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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勇正在出菇大棚中向工人们传授出菇技术。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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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香菇产量占

世界总产量的 90%以

上，在国际上拥有绝对

话语权。近年来，食用

菌已成为中国在国际市

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大

宗农产品之一，成为中

国农业“走出去”乃至全

球化的一张名片。随着

“一带一路”不断向纵深

拓展，我国食用菌产业

将获得更多机遇，新兴

市场不断涌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实习生 常嘉懿

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纽南市，山东七河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河生物”）亚特兰
大子公司租下66亩地，建设了22个出菇大棚。位于
山东省淄博市的总公司培育好菌棒，经由海运不远
千里踏上美国的土地。在出菇大棚里经过 6 至 10
天，就能培育出可以上市的香菇。

在亚特兰大市及其周边的田纳西州、北卡罗莱
州、佛罗里达州，新鲜香菇的批发价高达人民币 40
元/斤，一些超市里有机香菇可以卖到 20 美元/磅。
而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磅香菇甚至可以卖到
39.9美元，远高于国内的市场价。

海外市场较高的价格，让国内的香菇生产企业
纷纷迈出“走出去”的步伐。2005年，七河生物在韩
国建立第一个境外香菇大棚，自此拉开公司全球化
战略的序幕，如今已在韩国、美国、日本、波兰、西班
牙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个子公司，产品出口60多
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中国食用菌产业布局全球化的一个成功实践。
作为全国重要的香菇出口基地，湖北省随州市

随县的香菇产业从业人员超过 30万人，年种植香菇
规模超 2亿袋，是湖北省重点产业集群之一。去年，
随县香菇出口额为6.2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的“成绩
单”同样亮眼，香菇出口额达4.59亿美元。

河南西峡香菇“出海”有两条途径：主要出口运输
渠道是海运，从青岛港出发，销往日本、韩国、迪拜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一个是“中欧班列”，从郑州、南
阳等地出发，销往俄罗斯、越南等“一带一路”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西峡县平均每月出口量
超过 800条标准海运集装箱，铁路运输贸易量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自西峡香菇出口业务开展以来，累计出口创汇
超 80亿美元。2022年，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及深加
工产品出口企业130余家，出口额达82亿元人民币，
2022年河南省农产品贸易出口额182.2亿元，西峡县
的出口额占比约45%。

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中国的香菇已经“崭露
头角”。

香菇是我国产量最大的食用菌，也是我国重要
的出口创汇型农产品之一。2021年，我国香菇产量
已达到 1295.7 万吨，占世界香菇产量的 90％以上。
可以说，在香菇产业上，我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事实上，香菇只是我国食用菌“走出去”的鲜明代
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国和出口国，食用菌
已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优势的大宗农产品
之一，成为中国农业“走出去”乃至全球化的一张名片。
2022年，中国食（药）用菌产品出口到全球160余个国家
和地区，干、鲜混计的出口量达70.1万吨。

古老又年轻的产业

香菇起源于中国，中国也是最早认识香菇并实
现半人工栽培的国家，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香菇的人工干预栽培始于中国浙江龙庆景（龙
泉市、庆元县、景宁县）一带。元代王祯《农书》
（1313）详细记载了帮助自然界中孢子定植萌发的香
菇“剁花”法和刺激出菇的“惊蕈术”。香菇栽培法自
1664年通过僧人传入日本，一直沿用至近代。

在近现代，香菇的栽培方法经历了原木天然接
种栽培（俗称“砍花法”）、段木人工接种栽培和代料
人工接种栽培3个重要阶段。

1956年，上海市农业试验站陈梅朋获得香菇木屑
培养纯菌种及制备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我国香菇
进入人工接种的近代技术生产。20世纪70年代，上海
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何元素等建立了菌丝培
养、掏瓶压块、室内转色出菇的香菇代料栽培技术。
20世纪80年代，福建古田彭兆旺借鉴银耳塑料袋栽培
技术，发明菌棒（人造菇木）栽培，将香菇栽培由室内
移到菇棚、蔬菜大棚、阳畦等各类园艺设施中。香菇
代料栽培技术成为中国特色的香菇生产技术。

此前，日本、韩国多采用段木栽培模式、透气袋
栽培模式，与之相比，我国的代料菌棒栽培模式在产
量、机械化程度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2000年左
右，我国的香菇开始大量出口。到今天，我国已有不
少企业家在日、韩、美等国投资建设香菇菌棒工厂，
代料菌棒栽培已成为世界主流的香菇栽培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香菇为代表的食用菌产业
发展获得政策的大力支持。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把包括香菇在内的食用菌产品列为提倡大力发
展的“优势特色产业”。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
明确“积极发展果菜茶、食用菌等产业”。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进一步部署：“要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培育壮大食用菌和藻类产业。”

香菇生产具有“短、平、快”的特点，其投资回报
周期短、土地产出效益高、资源利用率高、劳动生产
率高，技术成熟、易于复制、节能环保。在脱贫攻坚
时期，香菇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栽培遍及大江
南北，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

“脱贫攻坚时期，很多贫困县选择了食用菌作为
主导产业，这些贫困县中又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发展
香菇。”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食用菌生物
学与产品学会主席谭琦说。

纵向来看，1978年，全国食用菌产量为5.7万吨，
2003 年发展到 1038.7 万吨，2010 年为 2201.2 万吨，
2018年增长到3791.7万吨，至2021年，这一数据已增
长至 4133.9 万吨。香菇、木耳、平菇三大食用菌品
种，其产量占全国食用菌总产量的60%以上。

横向比较，2021年，我国其他主要农作物总产量
分别为，蔬菜 77549 万吨、粮食 68285 万吨、水果
29970 万吨、糖料 11454 万吨、油料 3613 万吨、棉花
573万吨、干毛茶306万吨。从产量上看，食用菌已成
为我国第五大主要农作物。

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有5
个省的食用菌产量在 300 万吨以上，分别是河南省
（576.13万吨）、福建省（478.02万吨）、河北省（331.35万
吨）、黑龙江省（320.95万吨）、山东省（303.65万吨）；产
量在300万吨以下、100万吨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10

个，分别为吉林省、四川省、贵州省、江苏省、湖北省、江
西省、陕西省、辽宁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新兴市场不断拓展

从功效来看，香菇食、药皆宜，营养丰富。每100
克香菇干品中，蛋白质就达 13至 28克，含有 18种氨
基酸及 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脂肪中亚油酸、油酸占
90%以上。香菇中的酚类化合物具有清除自由基等
抗氧化功能，香菇多糖的免疫调节、辅助抗肿瘤、抗
病毒等效果显著。香菇中特有的香菇嘌呤，具有降
血脂和预防血栓等功能。香菇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合成前体物麦角甾醇，转变为维生素D后可促进
人体钙吸收和骨骼发育，有效预防儿童佝偻病和成
人骨质疏松症。

香菇逐渐成为休闲食品、预制餐饮和健康食品
的重要原料。香菇常见的加工食品有香菇粉、香菇
酱、香菇脆、香菇肉松、香菇罐头、香菇蜜饯、香菇调
味汤包等，香菇多糖更是成为一些癌症患者治疗所
需的药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世界
各地消费者对香菇的青睐日益增长。

作为亚洲人喜爱的食用菌品种，日本、韩国等国
家有食用香菇的传统，也是我国香菇的主要出口国
家。在欧美等国，传统的饮食以平菇、双孢菇等“白色
菇”为主。近年来，随着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世界各
地的人们对香菇等“亚洲蘑菇”的接受度不断提升。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中国香菇就开始出口到日
本、韩国等亚洲国家。

加入 WTO 后，我国香菇出口快速增长。2003
年，我国香菇总产量为 222.8万吨，干香菇和鲜香菇
合计出口量为 20 万吨，出口占比为 9.0%。到 2010
年，全国香菇产量为427.7万吨，出口量达48.2万吨，
出口占比提升到了11.3%。到2018年，我国香菇出口
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的137.1万吨，占比13.1%，出口
金额达到23.2亿美元。

随着“一带一路”不断向纵深拓展，东欧、拉
美、非洲等新兴香菇市场被逐步开拓。我国的香
菇不但销往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传统亚洲国家和
地区，还走上了欧洲、北美、南美、非洲、西亚、大洋
洲等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餐桌，年均销售量
不断增长。

七河生物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树慧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在国内，香菇价格普遍在5至6元人民币/
斤左右，在国外可以卖到 20元/斤以上。也就是说，
将香菇卖到国外，能获得两倍以上的利润空间。

整个食用菌行业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据中国
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食用菌分会整理的海关数据显
示，2022 年，我国食药用菌出口量排名第一的是越
南，达 9037 万公斤，出口额 4.6 亿美元，其后是韩国

（出口量 8067万公斤，出口额 1.8亿美元），中国香港
（出口量6877万公斤，出口额8.8亿美元），美国（出口
量 5144 万公斤，出口额 1.1 亿美元），日本（出口量
5137万公斤，出口额2.4亿美元）。与2021年相比，我
国对新加坡、黎巴嫩、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食药
用菌出口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6个月，
我国食用菌及制品出口额排名前十的分别为中国香
港、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
新加坡、白俄罗斯，合计占该产品出口额的83.47%。

“本土化”趋势显现

起初，中国的香菇以干品出口为主，为了适应国
际市场的需求开始出口新鲜香菇。

“90年代初，鲜香菇都是用飞机空运过去，那时
的利润相当高。后来，我们解决了保鲜的难题，海运
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谭琦回忆道。

然而，针对外国进口的农产品，每个国家都会有
严格的食品安全检验标准，加上很多国家的消费者
更加信赖本国农产品，进口香菇的销售价格也比当
地农产品低。

为此，国内食用菌企业转变经营模式，目前大多
以香菇菌棒出口为主。

将接完种的菌棒移入培养室，让白色的菌丝逐渐
长满整个菌棒。经过90至100天的培养，待菌丝充分吸
收了菌棒中的营养，菌棒的颜色会从白色转变成褐色。
在此时，将菌棒的温度降至零下1至2度，让菌丝休眠，
经海运出口到海外，在出菇棚中经过6至10天，香菇就
会依次萌发、长大，一根菌棒可供采摘2至3茬。

比起鲜菇，菌棒的保存更加容易，可以避免运输
环节的低温环境下，滋生病菌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鲜菇就地上市，更能够提高品质。在进口国完成出
菇环节的食用菌，可以获得本国农产品的“身份证”。

“这种模式具有进口关税的优势，缩短了通关时
间，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秘书长刘自强介绍。

目前，香菇菌棒出口企业主要集中于山东半
岛。究其原因，一是靠近港口，二是山东是苹果和小
麦的主产区，苹果木屑和麸皮资源十分丰富，菌棒生
产原材料成本较低。

目前，七河生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香菇菌棒生
产企业，占全国菌棒出口市场的60％以上。

“业务能力过硬的出菇技术员，是公司布局海外
的核心竞争力。”七河生物总经理苏建昌总结道。

与国内大多数企业仅出口菌棒不同，七河生物
还配套出口了一批“洋教头”——为购买菌棒的外国
客户提供出菇技术服务。这一举措让公司能够在国
外发展一批有资金、有土地，但缺技术、缺人才的合
作伙伴，共同参与到食用菌产业中来。

尚勇就是一名“洋教头”。2019年，他被聘为外派
西班牙出菇技术员，他来到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恰
自治区的一个小镇，这里的MERCAJARA公司出菇工
厂每年要使用近250万个来自七河生物的香菇菌棒。

两年来，尚勇努力克服了语言障碍，并根据西班
牙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设施环境，摸索出相应的出菇技
术。在尚勇的用心照料下，一个菌棒单产达到了一斤
半，香菇肉厚饱满，品相好。工厂大棚由最初的7个逐
步增加到了现在的31个，每天香菇产量高达5吨。

香菇出口产品的转变，折射出国际贸易中“本土
化”的趋势。

“‘本土化’是大势所趋，食用菌的生产环节中，
将会有一部分在进口国完成。”中国食用菌协会会长
高茂林介绍。

一些食用菌企业已迈出海外投资建厂的步伐。
今年 7 月初，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科生物”）子公司控股公司新加坡丰
科宣布与美国亚裔食品市场最大的中国品牌运营
商——美国OCM华源食品集团在美国休斯敦共同
打造中国食用菌行业首个海外食用菌智慧工厂，将
填补美国金针菇生产的空白。整体项目投资将超
过 6000万美元。

与农民共赢

从目前我国香菇产业的经营模式思考，产业的
竞争力是什么？

谭琦认为，国内香菇企业以出口菌棒为主，其本
质是将国内的成本优势和国外的市场优势相结合。

“无论是销售菌棒，还是直接在海外投资建厂，
关键是要找到最佳盈利点。”谭琦说，“竞争力的核心
来源于成本控制。”

在湖北省随州市随县三里岗镇吉祥寺村，菇农
邓卓印正在香菇大棚里精心照料着春栽香菇，等待
夏天过去，迎来出菇收获的季节。“去年以来，我种了
1万多袋香菇，预计纯收入能有12万元。”邓卓印说。

2021年，吉祥寺村成立乡村合作公司，由“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村民（包含村干部、大户）+龙头企业+镇
级合作公司”四方共筹建成，公司主要通过收取入园
租金和溢价收购返利两部分创收，已累计盈利 81万
元。在收益分配上，盈利资金的90%将按照持股比例
分红，其余部分用于积分超市、激励评比等方面。

作为乡村合作公司的原始股民，邓卓印不仅可以
领到分红，他流转的3余亩土地每年还可获得租金2400
余元。“在今年村上举办的香菇种植能手评比活动中，
我获得第二名，公司还奖励了2000元。”邓卓印说。

与金针菇、杏鲍菇、真姬菇和双孢蘑菇等工厂化
食用菌品种不同，香菇的出菇环节需要 10摄氏度以
上的温差刺激，在自然环境中出菇更加顺利，且香菇
是陆续长出来的，持续时间长，企业直接从事这一工

作成本较高，而由农民负责出菇管理、采收，不仅解
决了企业的难题，农民也能获得收益。

而在前期的拌料、灭菌、接种、培养等环节，对技
术的要求很高，企业具备天然的优势。

“产业发展一定要带动农民。要实现企业与农
民的‘双赢’。”谭琦把形容这一模式为“集中制棒、分
散出菇”。

吉祥寺探索的“名企带村”，正是这一模式在实
践中的体现。

在浙江庆元、福建宁德、河南西峡、湖北随州等
传统产区，香菇栽培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上世
纪，农民一家一户种植几千甚至一万多个菌棒，曾一
度是香菇产业主要的经营形态。

此后，香菇生产逐渐从农户自行制种、制棒到出
菇管理的传统生产开始向集约化制棒、农户菇棚分
散出菇的专业化生产转变。目前，专业化制棒已占
总栽培量的20%左右。在湖北、上海、山东等地，已建
成周年出菇的工厂化香菇生产企业。

在随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永香看来，适
宜的气候环境、悠久的栽培历史、优异的花菇品质，
以及随县优厚的产业政策、完备的产业链体系，都是
随县香菇“傲娇”海外的有力支撑。

在吉祥寺村的现代化香菇栽培示范基地里，依托
农业物联网40个智能化大棚实现自动化控制。“这里
可以实时显示菇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等，遮阳、采
光、喷水都可一键操作。”基地技术员杨思成介绍说。

随州市的李逵是一名菌菇机械制造迷，至今已
拥有6项发明专利和26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在他
的现代化香菇制棒车间，全自动制棒机器飞速运转，
菌袋从装袋机鱼贯而出。

“拌料、装袋、扎口、灭菌、点种均实现了机械化
作业，日均制棒能力达 3万棒。”李逵介绍，他的食用
菌袋自动封口机平均 0.3 秒就可以扎好一个菌袋。
机械化生产让食用菌种植环节中最苦、最累的环节
变得简单便捷，生产效率、菌棒成活率大幅提高，成
本明显下降，菌棒品质更有保障。

“传统香菇种植高度依赖人力，靠天收、凭经验，
特别是制棒工艺流程长，投工投劳大，风险难控。近
年来，很多经营主体进行工厂化、数字化、智能化的
探索，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尽
管目前这个领域的技术尚不成熟，成本过高，却是未
来的发展趋势，为降本增效提供新的渠道，从而增强
比较优势，更有利于开拓国内外市场。”高茂林说。

工厂化食用菌品种如金针菇，由于其生长要求
温度恒定，出菇集中，自动化、智能化较容易实现。
以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最先进
的生产线上，从拌料、接种，到房间温湿度、二氧化碳
浓度的调控，再到金针菇的采收和包装，除了在采收
环节需要工人把架子搬运到传送带上，其余过程都
已实现自动化。

让“走出去”更顺畅

虽然山东的香菇企业每年大量出口菌棒，但在
海关的统计名录下，却没有“菌棒”这一类别。所有
出口的菌棒，均被记在“菌丝”的名录下。

在实践中，产业的发展往往快于标准的制定。
然而，标准在食用菌技术、人才、产品和服务“走

出去”过程中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时候，产品质
量与安全标准不健全，从事国际贸易就没有依据。

2020年底，品源（随州）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50吨“菇的辣克”香菇酱就遇到过类似问题。由于
香菇酱缺乏国家相应标准，存在虚假贸易风险，在海
关被拦了下来。

接到品源公司以及随州市市场监管局求助后，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资环所所长黄荣和同事
立即着手标准制定工作。2021年2月8日，全国首个
香菇酱团体标准出炉，品源公司的香菇酱终于拿到
了国际通行证。

高茂林表示，目前我国食用菌产业存在现有的国
家标准覆盖面窄、关键环节标准缺失、市场建设与流
通交易、数字化智能化应用等标准滞后等问题。中国
食用菌协会积极开展食用菌产业标准制定工作，优化
标准结构，做到标准先进合理，推进标准国际兼容。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菌种的重要性。
“从事任何一个产业，都要在核心价值链中找到

价值点。食用菌规模化、工厂化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但如果没有核心的品种，很容易就会被‘击穿’。”上
海丰科董事长张文宏说。

“食用菌全球化的核心是菌种培育。”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郭良栋表示，我国在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食用菌品种驯化和培育方面还有大量
工作要做。

食用菌企业自主选育菌种的困难也显而易
见：选育品种要进行大量的种质资源收集、选育工
作，投入高、风险大，收益却很不确定——食用菌采
用无性繁殖，只要获得一小块菌种，农民就可以自
行繁育。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的当
下，大部分食用菌企业都没有自主研发的动力。

杨树慧认为，在产业发展中，政府应起到引导作用，
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对育种等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
保护品种权等知识产权，真正提升产业的科技水平。

在政策层面，随着 2022年 1月 1日《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将会为中国的
香菇乃至食用菌产业走向国际带来更多机遇。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秦江楠、张俊飚、颜
廷武发表在《食药用菌》杂志题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对我国食用菌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建
议》论文中提到，RECP涵盖人口超过 35亿，占全球
47.4%，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32.2%，外贸总额占全球
29.1%。2010至2020年，中国对RCEP域内国家食用
菌出口规模由 9.19 亿美元增长至 17.20 亿美元。
RCEP域内国家是中国食用菌产业重要的贸易伙伴。

“根据RECP协议，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
海关通关程序的简化、快运货物和易腐货物抵达后6
小时内放行等政策，将会降低RCEP成员国贸易壁
垒，进一步降低香菇等食用菌进入新兴市场的成
本。”高茂林说。

上海丰科生物工作人员正在育种实验室里查看产品、采集数据。 资料图

七河村村民王焕滨正在查看刚采摘的香菇，他是七河生物最早一批走出
国门的“洋教头”。 姚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