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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大智 

 

我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的说法。《中华小当家》所

展示的中华料理博大精深，烹饪技法眼花缭乱，菜系风格迥异不同，调味

品有时更是每道菜肴的点睛之笔，只需少许便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综

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作用，去腥、除膻、解腻、增鲜增香。有些调味品的制

作甚至比菜肴本身还要复杂，但只需少许就能诱发食客味蕾的强烈冲击，

因此是现代生活中家庭和餐饮业的必需消费品。据中国调味品协会统计，

2020 年国内调味品总量已超过 1000 万吨，味精、酱油、食醋是我国调味

品行业规模的前三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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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的分类 

根据常见的按成分分类方法，调味料可以分为单一调味品和复合调味

品。单一调味品是指由单一的原材料组成的调料，如酱油、食醋、腐乳、

食盐、味精等。复合调味品是指由两种或以上的调料配制而成，如耗油、

鸡精、火锅调料、番茄酱等。 

 

以我们常见调味料食盐、酱油、食醋为例，A 股相关上市公司如下： 

 

产业链方面，调味品和其他消费品产业链构成并无大致区别，都是上

游由原料商构成，中游由品牌商构成，下游由渠道商和消费者组成。上游

原料商包括种植业、包装业和食品添加剂制造业；中游由品牌商如海天味

业、千禾味业等构成，下游通过渠道商在线上和线下将产品销售给终端消

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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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规模与竞争格局 

从市场规模上看，在居民消费升级和餐饮行业发展需求的带动下，调

味品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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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的增长带动了调味品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从2014年开始，

调味品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到 2020 年底，调味品类的企业已经超过九万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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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企业中，又以酱油、醋两种最主要的调味品占据主导地位。其

中酱油的消费量占比近 60%，食醋消费量占比近 20%，剩余市场则为味精、

蚝油及复合调味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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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结构同样体现在资本市场中，从 A 股中调味品相关的上市公司

来看，主要生产酱油的海天味业及中炬高新在整个调味品板块中，市值占

比超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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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市值前两位均是以酱油为主打产品的企业，随后是天味食品（火

锅底料）与以醋业为主的恒顺醋业。 

就酱油市场而言，整体呈现一超多强，平稳发展的局面。海天味业 2020

年营收超过 100 亿元，市场份额将近 20%，中炬高新在市场份额上为行业

第二，但与海天味业相差较大，份额不足 5%。排名第三的千禾味业近年增

长迅速，与中炬高新的差距逐渐缩小。龙头企业在品牌和渠道上的竞争优

势非常明显，用户口味粘性十足。 

从消费习惯上看，无论是家庭消费还是餐饮类企业，口味习惯的变化

较小，因此一旦养成某种品牌的习惯，较少会更换使用的调味品，所以一

般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不会轻易更改。同时，受到品牌的影响力和消费意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