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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我国辣椒产业高速发展阶段，2020

年我国辣椒种植面积约 2 133 840 hm2，占全国蔬菜

总面积的 9.28%；辣椒总产量 6 399.4 万 t，占全国蔬

菜总产量的 7.76%；辣椒产值达 2500 亿元，占全国

蔬菜总产值的 11.36%[1-2]，辣椒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最

大的蔬菜产业[3]。在我国辣椒产业迅速发展和辣椒

产业链逐步完善的背景下，仍然存在辣椒及辣椒制

品的供给与城乡居民需求变化不均衡的问题，消费

需求引导将是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我

国辣椒产业产销形势，研判城乡居民对产业链不同

环节产品的消费偏好与趋势，对进一步完善辣椒产

业链条和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辣椒产业产销形势分析

1.1 我国辣椒种植面积及产量现状

我国辣椒产业目前已形成“大生产、大流通”格

局，辣椒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蔬菜，辣椒在全国

各省份均有种植，且已经实现周年供应。如表 1 所

示，我国辣椒种植面积排前 5 名的省份为贵州、河

南、云南、江苏和湖南，分别占全国辣椒种植面积的

14.6%、11.3%、8.6%、6.8%和 5.4%。其中，贵州省以

310 548.86 hm2的种植面积位居第一，比第二名河南

省辣椒种植面积多 70 203.51 hm2。我国辣椒单产

水平有所差异，排名前五位分别为北京、辽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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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江苏、内蒙古，山东省和河北省也属于辣椒单位

产量较高的省份，667 m2产量接近 3000 kg。

我国辣椒产量大省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和西

南地区，其中，华北地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这 3

个产量大省，产量分别为 663.0 万 t、501.9 万 t 和

337.7 万 t，排名分别位居第一、第四和第七。西南

地区的贵州省、云南省和四川省分别以 617.0 万 t、

314.5 万 t 和 249.9 万 t 的产量位居第三、第八和第

九。华东地区的江苏省以 655.2 万 t 的产量排名第

二，且单产水平也较高（表 1）。

1.2 我国辣椒主要销售区域

由表 2 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均有食辣人

群，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是我国辣椒消费量最

大的地区，年均辣椒消费量分别达到 2 068.5 万 t

和 1 597.8 万 t。其中，湖南省和贵州省作为我国重

要的辣椒消费省份，辣椒消费量稳居前列。据湖

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2019 年全省辣椒总产量

322.1 万 t，其中鲜食鲜销达到 252.09 万 t，人均每年

要消费掉 38 kg 鲜辣椒。贵州省食辣人群占比达到

75%，人均每年消费 29.7 kg 鲜辣椒，其次以辣椒酱

为主的干辣椒年消费量为 40 万 t。排名第三位的

华北地区年均辣椒消费量为 614.3 万 t，该地区辣椒

消费量较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河北、山东、河

南辣椒加工企业的迅速发展拉动辣椒需求量；其二

是北京市涌入数以万计从四川、湖南、云南等嗜辣地

区迁移来的农民工，他们的辛辣饮食文化和嗜辣习

惯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带动餐饮业的辣椒消费量[4]。

1.3 我国辣椒主要销售方向

我国辣椒主要销售方向包括饮食、加工和出

口。其中，2020 年饮食消费量占比最大，为 55%，加

工消费量占比为 35%，出口消费量占比仅为 10%

（表 3）。

饮食方向的辣椒消费主要分为鲜椒或者调味

品形式的家庭消费和在外餐饮消费。其中，鲜椒消

费需求在饮食方向中占主导地位，卓创资讯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鲜椒消费量达到 2800 万 t，占饮食

方向辣椒消费总量的 79.55%，占我国辣椒消费总量

的 43.75%。同时，欧睿数据库显示，我国人均调味

品消费量为 10.7 kg，其中辣椒调味品占所有调味品

的 30.12%，辣椒调味品人均消费量为 3.22 kg，以调

味品形式的辣椒消费总量达到 450 万 t，占我国辣

椒消费总量的 7.03%。餐饮行业的辣椒消费主要以

干辣椒为主，消费量为 270 万 t，占我国辣椒消费总

量的 4.22%。

表 1 2020 年我国辣椒种植面积和产量汇总

省份

贵州

河南

云南

江苏

湖南

山东

广东

四川

辽宁

广西

河北

江西

湖北

安徽

山西

海南

面积/hm2

310 548.86

240 345.35

183 609.18

144 340.55

115 205.76

115 005.75

99 271.63

98 738.27

91 604.58

85 337.60

78 937.28

60 403.02

53 869.36

49 002.45

47 269.03

45 868.96

总产量/万 t

617.0

663.0

314.5

655.2

354.5

501.9

196.1

249.9

449.4

175.5

337.7

137.5

200.4

157.7

179.8

105.0

667 m2产量/kg

1320

1840

1140

3030

2050

2910

1320

1690

3270

1370

2850

1520

2480

2150

2540

1530

省份

内蒙古

甘肃

新疆

黑龙江

吉林

陕西

福建

重庆

浙江

宁夏

天津

青海

西藏

北京

上海

合计

面积/hm2

45 468.94

42 068.77

36 935.18

34 601.73

31 001.55

28 734.77

25 001.25

21 534.41

20 134.34

14 467.39

4 666.90

4 066.87

3 333.50

1 333.40

1 133.39

2133 840.00

总产量/万 t

206.2

161.4

144.1

111.0

91.7

103.2

58.1

51.3

51.6

64.3

18.5

16.5

15.8

7.4

3.2

6 399.4

667 m2产量/kg

3020

2560

2600

2140

1970

2400

1550

1590

1710

2960

2650

2700

3150

3640

1820

2240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大宗蔬菜与特色蔬菜产业体系调研数据。表 2 同。

表 2 我国辣椒主要销售区域

地区

东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华南

西南

西北

省份

辽宁、吉林、黑龙江

河北、山东、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河南

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

湖北、湖南、江西

广东、广西、海南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

消费量/万 t

537.1

614.3

506.3

2 068.5

531.6

1 597.8

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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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创资讯数据显示，加工方向的辣椒消费量占

辣椒消费总量的 35%，约为 2240 万 t。我国辣椒加

工企业总数超过 2000 家，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其

中发展较好的省份包括贵州省、山东省、河北省、河

南省、湖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近年来，出口方向

的辣椒消费量出现增长态势，2020 年鲜椒出口量达

到历年最高值 12.63 万 t，同比增长 14.30%；干椒出

口量也达到历年最高值 21.75 万 t，同比增长

4.47%，我国辣椒出口贸易情况向好。

表 3 2020 年我国辣椒主要销售方向

消费方向

饮食

加工

出口

消费类型

鲜椒

调味品

餐饮

消费量/万 t

2800

450

270

2240

640

占比/%

43.75

7.03

4.22

35.00

10.00

注：数据来源于卓创资讯 2021 年调研数据。

2 我国城乡居民辣椒消费现状调研

2.1 我国食辣人群基本特征

2.1.1 食辣人群年龄分布 根据《2018 全国调味品

行业蓝皮书》数据，全球食辣人群达 25.24 亿人[5]，而我

国是世界第一大辣椒生产国与消费国，全国食辣人群

超过 6 亿，“全民食辣”的趋势越发明显。随着居民对

辣椒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食辣人群仍将继续增长[6]。

根据国家特色蔬菜产业体系 2021 年调研数据

（图 1）显示，我国食辣人群主要集中在 21~40 岁。

其中，21~30 岁的食辣人群比重为 29.78%，31~40 岁

的食辣人群比重为 28.65%。2 个食辣群体占比超

过一半，食辣群体呈现年轻化的特点。其次，10~20

岁的青少年食辣人群比重为 19.98%，约占五分之

一，特别是辣条和其他辣味休闲食品深受青少年的

喜爱。41~50 岁和 50 岁以上的食辣人群比重分别

为 15.58%和 6.01%。2 个群体比重相加刚刚超过五

分之一，相对于年轻消费群体来说，占比较少。

2.1.2 食辣人群职业分布 我国食辣人群的职业

分布如图 2 所示，一般工人或服务人员占比为

32%，占比最高。个体劳动者排名第二位，占比为

27%；企业管理人员占比为 16%，排位第三，居于中

间。工程技术人员占比为 10%，科研、教育或环

境卫生领域人员占比为 8%，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占

比为 7%。这 3 个群体占比相近，在食辣人群中占

比较低。

经研究发现，辣椒中的辣椒素类物质具有多种

功效，如镇痛、抗炎、促进食欲、抗疲劳以及缓解压

力等[7]。在食辣人群中，排名前两位的是一般工人

或服务人员和个体劳动者人群，这两个群体正是工

作和生活压力都较大的人群，因此也验证了压力

大、生活节奏快是人们偏爱吃辣的诱因之一。

2.2 我国城乡居民辣味食品消费结构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辣味食品消费结构主要分为餐

饮消费和休闲食品消费，而餐饮消费又包括辣味火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7%

企业管理人员
16%

一般工人或服务人员
32%

工程技术人员
10%

科研、教育或环境卫生

领域的人员
8%

个体劳动者
27%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特色蔬菜产业体系 2021 年调研数据。后同。

图 1 食辣人群年龄分布

图 2 食辣人群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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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辣味菜肴和辣味小吃的消费。从餐饮消费来

看，城乡居民对辣味火锅消费占比最大，特别是女

性人群对辣味火锅的消费比例高达 90.26%。辣味

火锅消费人群的年龄集中在 21~40 岁年轻群体，辣

味火锅正在成为该群体聚餐的首选。辣味菜肴的

消费群体较为分散，其中 10~20 岁青少年群体和 50

岁以上老年群体对辣味菜肴消费比例较低，分别为

48.56%和 20.03%。城乡居民对辣味小吃的消费比

例仅低于辣味火锅，辣味小吃深受 10~40 岁群体的

喜爱，消费比例均高于 78%（表 4）。

辣味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最喜爱的零食口味，辣

味休闲食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20 年其总销售额

达到 1570 亿元。辣味休闲食品的主力消费客群正

在从传统的学生群体过渡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

上班族群体，21~30 岁群体的消费比例略高于 10~

20 岁学生群体的消费比例。另外，40 岁以上人群

对辣味休闲食品的消费比例较低，不足 20%（表 4）。

表 4 我国城乡居民辣味食品消费结构 %

群体特征

男性

女性

10~20 岁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辣味火锅

86.60

90.26

20.25

91.78

90.12

67.46

21.26

辣味菜肴

77.56

75.23

48.56

78.89

76.25

69.18

20.03

辣味休闲食品

60.78

87.49

89.17

90.36

86.35

12.15

6.78

辣味小吃

74.90

79.20

78.36

89.48

84.47

24.45

9.49

2.3 我国城乡居民购买辣椒产品渠道分析

根据国家特色蔬菜产业体系 2021 年调研数

据，目前我国城乡居民购买辣椒产品的主要渠道是

传统的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社区蔬菜店和街边流

动摊位，占比分别为 48.16%、53.99%、59.26%和

46.32%。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选择电商平台、

微信平台和网络直播这 3 个渠道购买辣椒产品

的 城 乡 居 民 占 比 分 别 为 38.96% 、32.21% 和

15.34%（图 3）。

总体来看，城乡居民购买辣椒产品渠道的选择

趋于分散化。对于传统的线下购买渠道来说，选择

社区蔬菜店的居民相对偏多，主要是购买鲜食辣

椒，体现出居民注重购物的便利性。而对于新兴的

线上购买渠道来说，居民更倾向于电商平台和微信

平台，比如京东生鲜、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这 3 个

电商平台正在被居民所熟知；而对于淘宝、天猫和

京东这 3 个平台，居民主要用于购买各种辣椒加工

食品；微信小程序和微信社群因其可以购买到多种

辣椒产品，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居民选择的

比例达到近三分之一。另外，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

型销售方式，居民接受度相对较低，主要是购买“小

而特”特色地方辣椒及其制品。这些线上平台的出

现不仅让城乡居民购物更方便，也更加节省时间，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无法正常出门购物，

网络购物的方式更加安全，未来将是一种趋势。

图 3 我国城乡居民购买辣椒产品渠道分布

3 我国城乡居民辣椒产品消费趋势

分析

3.1 食辣群体持续扩大

近年来，随着辣椒育种水平的提升，微辣型辣

椒的培育满足了不能吃辣椒群体也想有适当辣味

的需求，如培育的水果辣椒、甜椒等，为接受辣度不

同的食辣群体提供了消费产品，食辣群体进一步扩

大。随着辛辣饮食文化的快速传播，甚至有“辣味

革命”的说法，尤其以川菜、湘菜、黔菜为代表的辣

味菜系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辣椒消费保持高速增

长，如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等“清淡区”[8]，正在逐

步向微辣区转变，食辣群体仍将持续扩大[9]。以能

接受微辣火锅锅底的程度来界定“食辣人群”，预计

··112



第8期 ，等：我国城乡居民辣椒消费现状及趋势分析 产业经济

2025 年食辣人群总数将突破 8.5 亿人，我国食辣人

群比重将达到 60%。

3.2 餐饮业辣椒调味品和原材料需求增加

在餐饮市场，“辣味革命”并不只是一句口号，

“无辣不欢”成为很多国人的饮食常态。以辣味为

代表的火锅和川菜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渗透。华经

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 年火锅和川菜占国内餐

饮消费比重的 27.8%，预计 2025 年两者占比有望突

破 37%，因此对辣椒调味品和干鲜辣椒的需求量进

一步增加。其中，火锅作为餐饮业第一大细分品

类[10]，随着火锅行业市场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

火锅企业可扩张性与高标准化的独特业务模式，火

锅行业的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11]。预计 2025 年其

市场规模将达到 1.2 万亿元。火锅的细分品类众

多，其中以麻辣著称的川式火锅一直是火锅品类的

主流。《2019 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川式

火锅市场份额占整个火锅行业市场的 64%[12]，未来

川式火锅市场份额仍将继续增长，火锅餐饮行业将

成为推动辣椒消费的重要力量。

3.3 城乡居民家庭辣椒消费增长

未来，随着餐饮业市场普遍使用的品牌和菜品

对家庭消费产生示范效果和引领效应，各平台主播

和吃播带动网民呈现跟风现象，城乡居民家庭的辣

椒消费将进一步增长。据柳州市商务局的统计数

据，2021 年柳州螺蛳粉（辣味食品）全产业链销售收

入达到 501.6 亿元，其中袋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

超 151 亿元，预计 2025 年其全产业链销售收入将突

破 720 亿元，袋装螺蛳粉销售收入将突破 200 亿元，

辣味网红食品正在带动家庭辣椒消费。同时，由于

各大品牌火锅底料的推广和竞争，城乡居民对于火

锅底料的消费正在增加，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

2020 年火锅底料市场规模为 249 亿元，预计 2025

年其市场规模将达到 417 亿元。为满足城乡居民消

费升级的需求，未来对辣椒菜品及其制品的开发，

应以城乡居民味觉记忆为导向，避免强制销售与过

度的广告宣传，保留城乡居民对辣味的传统记忆。

3.4 辣椒精深加工产品需求潜力巨大

随着辣椒精深加工技术的不断升级，城乡居民

对高品质辣椒精深加工产品的需求呈现上升态

势[13-14]。未来几年，主要通过加大高质量辣椒红素、

辣椒碱、辣椒籽油等高端产品的开发力度，提高辣

椒的综合加工效益。其一，辣椒红素作为天然色

素，在食品、医药和化妆品行业应用广泛[15-16]，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升级，城乡居民对

辣椒红素的需求量会不断增加。其二，辣椒碱在医

药、军工等方面应用量大。据朝天椒产业网数据，

目前我国辣椒碱产量只有 200 万 t，市场缺口在

300 万 t 以上，辣椒碱在生产和研发方面潜力巨大。

其三，辣椒籽油因具有降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

功效[17]，主要用于保健品业和食品业，随着人们健康

生活理念的转变，辣椒籽油需求量将继续加大。

4 结 语

随着辛辣饮食文化的广泛传播和辣椒加工业

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对辣椒及其加工制品的需求

将保持增长态势。第一，在食辣群体不断扩大的趋

势下，国内餐饮业和家庭方面的辣椒消费量不断增

加。第二，随着辣椒在医疗、保健、食品、工业等领

域的功能被进一步挖掘，城乡居民对辣椒精深加工

产品需求量将继续增加。未来，市场应以城乡居民

对辣椒产品需求的升级为引导，提供高质量辣椒及

其加工制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促进辣椒产业

良性发展，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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