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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蔬菜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未来投资分析报告（2022-202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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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11/61840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8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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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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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行业基本概述
蔬菜是指可以做菜、成为食品的一类或，可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
质，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蔬菜的营养物质主要包含矿物质、维生素、纤维等，这些物质的含量越高，蔬菜的营养价值
也越高。此外，蔬菜中的水分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重要的营养品质指标。通常，水分含量
高、膳食纤维少的蔬菜鲜嫩度较好，其食用价值也较高。但从保健的角度来看，膳食纤维也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营养素。据国际物质粮农组织1990年统计，人体必需的维生素C的90%、
维生素A的60%来自蔬菜，可见蔬菜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之巨大。此外在已知果蔬中的营养素
可以有效预防慢性、退行性疾病的多种物质，正在被人们研究发现，如类胡萝卜素、二丙烯
化合物、甲基硫化合物、前列腺素等。
蔬菜常见分类方法包括“植物学分类法”，“食用（产品）器官分类法”，“农业生物学分类法”。
其中在植物学分类方面，我国普遍栽培的蔬菜虽约有20多个科，但常见的一些种或变种主要
集中在8大科。具体如下：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按食用器官分类法，蔬菜可分为根菜类、茎菜类、叶菜类、花菜类、果菜类。具体如下：

类型
基本情况
根菜类：以肥大的根部为产品器官的蔬菜属于这一类
肉质根
以种子胚根生长肥大的主根为产品，如萝卜、胡萝卜、根用芥菜、芜菁甘蓝、芜菁、辣根、
美洲防风等。
块根类
以肥大的侧根或营养芽发生的根膨大为产品，如牛蒡、豆薯、甘薯、葛等。
茎菜类：以肥大的茎部为产品的蔬菜
肉质茎类
以肥大的地上茎为产品，有莴笋、茭白、茎用芥菜、球茎甘蓝（苤蓝）等。
嫩茎类
以萌发的嫩芽为产品，如石刁柏、竹笋、香椿等。
块茎类
以肥大的块茎为产品，如马铃薯、菊芋、草石蚕、银条菜等。
根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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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肥大的根茎为产品，如莲藕、姜、襄荷等。
球茎类
以地下的球茎为产品，如慈姑、芋、荸荠等。
鳞茎类
由叶鞘基部膨大形成鳞茎，如洋葱、大蒜、胡葱、百合等。
叶菜类：以鲜嫩叶片及叶柄为产品的蔬菜
普通叶菜类
小白菜、叶用芥菜、乌塌菜、薹菜、芥兰、荠菜、菠菜、苋菜、番杏、叶用甜菜、莴苣、茼
蒿、芹菜等。
结球叶菜类
结球甘蓝、大白菜、结球莴苣、包心芥菜等。
辛香叶菜类
大葱、韭菜、分葱、茴香、芫荽等。
花菜类：以花器或肥嫩的花枝为产品，如金针菜、朝鲜蓟、花椰菜、紫菜薹、芥蓝等
果菜类：以果实及种子为产品
瓠果类
南瓜、黄瓜、冬瓜、丝瓜、苦瓜、蛇瓜、佛手瓜等。
浆果类
番茄、辣椒、茄子。
荚果类
菜豆、豇豆、刀豆、豌豆、蚕豆、毛豆等。
杂果类
甜玉米、菱角、秋葵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按农业生物学分类法，蔬菜可分为瓜类、绿叶类、茄果类、白菜类、块茎类、真根类、葱蒜
类、甘蓝类、豆荚类、多年生菜类、水生菜类、菌类、及其他类
二、行业政策
蔬菜是城乡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农产品，保障蔬菜供给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近年来为行
业持续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蔬菜及相关农产品行业进行大力扶持。例如2021年
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发展设施农业，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
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以南菜北运基地和黄淮海地区设施
蔬菜生产为重点加强冬春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以高山、高原、高海拔等冷凉地区蔬菜生产为
重点加强夏秋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构建品种互补、档期合理、区域协调的供应格局。2022
年3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全面保障
稳粮扩油和“菜篮子”产品稳定供给。围绕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和大豆油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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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增产提质、防灾减损和重大病虫害防治等全生产周期技术技能培训，因地制宜开展蔬
菜等经济作物生产管理培训，提升种植水平和产业发展能力。
2015-2022年国家层面蔬菜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15年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中央财政资
金支持开展肉类、蔬菜、中药材等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地区，要大力创新建设管理模式，加
快建立保障追溯体系高效运行的长效机制。 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稳步开展主要粮食作物、生
猪和蔬菜价格保险试点，探索天气指数保险和“基本险+附加险”等模式。 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
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和支持批发市场建设等政策。
2021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支持川渝平坝和浅丘地区建设
国家优质粮油保障基地，打造国家重要的生猪生产基地、渝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优质道地
中药材产业带、长江上游柑橘产业带和安岳、潼南柠檬产区。 2021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特别是口粮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
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2021年 国务院办公厅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加强配套冷链设
施建设，推动构建反季节蔬菜、高原夏菜、热带水果等从优势产区到主销区的全流程果蔬冷
链物流体系。 2021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做大做强水果、蔬菜、茶叶等特色农林产业，支持发展沙县小吃等特色富民产业。 2021年
国务院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促进果菜茶多样化发展。发展设施农业，因地制
宜发展林果业、中药材、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以南菜北运基地和
黄淮海地区设施蔬菜生产为重点加强冬春蔬菜生产基地建设，以高山、高原、高海拔等冷凉
地区蔬菜生产为重点加强夏秋蔬菜生产基地建设，构建品种互补、档期合理、区域协调的供
应格局。统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提升茶业发展质量。 2022年 国务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 加强生猪产能调控，抓好畜禽、水产、
蔬菜等生产供应，加快发展现代化设施种养业。支持棉花、甘蔗等生产。 202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大力推
进北方设施蔬菜、南菜北运基地建设，提高蔬菜应急保供能力。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
2022年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
提出全面保障稳粮扩油和“菜篮子”产品稳定供给。围绕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和
大豆油料生产，开展增产提质、防灾减损和重大病虫害防治等全生产周期技术技能培训，因
地制宜开展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管理培训，提升种植水平和产业发展能力。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三、行业供需规模现状
1、蔬菜生产情况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1）播种面积
得益于政策推动，我国农产品种植结构不断调整，蔬菜播种面积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数据显
示，2021年我国蔬菜播种面积由2017年19981.07千公顷增至21872.21千公顷，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2.3%。预计2022年我国蔬菜的播种面积可达22356.35千公顷。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产量
由于蔬菜种植能力和播种面积的不断提升，我国蔬菜产量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数据
显示，2021年我国蔬菜产量从2017年的6.92亿吨增长至7.67亿吨，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6%
。预计2022年我国蔬菜产量可增至7.91亿吨。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我国蔬菜种植主要分布在以河南、湖北、湖南为代表的中南地区和以山东为代表的华东
地区。有相关数据，中南地区蔬菜产量占比最高，达到了31.8%；其次为华东地区，占比为
30.1%。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3、蔬菜市场需求
（1）蔬菜消费量
由于具有营养价值高、热量低的优点，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使得近年我国蔬菜消费量保
持平稳增长的走势。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蔬菜消费量由2017年6.81亿吨增至7.39亿吨。
预计2022年我国蔬菜消费量将达到7.52亿吨。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观研天下整理
3、供需规模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蔬菜供给充足，产量能够完全满足国内需求。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
蔬菜产量为7.67亿吨，消费量为7.39亿吨。从进出口方面来看，目前我国蔬菜主要用于出口
。
从出口量来看，2017-2020年我国蔬菜出口量不断增长，由621万吨增至692万吨，年均复合
增长率3.7%。2021年出口量较2020年下降，只有590万吨。2022年1-4月我国蔬菜出口量1
47万吨，同比下降3.1%。
从金额方面来看，尽管2021年蔬菜出口量较2020年下降，但由于蔬菜出口价格上涨，我国
蔬菜出口金额仍呈增长趋势，增至5960.2百万美元，同比增长9.0%。2022年1-4月中国蔬菜
出口金额1589.7百万美元，同比增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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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观研天下整理
四、行业竞争情况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绿色安全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蔬菜行业
发展不断增长，蔬菜相关企业注册量呈增长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蔬菜企业注册量
由2017年的62.9万家增至130.2万家，年均复合增长率19.9%。

数据来源：企查查，观研天下整理
到目前，在我国蔬菜市场上已有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寿光乐义蔬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昆明晨农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上海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一
批优秀的企业。
企业名称 基本情况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创建于1998年，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500强，是全国知名的蔬菜全产业链运营商，下设超市销售公司、菜果配送中心
、进出口公司。集团拥有国内设施蔬菜重点实验室，组建了专业化的国际化研发团队，培育
出52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新品种。旗下“七彩庄园”品牌与多个大中城市建立了稳固的
七彩庄园绿色蔬菜直供配送业务，同时集团开设线上寿光蔬菜官方旗舰店与七彩庄园食品旗
舰店，打通线上优质生鲜蔬菜从“基地”到“餐桌”的直供通道。
寿光乐义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寿光乐义蔬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集种植
、生产、加工、销售及科研、试验、示范、推广、培训、生态观光旅游多功能于一体，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产业公司。公司打造“乐义”品牌形象，建立并完善
了“科技推广、良种繁育、生产种植、加工配送”于一体的蔬菜产业链条。公司现有种苗基地
80亩，智能温室15000平方米，年育苗能力2000万株，拥有北京绿色蔬菜示范基地800亩，
寿光紧密型生产基地7000亩，松散型生产基地8万多亩，有26个蔬菜品种先后获得国家无公
害和绿色产品认证，精品蔬菜日加工能力5万公斤。昆明晨农集团有限公司昆明晨农集团有
限公司创建于1992年，是集蔬菜种苗培育、基地种植、产品加工（保鲜、速冻、冻干）、
物流运输、产品包装、市场销售、农业观光、农业科普、农游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型农业
企业集团。旗下拥有昆明晨农绿色产品有限公司、昆明晨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晨农生态园
）、云南恒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云南恒邦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晨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昆
明恒瑞丰经贸有限公司、晨农航空货运有限公司、昆明恒兴农产品经营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
司，蔬菜加工生产加工能力达20万余吨，年生产蔬菜种苗18亿株。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
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是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家农业产业化企业，专注于“从
田头到餐桌”的现代蔬菜产业链的打造，已形成了蔬菜种源、标准化种植、初加工、精深加
工、生物有机肥、观光农业、连锁销售终端等产业链。目前，公司在上海市郊拥有3万多亩
蔬菜基地，其中连片的温室、大棚基地3000多亩，企业每年可为市民提供20万吨各类优质
蔬菜产品，是上海市较大的蔬菜产品供应商之一。 上海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银龙创
建于1999年，是一家集蔬菜生产、科研、加工、贸易为一体的上海市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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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银龙蔬菜加工厂、银龙种子场、银龙蔬菜示范基地、银龙蔬菜配送中心和银龙蔬菜研发
中心，年生产能力5万吨，年出口量800只标箱，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加拿大、俄罗斯、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蔬菜行业现状深度研究与未来投资分析报告（2022-202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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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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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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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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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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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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