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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行业产销量及未来预测

• 大米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01  大米行业基本状况及趋势



中国是稻谷的主要生产国，2020年稻谷产量占到全球28%，且近年来呈现增长态势

2020年度全球主要国家稻谷产量份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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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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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1年中国稻谷产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稻谷总产量从2012年的2.07亿吨增加至2021年的2.13亿吨，增幅为3.05%，年均复合增长率约0.33%。



国内稻谷产量用于大米食用消费的占比达81.8%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最新年度为预测数据

大米食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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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中国稻谷不同消费领域占比



中国是全球大米的第一生产国，产量占到全球29%

2021/22年度全球主要国家大米产量份额占比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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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米产量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消费量却逐年增加

单位：千吨

2016/17-2021/22年中国大米产销情况

*数据来源：USDA 前瞻产业研究院
*大米市场年度为当年10月至次年9月

从产销比来看，我国大米产销比从2016/17年的95.9%上升至2020/21年的99.7%，供需趋于平衡。自2020/21年度后，需求
量略高于供给量，持续有所短缺。



预计未来中国高端大米产量将会平稳增长，到2025年将达145亿吨。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推算

2019-2025年中国高端大米行业产量预测
单位：亿吨

89 
95 

103 
111 

121 

133 

145 

6.7%

8.4%
7.8%

9.0%

9.9%

9.0%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高端大米产量 增长率



227 
258 

338 
356 

403 

308 

255 

294

497

357

13.7%

31.0%

5.3%

13.2%

-23.6%
-17.2%

15.3%

69.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大米进口量 增长率

中国大米进口量占比接近10%，自2020年开始大米进口量呈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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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中国大米国产&进口销量占比 2013-2022年上半年中国大米进口量



中国大米进口集中在印度，越南和巴基斯坦；出口仍以非洲国家为主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2021年中国大米进口来源地进口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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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首次从印度大量进口大米，主要是进口低价碎米用来加工饲料替代玉米或加工米粉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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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 

6.9%

巴布亚新几内

亚, 6.1%

其他地区, 

59.9%



大米消费市场现状：消费减量、价格上升、用户年轻、品质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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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升 用户年轻 品质多元化消费减量

➢ 吃少点、吃好点
成为大米消费升
级核心特征。

• 我国大米人均销量
一直呈现被其他食
品挤压的态势。

➢ 高端大米成为新
的市场蓝海。

• 2011年至今，高
端大米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20%，平均
售价23.56元/KG
上下。未来每公斤
10元及以上产品将
更加主流。

➢ 谁捕捉到95后
需求，谁就拥有
未来。

• 年轻消费群体尤其
95后占比进一步
扩大，该群体大多
身处一二线城市，
以女性为主，她们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大米产品未来的
走向。

➢ 吃饱、吃好绝不
仅仅是大米的主
要功能。

• 面对多个群体形成
的大米市场，受群
体价值观左右，大
米的新鲜、轻食、
营养、品质、功能
更能赢得当下核心
用户关注。



随着大米人均消耗量减少，未来会呈现品牌化、品质化和运营精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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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趋势

品牌化 品质化 运营精细化



品牌化：大米市场的角逐逐步进入品牌竞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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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全力支持地方区域品
牌的打造

• 五常大米

• 内蒙古大米

• 盘锦大米

越来越多的大米企
业开始运营品牌

大米品牌化之路
是中国大米企业
的必然趋势

国内大米消费结构升级，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绿色、

优质、安全的消费新需求已然

成型，品牌大米受市场欢迎度

越来越高。
• 2022年传统电商平台上

大米品牌达到3620个，

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1403 
2207

2980
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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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2年 电商入驻大米品牌数量



品质化：大米消费，已经转向品质化、个性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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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米这种传统品类要展现档次，首要从包装上呈现出高品质的内容和定位，让趣味代替大米的质朴属性。

星期米 浦城大米

⚫ 这款大米包装的亮点是内包装的
盒型参照了大米的外形。

⚫ 该款大米包装的外包装上采用日历元素设
计来记录大米的珍贵，内袋图案手绘中国
保护动物，突出了这种生态水稻的生态环
保特性。

素源记

⚫ 这款松花江大米的造型以不同色调
的三角鱼身轮廓进行设计，旨在突
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及吉祥安康的
美好寓意。



各类功能米会覆盖到不同人群和不同场景

运营精细化：生态米、寿司米、杂粮搭配和贡米等功能米引领大米细分市场的发展。

功能米更符合消费者健康饮食的需求，对
于品类、品种这些精细化的认知也推动企
业不断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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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互联网市场规模及消费趋势

• 大米企业互联网声量分析

02  大米互联网发展状况



在政策支持下，我国种业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水稻市场竞争格局有望稳中向好。

2021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加大对种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2022年国家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保

障粮食供给，守住耕地红线，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021.3

2021.11

2021.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2021.2

202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改部分种业
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2022.2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 》



近一年来，大米线上销售呈小幅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京东&天猫&淘宝&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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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电商平台月度销额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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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电商平台大米行业月度销量变化

53.7万吨
2022.1-2022.12

近1年电商平台销量

单位：吨

受疫情影响，电商平台大米近一年销售量为53.7万吨，复合增长率1.9%

*数据来源：京东&天猫&淘宝&苏宁



7元及以下, 

39.5%

7-8元, 11.0%

8-9元, 4.5%

9-10元, 6.4%

10-14元, 12.9%

14-20元, 13.8%

20元及以上, 11.9%

2022年，电商平台各价格段销量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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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京东&天猫&淘宝&苏宁

2022年，电商平台8-9元/KG中档米月度销量份额

电商平台低档米(7元及以下/KG)销量近40%，但8-9元/KG中档米未来发展更值得关注

行业CAGR：1.9%



国产米, 95%

进口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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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米是销售主力，且进口米市场规模近一年在缩小

2022年，电商平台不同产地米销量份额

5.4% 5.6%

4.7% 4.5% 4.9%

3.8%

5.0% 5.2% 5.3% 5.4%5.4% 5.2%

3%

6%

9%

2022年，电商平台进口米月度销量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京东&天猫&淘宝&苏宁

行业CAG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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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包装 (2.5-5) KG是线上销售的主流包装；但大包装 (10-20) KG增长趋势显著

2022年，电商平台各规格段销量份额 2022年，电商平台 (10-20 )KG包装米月度销量份额变化

行业CAGR：1.9%

≤0.5KG, 0.4%

(0.5-1) KG, 1.7%

(1-2.5) KG, 3.5%

(2.5-5) KG, 
54.1%

(5-10) KG, 
34.2%

(10-20) KG, 2.0%

>20KG, 4.1%

*数据来源：京东&天猫&淘宝&苏宁



十月稻田、金龙鱼和福临门处于线上销售头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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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稻田

金龙鱼

福临门

柴火大院

五常大米

太粮泰金香五丰

稻花香

蟹田
一年一季

逸知鲜

贡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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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轴/气泡：销量份额
Y轴：单价:元/KG

*数据来源：京东&天猫&淘宝&苏宁

2022年，电商平台品牌竞争格局

销量市场份额%

平
均
单
价

单位：元/KG



7元及以下/KG处于线上销售头部地位，8-9元/KG较去年同期增长最快

23

7元及以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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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天猫&淘宝&京东&苏宁

2022年，电商平台价格段竞争格局

销量市场份额%

同比增长率%



大米主要品牌在社交媒体上初步打造了自己的品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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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火大院

十月稻田 五常大米

*数据来源：主流社交（微博、微信、知乎、头条等）；贴吧论坛（百度贴吧、天涯论坛、虎扑社区、豆瓣网、篱笆论坛、有问必答、其他论坛）；指定短视频：抖音、快手；其他短视频（优
酷、微视、美拍、腾讯视频、搜狐视频、好看视频等）；网络媒体
*社交媒体声量指标定义：指标题或内容包含品牌关键词的发文数量（ 适用于微博、微信、知乎、头条、短视频、资讯类信息，仅指文章发布量，不包含评论内容；贴吧论坛的发文量包含原贴
+评论数据）

大米品牌印象（社交媒体）

金龙鱼

福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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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行业，大米行业在社媒上的发声偏少。

2022年10-12月，各行业社媒声量情况

*数据来源：主流社交（微博、微信、知乎、头条等）；贴吧论坛（百度贴吧、天涯论坛、虎扑社区、豆瓣网、篱笆论坛、有问必答、其他论坛）；指定短视频：抖音、快手；其他短视频（优
酷、微视、美拍、腾讯视频、搜狐视频、好看视频等）；网络媒体
*社交媒体声量指标定义：指标题或内容包含品牌关键词的发文数量（ 适用于微博、微信、知乎、头条、短视频、资讯类信息，仅指文章发布量，不包含评论内容；贴吧论坛的发文量包含原贴
+评论数据）

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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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品牌的声量逐渐由传统网媒更多的转移到微博微信和短视频等新媒体上

43.3%

39.4%

52.7%

37.5%

57.3%

55.9%

47.5%

9.0%

8.0%

3.8%

3.1%

11.1%

5.5%

4.0%

43.2%

46.6%

42.2%

51.5%

30.9%

20.0%

46.6%

4.6%

6.0%

1.3%

7.9%

0.8%

18.6%

1.9%

护肤品

化妆品

啤酒

粮油

咖啡

饮用水

大米

社交 自媒体 短视频 网媒

2022年10-12月，各行业声量情况

*数据来源：主流社交（微博、微信、知乎、头条等）；贴吧论坛（百度贴吧、天涯论坛、虎扑社区、豆瓣网、篱笆论坛、有问必答、其他论坛）；指定短视频：抖音、快手；其他短视频（优酷、微视、
美拍、腾讯视频、搜狐视频、好看视频等）；网络媒体
*社交媒体声量指标定义：指标题或内容包含品牌关键词的发文数量（ 适用于微博、微信、知乎、头条、短视频、资讯类信息，仅指文章发布量，不包含评论内容；贴吧论坛的发文量包含原贴+评论数据）

社交平台：微博、微信、贴吧论坛；自媒体平台：头条、知乎；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微视等；网媒：搜狐新闻、腾讯新闻等门户网站



电商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同质化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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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火大院

十月稻田 五常大米

电商平台大米行业主要品牌印象

金龙鱼

福临门

*数据来源：天猫&淘宝&京东&苏宁



十月稻田

金龙鱼

福临门

柴火大院

太粮

五常大米

泰金香

五丰

稻花香

蟹田

一年一季

贡米

逸知鲜

60%

65%

70%

75%

80%

85%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头部品牌十月稻田、柴火大院、金龙鱼和福临门在电商品牌影响力上高于其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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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2月，五大平台大米行业主要品牌美誉度&声量份额

*数据来源：天猫&淘宝&京东&苏宁

TOP13品牌均值：7.1%

TOP13品牌均值：75.4%美
誉
度

声量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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