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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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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酱菜是以新鲜的蔬菜，经食盐腌渍成咸菜坯，再用压榨或用清水浸泡以降低成度的方法，

将咸菜坯中的多余盐水(盐分)拔出，使成菜坯的盐度降低，然后再用不同的酱(黄酱、甜面酱

等)或酱油进行酱制，使酱中的糖分、氨基酸、芳香气等渗入到咸菜坯中，成为味道鲜美、营

养丰富、开胃增食、容易保存的酱菜。

    酱制时分为袋装酱制、散装酱制、浸泡酱制、面饼曲与成坯混合发酵酱制四种。面酱曲与

成坯混合发酵酱制工艺复杂，扬州的甜昔瓜就是采用这种方法酱制的。现以袋装工艺为例，

将其流程介绍如下：

工艺流程：成坯&rarr;切削&rarr;脱盐去成&rarr;脱水&rarr;装袋&rarr;初酱(二酱)&rarr;复普(新甜

酱)&rarr;酱菜成品

                        1            ．切削。根据酱菜的性质，切成不同形状的条、块、丁、丝、片等莱型。   

                        2            ．脱盐去成。咸菜坯l份需用10倍水进行浸泡，在常温情况下，春秋季节需

用2.5～3天。夏季需用2～2.5天，冬季需用3～3.5天。                            3            ．脱水将浸泡脱盐后

的莱采用沥干或压榨的方法使水分脱出，以便酱制。                            4            ．袋装酱制。将脱

盐脱水后的成莱坯蓑入布袋内。一般布袋长为33厘米左右。直径20～25厘米为宜。装菜时可

装酱袋容量的4/5，以保持昔袋的宽松，便于酱液渗入均匀。装袋后丸投入二酱内酱制3天左

右，取出再换用新甜面酱酱制。在酱制过程中．每天要按时翻倒菜袋．尤其是在腌制初期更

需多次翻动。一般每天翻动3次。            

    多用酱液可提高酱菜品质，一般每100公斤脱盐脱水的成菜坯用酱50～100公斤。酱渍时间。

春秋季节10天左右。冬季半个月即可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酱菜行业前

景研究与投资策略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酱菜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酱菜整体运行

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酱菜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酱菜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酱菜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酱菜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酱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酱菜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酱菜产品分类

第二节 产品发展社会背景

第三节 产品原理

第四节 产业链概述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二、酱菜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二章 酱菜市场分析

第一节 国际酱菜市场发展总体概况

一、国际现状分析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情况

三、国际发展趋势分析

四、2022年国际酱菜发展概况

第二节 我国酱菜市场的发展状况

        腌菜行业年产量450万吨，榨菜规模仅次于泡菜。我国酱腌菜年产量450万吨，包括泡菜、

榨菜、酱菜、新型蔬菜制品，占比约45%、22%、11%、22%。零售端收入2017-2018增速12.6%

、11.7%，呈加速态势。

         2018年酱腌制品零售端收入规模61亿元，同比增11.7%，2010-2018年收入复合增速6.7%，

其中量CAGR5.8%，价CAGR0.8%，增长的驱动因素为品类多元化、包装化率提升。我国酱腌

制品中泡菜、榨菜产量占比情况

一、我国酱菜市场发展基本情况

二、酱菜市场的总体现状

三、酱菜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四、2022年我国酱菜行业发展回顾

 

第三章 酱菜行业所处生命周期

第一节 生命周期

第二节 酱菜行业技术变革与产品革新

一.技术变革可能会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二.产品革新能力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节 差异化／同质化分析

一.目前市场竞争对产品差异化提出更高要求



二.产品个性化是行业远离战火的武器

三.酱菜产品的个性化空间很大

第四节 进入／退出难度分析

一.酱菜产品市场进入壁垒

二.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进入

 

第四章 中国酱菜销售状况分析

第一节 酱菜国内营销模式分析

第二节 酱菜国内分销商形态分析

第三节 酱菜国内销售渠道分析

第四节 酱菜行业国际化营销模式分析

第五节 酱菜重点销售区域分析

第六节 2017-2022年市场供需现状分析

第七节 2023-2029年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八节 2023-2029年行业投资质战略预测

 

第五章 酱菜的生产分析

第一节 行业生产规模及增长速度

第二节 产业地区分布情况

第三节 优势企业产品价格策略

第四节 行业生产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第五节 未来几年行业产量变化趋势

第六节 酱菜营销策略分析

第七节 酱菜行业广告与促销方式分析

一、主要的广告媒体

二、主要的广告媒体的优/缺点分析

三、主要的广告媒体费用分析

 

第六章 酱菜市场渠道分析

第一节 渠道对行业至关重要

第二节 市场渠道格局

第三节 销售渠道形式



第四节 销售渠道要素对比

第五节 对竞争对手渠道策略的研究

 

第七章 酱菜行业品牌分析

第一节 品牌数量分析

第二节 品牌推广策略分析

第三节 品牌首要认知渠道分析

第四节 消费者对酱菜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第五节 消费者对酱菜品牌偏好调查

 

第八章 酱菜用户分析

第一节 用户认知程度

第二节 用户关注的因素

一、用户对酱菜产品不同功能各有需求

二、用户普遍关注酱菜产品质量

三、价格与用户心理预期已比较接近

四、产品设计与用户使用习惯尚有一定距离

 

第九章 中国酱菜产品价格分析

第一节 中国酱菜历年平均价格回顾

第二节 中国酱菜当前市场价格

一、产品市场价格驱动因素分析

二、产品未来价格预测

第三节 中国酱菜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总体经济环境走势分析

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三、酱菜市场国家宏观发展规划调控影响

 

第十章 所属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行业情况背景

一、参与调查企业及其分布情况

二、典型企业介绍



第二节 总体效益运行状况

一、总体销售效益

二、2017-2022年酱菜所属行业总体盈利能力

三、2017-2022年酱菜所属行业总体税收能力

四、2017-2022年酱菜所属行业市场总体产值能力

第三节 不同地区行业效益状况对比

一、不同地区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地区行业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地区行业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地区行业产值状况对比

第四节 类型运行效益对比

一、行业不同类型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类型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类型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类型产值状况对比

第五节 规模运行效益对比

一、行业不同规模销售效益状况对比

二、不同规模盈利能力状况对比

三、不同规模税收能力状况对比

四、不同规模产值状况对比

 

第十一章 酱菜国内重点生产厂家分析

第一节 酱菜重点公司介绍

第一节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山东玉堂酱园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扬州三和四美酱菜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河北保定槐茂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六节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节 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八节四川高福记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九节马鞍山市黄池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节浙江博鸿小菜食品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十二章 2023-2029年酱菜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当前酱菜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酱菜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一、中国酱菜发展方向分析

二、2023-2029年中国酱菜行业发展规模

三、2023-2029年中国酱菜行业投资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2023-2029年中国酱菜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原材料压力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政策和体制风险

五、外资进入退出风险



 

第十三章 行业项目投资建议

第一节 酱菜技术应用注意事项

第二节 项目投资注意事项

第三节 酱菜生产开发注意事项

第四节 酱菜销售注意事项

 

第十四章 2023-2029年中国酱菜行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23-2029年国内酱菜产业宏观预测

一、2023-2029年我国酱菜行业宏观预测

1、2017-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2、2017-2022年中国际贸易预测

二、2023-2029年酱菜工业发展展望

三、2023-2029年酱菜业发展状况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23-2029年中国酱菜市场趋势分析

一、2017-2022年酱菜市场趋势总结

二、2023-2029年酱菜企业资本结构发展趋势分析

1、酱菜企业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2、酱菜企业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三、2023-2029年酱菜市场发展空间

四、2023-2029年酱菜市场战略

1、战略综合规划

2、技术开发战略

3、区域战略规划

4、产业战略规划

5、营销品牌战略

6、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五章 酱菜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第一节 影响酱菜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2022年影响酱菜行业运行的有利因素（）

二、2022年影响酱菜行业运行的稳定因素



三、2022年影响酱菜行业运行的不利因素

四、2022年我国酱菜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五、2022年我国酱菜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第二节酱菜行业投资风险预警

一、2023-2029年酱菜行业市场风险及控制策略

二、2023-2029年酱菜行业政策风险及控制策略

三、2023-2029年酱菜行业经营风险及控制策略

四、2023-2029年酱菜同业竞争风险及控制策略

五、2023-2029年酱菜行业其他风险及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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