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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榨菜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首

先介绍了榨菜相关概述、中国榨菜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榨菜市场发展的现状，

然后介绍了中 国榨菜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榨菜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中国榨菜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榨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

投资榨菜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北美地区是我国榨菜主要出口目的地之一，当中出口至美国市场的榨菜产品占该区域总量

的70%以上，美国颁布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指出：进口商须核实外国供应商和进口食

品是否安全可靠，没有实行该等核实程序的进口商不得进口食品。 2011-2013年美国FDA拒绝

进口榨菜产品 

                           产品描述             制造商             产地             拒绝进口原因             拒绝进境时间               

               PRESERVED MUSTARD GREEN榨菜             Fuling Zhacai （Group） Co.， Ltd. 涪陵榨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             含环己（基）氨基磺酸盐标识，无英文标签，未注明必需

的营养信息声明，含糖精但标签未注明，未标明食品的常用或通用名             2011-10-06                

              榨菜             Haining city haiyu foodstuff co ltd             浙江海宁             未注册低酸罐装食品或

者酸性食品；生产工艺未备案             2013-05-08                               榨菜             Wanshili Food Co Ltd

Zang Zhou             江苏南京             标签未声明产品的重量、尺寸、数量；未列出配料的常用通

用名；未标注食品的常用通用名             2013-06-06                               榨菜             Wanshili Food Co

Ltd Zang Zhou             福建漳州             标签无英文             2013-07-19                               榨菜            

Wanshili Food Co Ltd Zang Zhou             福建漳州             标签无英文             2013-07-19                            

  榨菜             Fujian Lianjiang Niannianxing Foods Processing Factory             福建福州             低酸罐头

食品未注册             2013-07-19                

    资料来源：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受此因素的影响，我国榨菜出口企业产品出口难度进一步加大，我国部分企业完善相关资

料，完善输美榨菜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注册备案，保障了其生产的榨菜能够顺利出

口。 

    榨菜的原材料主要是青菜头，由于我国青菜头产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主要集中在重

庆和浙江地区，两地集中了84%的种植面积，因而榨菜供应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2007

年重庆和浙江地区榨菜产量占整个行业产量的80%左右。浙江地区由于其他产业发展较快，



因此对应的青菜头种植面积在不断减少。而重庆更重视农业及农副产品的发展，青菜头的种

植面积在稳步上升中。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数据中心整理 

    尽管我国地域宽广、民族较多，人们的饮食习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产品品种及产品风味

需求也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榨菜作为酱腌菜主要子品类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属于常见食品，

由于其品类、口味众多，满足了各地不同口味的需求，长期以来深受各地消费者的喜爱。 

    目前榨菜行业集中度不高，行业内比较有影响的品牌有乌江、铜钱桥、鱼泉、辣妹子、国

泰、斜桥、备得福、红山等。涪陵榨菜市场占有率第一约15%，2005年约12%，2005-2012年涪

陵榨菜市占率稳步提升。除涪陵榨菜外，其他品牌规模较小，市占率不高，第二名铜钱桥销

售份额为4.7%，第三和第四名企业市占率均不到3%， 2012年CR5为27.3%，行业集中度在稳步

提升。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数据中心整理 

    酱腌菜是以可食蔬菜为主要原料，经不同的腌制工艺制作的各种蔬菜制品的总称。榨菜是

酱腌菜中的主要子品类，起源于涪陵城西邱寿安家的中国特色产品，始于 1898 年，具有 100 

多年的历史。榨菜以其鲜、香、嫩、脆的特点驰名中外，是世界三大名腌菜（即榨菜、德国

甜酸甘兰、法国酸黄瓜）之一。我国榨菜行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8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时期榨菜品种单一，主要以手工作坊为主，销

售局限于原材料所在产区；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0 世纪末），这一时期行业跳跃式发展，主要是在改革开

放的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小规模榨菜个体生产企业，&ldquo;扩张-收缩-扩张&rdquo;成为该阶

段的基本规模，榨菜品种也呈多样化趋势，但整体工业化水平依然落后； 

     第三阶段（2000  年后），为行业快速发展阶段，为贯彻落实国家&ldquo;三农&rdquo;政策

，榨菜加工企业增加了技术开发投入和技巧设备的更新，促使榨菜行业产生了一批规模化、

机械化生产 企业，规模化企业的优势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引领了行业的发展，市场集中度

逐渐提高。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榨菜行业 2008 年产量为 48  万吨，05-07 年保持了 15%的增长

速度，但 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产销量下滑明显，09  年之后行业恢复性增长，产量逐年上升

，目前全国榨菜年产量在80万吨左右。 

第一章 榨菜行业概述 1 



第一节 行业相关界定 1 

一、榨菜的定义 1 

    酱腌菜是以可食蔬菜为主要原料，经不同的腌制工艺制作的各种蔬菜制品的总称。榨菜是

酱腌菜中的主要子品类，以其鲜、香、嫩、脆的特点驰名中外，与德国甜酸甘兰、法国酸黄

瓜并列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榨菜是一种半干态非发酵性咸菜，以茎用芥菜为原料腌制而成，

是中国名特产品之一与欧洲酸菜、日本酱菜并称世界三大名腌菜。 

    榨菜历来被称为腌菜佳品，其做工独特，配料讲究，在世界三大著名腌菜（重庆榨菜、法

国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中，占据首位。榨菜脆嫩爽口，味咸且鲜，并带有特殊的酸味，

可直接用于佐餐，也可用于炒菜、做汤。优质榨菜的外表呈青色或淡黄色，表面带有辣椒粉

，呈红色，有光泽、菜体嫩爽、气味鲜香且无异味。 

    榨菜的产品属性 

    榨菜的营养价值 

    酱腌菜是以可食蔬菜为主要原料，经不同的腌制工艺制作的各种蔬菜制品的总称。榨菜是

酱腌菜中的主要子品类，以其鲜、香、嫩、脆的特点驰名中外，与德国甜酸甘兰、法国酸黄

瓜并列为世界三大名腌菜。 

    榨菜最早起源于涪陵城西邱寿安家，始于1898年，是我国具有100 多年历史的传统特产， 涪

陵地区作为涪陵榨菜的原产地，其生产的榨菜质地脆嫩，风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特殊酸

味和咸鲜味，脆嫩爽口，含丰富的人体所必需的蛋白质、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等，

以及谷氨酸、天门冬氨酸、丙迄酸等17种游离氨基酸，可以用于佐餐、炒菜和做汤。现代营

养学认为，榨菜能健脾开胃、补气添精、增食助神；低盐保健型榨菜，还有保肝减肥的作用

； 

榨菜主要营养成分（每10克）                            营养素             单位             含量             主要功能             

                 硫胺素             毫克             0.03             保护神经系统，增加食欲                               烟酸             

毫克             0.50             促进消化系统健康                               蛋白质             克             2.10             促进新

陈代谢                               磷             毫克             41.0             维持人体生理反应                               钙             

毫克             155.0             维持骨骼和牙齿                               硒             微克             1.93             提高人体免

疫力                               镁             毫克             54.0             维持人体生理机能                               铁             毫

克             3．90             维持人体造血功能                               维生素             克             2.1             促进人体

新陈代谢                               胡萝卜素             毫克             0.49             维持眼睛和皮肤健康                          

    核黄素             毫克             0.06             促进发育和细胞再生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数据中心整理 



 

二、榨菜形态、特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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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3年全球榨菜行业市场概况 6 

    酱腌菜是以可食蔬菜为主要原料，经不同的腌制工艺制作的各种蔬菜制品的总称。榨菜是

酱腌菜中的主要子品类，以其鲜、香、嫩、脆的特点驰名中外，与德国甜酸甘兰、法国酸黄

瓜并列为世界三大名腌菜。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数据中心整理 

    榨菜最早起源于涪陵城西邱寿安家，始于1898年，是中国具有100多年历史的传统特产。为

酱腌菜中的佳品，具有鲜、香、嫩、脆的独特品质和特色风味，以其营养丰富、方便可口，

佐餐、侑茶、调味等多样用途，以及耐贮存和适宜加工等许多优点而驰名中外。榨菜行业的

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189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为榨菜行业的初级阶段，该阶段榨菜品种单一；主要

以手工作坊为主；销售范围局限于青菜头所在产区范围。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为榨菜行业的跳跃式攀升阶段，较第一阶段取得了

较大发展，主要是改革搞活经济催生了大量的小规模榨菜个体生产企业，&ldquo;扩

张&mdash;收缩&mdash;扩张&rdquo;成为该阶段的基本规律，每次扩张均较以前有了一定进步

。该阶段榨菜品种亦趋向多样化，整体工业化水平落后。 

    第三阶段（2000 年至今）为榨菜行业的快速发展阶段，为贯彻落实国家&ldquo;三农&rdquo;

政策，实现农业产业化，榨菜加工企业增加了技术开发投入和机器设备的更新，促使榨菜行

业产生了一批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企业。技术设备先进、管理规范、规模化生产的榨菜企

业优势地位逐渐凸显，带动了当地榨菜行业的发展，提高了菜农的收入水平，市场集中度逐

渐提高。 

    榨菜质地脆嫩，风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特殊酸味和咸鲜味，脆嫩爽口，含丰富的人体

所必需的蛋白质、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以及谷氨酸、天门冬氨酸、丙迄酸等17



种游离氨基酸，可以用于佐餐、炒菜和做汤。现代营养学认为，榨菜能健脾开胃、补气添精

、增食助神；低盐保健型榨菜，还有保肝减肥的作用。 

    榨菜（Pickled Mustard Tubers）出口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至20世纪30 年代。当时，主要

是以传统的坛装榨菜，销港澳、南洋、日本、菲律宾及旧金山一带，年销售量达三万坛。随

着科技进步，生活水平提高，榨菜出口呈现不同类别，多国家输出。 

    中国四川、重庆、浙江等省市的榨菜出口基本决定了海外榨菜市场供应量，近年来，美国

、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设置农产品的&quot;绿色壁垒&quot;，提高食品安全标准

，我国食品安全出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以日本为例：出口日本的榨菜就要经受农药、添

加剂、重金属、生物毒素、微生物等800余项检测项目的检测。 

根据海关数据，2012年我国榨菜出口量为4.82万吨，较2011年增长3.9%，出口金额约为4500万

美元。 

  

    资料来源：海关 博思数据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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