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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王 　 丹，林 玲 玲，徐 学 荣
（福建农林大学 植保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食用菌产业是福建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其可持续发展是夯实福建省乡村振兴的
基础。该研究在对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具有饱和增长趋势的若
干“Ｓ”型曲线模型，对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发展阶段进行识别。结果表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
分别为产业发展“起飞点”“鼎盛点”“成熟点”，２０２０年后的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处于“顶级
期”，以此探寻出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存在质量、科技、品牌和市场需求４个方面转型升级的困
境，构建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有针对性提出提升食用菌质量、深化科技引领、
强化品牌战略、拓展市场需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食用菌产业；“Ｓ”型曲线模型；产业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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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产业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大幅提升
的基础上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十四五”规划
的目标，是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远景目标
的基础，是农业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理念。
食用菌产业是中国传统优势产业，２０１７年被列入
“中央一号”文件特色优势产业中，更是福建省的
龙头优势特色产业。在农村发展战略的推动下，
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是随着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发展趋于成熟，
产业增速放缓，持续增长困局显现。为了推进食
用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对福建省食用菌产业
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阶段识别，以此探寻可持
续发展的困局，构建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长效机制和策略，以期促进福建省食用菌产

业平稳健康发展。

１　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现状

福建省自然条件优越，食用菌种植历史悠久，

种类丰富。福建省选育并驯化的品种有４０多种，

人工栽培的食用菌品种有５０多个，成规模种植的
有２０多种，且不断对传统主栽品种改良升级，推
动食用菌品种优良化。福建省食用菌产品产量
高，２０１８年福建省食用菌产量为１２６．３万ｔ，位居
全国第二，产值达２１６．８亿元。福建省也是食用
菌出口大省，主要出口小白菇、干香菇、干木耳、干
银耳等食用菌罐头，干制品、腌渍品等，远销日本、

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和出口
创汇排名全国第一。食用菌是福建省的重要经济
作物。

１．１　福建省食用菌区域分布广且聚集效应明显

福建省食用菌区域分布广。２０１８年，福建全
省８５个县级行政区中有７４个生产食用菌，其中
产值超亿元的有２９个县。产量愈１０万ｔ的高产
区有古田县、罗源县、龙海市，介于５万～１０万ｔ
的较高产区有永春县、南靖县、顺昌县，介于

１．５万～５．０万ｔ的较低产区有建阳县、福鼎市、



南平市辖区等１９个县区。种植聚集效应明显，主
要分布在闽南和闽东２个聚集区。闽南区以龙海
县为聚集中心，周边辐射漳浦县、和平县、南靖县
等８个县；闽东区以罗源县和古田县为中心，周边
辐射顺昌县、闽侯县等７个县。２０１８年大田县产
量上升到１．５万ｔ后，南北实现连片生产。且福
建漳州、古田、南平等地形成明显的食用菌区域产
业集群，其中古田县被誉为“食用菌之都”“中国银
耳之乡”。２０１９年全省涌现出１０家省级“一村一
品”食用菌示范村。

１．２　产业链利益链条逐步形成

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福建省食用菌产业逐
步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导向、以质量提高和价值增
长为焦点，促进食用菌产业全面发展的产业链新
局面。漳州市、古田县、尤溪县、南靖县等食用菌
种植大县，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链利益链条，主要
模式为“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
司＋协会”“公司＋合作社”“党员＋合作社＋农
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

２０１８年古田县食用菌行业拥有２家省级农民专
业合作社示范社、１４家市级农业产业化企业、６家
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共２８７家是以食用
菌作为主要生产、经营、深加工和机械的企业，带
动近３０万相关从业人员；尤溪县、罗源县也都不
同程度的实现了产业链的联结，其中尤溪县有食
用菌龙头生产企业１９家、合作社４９８家。通过龙
头企业的领跑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乡村
致富效果明显，正在逐步迈向“企业兴村”的局面。

１．３　科技基础和工厂化生产程度相对较强

福建省食用菌科技基础较强，人工栽培技术、

冷藏保鲜技术、深加工技术全国领先，尤其林占喜
教授研发的草栽食用菌技术极大的推动了食用菌
产业的发展。全省拥有２０多个涉及食用菌研究
的科研院所，６００多名中、高级职称专业人员和一
批拥有丰富食用菌栽培和管理经验的民间能手。
在科技的支持下，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工厂化栽培
起步早，发展迅速，不断开发出饮品、调味品、保健
品等深加工产品。２０１９年，福建省有国家级食用
菌工厂化生产企业８４家，占全国的２０．１４％，位
居全国第一，是鲜菇产量第一的河南省的３倍，比
经济发达于福建省的江苏省多４家。

１．４　品牌建设初见成效

福建省举办中国（古田）食用菌大会、中国（福
建）食用菌产业博览会等食用菌相关会展，鼓励食
用菌企业参加国内外知名农产品展销会，一方面
对外展销优质食用菌；另一方面通过菌类美食品
鉴、食用菌产业发展论坛等专题活动，展示福建
“中国菌业之都菇业之窗”的形象和优质食用菌品
牌，打造福建省食用菌品牌形象。已打造出的知
名品牌有万辰、如意情金针菇、绿源宝菌杏鲍菇、
仙芝楼有机灵芝、神农白雪海鲜菇等，其中仙芝楼
灵芝系列产品在国内３０多个省市有近百家专卖
店，并远销美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几十个
国家或地区；区域公用品牌有罗源秀珍菇、古田银
耳、武夷山水、顺昌海鲜菇等，其中顺昌海鲜菇入
围十七届中国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前十强，
古田银耳成为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网络声誉

５０强之一，并获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入选２０１９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１．５　产业融合逐渐显现

福建省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进食用菌示范区
的发展，打造食用菌休闲观光产业，建造生态菌
乡，推动“食用菌＋休闲游”融合发展，在现有“农
业观光主题公园”的基础上，建设生态循环农业体
系、菌菇小镇、食用菌景观园区、食用菌休闲农家
等，集中优势食用菌文化资源或食用菌加工生产
特色环节打造食用菌旅游产业集群［１］。“蘑菇部
落”就是古田县打造的“菇旅”国家３Ａ旅游景区，
是一个推介蘑菇文化、唱响蘑菇产业的生态休闲
旅游区，成功推动菇业和旅游业的融合。“互联
网＋食用菌”新兴产业逐步兴起，福建省很多企业
已成功开展网上销售，古田猴头菇进驻渤海商品
交易所电商平台，打造了食用菌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新营销模式，开启了食用菌和电商的融合发展。

２　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历程及特征

为了准确刻画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历程，
此处选取福建省食用菌总产量、总产值和平均单
价３个指标作为识别变量，根据各自的特点，分别
选取相应的饱和增长趋势曲线模型拟合各指标的
运行轨迹，并进行阶段划分，最后综合３个指标，
对福建省食用菌产业进行阶段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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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变量数据来源

食用菌总产量、总产值、平均价格等指标
见表１，总产量于１９９６年被收入年鉴，而总产值

在２００３年被收入年鉴，因此分别选取１９９６—

２０１８年的总产量、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的总产值和平均
价格进行发展阶段识别分析。

表１　福建省食用菌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相关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ｄａｔａ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ｕｎｇｉ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６ｔｏ　２０１８

年份

Ｙｅａｒ

总产量

Ｔｏｔａｌ　ｙｉｅｌｄ／ｔ

总产值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万元

平均价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ｉｃｅ／（元·ｋｇ－１）

１９９６　 ３８３　１００ － －

１９９７　 ３５４　４３２ － －

１９９８　 ３６３　８２９ － －

１９９９　 ４０８　３６８ － －

２０００　 ４６２　４８４ － －

２００１　 ４３８　３０６ － －

２００２　 ４６３　０６２ － －

２００３　 ４９０　０６２　 ５１３　３５９　 １０．４８

２００４　 ５２０　１３７　 ５２５　６０６　 １０．１１

２００５　 ５５９　９９３　 ５６５　１１０　 １０．０９

２００６　 ５８７　２９６　 ７３７　３７６　 １２．５６

２００７　 ６４６　０６８　 ８６４　６２９　 １３．３８

２００８　 ７１１　０４７　 ８８９　０２７　 １２．５０

２００９　 ７２２　４３４　 ９４６　７３０　 １３．１０

２０１０　 ７６２　６６３　 １　１８３　１８７　 １５．５１

２０１１　 ８１９　９６１　 １　３２２　９４４　 １６．１３

２０１２　 ８７７　９６２　 １　４４９　２６２　 １６．５１

２０１３　 ９５９　９２０　 １　５６８　１３８　 １６．３４

２０１４　 １　０４２　４６１　 １　７０５　８６８　 １６．３６

２０１５　 １　１３１　９７４　 １　７９５　３３９　 １５．８６

２０１６　 １　１８１　８８４　 １　８９８　８１４　 １６．０７

２０１７　 １　２３１　５５３　 １　９６５　９５４　 １５．９６

２０１８　 １　２６２　７９２　 ２　１６８　４４８　 １７．１７

　　注：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表示数据无法获取。

Ｎｏｔｅ：Ｄａｔ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ｒｏｍＦｕｊｉ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２．２　模型选取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在既定的条件下，产
业发展会经历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等阶段，具
有“Ｓ”型增长特点。常见的用于拟合“Ｓ”型增长
过程的曲线包括修正指数曲线、逻辑斯蒂曲线、贝
塔朗菲曲线、龚伯茨曲线、理查兹曲线，其表达式
及拐点坐标见表２。

对于逻辑斯蒂曲线，其速度曲线ｄＹ
ｄｔ
二阶导数

为０的点分别记为ｔ１，ｔ３。速度曲线ｄＹｄｔ
一阶导数

为０的点记为ｔ２，则ｔ２ 就是曲线Ｙ 拐点的ｔ值。

记对应于ｔ１，ｔ２，ｔ３ 的曲线Ｙ 的值分别为Ｙ１，Ｙ２，

Ｙ３，３个特征点坐标分别为ｔ１＝（ｌｎＢ－ｌｎ（２＋

■３））／ｋ，ｔ２＝ｌｎＢ／ｋ，ｔ３＝（ｌｎＢ＋ｌｎ（ ■２＋ ３））／ｋ；

Ｙ１＝Ａ（ ■３－ ３）／６，Ｙ２＝Ａ／２，Ｙ３＝Ａ（ ■３＋ ３）／６。
（ｔ１，Ｙ１）称为“起飞点”，（ｔ２，Ｙ２）称为“鼎盛点”，
（ｔ３，Ｙ３）称为“成熟点”［２］。ｔ１ 至ｔ３ 阶段Ｙ 的轨迹
具有“准线性”性质，是快速发展期。其中ｔ１ 至ｔ２
期间Ｙ 曲线向下凸，是快速发展中的成长期，发
展空间大，所受抑制少，ｔ２ 至ｔ３ 期间Ｙ 曲线向上
凸，属于快速发展中的成熟期，相对发展空间变
小，所受抑制逐渐增大。ｔ３ 之后属于“顶极期”。
其它几种曲线具有类似的特征，仅在曲线图形上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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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型及曲线拐点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ｃｕｒｖｅ　ｋｅｅｎ　ｐｏｉｎｔ

模型名称

Ｍｏｄｅｌ　ｎａｍｅ

表达式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拐点ｔ值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ｔ　ｖａｌｕｅ

拐点Ｙ 值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Ｙｖａｌｕｅ

修正指数曲线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ｙ＝Ａ（１－Ｂｅ－ｋｔ） － －

逻辑斯蒂曲线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ｙ＝Ａ／（１＋Ｂｅ－ｋｔ） ｋ－１ｌｎＢ　 Ａ／２

理查兹曲线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ｃｕｒｖｅ
ｙ＝Ａ（１＋Ｂｅ－ｋｔ）－１／λ ｋ－１ｌｎ（Ｂ／λ） Ａ（１＋λ）（－１／λ）

２．３　食用菌总产量的增长趋势及特征

福建省食用菌总产量的发展轨迹见图１中的

ＣＬ曲线，从曲线斜率可见总产量增长率总体上
先增后降，２００９年增长率只有１．６０％，随后逐年
快速增长，２０１３年达９．３４％，此后增速逐渐减缓，
由此认为在２０１３年总产量增长速度达到最大，曲
线出现拐点。选用理查兹（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曲线进行拟
合得到数值模型：

ＣＬＦ＝１　４００　６２３（１＋４９９　１４４ｅ－０．５８３　２ｔ）－１／８．７５４　１ （１）。
式中：１９９７年为阶段识别分析的第１年。拟

合模型的 ＭＡＰＥ＝２．８２７　３％，�Ｒ２＝０．９９３　２，达到
了 很 高 的 拟 合 精 度。拐 点 坐 标 为 （１８．７８，

１　０７９　７５３），表示拟合曲线的拐点出现于２０１４年，
与实际增长率吻合。总产量曲线ＣＬ的拟合曲线

ＣＬＦ见图１。

图１　食用菌产量及其拟合曲线

Ｆｉｇ．１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根据拟合曲线ＣＬＦ，拐点处的拟合产量为

１　０２９　６８５ｔ，大于Ａ／２（７００　３１１ｔ），曲线确有不以
拐点对称之性质。根据拟合值，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食
用菌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是６．８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增速下降，年均增长速度是５．４１％，总产量的增长受
到一定的抑制，２０１８年趋势产量（１　２７１　１７６ｔ）已
是饱和值 （１　４００　６２３ｔ）的 ９０．７６％，未来有
约１０％的增长空间。

２．４　食用菌总产值曲线增长趋势及特征

用逻辑斯蒂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拟合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福建省食用菌总产值数据，得到数值
方程：

ＣＺＦ＝２　８１７　０１８（１＋６．１６１　３ｅ－０．１８３　９１ｔ）－１

（２）。
式中：２００３年为阶段分析的第１年，ＭＡＰＥ＝

３．１７１　８％，�Ｒ２＝０．９９２　９，达到了较高的拟合精
度。总产值曲线ＣＺ的拟合曲线ＣＺＦ见图２。

图２　食用菌总产值及其拟合曲线

Ｆｉｇ．２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３个 特 征 点ｔ 值 及 对 应 的 年 份 分 别 为

ｔ１＝２．７３，对应２００５年；ｔ２＝９．８９，对应２０１２年；

ｔ３＝１７．０５，对应２０２０年。由此可见，食用菌总产
值起飞点为２００５年，以年平均１２．６２％的速度增
长，行进于快速成长前期，２０１２年出现拐点，此后
从快速成长前期步入快速成长后期，２０２０年到达
“成熟点”，此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仍高达５．７８％，

２０２０年后食用菌总产值进入缓慢增长期，即“顶
极期”。

２．５　平均单价增长趋势及特征

平均单价是指单位食用菌产量实现的产
值（元·ｋｇ－１），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数据，用表２
中的３个模型分别拟合，最后选择的最佳曲线是
修正指数曲线，得到食用菌平均价格数值方程：

ＤＣＺＦ＝１８．２６（１－０．５４８　５ｅ－０．１２７　７ｔ） （３）。
同样２００３年为阶段分析的第１年，ＭＡＰＥ＝

５．３４１　３％，�Ｒ２＝０．８７４　３，达到了较高的拟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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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食用菌平均价格及其拟合曲线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度。平均价格曲线ＤＣＺ的拟合曲线ＤＣＺＦ见图３。
平均价格的波动较大，但趋势价格已接近饱和值

１８．２６，未来平均价格的提高空间有限。

２．６　食用菌产业发展的阶段识别及当前面临的
风险

　　综合上述，福建省食用菌总产值“起飞点”为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年出现拐点，２０２０年到达“成熟
点”，２０２０年后食用菌总产值进入缓慢增长期；产
量在２０１４年出现拐点，２０１８年产量已是饱和值
的９０．７６％。鉴于总产值既体现生产又反映市
场，进行产业发展阶段识别时给予较大的权重。
综合而言，可认为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是福建省食用菌
产业快速发展的１５年，２００５年为食用菌产业发
展“起飞点”、２０１３年为“鼎盛点”、２０２０年为“成熟
点”，２０２１年开始福建省食用菌产业步入“顶极
期”。

可持续发展过程是多层次“Ｓ”型曲线的累加
发展过程，当发展在一层次成熟点后时，增长极慢
甚至于几乎停滞，此时发展可持续与否，主要看其
能否跨过该层次的饱和值并且在高一层次真正
“起飞”［３］，系统在成熟点的行为选择决定了产业
的未来［４］。当前福建省食用菌产业达到成熟点，
正处于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３　福建省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困境

３．１　质量难以明显突破

第一，福建省仍存在一定规模的小农户食用
菌粗放型生产经营模式，一方面菇农质量安全意
识不高，存在大量使用农药防治病虫害，导致食用

菌品质下降，出口屡屡受阻于农残问题；另一方面
小农户限于经济实力，生产规模小，机械设备利用
率低下，产品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导致食用菌质量
参差不齐。第二，不规范或无证的菌种生产企业
仍然存在，提供的菌种质量无法保证，部分食用菌
品种如香菇、毛木耳等还未实现完全工厂化栽培，
设施设备、环境管控也未普遍标准化，从而导致菌
菇质量参差不齐；第三，食用菌研发重点在于以增
加产量，品种品质的改良和改善未有较大突破。
第四，中国食用菌的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水平，检测标准无法达到发达国家和部分自贸组
织中的条款，如 ＣＰＴＰＰ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ＳＰＳ条款标准［５］，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３．２　科技含量低

福建省食用菌产品以鲜（干）食用菌制品为主
要形态，产品科技含量低。创新能力不强，深加工
程度弱，深层次加工产品少，多层次开发的产品更
是有限，仅限于本草银耳、山珍菌汤煲、银耳颗粒、
软包装食用菌罐、银耳曲奇、银耳黄酒以及食用菌
调味料等种类。深加工产品中出口最多的磨菇罐
头出口量与出口额没有同步增长，产品科技含量
低、档次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从国际市场来看，
福建省食用菌出口平均单价低，虽高于越南、印度
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远低于荷兰、日本等
发达国家单价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食用菌产品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有待提升，如产品包装缺乏科
技创新元素等。

３．３　打造食用菌国际品牌难度大

福建省虽然是食用菌生产大省，却不是强省，

虽然打造出绿源宝菌、仙芝楼等几个国内知名品
牌，但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真正能给产业带来增值
效应和消费者高认可度的食用菌品牌，出口产品
多是贴牌生产。大型龙头企业集群内缺乏合作，
难以形成品牌联盟，全面进入国际市场的实力不
足，因而缺乏创建品牌的原始推动力。又因产品
同质性强，不仅使品牌创建成本大幅度增加，而且
难以形成价格竞争优势，产业仍停留在量的比拼
和互相压价的无序市场竞争状况，市场缺乏整合
度，难以形成合力，品牌效应提升困难。品牌宣传
方面，公共品牌使用率低，企业品牌知晓度不
高［６］，品牌价值难以得到应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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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市场需求不足

据调研市场需求不足体现在３个方面。其
一，消费宣传不够，缺乏正确的饮食引导。宣传
“一荤一素一菇”健康饮食理念的力度不够，缺少
促进食用菌消费的有效措施。很多地区将食用菌
作为蔬菜中的中高档消费品，仅在价格相对便宜
时购买，并没有将其作为养生和健康饮食类产品；
其二，市场物流配送未能实现全覆盖，导致需求市
场难以扩大。一些地区因为市场物流不畅通，消
费者无法轻易购买到；其三，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由于食用菌市场竞争激烈和部分国际食用菌进入
检测门槛高，导致国际市场对福建省食用菌需求
低迷。

４　促进福建省食用菌产业持续发展的对
策建议

４．１　提升食用菌质量

根据生命周期阶段识别分析，当前福建省食
用菌产业处于从速度型向质量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强化标准引领和质量安全监管，建设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提高食用菌质量，将是福建省食用菌产
业持续发展的的根本举措。首先，完善食用菌质
量标准体系。探明国际食用菌最新质量标准及

ＣＰＴＰＰ自贸区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在原有标准
的基础上，加快完善食用菌安全、卫生等相关标
准，确保出口的食用菌产品符合国际市场要求。
其次，加强监督管理。完善食用菌质量安全法律
法规建设，严格考评，把好投入品与产品质量的

２个重要关口，健全“追溯”管理制度，对食用菌从
菌种到市场销售全程记录存档。再次，加强食用
菌安全生产宣传培训。以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为契机，开展多层次的技术培训，鼓励企
业进行ＩＳＯ９００１、ＨＡＣ－ＣＰ、ＧＡＰ等质量管理认
证，以及开展欧盟、美国、日本等国际食品安全标
准认证。最后，发展流通型龙头，通过龙头企业
（协会）把小规模菇农有机组织起来，推行规模化
管理，确保以实现绿色化生产为导向。

４．２　深化科技引领

强化科技创新，提高良种化水平和深化产业
精深加工，提高食用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
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举措。其一，建

立“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科研部门”的科技创新
研发团队，支持加工型、研发型龙头企业，加强食
用菌菌种、干品、深加工产品、菌物药等的研发，适
度延长产业链，丰富食用菌保健食品和菌物药的
选择与供给，如虫草胶囊、食用菌多糖等，提高食
用菌产品附加值和综合效益。其二，鼓励企业对
接全国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工艺、项目成果，推动
食用菌产业向深层次发展；利用自贸区便利政策
为食用菌产业招商引资，吸收国内外资本，不断加
大资金和技术投入，促进产品、产业升级。其三，
创新产品包装，用科技元素武装食用菌包装，提升
产品附加值。

４．３　强化品牌战略

品牌是福建省食用菌产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
灵魂。打造食用菌国际知名品牌应从３个方面入
手。首先，树立品牌意识。生产者的品牌意识是
实施品牌战略的前提，政府应通过鼓励和资金支
持，引导企业和菇农等所有食用菌经营主体加入
到品牌建设队伍中，通过产品评级和品牌评估，打
造以“质”“品牌”取胜的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生产
者对品牌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夯实经营主体的品
牌建设理念。其次，打造食用菌品牌联盟。通过
政府或食用菌协会引导，推动同质产品食用菌厂
家或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品牌联盟，对内制定严格
的品牌管理规则，实施标准化管理，统一品牌形
象；对外共同出力形成重拳，宣传和维护品牌形
象，以此提高产品的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逐步实
现与其它食用菌品牌对抗。最后，创新食用菌品
牌宣传。一方面，创新品牌内容宣传，深度挖掘福
建省食用菌品牌文化价值，通过讲品牌种植历史、
品牌故事、品牌营养功效等，树立品牌形象，深化
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创新品牌
宣传途径，除了鼓励食用菌类企业参加各种农产
品类博览会、展销会、推介会、美食节等传统宣传
方式，更应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性和受众多的
特点，通过微信、快手、抖音、Ｂｉｌｉｂｉｌｉ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国内外直播平台进行品牌宣传，多式齐发，方能
从方方面面深入国内外消费者。

４．４　拓展市场需求

巨大的市场需求是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必要条件。拓展市场需求需要从国内和国际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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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入手，拉动内需和扩大出口，实现“双循环”。
拉动内需一是要改变现有消费者饮食习惯，加强
食用菌营养价值宣传，打造“一荤一素一菇”的“菌
衡饮食”理念，激发潜在消费。通过构建省食用菌
业与旅游业融合、媒体宣传、食用菌文化大赛等宣
传食用菌的营养功效及福建省食用菌的发展历
史，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引发潜在需求；二是
应加强食用菌与电商产业的融合，拓宽入驻的电
商平台，如拼多多、淘宝网、食用菌电商、中国食用
菌电商平台等电商平台，并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促
进线上线下产供销有效衔接，让有需求的消费者
随时可以购买到心仪的食用菌产品，打开城乡消
费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大出口方面，鼓励食
用菌企业积极参加国际知名农产品会展，推介知
名品牌食用菌，并借助“一带一路”倡仪，根据资源
配置优势，积极开发沿线国家市场；依托互联网，
布局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杨凌农科等跨境电
商平台［７］，利用跨境电商碎片化和便利化的特
点［８］，鼓励食用菌企业积极进行网上销售，形成更

加高效和稳固的国际网络营销体系，引领食用菌
企业业态的全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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