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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是食用菌生产大国却不是生产强国这一现实背景下,从分析食用菌产业现状及特征入手,

科学研判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确立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有利于实现食用菌产业健

康发展和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策建议: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改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奠定与强化食用

菌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构建资源培育、环境保护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化模式与市场运作机制;提供有利

于食用菌新兴产业体系发展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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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菌产业是集高效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

和可持续农业特征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是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极其显著的新兴产业,担负着

转化农林废弃物资源、增加蛋白质供给和增强食物

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任务,其产业发展的战略地位

不容小觑。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食用菌产业,是
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内

容[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食用菌

产业发展空间的转移和国内食用菌生产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我国食

用菌产业获得了良好发展,跃居成为世界第一的食

用菌生产大国。

  一 、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虽是世界第一的食用菌生产大国,但并不

是食用菌产业强国,与发达国家相比,食用菌产业的

经济效益和产业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分
析我国食用菌产业现状及特征,探索破解制约食用

菌产业发展瓶颈的有效方法,提出科学合理的发展

构想,对增加食用菌产业科技含量,挖掘产业发展潜

力,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实现产业战略性培育并促进

其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1]。

1.食用菌产业量值基本状况

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就产量规模来看,1978
年我国食用菌产量为5.8万t,到1990年超过100
万t,1996年增长至350万t,到2003年突破1000
万t,2009年增长至2020万t,2012年增长至2828
万t;就产值规模来看,2001年我国食用菌产值达到

314亿元,到2009年食用菌突破1000亿元,2011
年达到1772亿元,食用菌产值年均增长幅度达

17.04%。与此同时,食用菌产业的国际地位不断提

高,自198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世界食用菌生产第一

大国的地位,其中1994年我国食用菌总产量占世界

总产量的53.8%,此后不断上升,截至2012年,我
国食 用 菌 产 量 占 到 了 世 界 总 产 量 的 75.0%
以上[1-2]。

2.食用菌品种结构及特征

从品种结构来看,我国食用菌种质资源丰富,不
仅盛产香菇、平菇、双孢蘑菇、金针菇、草菇、黑木耳、

毛木耳等大宗品种,而且培育与发展了银耳、滑菇、

猴头菇、鸡腿菇、白灵菇、杏鲍菇、茶树菇、秀珍菇、姬
松茸、白灵菇、真姬菇等一大批珍稀品种,此外,以灵

芝、天麻、茯苓等为代表的药用菌品种及以松茸、牛
肝菌、块菌、羊肚菌等为代表的野生食用菌品种也获

得快速发展。当前我国食用菌品种结构呈现两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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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一是“大宗品种主导,珍稀食用菌、野生菌和药用

菌快速发展”。香菇、平菇、木耳、双孢蘑菇、金针菇、
毛木耳等大宗品种占全国食用菌产量的86%;珍稀

品种、药用菌及野生食用菌品种虽然得到了长足发

展,但其产量规模仍然较小,还未形成规模化经营。
二是“木腐菌为主,草腐菌为辅”。虽然我国食用菌

品种资源丰富,但其结构仍然呈现“木腐菌为主,草
腐菌为辅”的特征,这一结构特征导致食用菌产业发

展与森林资源保护矛盾日益突出[2-3]。

3.食用菌产业优势区域布局及特征

我国食用菌产业历经30年的发展,以及随着品

种结构调整和栽培资源结构变化,食用菌产业新兴

板块优势区域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太行山南麓食

用菌优势区、小兴安岭—长白山食用菌优势区、黄淮

平原食用菌优势区、武夷山区食用菌优势区、湘南—
桂北—南岭食用菌优势区、四川盆地食用菌优势区、
秦巴山区食用菌优势区、西北潜在食用菌优势区等

8大优势区域雏形,涵盖了全国15个省(区、市)的

150多个县(市),品种结构基本覆盖了全国各大宗

品种、珍稀品种以及野生食用菌品种。8大食用菌

优势区域集食用菌菌种选育、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
保鲜加工、物流、销售于一体,完善了全国范围内的

食用菌产业体系。8大食用菌优势区域的食用菌量

值规模及出口创汇额均占全国的90%左右,为转化

农林废弃物资源、增加蛋白质供给和增强食物安全

保障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

4.食用菌产品出口创汇情况

食用菌产品成为弥补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重

要产品类别,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我国食用菌出

口13万t,2007年达到了192万t,受金融危机影

响,2009年虽有下降,但也达到108万t,创汇14.4
亿美元。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食用菌产品出口量值

规模呈现缓慢增长,2010年出口量达到了152万t,
创汇达到24.1亿美元,而同期进口仅为0.07亿美

元,有效弥补了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4-5]。伴随着食

用菌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一批以福建古田

和漳州,浙江龙泉、庆元、景宁和磐安,河南西峡,湖
北随州,河北平泉,山东莘县、邹城及四川大邑、金堂

等为基础的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基地;在品种

结构上,双孢蘑菇以罐头产品为主,香菇以干、鲜香

菇为主,木耳以压缩加工品为主,野生菌类以松茸、

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块菌为主。

  二、食用菌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的

战略意义

  食用菌产业具有“不与农争时,不与人争粮,不
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的特点,而且“占地少、用水

少、投资小、见效快”,可以把大量的农林废弃物转化

成为可供人类食用的优质蛋白和健康食品,是现代

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与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现农业废物资源转化、推进生态循环经济发展、
支撑国家食物安全、引领健康饮食消费以及促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1.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转化

食用菌产业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是在利用和转

化动植物废弃物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产品,以满足

人们的消费需求。根据统计数据估算,每年由于农

业生产而产生的农业废弃物达到30亿t,由于农业

废弃物的产权属性,导致其处理方式不当,管理绩效

较低,引致严重的“农业立体污染”,主要包括畜禽粪

便导致的农业水体污染,农作物秸秆随意堆弃引致

的农业面源污染,作物秸秆燃烧引致的大气污染。
促进食用菌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可以实现农业废

弃物资源的有效转化利用,调查数据显示:每1t鲜
蘑菇可以转化利用1.5t的农作物秸秆,按照当前

国内食用菌产业的量值规模,每年可以转化4242
万t的农作物秸秆及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从而

有效缓解了由于不当处置农业废弃物而带来的农村

环境污染问题[6]。

2.推进循环农业经济发展

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方向,食用菌产业的迅速崛起迎合了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在科技人员和广大菇农的努

力下,逐步摸索成功利用木屑、稻(麦)草、玉米芯、玉
米秸、豆秸、棉籽壳、油菜秆等农林有机废料代替段

木进行食用菌栽培,有效缓解了产业发展与林木资

源的矛盾,还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农林废弃物资

源的利用率。据测算,我国栽培食用菌每年要消耗

4000多万t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实现了动物生产

(养殖业)与植物生产(种植业)之间物能循环转

化[7]。构建完善以食用菌产业为核心,以农业废弃

物循环利用的技术体系、物流体系、加工体系等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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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动效应的生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生态循

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基本理念,是生态循环农

业经济发展的实践举措,具有重要的生态战略意义。

3.支撑国家食物与粮食安全

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需求的增强,国家大

力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生态重建

政策,确立了以粮食换生态的发展方略。但与此同

时,我国又将面临着资源与食物短缺,蛋白质供给不

足等食物与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根据2009年《全
国新增500亿kg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
年)》,我国秸秆的产量还将增加600亿kg,即秸秆

总量将达到7600亿kg,除了满足生活燃料(大约

40%)、发展养殖(大约30%)外,剩余的30%约合

2280亿kg左右可以用于食用菌生产,按照50%的

生物学效率计算,即可生产食用菌1140亿kg,按照

食用菌蛋白质含量19%~35%计算,可以转化为

216.6亿~399.0亿kg蛋白质,相当433.2亿~
798.0亿kg瘦肉,或649.8亿~1197.0亿kg鸡

蛋,或2539.9亿~4788亿kg牛奶,能够在国家食

物安全与粮食安全体系发挥重要的作用[4]。

4.引领健康饮食文化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居
民健康饮食理念不断增强,健康饮食文化逐渐兴起,
食用菌的保健功能和营养价值逐渐得到居民认同。
据相关数据显示,食用菌产品含有26%的粗蛋白、

8%的脂肪、56%的碳水化合物、9%的膳食纤维以及

1%的矿物质,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低胆固

醇的特点,富含人体所需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具
有调节肌体免疫水平,缓解亚健康,提高健康水平等

功效,被誉为21世纪的保健食品[4,7-8],满足联合国

粮农组织倡导的“一荤+一素+一菇”的科学饮食结

构。随着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与健康饮食文化的兴

起,在中华菌文化节的诱导下,食用菌健康饮食文化

将逐步发育与成长。

5.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食用菌产业发展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目标,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调研发

现,食用菌每667m2 净产值约2.85万元,是大棚西

红柿的3.8倍,是棉花的29.4倍,是玉米的53.8
倍,是优质小麦的67.1倍。目前,全国在食用菌生

产行业中的从业人员超过了2000多万人[8-10],有效

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社会效益显著;
食用菌生产地区的农业立体环境(耕地质量、水环境

质量、空气质量)明显优于一般地区,生态效益显著。

  三、我国食用菌新兴产业发展的阻

碍因素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推动下,虽然食用菌产业获

得了显著成效,但要进一步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凸
显其战略意义并实现规模化效应,还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需引起高度重视的障碍因素。
一是生产规模小,机械化水平低,食用菌产业战

略作用规模化受阻。当前我国食用菌生产以小规模

家庭作坊式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为主,种植户的素质

和生产条件参差不齐,技术水平较低,承受自然风险

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并且以木腐菌为主的生产结

构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据统计,2009年菌农采

用大棚种植的食用菌产量占总产量的98.8%;只有

1.2%来自于工厂化种植[4]。而到2012年,虽然食

用菌工厂化企业有了大幅度发展,但具有规模效用

和品牌意识的企业数量仍然偏少,日产量小于5t
的企业数量占据多数。

二是资源培育、环境保护和产业品种结构的协

调发展不够,导致生态循环经济发展受阻。一方面,
以木腐菌为主,草腐菌为辅的品种结构,使每年至少

有400多万m3 木材被食用菌生产消耗,但是由于

阔叶树资源紧缺,培植周期长,菌业的迅猛发展致使

主产县阔叶林资源锐减,造成很多木腐菌主产区开

始出现林木资源需求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矛

盾,也影响了菌业的生态、循环和可持续发展[5]。另

一方面,随着人类对食用菌认识的提高,对某些具有

特殊功能的食用菌或者药用菌,如冬虫夏草等存在

过量采挖,使种质资源匮乏。而因林木资源快速利

用导致的生态失衡,也对菌类种质资源的生态环境

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导致珍稀菌类的种质资源濒

临灭绝。
三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满足工厂化生产

的菌种。由于政策、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投入不足,
我国对野生食用菌种质资源的调查、采集、保藏和开

发利用滞后于产业发展需要,造成食用菌种质资源

丰度低、遗传基础差,难以选育出适合规模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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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需要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生产潜力的菌

种。以双孢蘑菇为例,由于菌种和栽培设施限制,我
国每平方米产量只能够达到10~20kg,而国际平

均产量可以达到50kg,最高实现80kg[7]。此外,
由于缺乏对食用菌的基础研究,尽管我国是食用菌

资源大国,但是在生产上却只能使用国外的品种,缺
乏对育种需要的野生种质资源、栽培种类的基本遗

传学和生理学的系统研究,对菌种质量评价、菌种专

业生产工艺技术、出菇期的发育调控机理和技术以

及专用设施设备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极其短缺,因此

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极为被动。
四是以初级产品生产和市场化为主,产业链条

短,产业横向与纵向延伸不足。当前国内食用菌产

品主要以鲜销(如侧耳属类、金针菇等)、干制(如木

耳、香菇等)、盐渍(如双孢蘑菇等)、速冻等初级加工

方式为主,产业横向与纵向延伸不足,在可以延伸链

条的精深加工领域中产品过少,特别是许多具有特

殊保健功能的食用菌加工产品,生产开发程度明显

不足。此外,品种研制、栽培种培育、原材料供应和

基质规模化生产等链条节点上投入短缺,极大地弱

化了食用菌产业战略作用。
五是缺乏有利于食用菌战略新兴产业培育与发

展的政策支持。食用菌产业发展与战略作用的凸显

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激励机制,虽然食用菌产

业存在众多优势,但是与传统大农业相比,缺乏惠菌

政策,导致在产业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专业化生产、
育种研究、菌种生产工艺及栽培设备设施研发等方

面没有形成完全的精准化、专业化的技术模式,再加

上学科建设不系统,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我国食用

菌产业总体处于经验性生产阶段。

  四、我国食用菌新兴产业培育与发

展的战略思考

  立足我国食用菌产业的战略意义及战略作用凸

显的障碍因素,我国食用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

发展需要遵循产业优势与特色并重、整体发展与重

点培育并重、产业规划与布局协调并重、产业集聚效

应与规模效应并重的原则,立足食用菌产业发展的

特点,以现代化工业企业管理思想和技术体系为指

引,面向生态循环经济发展、食物与粮食安全、健康

消费引领等重大战略,积极探索食用菌产业发展规

律,发挥食用菌产业培育与发展相关主体作用,加大

政策扶持,深化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环境,强化产业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推动食

用菌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改进,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奠定与强化食用菌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

由于缺乏对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律的系统、科学

研究,使得产业通用技术和基础技术研究几乎处于

空白状态,技术储备严重不足,支撑产业健康发展的

技术支撑能力明显偏弱。为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大科技创新:一是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改进,提
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科技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创

新,增加对食用菌科研工作的财政投入,逐步完善食

用菌专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机制,推进我国食用

菌科研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强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储

备,实现食用菌产业由经验性生产阶段向技术性生

产阶段的转变。二是培育新型替代原料,扩大生产

资源及循环利用,抢占颠覆性技术制高点。降低现

有资源消耗、发掘新型替代原料资源,是凸显食用菌

产业战略意义及促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要在木腐菌草腐化技术的研发上加大力度,以
提高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原料的转化利

用效率,占领食用菌产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制高点,彰
显产业发展的生态战略作用;同时,要切实推进菌糠

生物炭转化技术研发,实现食用菌清洁生产和减少

生态环境污染。三是积极推进工厂化专用生产机械

的研发。工厂化、机械化生产是未来食用菌产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食用菌产业战略作用规模

化的重要手段,积极推进工厂化生产的专用机械研

发,利用新型科技成果和工业化装备来武装食用菌

产业,逐步提高食用菌产业综合生产能力,为食用菌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技术装备基础。

2.构建资源培育、环境保护和产业协调发展的

产业化模式与市场运作机制

食用菌产业的战略性体现在资源培育、环境保

护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当前我国食

用菌产业发展面临着产业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积极

构建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的产业化模式与运作

机制,有利于推进产业战略作用的规模化实现。一

方面,以生态循环经济发展为契机,构建以食用菌产

业为核心,现代循环经济生态园为载体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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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以专业化人才队伍与先进适用技术为支撑体

系的资源环境与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化创新模式,
实现以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为主的传统“二元”农业

经济发展模式向实现包含生态链、能量链、食物链和

产业链的“四链”有机结合的稳定的“三元”生态循环

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创新并完善食

用菌新兴产业市场运营的体制机制。市场经济条件

下,食用菌新兴产业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及体系建设

是我国食用菌产业培育与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实

现资源培育、环境保护与产业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
为有效促进食用菌生产经营由分散无序逐渐走向集

中规范,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立足于食用菌新兴产

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创新并不断完善食用菌新兴产

业市场运行机制。一是创建以DIY体验式参与为

特色的 MushroomMall食用菌商业运营新模式,宣
传推介食用菌优势特色产品,发展食用菌展销与会

展经济,着力打造并提升食用菌新兴产业的文化寓

意与品位。二是积极探索并不断完善食用菌拍卖交

易新模式,制定相应的鼓励发展政策,选择具备条件

的地区,有计划地建立食用菌拍卖市场,逐步推动拍

卖交易成为食用菌商业流通的重要交易方式。三是

以培育食用菌龙头企业发展为重点,推动有条件的

食用菌龙头企业挂牌上市,壮大并提升食用菌新兴

产业大生产、大流通的组织规模。

3.确立有利于食用菌新兴产业体系发展的政策

支持

(1)强化食用菌产业财政政策支持,构建与完善

多元投融资体系。一是实施食用菌良种和农机补贴

政策。依据惠农政策要求,将食用菌生产纳入到农

业生产政策支持体系的范畴之内,制定和实施食用

菌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政策,并向栽培设施补贴延

伸,扩大食用菌补贴规模和补贴范围;二是实施食用

菌龙头企业专项补贴政策。对带动食用菌良种繁

育、专业化生产、工厂化生产和采用资源节约型技术

的食用菌龙头企业,应给予财政专项扶持;三是实施

食用菌技术推广支持政策。加大食用菌新型栽培技

术推广资金支持力度,重点用于对配套技术的试验、
示范和推广应用以及对菇农的科技培训工作,促使

良种良法配套,进一步提高配套技术的入户率和到

位率,强化新技术、新品种的集成创新;四是建立食

用菌产业风险补偿基金。联合农业银行、农业发展

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金融机构,面向菇农发

放贴息贷款或低息贷款,有条件的地区可向菇农发

放生产补助或开展食用菌种植保险等,降低菇农经

营风险。五是加大对食用菌产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支

持力度。要在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国
家税收政策激励作用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作用的

同时,逐步建立健全各类支持体系,创新支持方式,
以加大财税金融对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1]。

(2)加强支撑食用菌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加大批发市场、绿色通道、信息网络和冷

链物流等事关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一是各地政府要继续施行“绿色通道”政策,在
保持道路设施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适时扩大“绿色通

道”总里程,为食用菌产品顺利销售提供流通保障。
二是原产地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的作用,加
强信息网络建设,提供食用菌市场信息服务,增强产

销地之间的联系沟通,保持信息畅通准确,确保生产

者与消费者的有效对接和利益共享。三是鼓励和发

展农产品物流业,尤其是冷链物流产业,不断延伸市

场销售半径,使食用菌这种生鲜易腐品快速保质地

送达到销地市场,扩大各地市场的可选择范围。四

是建设、完善食用菌产品批发市场体系。以食用菌

主要产区和集散地为中心,分层次建设一批地方性、
区域性的食用菌批发市场,打造具有较强辐射功能

的专业性批发市场,改造升级传统批发市场,重点培

育一批综合性产品交易市场,优化农产品批发市场

网络布局,形成以大型综合批发市场为龙头、原产地

批发市场为核心、出口型食用菌产品交易市场为补

充的多层次、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食用菌产

品批发市场体系。五是建立健全食用菌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体系,建立从上到下覆盖全国食用菌主产区

的食用菌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努
力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的基础设施支撑。

(3)构建食用菌产业生态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

的政策支持体系。食用菌产业的生态战略和食物安

全战略意义巨大,必须加大构建以生态安全和食物

安全为核心的政策支持体系。第一,大力推广食用

菌产品质量安全观念。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农
业法制宣传月等活动,采取办培训班、制作电视专题

片、电台热线,举办现场咨询会等形式,广泛深入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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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宣传,努力使食用菌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进村

入企,家喻户晓。第二,积极推进全流程标准化生

产。实现食用菌产业的生态安全与食物安全战略目

标。要在提高人们认识的同时,狠抓优质食用菌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大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力

度,兴办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技术示范区,推进食用菌

标准化生产。第三,强化食用菌生产投入品监管。
围绕保障与支撑食用菌产品的食物安全战略目标,
在生产过程中,要强化对农药、菌种、肥料、基质等农

业投入品的使用监管,提高从业人员和生产经营者

的责任意识,严厉查处和打击生产、销售和使用高毒

农药行为,引导经营户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并建

立购销台账。第四,实施食用菌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并逐步完善产品质量检测体系。推进食用菌产品生

产基地质量安全检测站点建设,构建统一的市场准

入制度,并建立与完善以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为目的

的农产品信息数据库。同时建立健全食用菌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强化农产

品质量安全抽检力度,扩大抽检范围,提高抽检频

率,全方位保障食用菌产品和食物安全战略目标

实现。
(4)扶持龙头企业,提升食用菌产品精深加工水

平。食用菌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偏小、精深加工水平

低、产业链条短、加工转化率不高是影响我国食用菌

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8]。鉴于此,一是要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市

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食用菌产品

加工企业为主体,将散、小、弱的企业整合为大型企

业(集团),实行跨行业、跨地区和集团化经营,推进

食用菌工厂化发展。二是要建立龙头企业带动发展

的长效机制。各级政府要将食用菌产品精深加工纳

入战略规划中,加大对食用菌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的

扶持力度。三是要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

产业化经营模式,整合力量,突出重点,搞好企业与

基地对接,通过壮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四是

要采用新型科技成果和工业化装备来武装龙头企

业,提高食用菌产品精深加工环节技术与工艺,加长

产业链条,不断提高食用菌产品加工转化率。五是

要针对食用菌产品的深精加工和多层增值环节发展

薄弱的状况,全方位、多层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借
外商的技术与资本优势,加快壮大食用菌产品加

工业。
(5)构建与完善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学科体系和

人才培养与机制。良好的学科体系和完善的人才培

养机制可以强化食用菌专业人才队伍储备,是实现

食用菌产业持续健康的根本保障。食用菌专业学科

系统建设程度不够乃至缺乏建设,人才培养机制不

健全严重阻碍了食用菌产业的未来发展[8-9]。一是

抓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所引发的人才流动

与重组的难得机遇,制定专门政策,大力引进食用菌

领域领军人才,充实和提高现有的尖端人才队伍。
二是重视现有食用菌产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通过营造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创新环境,打造一支

既能攀登食用菌科技高峰,又能面向食用菌新兴产

业主战场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三是构建与完善食用

菌专业学科系统和人才培养机制。调整优化食用菌

教育领域的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结合食用菌新兴

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突出现代食用菌教育在专业

设置中的重要地位,使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相匹配,
培养适应食用菌新兴产业发展要求的专业技术人

才。四是完善食用菌科技人才的考评与激励机制,
开展以岗位要求为基础、社会化的科技人员评价工

作,通过分配、产权、社会价值激励等多种方式,充分

调动科技人才献身食用菌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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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ThinkingandSuggestionsonDevelopmentof
MushroomNewIndustryinChina

ZHANGJun-biao1,2,LIPeng1,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2.ResearchCenterofIndustrialEconomy,NationalMushroomIndustryTechnologySystem,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Chinaisthebiggestbutnotthemostpowerfulmushroomproducer.Basedonthisrealis-
ticbackground,thispaperanalyzesthestatusquoandfeaturesofChina’smushroomindustry,pointsout
itsmainproblems,definesthestrategicdirectionsofmushroomindustrydevelopmentandproposessev-
eralsuggestionsonhowtopushforwardthehealthydevelopmentandstrengthentheabilityofsustain-
abledevelopmentofmushroomindustry.ThesesuggestionsincludestrengtheningS&Tresearch,im-
provingtheability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strengtheningtechnicalsupportforthedevelopment
ofemergingindustriesofmushroom,constructingindustrializationmodeandmarketoperatingmecha-
nisminresourcescultivation,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industrialcoordinateddevelopmentandpro-
vidingpolicysupportwhichisconducivetothedevelopmentofmushroomemergingindustry.

Keywords mushroom;emergingindustries;industrializationmode;policysupport;sustainedand
health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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