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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以大食物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引领的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与健康可持续膳食成为当下各
方关注的热点焦点，近年来国家出台系列战略规划举措，为植物蛋白产业、人造肉行业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绿色低碳的人造肉行业有望成为可持续食物系统建设新的推进路径
。
现阶段人们更注重食品摄入和膳食均衡，植物肉既拥有蔬食的优势也有动物肉的口感以及味
道，符合消费升级的趋势，选择食用植物肉不仅是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可以有效减少食
品的碳排放。同时，我国食品消费规模庞大，人造肉可以作为弥补肉类食品供不应求的替代
品，在2021年，我国人造肉行业市场规模达103亿元。
据统计，我国人造肉行业年复合增长率在14%左右，预计2022-2027年我国人造肉行业市场
规模年复合增长率（CAGR）保持14%，到2027年我国人造肉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226亿元
。
共研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人造肉行业全景调查与投资前景报告》报告中的资料和数
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研分
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模型
，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企业布
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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