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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阻碍进口中国香菇的主要措施分析和应对建议 

 
曹  斌 1  张月吟 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2.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 

 

摘  要  中日香菇贸易历史悠久，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将阻碍进口中国香菇列为主要农业政策措施之

一。基于实地调研并结合相关资料，分析日本阻碍进口中国香菇的主要政策措施为：立法确定中长期保护政策

方向，建立党政一体的制度建设体系和以政策受益人为主体执行机制保护本国菇农权益，同时组织信息收集、

抢占舆论制高点、区分市场、提升食品安全质量水平和利用技术优势精准打击，致使中国香菇逐步丧失了日本

市场。据此提出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方法建议：加大宣传，扩大香菇产业的社会影响力；加快推进行业组织体制

改革，提升服务水平；主动发声，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提升食品安全质量，消除负面影响；加强知识产权制

度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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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香菇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集绿色、循环、高效和可持续特征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产业，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1]。中国食用菌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中国香

菇产量达到 1 188.2 万吨，按照当年鲜香菇市场平均批发价格 10.7 元/kg 计算，产值约 1 200 亿元，出口

量达 55.3 万吨（鲜重，出口的干香菇按 1∶10 干鲜比折算），创汇 9.1 亿美元，生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世

界的 95%以上，产值规模和创汇能力逐步凸显，成为中国重要的创汇农产品之一[2]。与此同时，中国香

菇对传统出口市场——日本的出口数量大为减少，2021 年出口量为 47 048 吨（鲜重，干香菇按 1∶10 干

鲜比折算），较 2000 年减少了 64.8%。李平等[3]曾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对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进行量化

说明，认为中国香菇生产具备生产资源丰富、发展生产的土地资源空间大、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

日本凭借超强的科技研发实力和先进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以及成熟的工厂化生产经验，在技术上优势

明显；中日两国地理距离邻近，有着长期的贸易基础，有利于助推两国在香菇贸易上实现优势互补[3]。然

而，日本政府为了平息国内菇民的躁动，抓住其国民消费水平较高、愿意承受高品质商品的高价格这一

特点，不断人为破坏正常的贸易秩序[4]。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 WTO，关税壁垒减弱，日本越来越借助非

关税保护本国市场，对中国香菇等食用菌农药残留、放射性残留、重金属含量要求越来越严[5-6]。虽然，

中国各香菇主产区政府组织力量积极应对[7-9]，但从结果来看，不但没有遏制住对日本香菇出口数量持续

减少的颓势，而且还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甚至有部分出口企业已经默认放弃日本市场。因此，明晰日

本设立的非关税壁垒，探讨中国香菇产业的应对策略，对于推进中国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分阶段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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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农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1  中国和日本香菇贸易的发展历程 

1.1  日本对华出口时期 

中日两国的香菇贸易发展历史悠久，日本 1237 年出版的《典座教训》记载了浙江育王山天童寺僧侣

曾到日本停泊在宁波港的贸易船上购买干香菇的故事，这是日本向中国出口干香菇的最早文字记录[10]。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 年），日本九州、静冈等地方政府把香菇作为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并且通

过长期旅居长崎港的华侨出口到中国。日本明治维新（1868 年）之后，日本政府推动富国强兵产业振兴

政策，大力促进香菇产业发展，1868 年日本干香菇出口量仅有 218 吨，1905 年增加到了 1 065 吨（表 1）。

清末民初，日本香菇质量提升而价格低廉，不但抢占了东南亚市场，还进入我国上海，对中国龙庆景等

香菇产地造成了巨大冲击[11]。“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各地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日本香菇虽然对

东南亚地区的出口增加，但对中国出口量急速下降，1941 年为 585 吨，1942 年降为 13 吨。 

1.2  日本进口香菇缓慢增长时期 

二战以后，日本开始着手经济重建工作，香菇出口量逐渐增加。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1954 年

日本国内香菇消费量逐渐超过出口量，日本香菇产业由出口主导逐步转为以国内消费为主、出口为辅的

发展格局。但是，由于受气候变化、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限制，日本很快出现了香菇供不应求的局面，

并于 1967 年首次从中国和韩国进口了约 200 吨干香菇。之后，进口香菇作为日本国内市场供给不足的有

效补充，时有进口，但受日本国内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动影响，进口量较少，且价格变化幅度较大。 

1.3  日本进口香菇快速增长时期 

1985 年，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放任日元升值，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快速降低，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

地区、韩国等的香菇大量涌入日本，1990 年，进口干香菇占日本消费量的比重增加到 19.9%。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香菇出口企业相继把加工厂转移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由此带来的优

良菌种以及先进的烘干和保鲜技术，促进了中国香菇品质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中国香菇不仅很快把日本

香菇挤出了国际市场，并一度占据了日本市场。如表 1 和表 2 所示，1995 年后，中国香菇的 CIF 价格（到

岸价）只有日本的 30%左右，极具竞争优势。2000 年日本进口中国干香菇 9 144 吨，占日本干香菇消费

量的 64.1%；进口中国鲜香菇 42 057 吨，占日本消费量的 38.5%。但是，进口数量的增加冲击了日本本

国的香菇产业，1980—2000 年的 20 年间，日本干香菇减产 61.4%，鲜香菇减产 15.8%，引起日本香菇产

业界的恐慌[12]。 

1.4  日本阻碍进口中国香菇时期 

日本进口的香菇主要来自中国，2000 年中国产干香菇占日本进口干香菇的 98.5%，鲜香菇比例接近

100%（表 1 和表 2）。因此，日本将自中国进口的香菇列为重点封杀对象。日本政府于 2001 年 4 月发动

对中国香菇等农产品的贸易制裁。2006 年出台肯定列表制度提升非关税壁垒水平，对中国产香菇在内的

所有农产品进行全面抵制。受肯定列表制度的影响，日本进口中国鲜香菇量逐年减少，从 2005 年的 22 526

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5 616 吨，减少 75.1%。之后，日本加强舆论宣传，逐步将中国产香菇排挤出了家庭

消费市场。至 2021 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干香菇和鲜香菇的数量分别为 4 506 吨和 1 988 吨，较 2000 年

分别减少 50.7%和 95.3%。另外，从中国香菇占日本香菇消费量的比重变化看，干香菇变化不大，而鲜香

菇地位明显下降，2021 年占比仅 2.7%，较 2000 年减少 35.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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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阻碍进口中国香菇的主要措施 

 

日本香菇 2021 年产量为 8.6 万吨，虽然占日本食用菌总产量的比重只有 18.6%[14]，但是香菇产业对

于森林覆盖率高达 68%左右的岛国而言，是促进林区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15]。因此，日本从政府到菇农， 

表 1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干香菇的消费、生产、贸易量和价格变化情况 

年份 

数量/t 价格/(日元/kg) 

消费量 

(A=B+D-C) 

生产量

(B) 

出口量

(C) 

进口量 日本产价

格(F) 

进口价格 

数量(D) 中国产数量(E) 占比(E/A)/% 均值 中国产价格(G) 占比(G/F)/% 

1868 − − 218  − − − − − − − 

1870 − − 268  − − − − − − − 

1875 − − 375  − − − − − − − 

1880 − − 746  − − − − − − − 

1885 − − 564  − − − − − − − 

1890 − − 1 042  − − − − − − − 

1895 − − 756  − − − − − − − 

1900 − − 719  − − − − − − − 

1905 (102) 963  1 065  − − − 0.89 − − − 

1910 191  1 242  1 051  − − − − − − − 

1915 101  1 210  1 109  − − − 1.20 − − − 

1920 202  1 069  867  − − − 3.47 − − − 

1925 139  852  713  − − − 4.00 − − − 

1930 444  1 021  577  − − − 2.55 − − − 

1935 546  1 554  1 008  − − − 2.76 − − − 

1940 328  1 852  1 524  − − − 5.26 − − − 

1945 681  807  126  − − − − − − − 

1950 455  1 412  957  − − −  700 − − − 

1955 2 745  3 725  980  − − −  750 − − − 

1960 2 300  3 431  1 131  − − − 1 382 − − − 

1965 4 170  5 371  1 201  − − − 2 056 − − − 

1967 4 991  6 250  1 259   200 − − 2 193 − − − 

1970 6 354  7 997  1 643   153 − − 2 684 − − − 

1975 8 753  11 356  2 696    93    79  0.9 3 381 1 146 1 102 32.6 

1980 10 553  13 579  3 104    78    23  0.2 4 484 1 571 1 134 25.3 

1985 8 875  12 065  3 330   140    64  0.7 4,237 2 044 1 787 42.2 

1990 12 074  11 238  1 568  2 404 2 185 18.1 3 792 1 703 1 657 43.7 

1995 15 065  8 070  544  7 539 7 372 48.9 3 052  908  882 28.9 

2000 14 265  5 236  115  9 144 9 144 64.1 2 503  870 − − 

2005 12 381  4 091  85  8 375 8 269 66.8 3 609  773  759 21.0 

2010 9 603  3 516  40  6 127 6 035 62.8 4 284 1 039 1 023 23.9 

2015 7 602  2 631  58  5 029 5 025 66.1 4 839 1 583 1 582 32.7 

2020 6 623  2 302  33  4 354 4 278 64.6 3 700 1 126 1 122 30.3 

2021 6 750  2 216  41  4 575 4 506 66.8 3 970 1 144 1 139 28.7 

注：1868—1975 年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13]；1980—2021 年数据来源于日本财务省《日本贸易统计》各年度汇总。“−”表示没有数据，表

2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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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鲜香菇消费、生产、贸易量和价格变化情况 

年份 

数量/t 价格/(日元/kg) 

消费量

(A=B+C) 
生产量(B) 

进口量 
日本产价格(D) 

进口价格 

数量(C) 占比(C/A)/% 价格(E) 占比(E/D)/% 

1960 6 634  6 634 − − − − − 

1965 20 761 20 761 − − − − − 

1967 29 078 29 078 − − − − − 

1970 38 064 38 064 − −  523 − − 

1975 58 560 58 560 − −  850 − − 

1980 79 855 79 855 − −  900 − − 

1985 74 706 74 706 − − 1 114 − − 

1990 79 134 79 134 − − 1 219 − − 

1995 100 803 74 495 26 308 26.1 1 078 337 31.3 

2000 109 281 67 224 42 057 38.5 1 032 239 23.2 

2005 87 712 65 186 22 526 25.7 1 056 236 22.3 

2010 82 695 77 079  5 616  6.8  936 253 27.0 

2015 70 673 68 285  2 388  3.4 1 031 384 37.2 

2020 72 065 70 280  1 785  2.5  955 281 29.4 

2021 73 046 71 058  1 988  2.7  907 278 30.7 

注：数据来源于日本财务省《日本贸易统计》各年度汇总。由于日本进口鲜香菇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表中“进口量”即为中国进口量，“进

口价格”即为中国产价格。 

自上到下，都极其重视香菇产业发展，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构建和提升了贸易壁垒。 

2.1  立法优先，明确保护政策推进方向 

日本将香菇定位为创造欠发达地区就业机会，推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并且采取了基本法与普通

法相结合的方式明确保护政策的推进方向。1999 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日本制定《食物农

业农村基本法》，要求不断提升农产品自给率。2000—2022 年间，先后 5 次颁布《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规划》，

其中最新一期规划要求到 2030 年食用菌产量达到 49 万吨，自给率提升到 90%以上[16]，而 2021 年日本干

香菇自给率只有 32.2%，是重点关注对象。 

日本为了保障基本法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定了数十个法律法规和项目支持。一是在提升本国香菇竞

争力方面，日本制定了从段木资源开发利用到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的扶持政策，主要有《林业基本法》《食

用菌段木再生使用示范整备项目》《香菇产地激活项目》《林业木材产业结构改造项目》《段木香菇新农人

稳定就业补贴》《促进荒地设施使用项目》《推进林副特产品牌化项目》等；二是在提升技术性非关税壁

垒方面，2003 年和 2006 年两次修订《食品安全法》，并颁布肯定列表制度，重新构建了食品安全法律体

系和行政管理体制，加强海关检查力度；三是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2004 年 4 月修订《种苗法》，禁

止香菇菌种出口，并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将其纳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四是在区分市场

方面，2022 年 4 月日本修订《关于农林物资规格化及其品质正确标记部分修正的法律》要求加工品按照

成分比例详细列出原产地，打击中国香菇的加工品市场。 

日本这种基本法与普通法相结合的方式，既明确了促进本国香菇产业发展、抵制香菇进口的政策目

标，又保证了这些政策目标能够得到相应的普通法的支持，确保了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使日

本保护本国香菇产业的政策目标始终处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实现了产业保护政策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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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党一体，推动保护政策制定施行 

日本政党是保护香菇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日本自由民主党在内部设立了名为“特用林产振兴议员联

盟”的常设机构，级别相当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内设机构，成员全部是国会议员，相

当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级别极高。该联盟的会长通常是由具有成长潜力，有可能成为日本

未来首相候选人的中青年政治家担任，目前的会长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小泉进次郎。该联盟主

要负责牵头推动提升香菇产业竞争力，抵制进口香菇的相关规划和政策制定工作，可以通过对日本议会

和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推动立法，要求政府机构执行，影响力极大。 

日本政府是基本法和普通法的具体实施机构。在中央层面，日本农林水产省设立了林野厅特用林物

对策室，专职负责制定包括香菇在内的林副特产发展规划和推进政策。在地方层面，香菇主产县政府设

立专职部门，负责协调本地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森林协同组合，以及各类林副特产振兴机构，

共同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政策，组织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并且不定期召开产业促进研讨会，调研

菇农意愿，评估政策施行效果，制定抵制进口香菇的对策方案。 

2.3  以人为本，多方协调建立贸易壁垒 

日本认为菇民和相关从业人员既是香菇保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实际受益者，由其组建民间团体能

够更好地反映和解决问题。因此，设立了三类不同类型的民间团体相互协调，逐步建立贸易壁垒。 

（1）菇民合作经济组织。以菇农为主体成立的香菇专业农协或者综合农协内设的香菇分会，主要承

担农资统一购买和香菇的统一销售、金融和保险业务。理事长通常是当地农业委员会或政府农业咨询规

划部门的委员，可通过农协系统或地方议会反映菇农诉求，保护日本菇农利益。农协系统是反对国际经

济一体化最为积极的政治力量，经常游说国会议员，寻找利益代言人。2001 年日本农协曾推动日本政府

对华实施农产品贸易制裁，并参与到 2022 年修改香菇原产地标识活动。 

（2）全国食用菌菌种协会。由食用菌菌种企业组成的民间团体，主要承担食用菌资材研发、技术推

广和标准制定等工作，经费全部依靠成员会费，会长通常由知名企业董事长兼任。该会成员企业发展与

日本香菇产业规模息息相关，对抵制中国香菇和香菇菌棒进口十分积极。2005 年编制了《安全食用菌生

产指南》并推行“国产放心食用菌”认证制度，试图从品质上区分中、日香菇，遏制中国香菇对日出口。

近年来，为了阻止自中国的菌棒进口，该会推出 “（日本）国产原料菌棒认证制度”并设计了“使用日本产

阔叶树树木”标识制度，对外积极宣传使用日本国产原料的优势，试图通过区分市场，打压中国菌棒出口。

2022 年该协会历经数年努力，推动日本政府立法施行新的原产地标识制度，将中国产香菇菌棒生产的香

菇排除在了市场之外，对我国香菇菌棒出口企业造成致命打击[17]。 

（3）日本特用林产振兴会。由主产区议员等自下而上成立的公益性社团组织，成员出资成立省级特

用林产振兴会等地方性食用菌行业组织，再以团体名义加入全国性的日本特用林产振兴会。该会主要承

担产业宣传、扩大消费市场、培养人才、承接政府公益性项目和协调产业界与政府的关系，例如为菇民

争取种植补贴、段木补贴等。会长通常由主产区议员兼任，现任会长小渕优子是日本前首相小渕惠三的

次女，曾 6 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并且担任过日本产业经济大臣，2022 年 8 月担任日本自民党组织部

部长，具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18]。另外，日本特用林产振兴会常务副会长通常由农林水产省林野厅司局

级退休公务员担任，这种体制被称之为“天下り”。在职官员为了退休之后可以顺利进入民间机构获得丰

厚的退休金，在职期间极为重视民间团体的工作，不仅将财政项目向民间团体倾斜，还会认真听取民间

团体的政策建议，帮助其解决问题。这样既增加了民间团体的收入，也提升了民间团体在香菇产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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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同时，常务副会长通常都是熟知食用菌业务的行政性官员，非常了解国家政策和运作方式，可以

高效地制定和推进产业政策的快速落实，也是日本阻碍进口中国香菇的中坚力量。 

2.4  收集信息，为构建贸易壁垒提供参考 

日本为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误判问题发生，要求政府和各类民间机构都要承担收集中国香菇市场信

息的工作。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特用林产对策室每年都会整理内阁府统计局、海关、农协和批发市场

的统计资料，汇编成《特用林产基础资料》对外公开，让香菇生产经营主体、民间团体等政策制定和执

行人员及时把握中日香菇发展态势和贸易动向，了解日本国内市场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下属的日本贸

易振兴会在中国北京、上海、广东和大连设立了 4 个办事处，长期收集中国产业信息，为日本企业提供

免费信息服务；寻找资源，形成产业发展报告并免费发放。另外，各类民间团体每年划拨专项资金，从

公开网页、报纸、期刊收集中国香菇产业发展情况，并聘请专业人士进行解读。这些信息内容极为细致，

涉及中国香菇主产区发展情况、产量、价格形成、政策制度等内容，为日本提升贸易壁垒提供参考。 

2.5  区分市场，刻意贬低中国香菇品质 

市场细分通常是指企业按照某种标准将市场上的顾客划分成若干个顾客群，每一个顾客群构成一个

子市场，各细分市场的需求存在着明显差别，以规避同市场竞争。日本对本国香菇与中国香菇市场也进

行了划分，先后数次修订《食品安全法》，重新构建了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在海关加大检

疫强度，并且发动媒体刻意放大中国香菇农残或总金属超标事件的影响，将日本香菇市场划分为安全的

日本国产香菇市场和存在安全隐患的中国香菇市场。然后，一方面由行业组织推动宣传，误导消费者。

例如日本产干香菇推荐会长期谎称“日本香菇都是段木栽培，天然、口感好；中国香菇都是代料栽培，不

安全、口感差”[19]，并利用网络和媒体大肆宣传，诋毁了中国香菇的声誉。另一方面由媒体出面宣传，故

意夸大中国香菇的超标事件，巩固消费者对中国香菇不安全的印象，使得日本消费者将进口的中国香菇

排除在家庭消费市场之外。 

2.6  假借安全，不断提升非关税贸易壁垒 

日本限制进口数量和提升关税的措施既不符合 WTO 原则，也容易遭到中国反制，故自 2001 年以来

转用食品安全措施限制中国香菇进口。2002 年日本宣称从中国进口的香菇中发现甲醛超标，对人体有害

容易致癌，一度造成日本消费者恐慌，影响到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香菇出口。2003 年 4 月，日本方面

发布农药残留“临时标准制度”，提高了检测标准；2005 年日本增加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残留检测项目，

造成丽水等主产区香菇出口下降；2006 年 5 月 29 日，日本出台“肯定列表制度”，对几乎所有农业化学品

在食品中的残留都做出了规定，设限数量之广、检测数目之多、限制标准之严格，前所未有。而中国又

是对日蔬果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成为日本卫生检疫部门的重点查防对象。肯定列表制度施行以来，显

著加大了中国香菇出口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加了出口成本，影响企业收益，导致部分中国企业全面停止

了对日本的香菇出口[20-21]。 

2.7  依托优势，精准攻击知识产权软肋 

日本的香菇产量虽然只有中国的 1/138，但其育种技术、工厂化生产技术和加工技术研究起步早，发

展经验丰富。2020 年，日本对中国国内常用的 21 个香菇品种进行了 DNA 鉴定，发现有 80.9%是日本品

种，且有 70%是处于育种权保护期间的品种，由此制定了在知识产权领域精准打击的策略。在鉴别方法

研发方面，日本全国食用菌菌种协会自 2002 年起确立使用 DNA 鉴别技术在海关识别菌种类型，对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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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日本菌种生产的香菇进行处罚，进而阻止中国香菇进口的增加；2018 年，日本全国食用菌菌种协会

和东北大学研究生院联合开发基于第二代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的食用菌菌种

DNA 鉴别方法，要求构建 DNA 数据库，使用 PCR 试剂快速鉴别出主要香菇品种，并尽快用于海关检测

[22]。在育种权保护方面，2014 年日本森产业株式会社控告香菇生产企业株式会社河鹤农研（日本）进口

的中国香菇菌棒非法使用了该企业菌种，虽然株式会社河鹤农研先后从中国获得相关证明，但 2018 年东

京地方法院判决株式会社河鹤农研败诉，导致其破产，这对中国香菇菌棒出口企业造成了一定冲击[23]，

迫使中国企业考虑在日本申请香菇育种权。目前，日本其他菌种企业以此为参考，仍然在伺机控告我国

香菇菌棒出口企业，对中国香菇对日出口的增加造成一定潜在威胁。 

2.8  抢占高点，把持舆论风向误导消费者 

舆论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媒介，丧失话语权是我国香菇在国外长期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日本媒体受

到行业潜规则限制，实际上缺乏真正公正公平的新闻报道自由。一方面日本香菇相关企业和社团组织为

了达到遏制进口中国香菇的目的，和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主动提供行业信息，诱导舆论走向。

另一方面，日本农林水产省内设记者俱乐部，名义上是记者的休息和交流场所，实际上是统一报道方向

的记者协调机构。对于某一新闻报道往往会在俱乐部内部形成大致的报道方向，再由各家媒体很默契地

从不同视角按既定方向进行报道。不合群的记者，不仅很难从同行那里分享到有用的信息，而且还会影

响到使用俱乐部相关设施的权限。在日方行业组织引导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日本充斥着大量的负面信

息，导致中国香菇在日本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下降。 

3  打破日本贸易壁垒，促进中国香菇出口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食用菌出口量持续增长，欧美国家先后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抵制措施，长此以

往将对中国香菇出口造成严重影响。以中国逐渐丧失日本市场为戒，建议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3.1  加大宣传，提升香菇产业的社会影响力 

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指导香菇产业健康发展，努力打造生态、绿色的产品品牌，并积极对外宣传。

鼓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定期举办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烹饪比赛、作文比赛、优秀菇农评选、优质香菇产

品评选等活动，增加产销互动机会。通过媒体，积极宣传香菇在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共

同富裕中发挥的作用，引起社会各界对促进香菇产业发展的重视，使香菇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3.2  加快推进行业组织体制改革，提升服务水平 

加快推进行业组织向服务型社团转型，提升服务意识，丰富服务内容。提升行业组织新系统搜集和

分析国外市场信息的能力，及时掌握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市场发展动向和发展趋势，根据行业发展的新

要求做出调整，帮助出口企业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废除以营收额作为协会职工绩效考核依据的做

法，改为根据对行业发展的实际贡献程度作为奖勤罚懒的评估依据。持续加强产业与政府联系，将行业

声音上升为国家政策，增强行业企业的凝聚力，解决单个企业想做做不到、要做做不好的市场开发、市

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组织行业企业抱团应对国外不公平竞争，构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的新机制[24]。 

3.3  主动发声，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 

政府部门和香菇行业组织改变意识，积极主动抢夺话语权，设立专项资金，鼓励行业内的专家学者

有针对性地向国外介绍中国香菇产业发展成绩，给外国消费者讲好中国故事，恢复消费者信心，逐步打

破国外信息垄断。政府和行业组织应加快培养熟悉国外市场的国际型专门人才，收集和分析贸易伙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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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技术标准信息，及时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导向服务和技术改进方案。 

3.4  提升食品安全质量，消除负面影响 

加大香菇出口基地建设力度，通过建立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备案基地，强化源头治理，全面

提高出口香菇的食品质量安全水平，避免出口香菇有害成分超标。从香菇生产源头抓起，建立符合国内

外消费者需求的，从香菇生产、加工、分装、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全过程可追溯、可监控的产销履历

制度和行业标准体系。 

3.5  加强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力度 

尽快加入 1991 年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探索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防止修饰性

育种，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改善香菇种业营商环境。对于非法使用菌种权的行为，加大处罚金额，必要

时可参考日本经验纳入拘役处罚。将实际赔偿原则纳入到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将惩罚范围扩大至销售

环节，鼓励、提升研发原创性新品种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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