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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百菌清尽管已经问世40余年，目前销售规模仍保持在3亿美元左右，主要原因是百菌清具

有广谱、保护性的特点，特别是抗药性不明显等。通过国内文献检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

于百菌清抗药性的报导。而现在国内大部分正在使用的主流杀菌剂，都为容易产生抗药性所

困扰。据南京农业大学周明国教授等对现代杀菌抗性的研究，目前常用的几大类杀菌剂：麦

角甾醇C14-脱甲基抑制剂、苯并咪唑类杀菌剂、苯基酰胺类杀菌剂、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

剂、二甲酰亚胺类杀菌剂等，都比较容易产生抗药性，有的甚至于产生上百倍的抗药性。相

对于其它杀菌剂，在抗药性方面百菌清有不可比拟的优点。

       未来影响百菌清市场潜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成本的降低、国内市场的开发、使用范围

的拓宽以及出口量的增加，还有同类替代产品的竞争、国家农药管理政策的调整等。百菌清

经过20多年的生产摸索，生产成本控制基本成熟，不会有大的起伏，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国内

外的市场开发，国内市场开发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复配产品出现，因为复配产品对于农民使

用者来说更为物美价廉，同时使用更为方便。另外随着国内厂家不断进行技术推广，农药用

药技术也在不断提高，更加意识到科学用药，百菌清这样的保护性杀菌剂受到青睐。另外，

近年来国家对基本农田面积的保护，也保证了有效用药的农作物面积。根据百菌清产品特点

，若增加5,000亩农作物使用百菌清制剂，就能增加近1t百菌清原药的市场需求量。此外，国

内农药企业尤其是江苏、浙江、山东的企业都在加大国外的市场推广力度和新兴市场的开发

登记力度，也会带来需求量和销量的增长。综上，持续在国内外进行市场的推广将是影响百

菌清市场潜力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可预计的3～5年内百菌清还会保持其在杀菌剂市场中的地

位，需求量及销量将会稳中有升。国内主要百菌清原药生产企业生产能力     序号   生产厂家   

产能（吨）       1   江阴苏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4,000       2   江苏新河农用化工有限公司   8,000   

   3   江苏维尤纳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000       4   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   3,000       5   湖南

南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00   

数据来源：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制造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

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

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中国权威的产业研究机构之一，提供各个行业分析，市场分析，市场



预测，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现状，及各行业产量、进出口，经营状况等统计数据，中国

产业研究、中国研究报告，具体产品有行业分析报告，市场分析报告，年鉴，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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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百菌清制造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制造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12.1  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市场发展前景

12.1.1  2018-2024年百菌清市场发展潜力

12.1.2  2018-2024年百菌清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12.2  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12.2.1  2018-2024年百菌清制造行业发展趋势

12.2.2  2018-2024年百菌清市场规模预测

12.2.3  2018-2024年百菌清制造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12.3  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制造行业供需预测

12.3.1  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制造行业供给预测

12.3.2  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制造行业需求预测

12.3.3  2018-2024年中国百菌清供需平衡预测

12.4  &ldquo;互联网+&rdquo;&mdash;&mdash;驱动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

12.4.1 互联网+的大背景

12.4.2 &ldquo;互联网+&rdquo;的内涵

12.4.3 &ldquo;互联网+&rdquo;进程

 

第十三章 不同视角下的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1  《中国制造2025》视角下的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2  &ldquo;互联网+&rdquo;视角下的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3  &ldquo;工业4.0&rdquo;视角下的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4  工业互联网视角下的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13.5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第十四章 中国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策略分析

14.1  我国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国内分析现状

14.1.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分析

14.1.2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分析

14.1.3 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14.1.4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14.1.5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14.2  创新驱动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14.2.1 我国产业创新及传统产业存在的问题

1、产业技术水平差

2、产业集中度低

3、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行业垄断依然明显

4、产业创新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



14.2.2 创新驱动百菌清制造行业升级路径分析及策略

1、路径分析

（1）产业创新路径之一&mdash;&mdash;产业转移

（2）产业创新路径之二&mdash;&mdash;产业集群

（3）产业创新路径之三&mdash;&mdash;产业融合

2、策略建议

（1）坚持技术自主创新为核心

（2）注重全方位统筹推进创新

（3）重视项目申报对科技创新的带动规范作用

（4）注重对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14.3  科技创新驱动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14.3.1 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的耦合分析

1、传统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

2、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发展

3、传统产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14.3.2 科技创新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

1、丰富了传统产业的表现形式

2、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

3、拓展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

4、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14.3.3 科技创新驱动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路径

1、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通过产业创新培育更多的新兴业态

3、通过合作创新延长传统产业链

4、通过空间创新形成特色产业园区

 

第十五章 新常态下我国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

15.1  新常态下我国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15.1.1 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

15.1.2 日渐弱化的传统发展优势

15.1.3 层次较低的产业集群效应

15.1.4 相对滞后的传统体制观念



15.2  新常态下我国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15.2.1 科学技术的发展

15.2.2 需求结构的升级

15.2.3 产业组织结构的改革和创新

15.2.4 全球经济梯度发展效应

15.2.5 国家战略的积极推动

15.3  新常态下我国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趋向

15.3.1 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形成

15.3.2 制造业技术创新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15.3.3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已成共识

15.3.4 开放式创新系统已具雏形

 

第十六章 中国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

16.1  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

16.2  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投资价值评估

16.3  百菌清制造行业转型升级投资建议

16.3.1 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16.3.2 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16.3.3 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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