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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更加绿色的消费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食用菌产品的认可度和消

费能力日益提高,食用菌产业已经成为云南省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但云南食用菌仍存在着品牌建设

滞后,食用菌产业未能和其他产业进行有效融合和品牌价值延伸,宣传力度不够、缺乏高素质销售人员

等问题,可以从政策引导、注重品牌建设,加强物流体系建设,扩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来积

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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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edible fungus brand constru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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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greener consumption 

concept deeply rooted in the people, consumers' recognition and consumption ability of edible fungus products 

are improving day by day. The edible fungus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economic pillars of 

Yunnan Province. But edible fungus in Yunnan still lag brand construction, edible fungus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to effective integration and brand value extension, insufficient publicity, lack of high quality sales staff, 

can from the policy guidance, pay attention to brand co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system, expanding publicity channels,strengthen propaganda to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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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食用菌产业已经成为云南省重

要经济支柱之一。 

食用菌产业更是三农产业中为数不多的白色产业,拥有健

康、绿色、可持续发展等特点,具有很强的效益空间和更加广阔

的发展前景。但云南食用菌产业在品牌建设方面还有待改进,

品牌作为企业无形的资产,具有竞争力的品牌可以为企业拉来

更多的潜在客户。建立食用菌品牌可以帮助食用菌清晰的进行

市场定位、树立产业形象,增强客户粘度,使食用菌在当地市场

竞争中胜出。 

1 食用菌产业现状及趋势 

1.1全国食用菌产业现状 

随着食用菌领域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食用菌栽培技术的不

断进步。同时,由于绿色生态文明理念深化,消费者对食用菌产品

的认可程度和消费能力日益提高,消费结构升级,越来越多的食

用菌生产加工企业实现了工厂化、商业化栽培,并进入消费市场。 

根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0-2021年,全国

食用菌总产量及总产值分别从2010年的2201.16万吨,1413.22亿

元增长至2021的4133.94万吨,3475.63亿元。总产量和总产值增

量分别达1932.78万吨、2062.41亿元,增幅分别约87.81%、

145.93%,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约5.89%、9.38%[1]。整体来说,

产值增速明显高于产量增速,食用菌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的

经济增长、企业创收、农民增收有着不小的贡献。 

1.2云南省食用菌产业现状 

长期以来,云南省是我国野生食用菌的重点产区和经济贸

易区,云南野生食用菌市场占据全国市场的70%以上,云南省食

用菌品种之多、分布之广、产量之大,在全国范围来看,云南食

用菌也是独具鳌头的。根据昆明植物研究所调查报告显示,目前

云南已知的食用菌品种已高达2700多种,占到全国总数的

57.4%。从调查统计数据看,仅滇西境内,已发现的野生食用菌种

类就有390多种,占据全国930多种野生食用菌31.3%,占云南670

多种野生食用菌的43.3%。现如今食用菌产业,已经成为继烟草、

咖啡、蔬菜之后云南第四大重要的出口创汇林下经济产业,也是

云南省的重要绿色食品产业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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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办公室提供的2016-2021年数

据来看,云南省食用菌产量及产值分别从2016年10万吨,90亿元

逐年上升至2021年的28.04万吨,211.13亿元。2016-2021年云南

省食用菌需求量及市场规模也从2016年10万吨,80多亿元逐年

上升至2021年的23.09万吨,173.86亿元[3]。根据昆明市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2022年数据显示,2022年云南省食用菌总产量高达

98.33万吨,其中昆明市交易量达11.97万吨,占据全省的12.2%。

云南省食用菌总产值高达382.61亿元,昆明市食用菌交易额为

109.31亿元,占据全省交易额的28.6%。 

1.3云南省食用菌发展趋势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云南食用菌产业在规模和销量

产值方面都呈现出上升趋势,未来五年云南省食用菌产业栽培

规模将不断增加,产业发展重心将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将由全省产业广泛覆盖转变为向优势产业集

群和产品集中,食用菌品种的多样性也将会得到大幅度的增加。

在更加生态绿色的消费理念的引导下,消费产品的需求多样性

不断增加,使得更高值、更营养、更安全的产品被大量需求。 

2 食用菌品牌建设发展现状 

2.1全国食用菌品牌建设发展现状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规模和质量日益提高,地方政府、行业协

会和企业经营主体十分重视食用菌品牌建设的开发,食用菌品

牌建设逐步形成了全国推荐、多点突破、全面开花的新发展格

局,并有望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在食用菌行业里有几家实力较

大的综合公司:如上海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水众兴菌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具有工厂化、科学化、管理体系

严格和一流生产技术等优点,在食用菌行业里属于佼佼者且注

重食用菌品牌建设[4]。 

2.2云南省食用菌品牌建设发展现状 

相对于全国来说,云南省食用菌品牌建设起步较晚。但近几

年,云南省委省政府越来越重视云南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结合“绿色食品牌”推进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绿色

发展道路,促进云南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品牌建设体系、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云南省从食用菌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

的转变。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云南涌现出一批具有品牌建设代表

性的企业,像昆明旭日丰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其公司已经实现

了工厂化、商业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昆明旭日丰华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以食用菌为主的集生产、研发、栽培、包装、物

流、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食用菌龙头企业,品牌在当地也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和信誉度,当地及周围的餐饮、商场、消费者对其产

品的消费意愿较为强烈,其名下的“雲小君牌金耳”更是荣获

2021昆明市绿色食品“10大名优农产品”,这些率先崛起的“云

菌”品牌为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品牌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3 云南省食用菌品牌建设影响因素 

3.1品牌建设滞后 

虽然云南食用菌产业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云南食用菌产业品牌建设主要以企业为基础,政府及相关行

业并没有完全控制市场、援助政策不可预测、支持力度也较低。

在市场中,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和商业实践完全不同,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联系也较少,在这样的一个不良背景下企业形成了企

业自己的品牌,这最终也将会导致食用菌产业出现了一系列地

问题。食用菌产业各方面的矛盾意味着食用菌进入的市场更小,

品牌更加多化,企业不能够突出自己产品的优势。在这样的发展

状态下导致企业基础设施整合不良,品牌缺乏基本的竞争力,生

产缺乏科学化、标准化。 

3.2云南食用菌产品优势并未形成有效的产业融合和品牌

价值延伸 

在云南,不仅有着非常丰富的食用菌资源,也存在着较多的

药用菌资源,比如灵芝、茯苓都具有非常好的抗癌、抗肿瘤作用,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在一个全民养生的浪潮下,药用菌的价格

也在水涨船高,在这种经济发展形势下需要加强对药用菌的发

展。但目前云南省相关的食用菌产业并未过多的把精力放在药

用菌的发展上,而是更加的注重食用菌产业的生产。同时又因为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其独特的地理特点造就了食用菌的生长,但

也遏制了食用菌的运输,物流和冷链产业基础建设不足,使食用

菌在流通环节效率低下,新鲜的食材损耗较大[5]。从此看出,云

南食用菌的竞争优势不能只停留在生产,要想发展壮大就必

须打通有效的销售渠道、物流渠道、构建自己的品牌体系,也

要帮助提升农产品自身的使用价值,吸引相关产业融资进行

产业融合。 

3.3食用菌精加工规模小,附加值较低 

云南食用菌产品大部分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粗加工过程,并

未涉及到过多的精加工过程,以罐装和小包装形式流入市场的

比例较少。也就不能更好的打响品牌知名度和赚取更多的效益。

生产加工过程也较为简单,生产的主要产品以粗加工的干片、冷

冻和盐渍产品为主,小包装和罐装食品仅占一小部分,无法积极

的打开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此外,由于食用菌产品包装程度不

足,难以提高食用菌品牌的知名度,不能为市场上所进行的市场

营销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也不能创造空间提高附加值,难以获得

更多效益。 

3.4宣传力度较小,缺乏高素质的营销人员 

在全国范围来看,食用菌企业对自己产品的宣传力度急需

提高,扩大产品的宣传渠道,可以结合线上线下双渠道的方式,

双管齐下进行销售。销售环节需要一流的销售团队去完成,但大

部分食用菌企业在销售环节并未建立完善的销售考核绩效制度,

没有激起销售人员的销售潜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刚

刚进入销售环节的毕业生缺乏社会或工作经验,对企业文化和

管理风格没有清楚的认知,自身与所处环境存在巨大差距。 

即使企业销售手段高强,但这些企业却担心销售人员短缺,

因为它们并没有完善的销售考核绩效制度。因此,食用菌企业应

该改善对新员工的培训,留住优秀的销售人才,完善选拔程序,

组织一支一流的销售团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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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品牌建设发展对策 

4.1政策引导,注重“云菌”品牌的建设 

云南省自实施“绿色食品”战略以来,云南省农产品“三品

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有效用标认证登记的产品和其他区域性品牌建设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针对具体的企业品牌和精加工产品品牌仍

然有很多值得推进的地方。 

建议政府要在建设综合品牌和地域品牌的同时,要关注和

支持企业和具体产品品牌建设。企业层面也应该高度认识品牌

的重要性,认真思考和实践,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为“云菌”

一盘棋的品牌建设打好坚实的基础。管理者们应该做的是改变

固有思维、体现新的创意、强调产品优势、增加产品的市场影

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为下一步的积极营销做铺垫；并且从源头和

各个生产环节抓起,注重产品精加工的建设,尽快提高产品的质

量和知名度,加强品牌的忠实度,牢固抓好现有消费者并积极发

掘在市场中的隐形客户。 

4.2加强物流配送及装备体系建设 

食用菌作为具有较强季节性的特色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

程中有着缩短供货周期、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物流效率、保

障产品品质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如何寻找合适、有效的物流

企业。 

云南水平稍高的生鲜农产品物流企业较少,他们需得到国

家的支持,并配备可以远距离运输的特殊设备。依靠现代物流技

术的发展和运用、引进先进物流设备、合理优化物流配送方式、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样才能有利于物流配送的最优化。企业可

以与政府合作改善物流基础设施,例如,道路的规模和结构。这

是实现更高效物流的重要步骤。企业需要充分利用所有运输能

力,发展综合运输路线,与货运组织整合,提高运输方式的效率,

从而确保所有运输方式的有效整合[7]。 

4.3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在食用菌产业中的作用 

为促进云南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

作为主体,要转变观念、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充分发挥主

导作用,开创“政府推动、企业主动、市场拉动”的良性发展格

局。一方面政府和科技部门要深入企业调研,发现企业存在的现

实科技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

加强与政府和科技部门的对接。无论是采摘、加工、物流环节

中的保鲜技术,还是产品开发、质量保障、提质增效的精加工、

经营管理的科学化,都离不开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和支撑。需要

强化“云菌”全产业链科学技术、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

化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创新活力。 

4.4扩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已经深受互

联网的影响。企业应抓住这个机遇,拓宽品牌宣传的渠道,可借

助电商平台和网络直播,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双管齐

下进行销售。形成强大的品牌效应和品牌价值,吸引更多的优质

客户群体。 

5 结语 

为促进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

等作为主体,要转变观念、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在品牌建

设、市场营销意识、物流运输构建等方面,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开创“政府推动、企业主动、市场拉动”的良性发展格局。只

要加强政策助推、规划引领、科学发展,云南食用菌产业就能打

造成为“美丽云南”一张独特的名片和一个上千亿元产值的新

兴支柱产业。 

请标注：云南农业大学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行动基金项目资

助--项目编号：2023Y0889；项目名称：智慧农业背景下陆良

县人工菌品牌建设研究；类别：人文社会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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