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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诚蔬菜：创造与农民的共享价值 

董韫韬、马莹莹、汤明月 

案例摘要：天镇县博诚蔬菜有限责任公司（博诚）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中

小型的脱水蔬菜加工企业。温军返乡再创业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新改革，

延长企业价值链，并利用信息化技术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帮博诚打开

了海外市场。同时，企业通过“对接海外市场”“订单农业”“标准化生产”“农民

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与当地农民深度合作，不仅带动了就业、提高了农民

收入，解决了社会问题，企业也让高质量的农产品走向世界市场。2022 年，

博诚脱水蔬菜出口量达 2175 吨，创汇 682 万美金。然而，农产品出口政策较

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叠加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加上国内“双循环”政策的提

出，博诚不得不主动开拓国内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博诚创造共享价值的商

业模式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本案例复盘了博诚的发展脉络，并梳

理其商业模式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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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利给农民，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样，

企业才好和农民合作。” 

——温军，博诚蔬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7 月的山西大同天镇县干爽清凉。载着来自周围十几

个村镇约 800 余名农民的大巴车队缓缓驶入博诚蔬菜加

工有限公司（后文简称：博诚）位于二十里铺的厂区。每

年这时开始直到 12 月是博诚主厂区最忙碌的时候，秩序

井然的生产线将在这个期间 24 小时不停歇地运转，日夜

轮班的工人们需要将新鲜蔬菜原料加工成脱水蔬菜半成

品。总经理温军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走进机器声嘈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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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里，认真巡查每一道流程，并不时和下属确认安排。 

自 2012 年，他的父亲温进勇创立博诚以来，企业已经走过十年发展之路。如今

的博诚已经连续七年成为大同市农产品出口创汇第一、山西省内农产品出口前十的

企业。在山西天镇县共有三个厂区，分别是二十里铺厂区、万家乐移民新区和博信

厂区（主要进行杂粮加工业务）。博诚公司脱水蔬菜的年产量超过 3000 吨。产品销

往全国各地，并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合作客户包括联合利华、味好美、

雀巢等国际食品公司，并与海底捞、统一、康师傅等食品企业建立直接供应关系。

2022 年，博诚总营业额 2 亿元，销售额 15390.37 万元，净利润 1400.52 万元（见附

录一）；脱水蔬菜出口量达 2175 吨，创汇 682 万美金。  

博诚在天镇县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其他地方政府的注意，他们向博诚抛出了橄榄

枝，希望企业前去开办工厂，带动当地农产品深加工行业发展。虽然这看似是难得

的机遇，但温军仍有所顾虑，博诚的数字化还在发展阶段，创新人才培养也面临着

诸多现实困难。他究竟是应在此时将天镇县模式在国内其他地方进行复制扩张？还

是缓一缓，先让企业的步子再走稳一点？

中国脱水蔬菜行业 

脱水蔬菜是通过洗涤、烘干等加工工艺使新鲜蔬菜中大部分水分脱去，保留蔬

菜中所含维生素、叶绿素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所制成的干制蔬菜。与新鲜蔬菜相

比，脱水蔬菜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入水便会复原、运输食用方便等特点，又因为

脱水蔬菜密封或真空包装储藏下，可长期保存达 2-3 年，能有效地调节蔬菜生产淡

旺季节。

脱水蔬菜几乎能应用到食品加工的各个领域，包括面点甜品、调味品、快餐食

品中的配料添加剂、蔬菜替代品等。可以用于提高产品的营养成分，改善产品的色

泽和风味，以及丰富产品的品种、结构。常见的脱水蔬菜加工工艺可分为晾晒脱水

技术、常压热风技术、真空冷冻技术、微波干燥技术、远红外技术、渗透脱水技术

和热泵干燥技术七类，中国目前最常用的蔬菜脱水工艺为常压热风技术。

市场与政策 

中国蔬菜行业产量逐年稳步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 2013 年至 2021

年以来，年复合增长率为 2.6% 1。同时，中国蔬菜播种面积也在逐年扩大，自 2010

年至 2021 年，年复合增长率达 2.2%。中国脱水蔬菜产量由 2017 年的 30.1 万吨增

长至 2021 年的 44.6 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1.6%。每年以 2.5%的增长率进行增

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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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脱水蔬菜市场在 2018 年达到了 560 亿美元，此后以每年 4.7%的增长率不

断增长。

中国脱水果蔬加工企业分布范围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脱水果蔬

加工企业。截至 2021 年底，中国脱水蔬菜相关且处于开业状态的公司达 2163 家。

脱水果蔬加工企业大多以小型企业为主，其中规模大、效益好、带动性强的企业主

要分布在山东、广西、浙江、甘肃、辽宁、福建等省区，特别是山东、辽宁、江苏、

浙江等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企业依靠外向型经济，产品以出口为主，企业规模大、

设备先进、生产规范、产品质量高，因此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自 2002 年起，中国相关部门先后颁布了八部相关的脱水蔬菜行业相关标准，这

八项强制安全执行标准不仅对脱水蔬菜的生产环节进行规范，包括对蔬菜的选种、

种植、采摘、加工等环节提供指导和要求。同时也明确了脱水蔬菜产品的质量要求，

如色泽、口感、营养成分等指标。这对博诚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

战。

产品及产业链 

脱水蔬菜的产量以及品种都在不断增加。从品种来看，为满足市场需求，脱水

蔬菜的品种在逐渐扩大，除了传统的胡萝卜、食用菌、洋葱、白菜、甘蓝、豆角、

黄瓜、芹菜、青辣椒等，还涌现出一些新品种，如洋槐花、蒜薹、生姜、马铃薯、

大蒜、竹笋、黄花菜等，丰富了市场的选择。出口产品有热风脱水的大蒜、葱、姜

片、胡萝卜，冻干脱水的香葱、菠菜、玉米等 40 多个品种。  

随着脱水蔬菜行业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附录二），脱水蔬菜的

加工方向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宽，多样的加工方向使得脱水蔬菜在不同领域得到了应

用，进一步推进上游蔬菜的供给。脱水蔬菜的下游行业也随着电商的兴起，使得销

售渠道进一步拓宽，从而促进了脱水蔬菜行业的发展。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许多

脱水蔬菜企业更关注产品成本和价格竞争。有许多脱水蔬菜产品在经过加工后作为

方便食品的调料或者配餐，而不是作为最终产品进行销售。

中国的脱水蔬菜产业链相对分散，包括蔬菜种植、采摘、加工等环节，而各个

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和整合，这导致了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和效率低下。例如：

脱水蔬菜上游原料生产分散，部分企业没有原料种植基地和完善的贮藏保鲜措施，

对于原料的质量难以保证；此外，生产及供需信息不对称、造成供需对接不平衡，

从而产生很多中间商层层加价，降低供应商利润，增加采购商采购成本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