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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取文献精查、典型案例的电话访谈和问卷

调查的方法，详细分析中国香菇菌棒对日出口贸易的

发展历程，日本新修香菇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的特征、

问题及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中

国香菇菌棒对日出口经历三个阶段，中国菌棒出口企

业与日本菌种生产企业、菌棒生产企业之间形成全面

竞争关系；为保护本国企业利益，2022年日本修订后的

香菇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将接种地作为原产地，并且

对多地进货、加工原料、出口商品和监管体系建设做出

了全面规范。分析表明，这种制度不符合WTO规则，

且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本质上是以国内法对抗国际

贸易规则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给中国香菇菌棒出口企

业和日本菇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可能引起其他

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造成更大范

围的伤害。建议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指导和引导下，

提升香菇产业的社会知名度，积极营造良好的出口营

商环境；强化行业组织服务能力；积极抢占国际话语

权；练好内功提升香菇菌棒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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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香菇生产国和贸易国。

2021年中国香菇产量 1 295.7万 t，为棉花产量的

2.3倍（573.1万 t）、茶叶产量的 4.1倍（316.4万 t）、蚕

茧产量的 16.6倍（78.2万 t）[1]，约占全球香菇生产总

量 70%；香菇出口量为 55.3万 t，虽然仅占中国香菇

总产量的 4.3%，但却占全球香菇贸易量 90%[2]。目

前，香菇产业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菇农重要的收入

来源之一，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

兴发挥着重要作用[3]。日本是中国香菇传统的进口

国，干香菇和鲜香菇进口量曾经分别占其香菇消费

量的 64.1%和 38.5%[4]。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但随着关税

壁垒逐渐降低，日本不断提升非技术贸易壁垒门槛

阻碍香菇进口。近年来，中国香菇出口企业为了绕

过日本设立的各类障碍，创造性地采取“国内制棒+
国外出菇”的贸易模式，即将发好菌丝的香菇菌棒

出口日本，在日本出菇及上市，此模式获得成功[5]。

目前，《中国海关商品目录》中将香菇菌棒纳入

HS.06029010蘑菇菌丝，虽然此海关编码中也包含

了其他食用菌菌丝，但调研结果主要为香菇菌棒。

因此，为展示香菇菌棒出口趋势，笔者将该编码内

商品都视为香菇菌棒进行分析。近年来，中国对日

香菇菌棒的出口量不断增加，如表 1所示，2020年出

口量达 37 494.2 t，按照出口香菇菌棒的棒均质量

1.6 kg，每棒可采收鲜菇 0.5 kg 计算，可以收获

11 716.9 t鲜香菇，约占同期日本香菇总消费量

8.3%。但是，大量的进口香菇菌棒影响了日本菌种

制造企业和菌棒生产企业的利益，也影响了日本乡

村发展[6]。2022年 3月 30日日本消费者厅发布《修

订食品标记问答（第 13次修订）》（令和 4年 3月 30
日消食表第 130）（简称“公告”）修订原产地标记管

理规定[7]。该法令严重影响中国香菇菌棒对日出

口，由日本财务省统计可知，2021年日本进口中国

香菇菌棒 24 437 t，较 2019年减少 51.3%，并且今后

还有进一步减少的可能性[8]。

为此，笔者通过文献精查、中国香菇菌棒出口

企业电话调查、采用中国香菇菌棒的 11位日本菇农

（以下简称“样本”）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详细

介绍中国香菇菌棒对日出口贸易发展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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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阐明日本新修香菇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

的特征，分析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生产影响，就中

国应对日本不公平贸易壁垒提出对策建议。

1 中国香菇菌棒对日出口贸易发展历程

香菇菌棒是接种后生长香菇菌丝体及培养基

质的棒状菌体[9]。与一般农作物生产不同，香菇生

产没有明显的地理区域障碍，可以采取接种地点、

采收地点分离的栽培模式。20世纪 80年代末，已有

部分菇农采取在浙江省丽水市接种培养香菇菌棒，

然后将长满菌丝的香菇菌棒运输到上海市郊区出

菇的栽培模式。之后，这种模式逐渐被应用到对日

菌棒出口，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

1.1 贸易型香菇菌棒出口期（—2000年）

20世纪 90年代，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对日出口香

菇菌棒。这时期的交易方式较为简单，中国香菇出

口企业向日方出口菌棒，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

但由于香菇菌种未经当地驯化，环境适应性较差，

加上中日两国香菇栽培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经常出

现不出菇、出菇不齐、出畸形菇等诸多问题，引起贸

易纠纷，导致香菇菌棒对日出口增长较为缓慢。由

表 1可知，1992年中国对日香菇菌棒出口量为零，历

经 8年，2000年仅增加至 304.8 t，占同期出口总量

13.2%。

1.2 协作型和合作型香菇菌棒出口期（2001—

2012年）

进入 21世纪，日本段木资源紧缺问题日趋严

峻[10]，迫切需要进口香菇菌棒补充其自身菌棒生产

缺口。这时期出现了两种贸易模式，一是协作型贸

易模式，即菌棒出口企业派遣技术人员赴日本常

驻，就地指导生产，通过言传身教方式改变日本菇

农的传统栽培习惯提升良品率；二是合作型贸易模

式，中国菌棒出口企业派技术人员常驻日本托管菇

场负责生产，日本企业负责销售，此模式可发挥中

国企业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日本企业的信息优

势，迅速打开日本市场。这时期，中国香菇菌棒对

日出口量增速加快，2012年达 7 257.9 t，占总出口量

表1 中国蘑菇菌丝的出口量及金额

注：数据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http：//stats.customs.gov.cn）资料汇总所得。

年份

1992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出口量/t
合计

60.0
194.3
2 316.1
9 090.7
16 423.7
19 910.3
24 692.4
28 140.2
44 548.1
60 265.6
76 410.6
88 485.0
109 146.5
124 917.0
146 841.8
165 536.6
137 621.0

韩国

0.4
146.2
1 403.4
4 595.8
6 517.0
7 971.8
12 052.8
13 669.6
25 885.0
36 576.3
43 900.3
41 221.4
41 964.2
42 822.1
44 025.1
57 263.2
53 062.1

日本

0.0
4.4

304.8
2 286.2
4 764.8
6 016.5
7 257.9
8 918.0
10 347.3
12 462.9
13 442.6
15 979.1
21 811.0
28 870.0
37 494.2
37 225.7
21 700.6

美国

7.2
0.0

548.8
1 937.9
3 531.2
3 574.2
3 469.2
3 705.4
6 437.1
9 237.6
16 594.1
28 481.7
38 847.3
41 638.9
45 164.6
47 840.1
37 734.5

其他国家或地区

52.4
43.7
59.0
270.9
1 610.8
2 347.7
1 912.5
1 847.2
1 878.7
1 988.8
2 473.6
2 802.8
6 524.0
11 586.0
20 157.9
23 207.6
25 123.8

金额/
万美元

23.9
13.7
66.1
236.3
808.3
1 183.0
1 563.3
1 835.7
2 967.0
3 967.4
2 972.6
3 438.5
4 356.5
5 020.7
8 344.1
10 165.4
8 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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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1.3 投资型香菇菌棒出口期（2013年至今）

2013年 9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合作倡议，鼓励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农业合作，农业对外投资逐年增加。中国香菇菌

棒出口企业开始探索在日本投资建立独资菇场可

能性。这种模式既可以直接了解到日本消费市场

变化，及时按需调整供给模式，产品也可以根据

WTO等国际通行规则获得当地原产地标记，销售收

益更高，还可以满足日本菇农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

要求。2022年 10月对日本 11位菇农样本的问卷调

查结果发现，日本菇农对这种模式的认可度高。对

于“为什么要购买进口香菇菌棒”的设问，有 9个样

本选择了“价格便宜”，占调查样本总数的 81.8%，说

明中国香菇菌棒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对于“进口

菌棒与日本菌棒生产的香菇品质对比”的设问，选

择“非常好”的样本有 2个，“略好”的 2个、“无差别”

的 5个，即有 36.4%的调查样本认为中国香菇菌棒

生产的香菇质量超过日本，有 45.5%的调查样本认

为进口香菇菌棒生产的香菇质量达到了日本产品

的同等水平，可见有 81.9%的调查样本认可中国香

菇菌棒的质量。在此背景下，中国香菇菌棒对日出

口量显著增加，2014年突破 1万 t，2018年突破 2万
t，2020年达历史最高纪录的 37 494.2 t，但占总出口

量比降至25.5%。

截至 2022年底，中国香菇菌棒已经远销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的食用菌出口创汇商

品。由表 1可知，中国对大部分国家的香菇菌棒出

口都呈现间歇性、非持续性的临时贸易特征，只有

对美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出口菌棒呈长期性、稳

定性的发展趋势；其中，美国、韩国等较多国家代料

栽培香菇起步较晚，菌棒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不具

备技术优势及成本优势。而日本是香菇生产大国，

历史悠久，尤其在育种、菌棒生产和农艺技术方面

具有绝对竞争优势。日本进口中国菌棒逐渐侵蚀

了日本菌种、菌棒市场，且中国菌棒出口企业与日

本香菇菌种制造企业和菌棒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

日趋激烈。近年来，日本行业协会出于保护本国香

菇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表现出阻碍中国香菇菌

棒进口的强烈意愿，不断制造摩擦、调动几乎所有

的行业资源阻碍进口中国香菇菌棒。在此背景下，

2022年 3月 30日日本政府修改香菇原产地标记管

理规定，导致当年中国对日本香菇菌棒出口量锐减

至 21 700.6 t，较前年下降 41.7%，今后还有进一步减

少的可能性。

2 日本新修香菇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的主

要特征

2022年 3月 30日日本消费厅颁布《修订食品标

记问答》，以质询和问答的方式对包括香菇在内的

几乎所有生鲜食品的产品标记制度进行解答，全文

共有 61页，其中将鲜香菇列为“生鲜-36”，干香菇列

为“原原-67”。由于内容较为分散，日本农林水产

省林野厅于同日发布了《修订食品标记问答中有关

香菇原产地问题的解答》[11]，对修订后的日本香菇原

产地标记管理规定（以下称新规）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归纳和梳理。笔者结合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相

关资料，将其主要特征梳理如下。

2.1 以阻碍进口香菇菌棒为目的

日本公告对修订香菇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的

原因进行了简略的说明，即修法是为了“保护消费

者权益，为消费者提供自主合理的食品选择机会和

避免错误选择”。然而，公告同时显示推动修法的

社团组织是日本农协、日本香菇协同组合、日本食

用菌菌种协会等，并没有出现消费者团体的踪影。

对此，日本公告中说明“是在生产者团体的推动下

与消费厅协调进行的修法活动”，也从侧面证实了

没有消费者团体的参加。通常消费者为了降低交

易成本，提升食品卫生水平会主动要求生产者公开

生产信息，然而在消费者毫无意愿的前提下，以生

产者团体推动修法，无疑暴露了该法是为了保护生

产者自身利益的真实目的。公告开篇第一句话明

确指出“由于近年来，使用国外进口菌棒生产的香

菇产量急剧增加”。由此可见，日本修法是为了阻

碍香菇菌棒进口，保护消费者利益只不过是个

噱头。

2.2 香菇原产地修改为“接种地”

日本长期采用WTO原产地标注规则，将中国出

口至日本的香菇菌棒生产出的香菇通常按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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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标注原产地，例如在东京收获的香菇，销售时

要在外包装上标注为“东京产”，而日本新规打破惯

例，要求按照“接种地”标注原产地。公告说明，蔬

菜和果树等作物，通常采取种植地和收获地同一地

点的认证原则，农产品收获地即为原产地。但是，

作为香菇栽培地的“田”是菌棒或段木，而菌棒或段

木可以不同于农地是可以移动的“田”，因此会出现

栽培地和收获地不一致的情况。近年来，日本国内

采用国外进口菌棒栽培香菇，并将其作为日本产香

菇销售的情况越来越突出，而消费者又无法区分所

食用的香菇产自进口菌棒还是日本原产菌棒。一

方面出于消费者提供自主合理的食品选择机会和

避免错误选择的角度，另一方面专家认为香菇接

种、菌丝延伸和培养基形成初期的环境对子实体的

形成影响重大，因此公告将香菇原产地由香菇收获

地点修改为香菇菌种的接种地。

2.3 采取按比例核算确定产地的规则

日本菇农大多采取多品种周年供给的栽培模

式，经常出现同时从不同企业购入菌棒或段木生产

香菇的情况，导致收获的香菇来源繁杂，无法精准

确定原产地。因此，日本公告规定代料香菇的原产

地要根据所购买不同产区菌棒产出的香菇质量进

行排序，并按照质量的多少在包装上明确标记出不

同产地香菇的顺序和占比。例如某公司分别从A地

公司、B地公司、C地公司购买香菇菌棒 1万棒、

6 000棒和 4 000棒，包装上的原产地应按质量注明

A地 50%、B地 30%、C地 20%。段木香菇的原产地

要根据分散在不同山场的段木数量产出的香菇质

量进行排序，并在包装上明确标记出不同原产地香

菇顺序和占比。

2.4 影响范围波及各类香菇加工品

日本公告同时涉及各类香菇加工品，首先，定

义香菇加工品，即质量比最高的原材料是香菇的加

工食品，例如香菇切片、香菇酱等；其次，日本要求

香菇加工品同样按照公告要求执行原产地标记。

考虑到食品加工企业往往是前一年备货，之后按计

划使用库藏香菇，而企业库存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用

完，因此，公告中设置了缓冲期，规定 2022年 3月末

到 2023年 3月末的 1年内，日本香菇加工企业生产

的香菇加工品仍可按照原规定销售，缓冲期结束

后，必须遵照修订后的《食品标记法》标记原产地。

2.5 出口香菇要求标注“日本生产”

日本是香菇传统的出口国，历史上曾长期占据

东南亚市场。目前，虽然日本香菇出口大幅萎缩，

但仍有少量高品质干香菇出口到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对出口采用中国大陆菌棒生产的香菇，日本并

未要求严格遵循新修香菇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而

是专门发布了《关于出口到中国台湾的香菇原产地

标记规定》[12]，要求出口至中国台湾的香菇，无论鲜

香菇还是干香菇都要在各地工商所出具的原产地

证明中标注“日本生产”。虽然该文件中解释之所

以采取这种方式是为了遵守中国台湾的进口规定，

但实际是采取双重标准。

2.6 建立健全流通环节的市场监管

日本为督促市场主体落实香菇原产地规则，公

告要求消费厅、农林水产省、都道府县政府和大城

市相关部门基于《食品标记法》切实加强市场监督

管理，对零售商开展定期检查、对市面上流通的香

菇采样进行科学分析、建立全民监督举报制度。同

时，日本规定流通销售环节的市场主体如果不监督

生产者不执行新规，销售违反标记规则的香菇，也

将会遭受同样的惩罚。另外，日本还在公告中公布

了消费厅食品标记法非法投诉窗口、农林水产省食

品标记 110窗口以及各都道府县的投诉电话和网

站，便于消费者举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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