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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荞麦市场竞争现状分析与投资发展趋势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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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985302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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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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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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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行业定义

荞麦（学名：FagopyrumesculentumMoench.），别名：甜荞、乌麦、三角麦等；一
年生草本。茎直立，高30-90厘米，上部分枝，绿色或红色，具纵棱，无毛或于一侧沿纵棱
具乳头状突起。叶三角形或卵状三角形，长2.5-7厘米，宽2-5厘米，顶端渐尖，基部心形，
两面沿叶脉具乳头状突起。

荞麦是短日性作，喜凉爽湿润，不耐高温旱风，畏霜冻。荞麦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
分布，在亚洲和欧洲国家也有分布。

荞麦性甘味凉，有开胃宽肠，下气消积。治绞肠痧，肠胃积滞，慢性泄泻的功效；同
时荞麦还可以做面条、饸饹、凉粉等食品。

         一、 行业发展现状

2016年全国荞麦产量40万吨，供应量增加，价格低位。因今年荞麦种植量多，新粮在
定价初期便低于陈粮价格。9月中旬产区荞麦开始收割上市，赤峰荞麦上市初期出货价1.85
元/斤。10月底出货价降至1.55元/斤，11月份价格小幅反弹;12月价格以稳为主。

从总产量来看，2016年荞麦产量为40万吨。2016年荞麦产量较2015年增加48.82%，
因干旱造成当年亩产下滑，产量增幅低于种植面积增幅。分省份来看，2016年内蒙古的种
植面积为305万亩，增幅达31.67%;总产量为18万吨，降幅达7.07%;单产量为120斤/亩，降
幅达到29.41%。陕西省种植面积为240万亩，增幅达78.35%;总产量为18万吨，增幅达167.
56%。陕西单产量为150斤/亩，增幅达50%。

出口方面，荞麦除了在国内消耗外，主要靠出口外需拉动。2014-2016年间，因主产
国俄罗斯荞麦的竞争力上升，使得我国荞麦出口优势降低。2016年1-10月份出口量16797吨
，预计同比减幅在40%左右。
表：2009-2017年中国荞麦进出口数据统计 图：2009-2014年我国荞麦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三、行业存在问题

我国荞麦育种研究起步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下，育种工
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目前仍存在育种目标单一、手段落后和基础研究薄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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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育种目标单一

我国荞麦育种目标因地区而异，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产量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
国种植的荞麦品种全部是农家种、老品种，混杂严重，商品质量差，产量很低，影响了我国
荞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因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中期各省的荞麦育种是以
提高产量水平和商品质量为主要目标。例如，陕西省榆林市农校育成的榆荞１号及陕西省榆
林市农科所育成的榆荞２号２个甜荞品种，解决了陕、甘、宁相邻红花荞麦产区荞麦的异色
率高、粒型不整齐、商品质量差、产量低等问题。内蒙古农科院育成的茶色黎麻道、蒙822
两个甜荞品种，解决了后山荞麦产区单产水平低的问题。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农科所高山作物
站育成的川荞１号，解决了当地苦荞产量低的问题。夏播区在品种选育方面除注重提高产量
、改善商品品质外，还注重品种的抗倒伏性和结实率。例如，甘肃平凉市农科所育成的甘荞
２号和山西农科院作物所育成的晋荞麦１号不仅产量高，而且结实率、抗倒伏性强。到20世
纪９０年代末，随着荞麦产业化的发展和市场需要，山西农科院作物所开展了高产前提下的
提高荞麦芦丁含量为主要目标的专用荞麦品种选育工作，２００６年育成了高芦丁专用型甜
荞新品种晋荞３号，２００７年育成了高芦丁专用型苦荞新品种晋荞麦４号。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学院开展了高产前提下的以提高生物类黄酮含量为主要目标的专用品种选育工作，２
００８年育成了高黄酮苦荞新品种西农9909。30余年来，引进、国（省）审（鉴、认）定
荞麦品种７２个，全部以籽粒产量作为第一目标，专用型品种3个，仅占育成品种的4.2%其
他器官或目标未曾涉及或涉及很少，育种目标单一。

         2、育种手段落后

统计表明，我国荞麦育种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引种、单株混合选择和株系集团混合选择
，这３种方法是在荞麦品种资源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的，育成的品种有榆6-21、川荞1号、定
甜荞1号、西农9920、黔苦2号、黔苦4号等53个；采用化学诱变方法育成的品种只有榆荞１
号、晋荞麦7号和晋荞麦8号3个；采用物理诱变育成的品种有晋荞１号、晋荞５号、西荞２
号和宁荞1号等6个；采用物理诱变和化学诱变相结合的方法育成的品种只有西荞１号。利用
这几种常规育种方法育成的品种占总育成品种的86.3%，育成品种遗传背景狭窄，没有大的
突破。而比较先进的，在其它作物上广泛应用的杂交育种及杂种优势利用等方法育成的品种
有川荞3号、川荞5号、榆荞4号、丰甜荞1号、赤荞1号等7个，仅占育成品种的9.7%。远缘
杂交育种、甜荞自交结实性荞麦育种仅有贵州师范大学开展研究，育成薄壳苦荞和自交结实
甜荞新品系，但没有育成新品种，其它单位尚未开展。

         3、基础研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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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遗传资源是育种工作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在“七五”、“八
五”期间，全国共考察征集到3338份荞麦资源，编入《中国荞麦遗传资源目录》（第一、二
辑）共2693份。中国农科院品资所仅对国内已收集入库保存的２７９５份荞麦资源的株高
、主茎节数、主茎分枝、茎色、叶色、花色、粒色、粒形、棱翅等植物学特性和生育日数、
落粒性、抗倒性等生物学特性及单株粒重、千粒重、谷壳率等经济性状进行了鉴定，对其重
要的抗旱性、抗落粒性、抗寒性、抗病性未做鉴定。杨克理对《中国荞麦品种资源目录》第
一辑中的1502份的18种氨基酸和Ｖｅ、Ｖｐｐ、Ｓｅ、Ｍｎ、Ｚｎ、Ｃｕ、Ｆｅ、Ｃａ、
Ｐ等９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进行了分析；中国农科院品资所对《中国荞麦品种资源目录
》第二辑中的807份的蛋白质、脂肪、赖氨酸、Ｖｅ、Ｖｐｐ的含量进行了测定，李秀莲仅
对没入编目录的新引进及新创制的部分荞麦资源做了芦丁和硒元素含量的测定，对其重要的
功能因子Ｄ－手性肌醇和荞麦独有的、其他作物所不含的重要的药用成分芦丁和叶绿素未做
系统的、全面的鉴定；1998-2001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收集到10个种（包括2个变种）的
野生荞麦资源100余份种子和标本，明确了云南野生荞麦的特征特性及地理分布。虽然在资
源征集、农艺性状鉴定和品质鉴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存在资源收集不彻底特别是野生珍
稀资源的收集欠缺、资源鉴定不全面的问题。

全国10余个荞麦育种单位中仅有四川凉山州西昌农科所高山作物站利用有性杂交方法
育成了3个苦荞新品种，贵州师范大学育成了薄壳苦荞新品系。

         四、对策建议

         针对目前荞麦育种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1、 育种目标多元化品种专用化

今后荞麦的育种方向首先是选育有限型或亚有限型、根系发达、矮秆、第一果枝节位
高，适于全程机械化栽培的荞麦新品种；其次，苦荞６０％用于加工保健产品，选育高出粉
率和出米率、功能因子含量高的加工品质好和食味品质好的专用型荞麦新品种满足加工企业
的需求；第三甜荞是重要的蜜源作物，选育多蜜腺、高泌蜜量的专用型甜荞品种也将成为可
能。荞麦茎秆中含有的花青素是珍贵的食用色素，是育种领域的重要方向。盛花期的荞麦叶
片的芦丁含量比籽粒高得多，随着荞麦深加工的进一步深入，选育生育期长、枝繁叶茂新品
种将是荞麦育种的又一新领域。选育金叶甜荞、红叶米荞、绿花甜荞甚至是多年生的荞麦新
品种作为观赏作物来美化环境将成为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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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育种方法先进化

我国荞麦育种在坚持单株混合选择、株系集团混合选择、理化诱变等多种育种方法的
同时，今后要多开展杂交育种、远缘杂交育种、甜荞自交结实性荞麦育种、杂种优势利用、
转基因（不育基因等）生物工程育种等工作，缩小我国荞麦育种与其它大作物及日本、加拿
大荞麦育种的差距。

         3、加强基础研究

荞麦起源于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荞麦遗传资源，今后应加强野生荞麦资源的考察、
收集与鉴定，重点收集野生荞麦资源，特别应注意寻找野生甜荞自交结实新种质，建立我国
野生荞麦资源圃；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扩大荞麦资源的引进与交换；注意荞麦资源药用成
分的鉴定，筛选特殊用途的品种资源，增加荞麦资源的抗性鉴定，采用分子标记等方法构建
我国荞麦优异基因资源核心种质库，加强荞麦资源创新，丰富荞麦资源基因库

深入研究荞麦花炳类型与抗落粒性的关系；进一步观察荞麦花器构造，了解其开花习
性，探讨其受精机理，邀请四川凉山州西昌农科所高山作物站和贵州师范大学专家作讲座，
办培训班，或派人研修等多种形式，掌握荞麦有性杂交技术。学习其它作物转基因育种技术
，和国内单位合作，探讨荞麦真正的杂种优势利用技术，使我国荞麦育种实现质的飞跃。

观研天下（Insight&InfoConsultingLtd）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荞麦市场竞争现状
分析与投资发展趋势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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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荞麦相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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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荞麦的定义及分类
一、荞麦的定义
二、荞麦的分类
第二节分类产品介绍

第二章荞麦市场环境分析
第一节国内宏观经济环境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
三、进出口贸易历史变动轨迹
四、2018-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第二节我国荞麦产业政策分析
第三节荞麦行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章荞麦市场发展概况
第一节国际荞麦产品发展总体概况
一、产品国际现状分析
二、产品主要国家和地区概况
三、产品国际发展趋势分析
四、2016-2017年国际荞麦市场发展概况
第二节我国荞麦的发展概况
一、我国荞麦发展基本情况
二、荞麦总体市场现状
三、荞麦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2016-2017年中国荞麦市场分析
一、我国荞麦整体市场规模
一）总量规模
二）增长速度
三）各季度市场情况
二、我国荞麦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三、原材料市场分析
四、荞麦区域市场分析

第四章国内荞麦主要生产企业盈利能力比较分析
第一节2016-2017年荞麦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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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2017年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二、不同规模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分析
第二节2016-2017年行业销售毛利率分析
第三节2016-2017年行业销售利润率分析
第四节2016-2017年行业总资产利润率分析
第五节2016-2017年行业净资产利润率分析
第六节2016-2017年行业产值利税率分析

第五章中国荞麦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我国荞麦出口及增长情况
第二节主要海外市场分布情况
第三节经营海外市场的主要品牌
第四节荞麦生产进口分析

第六章中国荞麦市场渠道分析
第一节荞麦市场渠道格局
第二节销售渠道形式
第三节销售渠道要素对比
第四节对竞争对手渠道的策略研究
第五节各区域市场主要代理商情况

第七章市场供需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5-2017年荞麦行业供需状况
一、2015-2017年荞麦供给状况
二、2015-2017年荞麦需求状况
三、2015-2017年荞麦供需缺口分析
第二节2018-2023年我国荞麦供给变化趋势预测
第三节2018-2023年我国荞麦需求变化趋势预测
第四节2018-2023年我国荞麦供需缺口变化趋势预测
第五节荞麦行业供需主要影响因素

第八章荞麦主要地区市场现状
第一节华北地区
第二节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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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华东地区
第四节华南地区
第五节西南地区
第六节其他地区

第九章主要荞麦生产企业分析
第一节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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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企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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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企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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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企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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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企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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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荞麦行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生产分析
一、2015-2017年荞麦生产总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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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2017年荞麦产能及增速
三、国内外经济形势对荞麦生产的影响
四、2018-2023年荞麦生产总量及增速预测
第二节需求分析
一、2015-2017年荞麦需求总量及增速
二、国内外经济形势对荞麦生产的影响
三、2018-2023年荞麦需求总量及增速预测
第三节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一、荞麦供需平衡现状
二、国内外经济形势对荞麦供需平衡的影响
三、荞麦供需平衡趋势预测

第十一章荞麦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荞麦发展趋势和预测
一、2018-2023年全球荞麦市场发展预测
二、2018-2023年全球荞麦发展趋势
三、我国荞麦市场竞争趋势
四、2018-2023年中国荞麦发展预测
第二节荞麦行业发展未来总体趋势
一、未来我国荞麦行业发展优势
二、我国荞麦未来前景与总体发展趋势
第三节2018-2023年我国荞麦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二章荞麦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荞麦行业环境风险
一、国际经济环境风险
二、汇率风险
三、宏观经济风险
四、宏观经济政策风险
五、区域经济变化风险
第二节产业链上下游及各关联产业风险
第三节荞麦行业政策风险
第四节荞麦行业市场风险
一、市场供需风险
二、价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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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风险
第十三章荞麦行业投资机会
第一节荞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一、用户需求变化预测
二、竞争格局发展预测
三、渠道发展变化预测
四、行业总体发展前景及市场机会分析
第二节荞麦企业营销策略
一、价格策略
二、渠道建设与管理策略
三、促销策略
四、服务策略
五、品牌策略
第三节荞麦企业投资机会
一、子行业投资机会
二、区域市场投资机会
三、产业链投资机会
图表目录:
图表：2015-2017年荞麦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表：2018-2023年荞麦市场规模及增速预测
图表：2015-2017年荞麦重点企业市场份额
图表：2015-2017年荞麦区域结构
图表：2015-2017年荞麦渠道结构
图表：2015-2017年荞麦需求总量
图表：2018-2023年荞麦需求总量预测
图表：2015-2017年荞麦需求集中度
图表：2015-2017年荞麦需求增长速度
图表：2015-2017年荞麦市场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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