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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冬笋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三章。报告介

绍了冬笋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冬笋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冬笋行业的现状、中国冬笋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冬笋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冬笋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冬笋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冬笋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冬笋是立秋前后由毛竹（楠竹）的地下茎（竹鞭）侧芽发育而成的笋芽，因尚末出土，笋

质幼嫩，是一道人们十分喜欢吃的菜肴。采挖冬笋影响竹子繁殖，但合理采 挖不仅可以保证

竹子正常生长，也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满足消费者需求。冬笋主要在毛竹上发育而成，也能

在其它竹上发育。我国原产的竹有26属共200多种， 任何竹都能产笋，但可作为蔬菜食 用的

竹笋，必须组织柔嫩，无苦味或恶味，或虽稍带苦、涩味，经加工后除去，仍具有美好滋味

。在长江流域的笋用竹主要是刚竹属的毛竹、早竹、哺鸡竹、红哺 鸡、白哺鸡、花哺鸡、尖

头青竹、高节竹和石竹等。在珠江流域和福建台湾等省栽培的是慈竹属的麻竹、绿竹、吊丝

丹竹、大头典竹等。国际上，冬笋的消费市场集 中在东亚地区，2014年初的冬天，冬笋的产

量小，价格高。随着国际美食交流的频繁，中国的冬笋将越来越受到外国客人的喜爱，但这

种趋势比较缓慢，预计中 短期内的2015-2020年，国际上对冬笋消费较多的区域依然集中在东

亚地区，尤其以日本的冬笋消费最多，我国冬笋对日出口的将稳步发展。 

　 　冬笋是几种竹笋中质量和价格较高的一种，主要产地和消费区域在集中在华东的福建、

浙江、安徽，以及西南的四川、云南一带。近年来，冬笋的年产量在 40-55万吨之间，2013年

产量较低，导致价格上升。2011-2013年，中国冬笋行业的产销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在96%

以上。冬笋的消费对新鲜 度要求较高是产销率高原因之一，冬笋的品质好，受消费者欢迎也

是产销率高的原因。预测未来几年，中国冬笋行业的供求增长幅度大致相符，但供不应求的

状态依 然持续，预计2014年冬笋的需求缺口是5万吨，到2018年的需求缺口约为7万吨

。2015-2020年，冬笋价格依然受供应量影响最大，预计2016 年的价格受气候规律影响，产量

下降，价格上升到16.2元/公斤，其后将回落到15元/公斤左右的水平。2015-2020年，冬笋价格

依然受供应量影响 最大，预计2016年的价格受气候规律影响，产量下降，价格上升到16.2元/

公斤，其后将回落到15元/公斤左右的水平。预计冬笋行业的市场规模于 2017将突破100亿元

，2018年将达到1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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