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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籽油行业是一个专注于加工葵花籽（即向日葵种子），通过压榨或溶剂提取等方法提取食用油的行业。葵花籽油行业涉及到从油葵种

植、流通业，到油籽压榨、油脂精炼、灌装行业，再到食品加工业、餐饮业、零售渠道（如商超、便利店等）终端产品流通消费领域的整个产业

链。葵花籽油在食用油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食品加工、餐饮行业和其他工业应用中重要的植物油之一，广泛用于家庭烹饪、餐饮及食品加工。葵

花籽油的健康优势是其市场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其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亚油酸（Omega-6），对维持心血管健康、降低胆固醇有

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意识的提升，葵花籽油作为一种低饱和脂肪、高不饱和脂肪的食用油逐渐受到青睐。

葵花籽油用途广泛，根据其不同的用途和功能，可以分为多个类别，每一类都对应着特定的应用领域。主要用途可以分为饮食用途、烹饪用

途、保健用途和工业用途等几个方面。

通过功能分类法，可以看到葵花籽油不仅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工业、保健、化妆品、农业等多个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

用。这种多功能性使得葵花籽油成为一种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植物油资源。

葵花籽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和亚麻酸）和维生素E，适用于炒菜、制作沙拉酱、腌制食品等，具有促进健康和抗氧化的作用。

葵花籽油高烟点的特性使其适合高温烹饪，如炒菜、煎鱼、煎鸡蛋等。其清淡的香味不影响菜肴风味，能保留食物原味和营养。

富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并提高免疫力。维生素E则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的作

用

例如在制造食品添加剂，化妆品，肥皂，润滑剂等方面都有应用。其低粘度，稳定性和抗氧化性使得葵花籽油成为工业产品生产和工艺加

工的重要原料

葵花籽油的行业特征包括市场需求有上升趋势、行业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多元化、供需情况紧张。

市场需求有上升趋势

摘要 葵花籽油行业专注于加工葵花籽提取食用油，涉及种植、压榨、精炼、灌装到终端消费的全产业链。近年来，健康饮食意识提升推动市场需求增长，但经济增速放缓和餐饮

业恢复缓慢影响市场流动性。行业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多元化满足消费者需求。供需紧张，进口依赖大，但未来国内供给能力将提升。预计未来几年，健康消费观念深化和

高端产品需求扩大将拉动市场增长，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和国际供应链恢复也将推动市场规模稳步增长。 该报告由 新南威尔士大学 商科 张轩畅 于2024年12月完成

行业定义

行业分类

葵花籽油的用途分类

饮食用途：

烹饪用途：

保健用途：

工业用途：

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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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意识的提高，葵花籽油因其高含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E和低饱和脂肪酸，被认为是心脏健康的好选择，市

场需求呈现增长态势。其次，随着餐饮业的扩张和外卖市场的快速增长，葵花籽油的需求在餐饮行业中也不断上升。葵花籽油的高烟点和

清淡口感适合用于炸、炒等多种烹饪方式，成为餐饮商家的首选食用油。然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餐饮业需求恢复缓慢，节后终端

市场库存偏低，但仍以随用随补的方式采购，导致市场流动性差，需求疲软。随着可用葵籽减少，未来葵花籽油出口供应可能下降，这将

为市场带来上涨动力。后期中国行情需关注外盘价格、供需变化和三大油脂市场的波动。

行业竞争激烈

葵花籽油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存在很多品牌和厂商。一些传统大品牌如佳格多力有限公司，其葵花籽油作为招牌产品，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和品牌口碑，在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拥有39.65%和43.99%的市场份额，居于行业主导地位。同时，出现小品牌和新兴品牌通过创新

产品和市场宣传，也在不断挑战传统大品牌的地位。作为葵花籽油行业的领军品牌，通过广告促销和公关活动，企业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

和品牌形象，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意愿

产品创新多元化

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葵花油行业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多元化。例如，在市场上推出不同规格的产品，如700毫升、900毫升的小瓶

装油，设计更加精致讨喜，同时也能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同时，还在生产过程中注重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健康功效，开发出特色产品，如

低胆固醇、有机葵花油等。

供需情况紧张

中国葵花籽油市场正面临供需两端的双重挑战。供应方面，因高进口依赖度、国际局势不稳定及利润倒挂的多重影响，供给能力承压。

2024年初以来，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因恶劣天气和俄乌冲突导致葵花籽产量同比减少近10%，降至1570万吨，同时零售价格上涨超7%。受

此影响，中国葵花籽油进口量显著下降，2024年1-7月总进口量为74.53万吨，同比下降30.18%。需求方面，市场整体增速放缓，需求疲

软。中国国内现货价格高于国际价格，进口商利润压力加大，可能导致进口量进一步减少。随着库存逐步消化，供应紧张局面或持续，预

计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葵花籽油行业的完整发展进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从最初的萌芽阶段逐步进入成熟期，并在近年来随着健康饮食趋势和市场需求的变

化，形成了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技术进步、品牌建设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葵花籽油的市场前景愈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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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萌芽期 1980-01-01~1990-01-01

葵花籽最终被全球称为油料作物是在1898年，至今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与其他油料作物种植历史相比，可谓是一个新兴的油料作

物。葵花籽油在中国的生产和消费起步较晚，主要是从国外引入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葵花

籽油作为一种新型的植物油逐渐进入中国市场。

最初，中国葵花籽油多依赖进口，且主要用于特定人群或作为高端食用油存在，整体市场占比较小。

启动期 1995-01-01~2005-01-01



葵花籽油行业上游为油葵种植与流通业，主要作用是提供原材料（葵花籽），确保油料作物的供应，支撑整个产业链的稳定运转，上游供应

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下游的加工和销售至关重要。中游为油籽压榨、油脂精炼、灌装行业，主要作用是将上游的原材料（葵花籽）转化为可

消费的葵花籽油，通过精炼工艺提升葵花籽油的质量，确保其适合市场销售，并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下游有食品加工业、餐饮业、零售渠

道（商超，便利店等）主要作用是将产品推向最终消费者，通过营销和品牌建设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对葵花籽油的需

求，并在餐饮、家庭、健康食品等多个领域推广应用。

葵花籽油产业链中游正向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呈现绿色、高效、健康化发展的趋势，蕴含重要投资机会。

葵花籽油产业链的中游环节主要涉及提炼与精炼，面临生产成本上升（如劳动力和能源成本）、环保压力加大的挑战。同时，消费者对健康、营

养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对低油烟、低饱和脂肪酸、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葵花籽油的偏好日益增强，这推动了中游环节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

型。在这种趋势下，技术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企业通过优化精炼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能耗，能够应对成本压力，并提升产品质量。其中葵

花籽油的精准精炼和节能减排综合技术，包括对酸、碱及工艺水定量添加系统、管路和反应器的改进和低温碱液冷凝真空系统的优化等，最终使

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随着葵花籽油市场潜力的逐渐显现，中国的一些企业开始投资建设葵花籽油的生产设施，主要集中在中国

北方的葵花籽种植区域，如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

这一时期，葵花籽油逐渐被更多家庭接受，尤其在一些中高端消费者群体中，开始逐步替代传统的菜籽油和大豆油。葵花籽油的主要

卖点是健康（低饱和脂肪、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口感清淡。

高速发展期 2005-01-01~2010-01-01

品牌化与市场竞争：2000年代中期，葵花籽油开始进入更多的家庭和商业消费市场。中国的食用油市场已经从单一品种（如大豆油、

菜籽油等）逐渐转向多元化，葵花籽油作为健康饮食的新选择，逐渐受到消费者青睐。知名油脂品牌（如鲁花、金龙鱼、三元等）开

始推出葵花籽油系列产品，并通过广告、促销等手段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推动了葵花籽油在消费者心中的认知。

消费需求增加：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尤其是一些较为注重健康饮食的城市家庭，葵花籽油成为家庭日常烹饪油品的选择之一。另一方

面，随着餐饮业和外卖行业的兴起，对葵花籽油的需求也开始增加。

成熟期 2010-01-01~至今

自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消费者健康饮食观念的进一步加强，葵花籽油作为一种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低饱和脂肪酸、维生素E等营

养成分的健康油品，逐渐成为中高端消费者日常烹饪油的首选之一。尤其在一些“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及“非转基因”理念流行的背

景下，葵花籽油的需求逐渐增大。 葵花籽油的消费市场逐步从家庭用户扩展到更广泛的餐饮业和外卖市场。特别是中高端餐饮品牌和

外卖平台（如盒马、饿了么、美团等）对健康油品的需求增加。 随着技术进步，葵花籽油的提炼工艺和包装技术得到了不断优化，企

业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通过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部分企业还开始推出有机葵花籽油、冷榨葵花籽油等高端产品，满足消费者

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1.需求稳定增长：葵花籽油逐渐成为主流食用油，特别是在中高端消费者和餐饮、外卖行业中需求上升。 2.产品创新与高端化：出现

有机葵花籽油、冷榨葵花籽油等高端产品，满足健康和品质需求。 3.品牌竞争加剧：市场上大品牌通过广告和创新提升竞争力，行业

集中度提高，部分小品牌逐渐被淘汰。 4.消费升级：消费者更加注重油品的健康属性和营养价值，推动高端葵花籽油需求增长。

产业链分析

葵花籽油产业链的发展现状

葵花籽油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



整体得率比优化前提高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如富含欧米伽-3和抗氧化成分的葵花籽油，逐渐出现在市场上，因其对于人体的

益处得到了新华网的认可。通过品牌溢价和创新产品，企业不仅可以满足细分市场需求，还能提升盈利能力。因此，技术创新与高附加值产品的

研发为中游环节带来了重要的投资机会。技术创新与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为中游环节带来了重要的投资机会。

中国葵花籽油行业上游在供需失衡与生态种植双重挑战下，强化生产与优化产业链成为应对关键。

中国葵花籽油行业的上游环境面临着供需失衡和生产限制的双重挑战。全球葵花籽油供应的紧张局面，由于主要出口国（如俄罗斯、乌克兰）面

临政治冲突、制裁以及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导致供应量大幅减少。2024年俄罗斯葵花籽产量减少了10%，并推高了全球葵花籽油价格，同时加

剧了中国作为第二大进口国的供应压力。2024年初，中国葵花籽油进口量同比下降30.18%，这一进口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供需矛盾。与此

同时，中国葵花籽油的生产面临着气候和土地条件的限制，主要种植区域集中在寒冷气候区，导致种植面积难以扩展，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尽管如此，中国通过政策扶持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如“公司+基地+农户”的种植模式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逐步提高了自给率。同时，油

葵作为一种具有节水抗旱和改良土壤的作物，具有生态修复的潜力，成为中国治理沙漠化和盐碱地的理想选择。通过这种生态经济模式，中国葵

花籽油产业在全球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能够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并确保供应的稳定性。总体来看，全球供需失衡和种植限制推动中国葵花籽油产

业加速转型，技术创新与生态种植模式成为缓解供需矛盾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进口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种子协会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灿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俄罗斯 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 阿根廷

上 产业链上游环节分析

油葵进口与种植

产业链上游分析

全球葵花籽油供需失衡加剧，受出口国政治冲突、制裁和气候变化影响，供应短缺推高价格。中国作为第二大进口国，进口减少与

需求疲软限制市场流通。

全球葵花籽油市场面临供需失衡的加剧，主要出口国（如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因政治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出口量显著

下降，导致供应短缺。俄罗斯作为全球主要葵花籽油出口国之一，其农业部宣布将在12月将葵花籽油出口税提高三倍，达到每吨

9,195.8卢布（约合88.4美元），这一政策直接反映了全球市场的供需紧张局面。自2024年初以来，恶劣天气导致2024年俄罗斯葵花籽

产量减少近10%，降至1570万吨，俄罗斯国内葵花籽油零售价格上涨超过7%。全球葵花籽产量的下降对市场价格产生了显著影响。

2024/25年度，鹿特丹市场葵花籽油的报价较豆油溢价29美元/吨，而2023年10月则是折价223美元/吨。这一变化显示出供应紧张的态

势对全球市场价格的直接推动。作为全球第二大葵花籽油进口国，中国在此背景下也遭遇了供应压力。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4

年1-7月中国葵花籽油总进口量为74.53万吨，同比下降30.18%，进口量的大幅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供需矛盾。未来，解决葵花籽

油供需失衡问题，除了优化进口策略，还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葵花籽种植的效率与产量。同时，加强政策支持，推动中国葵花籽油产

业的稳定发展，是缓解供需矛盾的关键。此外，提升产业链韧性、稳定供给来源，将有助于中国市场在全球葵花籽油市场动荡的背景下

维持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葵花籽产业面临挑战，需通过技术创新和生态种植模式提升自给率，推动产业发展和生态改善。

近年来，葵花籽油因其健康价值逐渐成为中国食用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葵花籽油的生产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的种植区

域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新疆、吉林、河北、甘肃等寒冷气候区，这些区域的气候条件限制了种植面积的扩大。在2017/2018年度，中国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上海佳格食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多力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振丰粮油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卓越运输有限公司 保定怀刚油脂加工有限公司

石家庄环科油脂加工有限公司 河南国瑞油脂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玉泉区醋酱汁油调味品店（个体工商户） 河南张老大粮油调味品有限公司 德州市东旭粮油调味品有限公司 冀源有机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兴龙垦有机粮油有限公司 吴江区震泽镇通诚家庭农场 桐城市放牛娃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食用植物油总需求量达3,849.6万吨，其中国产油料榨取的食用油仅为1,192.8万吨，自给率仅为31%。2022年，中国葵花籽油产量为

190万吨，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食用油需求。面对供小于求的现状，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加大对国产油料作物的支持力

度。为了提高自给率，中国在技术创新和农业模式转型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中国中化集团自2021年以来，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实施了“先正达万亩油葵项目”，并投入150万元资金支持油葵产业。中化现代农业MAP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师为农民提供从

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服务，确保油葵的稳定产量和优质品质。到2024年，该项目已在14个乡镇、125个村集中连片种植，总产量达到

210万吨，成为老区产业振兴的典范。油葵具有节水抗旱、抗盐碱和改良土壤的优良特性，使其成为中国治理沙漠化和石漠化土地的理

想作物。目前，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到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油葵的种植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还能

显著改善土壤质量，促进生态恢复，发挥重要的生态修复作用，这体现了油葵在推动生态建设中的巨大潜力。未来，在政策支持和技术

进步的推动下，通过推广适应性品种、优化栽培技术和探索生态经济复合模式，葵花籽产业有望实现更大发展。

中 产业链中游环节分析

葵花籽油的生产加工与包装

产业链中游分析

葵花籽油加工环节技术依赖性高，成本上涨和环保压力加剧企业挑战。通过提升技术效率、降低能耗、创新工艺和高端化转型，推

动可持续发展。

为应对这些问题，行业重点应放在提高技术效率、降低能耗、创新精炼工艺以及向高端产品转型上。一些企业通过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

率，例如开发低油烟、适度精炼的技术工艺，显著提升葵花籽油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安全和营养的需求。其中，佳格多力开创的

精准精炼和节能减排综合技术，包括对酸、碱及工艺水定量添加系统、管路和反应器的改进和低温碱液冷凝真空系统的优化等，最终使

整体得率比优化前提高1.5个百分点。此外，先进的监控系统、自动化过滤设备及智能传感器的应用，提高了生产线的效率和产品质量

稳定性。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企业可以优化生产流程，发现潜在问题并提升整体效能。中国部分产地，如巴彦淖尔市，通过构建现代

化生产设施和发展传统物理小榨工艺，推动优质葵花籽油的高端化发展。这些举措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助力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中占据优势，为中国葵花籽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例。

葵花籽油中游环节通过高附加值产品满足健康和功能性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实现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高附加值产品通常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独特配方或差异化特点提升产品品质、营养价值和市场吸引力的油品。对于葵花籽油而言，这类

产品主要包括低油烟葵花籽油、有机葵花籽油、高端调味葵花籽油及花卉提取物葵花籽油。低油烟技术提升了葵花籽油的安全性和健康

属性，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农药、无化肥的生产方式，契合环保趋势并适应健康意识强烈的消费群体

需求，有机认证的油品可实现更高市场溢价；调味葵花籽油结合独特配方和风味，吸引餐饮和家庭市场；花卉提取物的加入则为葵花籽

油赋予香气和保健功能，满足对风味与健康益处的双重需求。数据表明，葵花籽油的消化率高达96.5%，富含亚油酸，具有降低胆固醇

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这为其健康价值的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和环保意识的提升，葵花籽油市场将进一步向高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拼多多（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微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抖音有限公司 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京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京东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上海佳格食品有限公司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025年，葵花籽油行业市场规模由126.74亿人民币元回落至120.68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0.81%。预计2026年—2029

年，葵花籽油行业市场规模由129.44亿人民币元增长至159.07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7.11%。

疫情在短期内抑制了葵花籽油市场规模的扩张，但长期来看，在健康消费理念的驱动下，高端化产品需求的增长和餐饮业的复苏支撑着市场

的稳定发展。

端化、功能化转型。未来，企业应聚焦技术创新和产品差异化，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和开发新产品，向高端市场拓展，从而在健康化与功

能化趋势中抢占先机。

下 产业链下游环节分析

食用油零售、餐饮业、食品加工业

产业链下游分析

葵花籽油零售市场多元化发展，线上销售迅速崛起。健康、高品质、个性化产品成为竞争焦点，满足多样化需求是市场制胜关键。

随着互联网购物的普及，线上电商平台成为葵花籽油的重要销售渠道，例如天猫、京东、拼多多等。通过丰富的产品选择、灵活的营销

工具（如优惠券、秒杀、拼团等）以及便捷的购物体验，线上平台帮助品牌快速扩展市场。据统计，2023年天猫平台单一规格的葵花

籽油销量超过50万瓶，销售额超380万元，健康化产品占据主流地位。同时，直播带货成为零售市场的创新渠道。品牌通过短视频、直

播等方式与消费者互动，提升销售效率。知名品牌通过合作明星代言，推动品牌知名度与销量同步增长，如张若昀代言佳格多力，“国

民女神”高圆圆代言长寿花。未来，葵花籽油零售市场将继续依托线上渠道和健康化趋势，通过产品创新与精准营销满足多样化需求，

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葵花籽油因其健康、营养特性，在餐饮和食品加工行业的需求持续增长，广泛应用于满足健康化与高品质趋势。

餐饮行业对食用油需求量大，尤其重视油品品质。葵花籽油因其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发烟点（约232°C）、低油烟和清淡口感，

广泛应用于炸制和烹饪食品，如甜甜圈、馅饼等。其健康属性和高温耐用性帮助餐饮企业满足消费者对低脂、高营养菜品的需求。随着

健康饮食趋势兴起，葵花籽油在高端餐饮中的使用日益增加，包括米其林餐厅和高端中餐品牌。食品加工行业同样对葵花籽油青睐有

加，因其适合生产功能性食品和健康化产品。低添加、高营养的特点使其在高端食品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健康需

求。未来，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增强，葵花籽油在高端餐饮和功能性食品生产中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为行业提供持续增长动力。

行业规模

葵花籽油行业规模的概况

葵花籽油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



2018-2019年，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葵花籽油因其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等特性成为市场的关注热点，尽管如此，需求增长保持平稳，市场

整体处于稳定状态。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对餐饮业造成严重冲击，全国93%的餐饮企业暂停营业，中小企业因现金流断裂陆续倒闭，大型连锁

品牌也缩小了经营规模，导致葵花籽油的消费量大幅下降，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直接抑制了市场需求。进入2021-2022年，随着疫情防控逐步常态

化，餐饮业和外卖市场开始恢复，但部分家庭消费者因经济压力转向价格更低的豆油、菜籽油，导致葵花籽油需求未能迅速回升。尽管如此，健

康消费趋势持续支撑了中高端市场的增长，特别是在健康饮食观念的推动下，葵花籽油在家庭消费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疫情后期，经济复苏的

不确定性与消费分级现象的加剧，使得大众市场的需求受到了价格敏感性的影响，但高端市场对健康导向的需求仍为整体市场提供了支撑。到了

2023-2024年，餐饮业的全面复苏和外卖市场的持续扩展推动了葵花籽油需求逐步回升，尤其是消费者对高品质、功能性产品的偏好大幅增强，

为市场注入了新的增长动能。然而，价格波动和供给端的不确定性依然对需求的持续扩张构成了制约。

在供给波动、国际局势动荡和价格波动等挑战下，依靠政策扶持和技术进步，中国葵花籽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018-2020年，中国葵花籽种植面积在这一阶段呈波动趋势，2020年种植面积有所下降。主要种植区域（如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受土地利用

结构调整和种植效益下降的影响，产量难以持续扩大。中国供给端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导致价格易受国际供应链波动的影响。

中国葵花籽油进口在全球总进口中的份额由2000年的0.02%增至2020年的12.95%。2021年，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葵花籽油出口

国，地缘政治局势在这一时期对国际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虽然中国加大了进口力度，但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物流成本上升，直接抬高了葵花籽

油的进口成本，影响市场规模增长。2022年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葵花籽油的国际供应链危机，进口量受限，价格上涨显著，市场规模增长陷入

停滞甚至出现一定回落。2023年后，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对葵花籽种植的支持力度，中国的葵花籽供应逐渐恢复稳定。与此同时，企业在技术层面

的创新也助力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为市场规模的回升奠定基础。

健康消费、高端产品需求和餐饮业复苏将驱动市场扩展，技术创新将为行业发展注入活力。

未来几年，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关注将进一步加深，推动葵花籽油市场稳步增长。葵花籽油因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E，被定位为“心脑

健康”优质油种，其低油烟、高营养、高品质等特点迎合了健康饮食理念的普及。餐饮业和外卖市场的持续繁荣显著增加了葵花籽油的烹饪应

用，尤其在健康饮食观念普及的背景下，餐饮企业对低油烟、健康植物油的偏好进一步拉动了市场需求。此外，技术创新也成为行业增长的重要

驱动力，例如精准精炼技术和低油烟工艺的应用，有效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同时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安全及便捷烹饪的需求。消费升级也为葵

花籽油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其中餐饮收入增长7.9%，反映出消费升级和绿色饮食的

潜力。

中国政策和技术支持确保本土供给稳定，国际供应链恢复和进口成本下降优化供给结构。

在中国政策、农业科技和国际合作的多重推动下，供给端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将显著增强。首先，种植和生产能力的提升是供给改善的核心动力。

受“十四五”油料作物发展规划等政策支持，传统油葵种植区（如内蒙古、新疆）以及华南、华东等新兴种植区域的种植面积预计稳步恢复。通过

农业科技赋能（如推广中国中化集团的“先正达S606”等优质品种）和种植技术优化，葵花籽单产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同时，智能化加工技术的应

用将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葵花籽油品质，助力供给能力的全面提升。此外，国际供应链的逐步恢复将缓解进口压力并优化供给结构。假设全球贸

易环境保持稳定，乌克兰等主要葵花籽出口国的生产能力逐渐恢复，中国的进口价格有望趋于平稳。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等供应国的合作将深化，也将进一步降低进口成本并增强市场韧性。

葵花籽油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



政策名称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2-02-11

影响

9

政策内容

国务院《“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建设目标，全面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
强调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提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进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推进数字化农业发展的具
体举措。

政策解读

“十四五”规划推动葵花籽油行业原料供给更稳定，生产更加智能化、绿色化，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油葵产业与生态农业融合，为
行业发展提供新机遇。 对企业的好处： 1.稳定原料供给，降低风险。 2.绿色农业趋势增加品牌价值。 3.农村市场拓展带来新需求。 对企业的挑战： 1.需投入更多
资源以满足绿色发展要求。 2.行业竞争加剧带来压力。 作用： 政策推动行业稳步发展，为企业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环保和竞争的挑战，促使企业提升竞争力以适
应新环境。

政策性质 规范性

规模预测SIZE模型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植物油行业协会、中国政府网、我的钢铁网、导油网

中国葵花籽油的市场规模=葵花籽油单价*中国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中国人口数量*葵花籽油在食用油中份额占比

葵花籽油规模预测场规模

葵花籽油行业规模

政策梳理



政策名称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18-09-26

影响

8

政策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围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提出“五个振兴”目标。规划明确以现代农业为核心，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通过政策、资金和科技支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政策解读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葵花籽油行业注入了发展动力，通过支持农业产业升级、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提升生态农业水平，为油葵种植和加工提供
了更优的发展环境。同时，政策鼓励使葵花籽油产业与旅游、文化等领域结合，推动了行业创新。 对企业的好处： 1.原料供给改善：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提升和油
葵种植技术的推广，有助于原料供给的稳定。 2.生态农业红利： 绿色发展政策促进有机葵花籽油产品的市场拓展，提升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 对企业的挑战： 1.
生态和绿色要求提升： 企业需更多投入以符合环保和绿色标准，增加短期运营成本。 2.市场竞争加剧： 农村产业扶持可能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行业，增加市场竞争压
力。

政策性质 指导性

政策名称

《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
2028年)》

颁布主体

农业农村部

生效日期

2024-10-23

影响

7

政策内容
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强调以科技赋能农业，加快信息技术与农业融合，实现全链条智能化升级。主要内容包括推广精准农业技术、加强智慧
农机应用、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培养智慧农业人才，推动农业高效、绿色、智能化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政策解读

智慧农业政策推动葵花籽种植、加工及供应链的全面智能化升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通过农业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应用，葵花籽油行业的生产管理更
精准化、透明化，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智慧农业政策为葵花籽油行业提供了技术驱动力，促进了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和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企业实
现降本增效和市场竞争力提升，但需克服技术和资金投入的短期挑战。

政策性质 指导性

政策名称

《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实施意见》

颁布主体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生效日期

2024-04-30

影响

7

政策内容
《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旨在推动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通过扩大补贴范围、明确定额补贴标准、优化申请流程，优先支持粮食生产、绿色
发展及智慧农业相关的先进农机装备。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新型农机推广应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综合能力，为实现高效、绿色、智能农业发展提供保障。

政策解读
推动了葵花籽油行业上游种植机械化和智能化发展，加快葵花籽种植、收获及初加工环节的效率提升，降低生产成本，保障原料供给的稳定性和品质。同时，补贴政
策推动农业企业使用先进设备，促进全产业链升级。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有助于原料供给的稳定。

政策性质 指导性

政策名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
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颁布主体

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4-02-03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意见总结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提出以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意见强调加强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发展现代农业、特色
产业，提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通过示范带动、分步推进，逐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动
力。

政策解读

该政策通过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为葵花籽油行业提供了更优质的种植环境和发展条件。重点推进农村生态整治和农业现代化，提升了油葵
种植效率，同时促进乡村产业与农旅结合，推动葵花籽油品牌化和高端化发展。同时推动品牌升级和市场拓展，同时要求企业加强环保投入和业务模式创新，适应现
代农业和乡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政策性质 指导性

竞争格局

葵花籽油竞争格局概况



葵花籽油行业整体呈现竞争激烈的市场格局，品牌化趋势逐步显现，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产品品质，价格和品牌推广等方面。TOP企业在技

术、市场渠道及品牌影响力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小企业通过差异化竞争逐渐抢占市场份额。

1.第一梯队：包括多力（佳格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鲁花集团等企业，凭借强大的品牌知名度、高端产品线和全国化营销网络占据领先

市场地位，市场份额相对稳定，具有明显优势。

2.第二梯队：包括西王食品、长寿花等区域性品牌，重点布局中端市场，依靠区域渠道和价格优势在多个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3.第三梯队：包括内蒙古本土品牌、巴彦淖尔小型加工企业等，主要服务于地方市场，以低成本和区域特色为竞争核心。

梯队特征：第一梯队企业以全国性布局、技术创新和品牌引领为主导，占据高端和中端市场；第二梯队企业则依靠区域竞争和价格优势，逐

步向全国扩张；第三梯队企业则以成本和地缘优势满足本地消费者需求。

不同的客户群体，对葵花籽油的品质、健康属性和品牌价值的需求多样化，加剧行业差异化错位竞争。

市场需求多样化与品牌影响力：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葵花籽油市场呈现多样化需求，消费者更加关注产品品质、健康属性及品牌声誉。第

一梯队企业凭借强大的品牌效应和研发能力，推出高端、功能性产品（如低油烟、富含营养成分的葵花籽油），满足中高端消费者需求，占据市

场主导地位。第二梯队企业则重点服务区域市场，凭借价格优势和区域渠道布局，满足中端消费者需求。而第三梯队企业更多聚焦于本地市场和

低端消费群体，以低价和成本优势维持竞争力。这种市场需求的分层，进一步推动了梯队化的竞争格局形成。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受技术壁垒带来的先发优势影响，逐渐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格局。

葵花籽油行业的竞争格局与行业资源分布和技术壁垒密切相关。第一梯队企业（如多力、鲁花）通过长期积累，掌握了先进的油脂精炼工艺、低

油烟技术和规模化生产能力，确保了产品质量稳定并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这些企业拥有完善的全国化供应链体系和品牌营销网络，进一步巩固

了市场领先地位。相比之下，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企业由于资金、技术及市场开拓能力的限制，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较弱，多以区域性品牌或差

异化低端产品为主，从而形成分梯队的市场格局。

第一梯队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和品牌优势，将继续在高端健康产品领域发力，通过研发创新产品吸引中高端消费者，进一步拉开与第二、第

三梯队企业的差距，占据行业领先地位。所以，葵花籽油行业竞争格局将逐步变化，第一梯队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扩大，行业逐

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和整合化。

葵花籽油行业在技术升级和消费观念的推动下，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行业整体呈现“强者愈强”的趋势。

未来，随着科技赋能和产业政策支持，第一梯队企业将通过技术创新（如低油烟、高营养精炼工艺）、智能化加工和精准营销进一步巩固市场主

导地位。头部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供应链整合能力，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导致行业集中度提升。同时，随着追求健康生活的观念逐渐深入

人心，消费者对高品质、品牌化的需求持续增长，将挤压缺乏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的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这将促使市场逐步向少数大型企业集

中。

原材料价格波动，环保要求趋严，消费升级压力，龙头企业持续壮大。

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环保要求趋严和消费升级的压力，外加第一梯队的龙头企业持续壮大，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

行业加速洗牌。缺乏资金支持、技术投入和品牌影响力的中小型企业可能逐渐被市场淘汰或被并购，推动部分区域性品牌退出市场，而剩余部分

企业可能通过错位竞争发展自己的优势，聚焦细分市场，如有机葵花籽油、地方特色产品等，寻求差异化发展。

葵花籽油行业竞争格局的历史原因

葵花籽油行业竞争格局未来变化原因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300999）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000639）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002852）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00505）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600598）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0930）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600127）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600540）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0737）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000893）

1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999】

上市公司速览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9千亿元 -
同比增长(%)

4.7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5.2亿元 -7.9
同比增长(%)

25.6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7.6亿元 -17.0
同比增长(%)

9.3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55.6亿元 15.2
同比增长(%)

4.0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39.8亿元 14.7
同比增长(%)

39.3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147.2亿元 -1.2
同比增长(%)

5.7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36.7亿元 -25.4
同比增长(%)

4.5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6.2亿元 15.3
同比增长(%)

-3.6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38.7亿元 22.8
同比增长(%)

11.0
毛利率(%) 总市值

-
营收规模

28.9亿元 19.8
同比增长(%)

60.0
毛利率(%)

企业分析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542159.1536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上海市 行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法人 KUOK KHOON HONG（郭孔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7178563164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成立时间 1118937600000

品牌名称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从事食用和工业用动植物油脂、油料、及其它们的副

产品和深加工产品、饲料用油脂、饲料及添加剂、包装材

料、日用化工合成洗涤剂和相关技术的进出口、批发、佣金

代理（拍卖除外）、农产品的收购：大米、水稻、小麦、玉

米、棉花的批发。（二）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

行投资；（三）受公司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

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1、协助或代理公

司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

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

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管理部

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为公

司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

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协助其所投

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四）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

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

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五）为其投资者

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

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六）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

的服务外包业务；（七）计算机软硬件销售、计算机软件开

发；商品信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业务。（上述商品中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分析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2024(Q2) 2024(Q3)

1.21 1.21 1.18 1.16 1.15 1.08 1.07 1.07 / / /

/ / / / / / / / / / /

61.205 58.1748 62.969 59.8823 51.1693 56.0393 59.076 59.7632 / / /

/ 12.9389 10.8162 2.1966 14.1605 16.0596 13.8182 -2.3154 / / /

/ 877.9679 2.5286 5.4691 10.9624 -31.1497 -27.1196 -5.42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881 15.0823 11.835 11.9476 12.3021 12.6805 14.2221 16.979 / / /

/ / / / / / / / / / /

1.1151 1.1886 1.1908 1.1759 1.3992 1.2137 1.1686 1.15 / / /

0.39 0.12 0.46 2.77 0.2211 0.1338 0.1338 2.7521 / / /

11.0717 8.4182 10.2068 11.4018 12.3299 8.1785 5.6772 4.8336 / / /

94.4624 98.6144 97.133 96.528 93.4675 88.6866 86.5037 91.1767 / / /

0.6088 0.7544 0.8329 0.7585 0.8296 0.7584 0.7131 0.7838 / / /

0.7138 4.1269 3.6073 3.2717 3.7528 2.3232 1.4362 1.1942 / / /

/ / / -2.5798 3.599 / / / / / /

/ / / / -25.5235 / / / / / /

1.19 10.03 9.07 8.72 8.63 4.85 3.43 3.16 / / /

/ / / 1.11 1.21 0.76 0.56 0.53 0.16 0.2 0.26

0.6395 3.5045 3.3021 3.2585 3.3679 1.9842 1.2137 1.1073 / / /

1.1161 1.1776 1.0924 1.0041 1.1143 1.1709 1.1833 1.0785 / / /

/ / / 1.409 -56.2455 / / / / / /

/ / / / / / / / / / /

/ 4.8521 4.8629 5.0591 6.8052 6.7504 6.7656 6.7622 / / /

/ / / / / / / / / / /

85.8328 81.2146 85.2878 85.2414 78.7178 75.4654 74.0939 75.6907 / / /

133493710000 150766281000 167073521000 170743420000 194921555000 226225162000 257485444000 251523736000 57273605000 109478207000 1754538590

/ 5.1198 6.1713 6.9897 7.2667 7.7797 8.2276 8.6049 / / /

/ / / 1.11 1.21 0.76 0.56 0.53 0.16 0.2 0.26

511380000 5001132000 5127591000 5408025000 6000874000 4131620000 3011143000 2847749000 882288000 1096769000 143120200

/ / / 0.92 1.77 / / / / / /

/ / / / / / / / / / /

0.39 0.12 0.46 2.77 0.2211 0.1338 0.1338 2.7521 / / /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同
比增长(%)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
比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
比增长(%)

摊薄净资产收
益率(%)

实际税率(%)

应收账款周转
天数(天)

预收款/营业收
入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
流(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
益率(%)

营业总收入滚
动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
动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
动环比增长(%)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公积金(元)

扣非净利润(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
润(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毛利润（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公司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

益海嘉里金龙鱼凭借强大的品牌知名度、全产业链布局和技术创新，成为中国食用油市场的领导者。其在油料采购、生产、分销等环节的全面掌控，使其具
备了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生产效率。公司注重产品多样化，不仅推出了低油烟、健康型食用油等创新产品，还通过强大的分销网络覆盖广泛市场，保障供
应稳定。此外金龙鱼通过长期的广告宣传、渠道建设和品牌塑造，广泛覆盖了消费者的认知，并在各类食用油市场中占据了较大份额。这些优势帮助金龙鱼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2 上海佳格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2350万美元

企业总部 上海市 行业 食品制造业

法人 宣建生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729408027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1000137600000

品牌名称 上海佳格食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

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

售；家居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货物进出口；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餐饮管理；生产线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健身休闲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分支机构经营】；食品添加剂生

产【分支机构经营】；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

【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竞争优势

佳格食品注重品牌创新，特别是在产品的健康定位方面。其多力食用油系列，通过强调健康益处，如“呵护心脑眼健康”的营销策略，成功地满足了消费者对
健康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此外，佳格的创新体现在低油烟葵花籽油的适度精炼工艺技术和植物油油烟量快速检测方法的研发上，为品牌增添了差异化竞争
力。佳格食品拥有一支专业的研发团队。其在植物油精炼技术、油烟检测技术和健康食用油领域的持续创新，进一步巩固了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佳格食品有限公司多力官方网站

3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竞争优势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开业 注册资本 109051.283254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烟台市 行业 批发业

法人 孙东伟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0682758273029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成立时间 984326400000

品牌名称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会议及展

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国内贸易代

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代理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粮油仓储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财务咨询；税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

外）；市场营销策划；品牌管理；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融资信息

竞争优势

鲁花作为中国知名的花生油品牌，凭借多年的市场积淀和消费者信任，已成为中国消费者首选的食用油品牌之一。其广告宣传、品牌形象和市场口碑为其赢
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鲁花集团拥有多个现代化生产基地，并且在产能上具备较强的优势。公司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大幅提高了生产效
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山东鲁花集团官方网站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

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

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

的内容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

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

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

箱：support@leadleo.com。

披露时间 投资企业 金额 轮次 投资比例 估值

2024-12-02 金龙鱼，Grand Silver 55.69亿人民币 战略融资 / /

融资时间

/

公司竞争优势

附录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

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

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