州（市）

通过承办野生食用菌交易会等增加交易量，增加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了野生食用

菌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水平，同时加快构建野生食用菌保育促繁、仿生栽培、交

易集散、精深加工、餐饮美食、科普展示、菌文旅游等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为

打造“绿色食品牌”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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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要政策、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在 2020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的《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云政办函〔2020〕97 号）的指导下，云南省食用菌主管部门及各州（市）积极响应，

按照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及各州（市）依据食用菌发展基础、产业优势及实际情况，

纷纷出台实施方案或意见。

省级层面。云南省供销合作社 云南省财政厅联合出台了《云南省加快食用菌

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政策资金扶持申报指南》（云供发〔2021〕10 号），组织全省

在食用菌产业投资建设、制定实施食用菌新标准、食用菌新品种审定及推广、食

用菌“三品一标”产品质量认证等为扶持范围，助力打造世界一流“云菌绿色食

品牌”。同时，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出台了《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到 2025 年，全省食用菌总产量 180 万吨，年

均增长率达 10% 以上，总产值 500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0% 以上，综合产值达

1200 亿元以上。州（市）层面。部分州（市）出台食用菌实施意见或方案，截止

目前，玉溪、曲靖、红河、临沧、大理、楚雄等 6 个州（市）政府已出台贯彻落

实文件。昆明、玉溪等出台了本地区的“十四五”时期的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未来 5 年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目标、布局、方向和保障措施。

（十）联农带农富农效果

围绕全省各地食用菌发展的关键技术需求，建立帮扶带动机制，把发展食用

菌产业与推进易地安置、稳定就业、稳定脱贫帮扶相结合，开展全产业链服务。

依托科技特派人员及专家服务团队等，帮扶完善地区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路

径，搭建了特色食用菌产品的市场对接平台，创建了科技成果示范基地，集成推

广优良菌种示范应用，培养食用菌产业科技带头人，助力贫困地区打造特色食用

菌产业，推动贫困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加农户收入，拓展农村集体

经济来源，食用菌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增长极。

二、野生菌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一）全省趋势分析

一是产业发展将由数量增长向效益提升转变。未来五年云南省食用菌产业栽

培规模将不断增加，产业发展重心将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二是政策支持

由广泛覆盖向优势区域或产品集中。目前，云南省食用菌生产布局状况的变化不

但会影响食用菌的供给总量，而且对食用菌市场价格稳定和食用菌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产生深远影。三是食用菌品种多样性将大幅增加。在大健康及大食物观的背

景下，消费多样性需求不断增加，高值、营养及安全多样产品将被大量需求。四

是保育促繁及栽培食用菌规模将增加。在省“十四五”食用菌产业规划中，布局

了保育促繁技术应用及基地建设，同时布局了栽培食用菌栽培品种，将促进野生



—  98  —

食用菌保育促繁及栽培食用菌规模增加。五是产业经营主体更加趋向本土化发展。

菌种供给是产业的“芯片”，从长远看，云南要将品种选育、扩繁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才能保持产业优势，因此，云南省培育“本土化”的食用菌经营主体是

未来主攻方向，培育一批本土化的科技人员、菇农、企业、合作社成为产业发展

的主力军，让食用菌助力乡村振兴，真正成为富农增收的产业。

（二）国际国内发展态势分析

上个世纪 30 年代到本世纪 80 年代食用菌产业重点主要在欧美发达国家，双

孢蘑菇等为主要品种，此后逐渐向亚洲转移。如，韩国食用菌主要工厂化栽培品

种为金针菇、平菇、杏鲍菇，其他香菇、真姬菇、杨树菇、桑黄、灵芝、猴头菇、

榆黄蘑、茶薪菇等也有种植。在生产模式上，韩国食用菌栽培品种远远少于中国，

但产业机械化、现代化、集约化水平很高，基本上为工业化设施生产，栽培场所

以远程控制的智能菇房为主。在日本食用菌工厂化栽培大多采用瓶栽，生产环节

高度工厂化，生产效率高，主要栽培品种有金针菇、平菇、灰树花、蟹味菇、杏

鲍菇、猴头菇、木耳、灵芝、双孢菇和滑菇，其中，金针菇、灰树花、蟹味菇、

滑菇和杏鲍菇这五大品种在日本几乎全是工厂化栽培模式，经济效益显著。

国内食用菌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增加，且呈现周年有菇，市场

供应稳定，食用菌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外市场

对食用菌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我国食用菌发展已经到了由数量向质

量转变，主要表现以下方面趋势：一是生产方式的组织化、规模化、规范化、标

准化及专业化；二是品种结构更加完善，木腐食用菌草腐化栽培；三是南菇北移、

北耳南扩，全国食用菌普遍增加；五是多种生产方式并存，高投入推进了食用菌

现代化发展进程；六是在大健康背景下，高附加值功能性产品不断增加，产业链

不断延长；七是产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产业健康发展；八是市场需求增加，但

近年因疫情等因素，国内及国际交易存在一定的影响。

（三）产业面临的问题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以及各级单位主体的共同努力下，食用菌在产业扶持政

策、产量及产值、野生食用菌保育促繁、栽培驯化、经营主体及标准品牌建设等

方面明显提升，但对标食用菌产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要求，云南食用菌产

业在产业重视度、产业扶持顶层设计、自主知识产权、提质增效、品牌建设、科

技创新等方面的短板仍然明显，支撑食用菌高质量发展基础仍需加强，产业面临

问题主要为：一是产业规划不断完善，但专项申报门槛较高；二是资源利用不足，

自主知识产权菌种少；三是精深加工规模小，附加值低；四是品牌建设滞后，缺

乏“云菌”公用品牌的整体打造，没有形成公用 + 企业 + 产品的品牌体系；五是

科技创新不足，发展动力不够；六是缺乏先进专业化及标准化交易市场；七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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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国家标准与野生食用菌不匹配问题突出。

三、对策建议

（一）对策建议一——强化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理顺管理体制。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发展食用菌产业对

乡村振兴，促进打造“绿色食品牌”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领导，理顺食用菌产

业工作领导机制，成立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有关部

门为成员的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把食用菌产业发展列入议事日程，专题研究，专

门部署，同时向产业发展迅速的省份学习，结合各地实际，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出台促进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有关部门要对野生食用菌保育、新品

种选育、新技术开发、龙头企业培育、品牌建设、特色餐饮给予重点支持。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产业中长期规划。依据食用菌产业发展基础及产业

特点，产业需要乘势而上，在空间、品种、市场、重大科研研发、平台建设、人

才队伍打造及产业服务等全产业链上准确定位、系统协调地锚定发展蓝图，做好、

实施好“十四五”期间及更长远目标规划。

（二）对策建议二——加大政策扶持及增加投入

一是加大食用菌产业政策扶持。深刻认识发挥云南资源禀赋对食用菌产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快发展云南食用菌产业对我省打造“绿色食品牌”、发展“一

县一业”“一村一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加强

对食用菌产业的政策扶持，提高产业现代发展能力，升级发展“食用菌 +”，推

动产业与特色小镇、旅游、医疗保健、大健康等融合，拓展产业空间，实现更高

价值。

（三）对策建议三——加强“云菌”科技支撑

一是加强食用菌关键技术研发，加强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及利用，提升野生

食用菌保育促繁技术推广应用，稳定或增加野生食用菌的自然产量。加快驯化或

选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云南推广栽培的优质菌种，提高栽培食用菌的

市场占有率。提升食用菌的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延长货架期，保质保价。加强

质量快速检验检测技术研究及应用。

二是加快食用菌精深加工及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以升级关键、核心技术为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鼓励研发投入的政策

体系。落实好国家对“三农”信贷的货币、财税、监管正向激励政策，优化精准

奖补措施。各州（市）及主产县建议设立食用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食用菌

产业与脱贫攻坚的互动发展，支持培育和发展区域产业优势。发挥财政投入的撬

动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多维度、定制式金融产品，强化金融对“云菌”产业

发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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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展食用菌精深加工及高效利用技术研发，开展食用菌营养风味保持、

非热加工、新型杀菌、副产物高值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提升食用菌采后保鲜

品质，促进传统加工产品工艺优化及提质增效。通过物流保鲜体系建设，建设

高度智能化的冷链配送体系，并开展从采集、运输到储藏的全程保鲜核心技术

研究应用，配套适宜物流运输模式，延长保鲜期，降低物流损耗。开展食用菌

产品研发，推动食用菌从农产品向高值化和多元化加工转变，促进食用菌向大

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三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用好和培养一批能够显著推动全省食用菌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人才团队，建设食用菌产业高端科技智库，形成产业人才支撑体系，激

发创新活力。引进国内外食用菌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物 ，壮大产业创新团队。每

年对县、乡、村干部的食用菌管理技术培训，每年支持企业选派人员到科研院所

和高等院校进修和培训，培养一批技术技能型人才，每年培训从业农民。在大专

院校、职业技校设食用菌专业，每年培育食用菌相关人才，为产业发展进行人才

储备。

（四）对策建议四——构建“云菌”品牌体系

通过构建“云菌”品牌体系，做响“云菌”品牌，建议从构建“云菌”品牌体系、

“云菌”产品认证与可追溯体系建设、“菌文化”挖掘及宣传提升建设、加强“云

菌”标准化体系建设等出发。通过丰富延伸云南食用菌产业内涵外延，按全产业

链思路，实施“云菌”品牌引领战略，打造形成“云菌”公用品牌，健全以公用

品牌为核心、企业品牌为支撑、产品品牌为基础的“云菌”品牌体系，提升“云菌”

产业地位，推动“云菌”产业结构调整和品牌升级，巩固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产

业综合效益，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

（五）对策建议五——加大“云菌”市场开拓

云南食用菌产业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做强“云菌”市场。建议从加强“云菌”

市场主体培育，加大产业宣传力度，用智能增质量来拓展网络市场，做足“云菌+”，

推动融合共赢，强化“云菌”全产业链体系建设，做强“云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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