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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7年1至7月，中国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136,641.0吨，同比
下降3.3%，金额为21,987.3万美元，同比下降10.9%，平均单价为1,6
09.1美元/吨，同比下降7.9%。2017年7月，中国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
为16,236.7吨，环比下降10.9%，金额为3,042.7万美元(20,778.0万
人民币元)，环比增长1.3%，平均单价为1,873.9美元/吨，环比增长1
3.7%，同比出口数量下降0.2%，金额增长1.4%，平均单价增长1.5%。

　　2017年1至7月，中国对亚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74,899.7吨，
同比增长0.4%，金额为13,974.6万美元，同比下降7.3%，平均单价为
1,865.8美元/吨，同比下降7.6%；对非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9,13
9.9吨，同比增长4.8%，金额为878.0万美元，同比增长0.2%，平均单
价为960.6美元/吨，同比下降4.4%；对欧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29
,934.7吨，同比下降15.2%，金额为4,035.9万美元，同比下降28.4%
，平均单价为1,348.2美元/吨，同比下降15.5%；对南美洲出口食用
菌罐头数量为12,859.2吨，同比增长1.6%，金额为1,705.1万美元，
同比增长3.3%，平均单价为1,326.0美元/吨，同比增长1.7%；对北美
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7,261.4吨，同比下降0.3%，金额为1,044.5
万美元，同比下降1.3%，平均单价为1,438.4美元/吨，同比下降1.0%
；对大洋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2,546.2吨，同比下降6.3%，金额
为349.2万美元，同比下降8.5%，平均单价为1,371.6美元/吨，同比
下降2.3%。

　　2017年7月，中国对亚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8,141.5吨，同比
下降10.0%，金额为1,894.9万美元，同比下降5.0%，平均单价为2,32
7.5美元/吨，同比增长5.6%；对非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733.8吨
，同比下降38.1%，金额为66.1万美元，同比下降42.5%，平均单价为
901.4美元/吨，同比下降7.1%；对欧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为4,644.
4吨，同比增长42.1%，金额为704.5万美元，同比增长35.9%，平均单
价为1,516.9美元/吨，同比下降4.4%；对南美洲出口食用菌罐头数量
为1,475.9吨，同比下降7.1%，金额为201.5万美元，同比下降2.6%，
平均单价为1,365.2美元/吨，同比增长4.8%；对北美洲出口食用菌罐
头数量为886.4吨，同比下降0.8%，金额为125.2万美元，同比下降2.
7%，平均单价为1,412.6美元/吨，同比下降1.9%；对大洋洲出口食用
菌罐头数量为354.8吨，同比增长23.8%，金额为50.4万美元，同比增
长29.6%，平均单价为1,420.3美元/吨，同比增长4.7%。

　　2017年1至7月，自中国进口食用菌罐头的国家和地区中，按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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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一位是韩国，数量为11,334.3吨，同比增长15.8%，金额为3,8
88.8万美元，同比增长23.5%，平均单价为3,431.0美元/吨，同比增
长6.6%；第二位是日本，数量为9,225.9吨，同比增长3.5%，金额为2
,558.4万美元，同比下降2.1%，平均单价为2,773.0美元/吨，同比下
降5.4%；第三位是俄罗斯联邦，数量为16,833.1吨，同比下降16.8%
，金额为2,249.1万美元，同比下降36.9%，平均单价为1,336.1美元/
吨，同比下降24.2%。

　　2017年7月，自中国进口食用菌罐头的国家和地区中，按金额排
名第一位是韩国，数量为1,463.4吨，同比下降0.6%，金额为603.5万
美元(4,118.1万人民币元)，同比增长23.4%，平均单价为4,123.8美
元/吨，同比增长24.1%；第二位是日本，数量为1,346.9吨，同比增
长0.2%，金额为428.9万美元(2,929.6万人民币元)，同比下降8.5%，
平均单价为3,184.7美元/吨，同比下降8.7%；第三位是俄罗斯联邦，
数量为2,625.5吨，同比增长26.5%，金额为424.8万美元(2,904.4万
人民币元)，同比增长19.9%，平均单价为1,617.9美元/吨，同比下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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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最近两年来各月出口走势

表1：2015年8月-2017年7月各月出口金额

单位：万美元，吨

表2：2015年8月-2017年7月各月食用菌罐头出口平均单价走势

单位：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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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美元

表3：2017年1-7月分洲出口数量、 金额

　　三、分大洲情况图示

数量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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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万美元

表4：2017年7月分国家（地区）出口情况（当月）

　　四、分国家（地区）出口情况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7月
国别(或地区)

-5.0-10.01,894.98,141.5 亚洲

35.942.1704.54,644.4 欧洲

-2.6-7.1201.51,475.9 南美洲

-2.7-0.8125.2886.4 北美洲

-42.5-38.166.1733.8 非洲

29.623.850.4354.8 大洋洲

-2.40.11,174.47,974.0*一带一路

24.631.1465.92,943.2*独联体

11.112.3429.92,561.3*东盟

93.099.4258.21,823.7*欧盟28国

-46.2-40.2241.92,205.4*中东

-2.6-7.1201.51,475.9*拉美地区

-69.1-64.466.3517.9*海合会

7.619.415.5135.8*中东欧16国

7.6-8.310.965.1*加勒比地区（15国）

-100.0-100.00.00.0*南非关税区

23.4-0.6603.51,463.4  韩国

-8.50.2428.91,346.9  日本

19.926.5424.82,625.5  俄罗斯联邦

139.0163.5136.2978.6  德国

-11.1-9.0135.01,076.6  马来西亚

-36.9-46.1131.7333.8  香港

18.217.4121.0861.2  加拿大

82.868.3106.7916.9  菲律宾

533.4167.294.5309.0  印度尼西亚

-36.2-30.174.1144.1  越南

仅显示按金额排名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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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万美元

表5：2017年1-7月分国家（地区）出口情况（累计）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1--7月
国别(或地区)

-7.30.413,974.674,899.7 亚洲

-28.4-15.24,035.929,934.7 欧洲

3.31.61,705.112,859.2 南美洲

-1.3-0.31,044.57,261.4 北美洲

0.24.8878.09,139.9 非洲

-8.5-6.3349.22,546.2 大洋洲

-15.4-3.69,386.870,936.0*一带一路

-7.25.24,130.328,161.7*东盟

-5.2-3.62,659.124,119.9*中东

-34.6-16.12,495.218,951.5*独联体

3.31.61,705.112,859.2*拉美地区

-13.5-11.91,458.910,318.4*欧盟28国

-3.4-5.3996.17,762.3*海合会

24.520.7178.61,453.8*中东欧16国

-9.8-8.593.7608.3*加勒比地区（15国）

25.69.023.2181.0*南非关税区

23.515.83,888.811,334.3  韩国

-2.13.52,558.49,225.9  日本

-36.9-16.82,249.116,833.1  俄罗斯联邦

0.7-1.41,606.613,116.8  马来西亚

36.022.91,146.09,455.7  菲律宾

11.312.7893.26,387.3  加拿大

-15.6-13.3680.14,697.7  德国

-71.4-46.5571.02,939.3  香港

338.582.2510.91,164.2  泰国

17.518.7461.33,870.0  黎巴嫩

仅显示按金额排名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

6



　　五、分贸易方式出口情况

表6：2017年7分贸易方式出口情况（当月）

单位：万美元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7月
贸易方式

0.2-0.62,931.815,954.3一般贸易

63.248.196.3236.5加工贸易

63.248.196.3236.5  进料加工贸易

-32.9-41.811.328.2边境小额贸易

3.317.8其他贸易

0.00.0  保税仓库进出境

3.317.8  保税仓储转口货物

0.0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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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017年1-7月分贸易方式出口情况（累计）

单位：万美元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1--7月
贸易方式

-11.0-3.121,464.6135,331.2一般贸易

3.24.2391.0940.2加工贸易

3.24.2391.0940.2  进料加工贸易

-0.7-23.4118.4296.1边境小额贸易

-74.6-79.713.373.5其他贸易

0.00.0  保税仓库进出境

-74.8-80.013.272.4  保税仓储转口货物

6,246.77,686.70.11.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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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万美元

表8：2017年7月分地区出口情况（当月）

　　六、分地区出口情况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7月
地区

78.070.841.0326.7北京

24.637.916.757.7天津

112.7144.710.143.6河北

1.017.3山西

0.00.0内蒙古

61.439.9179.6918.1辽宁

-15.7-11.0111.0173.4黑龙江

52.936.76.142.6上海

171.8206.342.2364.0江苏

263.8472.469.3423.8浙江

-75.9-86.22.715.4安徽

-11.4-7.71,495.311,753.9福建

959.473.755.860.9江西

42.163.766.8405.8山东

25.72.3742.8952.3河南

337.1374.79.079.0湖北

1.513.3湖南

-55.4-41.370.5362.2广东

-81.8-72.12.217.9重庆

-25.86.3108.0189.0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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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7月
地区

-92.0-64.51.62.1云南

9.518.0陕西

0.00.0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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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万美元

表9：2017年1-7月分地区出口情况（累计）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1--7月
地区

39.728.1263.71,947.2北京

10.215.189.1334.2天津

-48.6-54.642.4167.5河北

1.017.3山西

-7.1-15.28.087.9内蒙古

0.33.61,110.46,186.8辽宁

-71.4-62.9359.6660.9黑龙江

-13.4-16.245.7336.1上海

-6.517.5263.32,303.3江苏

95.864.8315.21,692.1浙江

-11.1-11.030.3303.3安徽

-13.2-5.413,056.7106,792.9福建

-11.612.0249.5612.6江西

-6.3-16.7476.22,802.4山东

1.413.34,432.67,212.0河南

329.0201.547.6376.3湖北

-55.6-57.814.0120.1湖南

12.325.2633.73,235.8广东

12.424.673.8520.4重庆

-21.0-12.7407.2813.9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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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1--7月
地区

-92.0-64.51.62.1云南

63.6107.7陕西

-62.8-85.72.38.4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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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美元

表10：2017年7月分企业性质出口情况（当月）

　　七、分企业性质出口情况

企业性质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7月

-44.3-44.669.1538.2国有企业

-24.9-5.4361.02,184.9外商投资企业

-50.8-48.34.839.0  中外合作企业

9.242.4112.2836.3  中外合资企业

-33.7-20.4244.01,309.6  外商独资企业

137.2111.3666.5863.1集体企业

-8.00.61,946.112,650.6私营企业

0.00.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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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美元

表11：2017年1-7月分企业性质出口情况（累计）

企业性质
金额数量金额数量

同比%2017年1--7月

-43.5-43.4744.35,832.4国有企业

-33.3-12.92,778.115,961.7外商投资企业

21.914.987.7597.7  中外合作企业

-6.40.01,141.77,236.7  中外合资企业

-46.1-23.11,548.68,127.3  外商独资企业

13.323.33,313.15,420.6集体企业

-6.91.115,151.9109,426.3私营企业

0.00.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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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017年7月出口价格、物量指数

　　八、出口价格、物量指数

物量指数价格指数

106.795.0当月出口

95.992.9累计出口

注：价格指数为派氏，物量指数为拉氏。以上年同期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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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行业动态

　　（一）国内生产情况
　　通常，7月份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季节。除新疆、甘肃等地的反季节
栽培外，内地只有少数现代化农场可实现双孢蘑菇周年生产，产品主要供
应国内鲜品市场。目前，罐头加工企业的原料主要是前期库存的盐渍蘑菇
。此外，另一种用于罐头加工的大宗品种——
滑子蘑进入产季，滑子蘑的产地集中在北方的辽宁、河北、内蒙等省区，
上市量逐渐增大，弥补了加工原料的不足。

　　（二）国内市场行情和行业动态
　　受消费习惯和鲜菇供应较充足的影响，食用菌罐头已不是我国居民日
常消费的大宗食品，年消费量只占年总产量的10~20%左右。食用菌罐头主
要用于出口创汇，是一种对国际市场依存度较高的加工食品。

　　（三）国际市场行情：价格、需求动态；国外统计
　　7月份，我国出口食用菌罐头16,237吨，金额3,042万美元，出口数量
与去年同期持平，出口金额同比小幅增长1%。
　　当月，小白蘑菇罐头出口11,408吨，金额1,475万美元，数量和金额
同比分别减少7%和18%。俄罗斯联邦是本月我小白蘑菇罐头第一出口市场
，对俄出口1913吨，金额202万美元。
　　此外，其他伞菌属蘑菇罐头本月出口2,635吨，金额509万美元，出口
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加7%和2%。其他伞菌属蘑菇罐头的主销市场是中国
香港、俄罗斯、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地区。本月该商品出口金额最多的国
家和地区是日本，对日出口445吨，金额129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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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罐头海关协调制度编码：

报告说明

07115112其他食用菌罐头

07119033其他食用菌罐头

20031010其他食用菌罐头

20031011其他食用菌罐头

20031019其他食用菌罐头

20039010其他食用菌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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