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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行业市场运营现状调查与投资战略评估研
究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
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
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
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nongyezhongzi/302980302980.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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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url}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定义

所谓无公害蔬菜是指蔬菜中有害物质（如农药残留、重金属、亚硝酸盐等）的含量，
控制在国家规定的允许范围内，人们食用后对人体健康不造成危害的蔬菜。

         二、发展现状

我国既是蔬菜生产大国，又是蔬菜消费大国，在我国，蔬菜是除粮食作物外栽培面积
最广、经济地位最重要的作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对于无公害、有机蔬菜的需
求日益强劲，蔬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呈上升态势，且单产水平有所提高。2000年我国蔬菜
单产达到27828kg/hm2，年人均蔬菜持有量为326.23kg；2004年蔬菜种植面积增加了200万
hm2，单产却提升了3529kg，年人均蔬菜持有量为423.56kg；到2014年全国蔬菜种植面积
达到2128.9万hm2，单产也达到最高峰35701.76kg/hm2。2016年我国蔬菜我国蔬菜产量在
80005万吨，种植面积在2166.9万公顷左右。
表：1995-2015年中国蔬菜产量统计  

2016年我国蔬菜年度进口总金额为18.50亿美元，2016年我国蔬菜进口金额同比下降2
9.51%。2016年我国蔬菜年度出口总金额为105.54亿美元，2016年我国蔬菜出口金额同比
增长16.92%。
表：1992-2016年我国蔬菜出口统计  
         三、无公害蔬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1、无公害蔬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无公害蔬菜质量不过关

无公害蔬菜质量不过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药污染，随着农药使用量的不断
增加以及使用结构不合理，蔬菜污染逐渐严重，更有部分菜农为增加经济收益，在种植蔬菜
时使用粮食作物的农药，引发农药使用盲目、过量等问题，威胁蔬菜的安全与质量；二是病
虫害严重，随着菜农连茬种植设施蔬菜，连作障碍问题越来越突出，土传病害也日益严重。
土壤营养元素失调，造成蔬菜产量下降、品质降低，达不到无公害标准，阻碍发展无公害蔬
菜。

         1.2 市场流通机制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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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无公害蔬菜的生产与发展时常面临品种性、季节性、结构性的过剩问题，
菜农们时常要面对种菜容易、卖菜难的困境，严重影响收入与再生产、发展无公害蔬菜的积
极性。尽管部分地区的无公害蔬菜经营者自发组建了小型促销企业，但主要业务都是购买原
料、自产自销，未能有效发挥带动菜农的功能，因此，壮大龙头企业势在必行。

         1.3产品区域特色不突出

菜农在人均不足667m2的菜地上种上很多蔬菜品种，其规模小、结构不科学，和一村
一品以及规模化经营的实现相距甚远。现阶段，无公害蔬菜的流通依然面临规模小、地域局
限性大、交易分散等现状，缺少规范的市场，且广泛存在无公害蔬菜生产、交易的失范问题
，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突出无公害蔬菜产品的区域特色，严重制约无公害蔬菜的快速发展
。

         2、发展对策

         2.1 优化蔬菜生产技术，提高蔬菜质量

         2.1.1控制无公害蔬菜的农药残留

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蔬菜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农药普遍应用于种植
各类农作物，在病虫害的控制上发挥出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引发环境污染、农药残留、杀伤
天敌等一系列消极作用。禁用化学农药并不现实，只有在种植无公害蔬菜时科学用药才是明
智的，以降低蔬菜农药残留，提高无公害蔬菜质量。一是对症下药，充分考虑用药的类型，
掌握用药的正确时刻和最佳的施药方法；二是注意用药的浓度，正确掌握施药的量；三是是
优化用药器械的效能，减少用药的量；四是科学调配农药，基于对农药性质的充分了解，合
理混合施用农药、肥料，显著提高用药效果，同时降低用药量，控制残留；五是了解蔬菜中
农药的降解动态，针对施药制定安全间隔期。优化用药器械的效能，减少用药的量；四是科
学调配农药，基于对农药性质的充分了解，合理混合施用农药、肥料，显著提高用药效果，
同时降低用药量，控制残留；五是了解蔬菜中农药的降解动态，针对施药制定安全间隔期。

         2.1.2 建立健全无公害蔬菜病虫害防治体系

对于菜农而言，病虫害是造成无公害蔬菜降质减产的重要因素，安全使用农药和防治
病虫害是发展无公害蔬菜的最主要的矛盾之一，以预防为主进行综合防治就是最佳的解决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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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即基于生态学、栽培学、环境保护学等理论，基于农业生物防治，辅以科学的物理与化
学防治对策，控制病虫害于合理的损失范围内。农业防治就是选择抗虫、抗病的无公害蔬菜
品种、培育壮苗、控制蔬菜生长条件、适当调整播种期、合理轮作等，依托自然力控制病虫
害。物理防治则是采取物理方法达到防治无公害蔬菜病虫害的目的，常用方法与糖浆诱杀、
灯光诱杀、设防虫网、人工捕杀等，还有人工机械除草、除病株病叶等。生物防治就是改变
与害虫的繁殖与生存息息相关的生物因素，达到控制目的，包括利用自然天敌、释放天敌、
应用病源微生物或生物源农药等消灭无公害蔬菜的害虫。当然，化学防治具备成本低、施用
简便、起效迅速等优点，但它也是发展无公害蔬菜的一个大障碍，所以必须科学选择、施用
在发展无公害蔬菜上允许的低残留、低毒农药。

         2.2 健全市场流通机制，壮大龙头企业

针对很多地区菜市管理混乱、缺乏无公害蔬菜服务机构、信息网络、质量检测点等问
题，应积极扩建无公害蔬菜批发市场并加强管理，将其打造成集无公害蔬菜交易、信息服务
、供应生产资料、储藏保鲜以及检测无公害蔬菜质量于一体的综合市场，以便促进无公害蔬
菜产供销一体化市场流通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健全。与此同时，壮大龙头企业，发展无公害
蔬菜运销企业，因为运销企业对发展无公害蔬菜产业有重要意义。在运销企业的带动下，一
些菜农逐渐把种植无公害蔬菜转变成运输、提供信息服务等，大力推动当地无公害蔬菜的运
销。无论龙头企业是何种类型，均要准确把握服务于菜农的宗旨，进一步壮大龙头企业。如
果销售新鲜无公害蔬菜的效益好，就销售新鲜无公害蔬菜；如果销售困难、效益一般，就选
择加工，将新鲜无公害蔬菜变成腌制蔬菜、脱水蔬菜，或储藏保鲜，进行反季节销售，从而
延伸无公害蔬菜产业链，增加其附加值，把无公害蔬菜做大做强。

         2.3 加强地方品牌建设，凸显区域特色

无公害蔬菜走向市场、实现快速健康发展，这离不开好的品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各地区必须树立并不断增强品牌意识，依托名牌效应增加无公害蔬菜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提高经济效益。对此，无公害蔬菜企业务必要强化品牌意识，加强建设地方品牌，以优良内
在品质为前提重视分级、优化设计外在包装，提高无公害蔬菜的市场竞争力。针对保鲜条件
苛刻却利润微薄的无公害蔬菜产业而言，重视内在质量、减少中间环节、走品牌之路，这是
发展无公害蔬菜的最佳选择，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直接通过品牌来体现。所以各地区要及
时建立自己的无公害蔬菜品牌，打造一定规模的科技示范区、产业化示范基地，创建当地基
地品牌，打响无公害品牌，凸显出区域特色，快速发展无公害蔬菜。

观研天下（Insight&InfoConsultingLtd）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行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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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运营现状调查与投资战略评估研究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
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
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
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
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
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
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大纲】

第一章无公害蔬菜相关概述
第一节无公害蔬菜概述
一、无公害蔬菜概念和标准
二、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与有机蔬菜的区别
第二节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
一、无公害蔬菜技术要点
二、无公害蔬菜农药使用技术

第二章2016-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2016-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2016-2017年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2016-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分析
三、2016-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分析
四、2016-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析
五、2016-201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2016-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2016-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国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三、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意见
第三节2016-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社会环境分析
一、2017年中国人口规模及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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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年中国蔬菜市场销售情况
三、2017年中国蔬菜消费环境分析
四、2017年中国食品安全环境分析

第三章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品生产工艺及技术趋势研究
第一节中国现阶段无公害蔬菜质量指标情况
一、无公害蔬菜产品安全质量主要影响因素
二、中国无公害蔬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
三、无公害蔬菜感官质量指标
四、无公害蔬菜生产环境条件质量指标
第二节中国无公害蔬菜主要生产方法
一、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基本要素
二、大田种植与管理
三、灌溉基本原则与方法
四、施肥基本原则与方法
五、无公害蔬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六、蔬菜生产过程中全面禁止使用的农药
第三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技术研究
一、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
二、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要点
三、高山反季节无公害蔬菜栽培实用技术

第四章2016-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运行新形势透析
第一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热点透析
一、“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推广”通过成果鉴定
二、清迈府撒拉皮县引进无公害蔬菜生产工艺
三、河南叶县种无公害蔬菜种出新模式
四、首家无公害蔬菜在线订购平台开通
五、移动技术让无公害蔬菜拥有“身份证”
第二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运行总况
一、世界各国发展无公害蔬菜概况
二、中国发展无公害蔬菜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发展无公害蔬菜业发展回顾
四、中国无公害蔬菜进万家工程启动
五、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面积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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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无公害蔬菜生产意识和消费意识明显增强
七、无公害蔬菜发展氛围已逐步形成
第三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生产体系建设分析
一、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
二、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体系建设
三、无公害蔬菜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第四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重点产区动态分析
一、云南省巍山投资建无公害蔬菜基地
二、安徽省肥东无公害蔬菜生产面积统计
三、江苏盐城无公害蔬菜认证面积统计
四、长沙建现实版QQ无公害蔬菜种植园
五、哈尔滨无公害蔬菜基地即将建成
六、西藏无公害蔬菜种植情况分析
七、异龙镇打造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八、四川彭州无公害蔬菜发展情况

第五章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运行分析
一、无公害蔬菜市场供给情况
二、无公害蔬菜市场需求情况
三、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分析
第二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价格分析
一、我国无公害蔬菜的市场价格与消费意愿分析
二、无公害蔬菜价格要力争走平民路线
第三节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市场热点问题探讨
一、难辨真伪是成瓶颈
二、优质未优价的问题
三、加强规范是出路
四、无公害蔬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五、提高无公害蔬菜竞争力对策
第四节深圳无公害蔬菜的流通模式
一、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流通模式
二、由供应商直接向零售商供货的企业一体化流通模式
三、两种流通模式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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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地区销售对比分析
第一节无公害蔬菜“东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生产种植情况
二、地区销售情况
三、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无公害蔬菜“华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生产种植情况
二、地区销售情况
三、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第三节无公害蔬菜“中南地区”销售分析
一、生产种植情况
二、地区销售情况
三、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第四节无公害蔬菜“华东地区”销售分析
一、生产种植情况
二、地区销售情况
三、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第五节无公害蔬菜“西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生产种植情况
二、地区销售情况
三、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第六节无公害蔬菜“西南地区”销售分析
一、生产种植情况
二、地区销售情况
三、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第七章2017年中国有机蔬菜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2017年中国有机蔬菜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有机蔬菜产业品牌竞争分析
二、有机蔬菜渠道竞争力分析
三、有机蔬菜产业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2017年中国有机蔬菜产业区域格局分析
一、生产区域集中度分析
二、消费区域集中度分布
第三节2017年中国有机蔬菜产业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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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中国无公害蔬菜重点生产经营厂商分析
第一节肥城市绿源果蔬有限公司有机蔬菜加工厂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福建龙和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福建省闽中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湖北土老憨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莱阳宏达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日照东莒果菜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七节山东绿润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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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八节山东神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九节泰安绿龙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节泰安泰山亚细亚新兴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节新野嘉元脱水食品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二节山东万德大地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三、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上游原材料供应状况分析
第一节主要原材料
一、无公害蔬菜使用化肥
二、无公害蔬菜使用的农药
三、无公害蔬菜使用的种子
第二节主要原材料价格及生产情况
一、2017年中国化肥价格及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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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年中国农药价格及生产情况
第三节主要原材料未来价格及生产情况预测
一、未来化肥价格及生产情况预测
二、未来农药价格及生产情况预测

第十章2017年中国无公害蔬菜相关产业运行分析
第一节有机蔬菜
一、有机蔬菜相关概述
二、有机蔬菜种植的可持续发展分析
三、中国有机蔬菜认证和质量管理分析
四、促进中国有机蔬菜发展的建议
第二节2017年中国有机蔬菜基地发展分析
一、2017年长沙市有机蔬菜基地建设情况
二、2017年昆明水上有机蔬菜基地发展情况
三、2017年沈阳市有机蔬菜基地建设规划
第三节绿色蔬菜
一、绿色蔬菜相关概述
二、中国绿色蔬菜产业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绿色蔬菜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第四节2017年中国绿色蔬菜基地建设情况
一、“十三五”哈尔滨绿色蔬菜基地建设规划
二、2017年涿鹿县绿色蔬菜基地发展分析
三、2017年自贡市绿色蔬菜长廊建设分析
四、2017年酉阳县绿色蔬菜基地发展情况

第十一章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蔬菜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二、无公害蔬菜市场前景无量
三、无公害蔬菜市场发展空间大
四、有机蔬菜市场发展前景乐观
第二节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无公害蔬菜供给预测分析
二、无公害蔬菜需求预测分析
三、有机蔬菜出口需求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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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区域投资机会分析
二、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三节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产业政策风险分析
三、价格波动风险分析
四、质量安全风险分析
五、信息滞后风险分析
六、自然灾害风险分析
第四节2018-2023年中国无公害蔬菜产业发展建议分析
一、无公害蔬菜产业发展建议分析
二、无公害蔬菜产业主体市场培育思路
附：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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