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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字货币简称为DIGICCY，是英文&ldquo;Digital Currency&rdquo;（数字货币）的缩写，

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数字金币和密码货币都属于数字货币（DIGICCY）。

        主流机构进入数字货币领域。早期对于数字货币的探索主要在民间和创业公司，近几年

大型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也参与到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的研究之中。2017年

出现ICO的发行高峰，主要发行方为区块链领域的初创公司。2018年之后，传统金融机构、

互联网头部公司、央行也加快了数字货币的研究，IBM、摩根大通已经推出了各自的数字货

币，高盛正在研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有发币的计划。主流机构的数字货币布局     主

流机构的数字货币布局       时间   事件       2018年7月   纽约证交所的实际所有者ICE公司与微软

、波士顿咨询集团和星巴克合作，成立加密数字资产服务机构Bakkt。       2018年7月   IBM公司

推出稳定币计划，这是被美国政府FDIC所支持的稳定币。       2019年2月   摩根大通发布了用

于机构间清算的数字货币摩根币。       2019年6月   14家银行推出稳定币，做结算用。这14家银

行包括瑞士、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银行。       2019年6月   Visa宣布跨境支付区

块链网络B2BConnect。       2019年9月   富国银行宣布开发锚定美元的加密货币&quot;富国银行

数字现金&quot;(WellsFargoDigitalCash)，将用于整个公司业务的内部结算试点。   数据来源：

公开资料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数字货币市场深度分析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十

四章。首先介绍了数字货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数字货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数字

货币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数字货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数字货币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数字货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数字货币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数字货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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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技术之前的数字货币发展历史。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人们开始研究数字货币的可

行性。在比特币出现之前，数字货币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尝试，失败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平台信

用丧失及网络安全问题。比特币以去中心化、分布式的网络架构结合加密技术的应用，解决

了之前数字货币设计上的缺陷。比特币之后涌现了大量新型数字货币，在技术框架上不同程

度地参考了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发展历史     数字货币发展历史       时间   

数字货币   简介       1992年   DigiCash   DigitalCash是在线支付系统先驱，商家需要把货币存入银

行，而银行无法追踪DigiCash，导致商家银行都无法接受该技术。理念过于超前，DigiCash以

失败告终。       1996年   E-gold   E-gold背后有黄金作支撑，在数百个国家吸引了500万用户。但

是，后来平台遭遇黑客攻击，并且吸引大量非法洗钱行为，公司也于2009年陷入困境。      

1998年   WebMoney   WebMoney提供广泛的点对点解决方案，涵盖互联网交易平台

。WebMoney可以转换为法定货币，如卢布、美元、英镑，目前，WebMoney还有数百万人接

受、使用这种货币。       2006年   LibertyReserve   LibertyReserve虽然试图建立集中匿名汇款平台

，允许用户在没有验证的情况下，创建账户并转账。不过这一特点却吸引了大量网络犯罪分

子，平台最终于2013年倒闭，以失败告终。       2007年   PerfectMoney   该平台服务模式

与LibertyReserve相同，开立账户无需身份验证，平台可以使用各种货币，包括美元、欧元、

英镑等。       2009年   比特币   比特币是最为成功的数字货币，它避开了中间信任机构，采用分

散式平台运行。它采用开源区块链技术，将交易信息存储在分布式账本中。   数据来源：公开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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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2-2028年中国腌菜产业发展现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  

腌制蔬菜可以使用多种原料,常用的有白萝卜、胡萝卜、黄瓜、莴笋、蒜苔、莲花白、辣椒等

。我国各地传统的蔬菜腌制品有上海雪里蕻、重庆涪陵的榨菜、广东酸笋、云南大头菜、常

州香甜萝卜干等。在国外，日本的酱菜、韩国的泡菜等也久负盛誉。

中国腌菜行业近年来一直保持量价齐升的增长形式，量上一直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长，并

在近 2 年呈现出超9.0%的高速增长；价格则呈现三年一个周期的增长态势，年复合增速达到

3.1%。日本量增呈现连续负增长，自 13 年以来下跌近 10.6%。韩国市场量增表现为前负后正

的总体上升趋势，且其在近 3 年出现年复合 18.3%的超高速增长；美国在量上表现较为稳定，

波动小，近年整体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同时，日美韩三国价格也仅呈现微幅增长，低于当年

CPI 增长率。2018年各国量价增速拆分对比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腌菜产业发展现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腌菜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腌菜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腌菜行业市场运行

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腌菜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腌菜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

后分析了腌菜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腌菜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腌菜



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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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rdquo;的局面。自 12 年至 18 年，龙头品牌 Chongga Kimchi（宗家府）市场占有率由49.2%

下滑至 42.4%，而其他主要品牌如 Ha Sun Jung Kimchi, Yanghan Kimchi 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市

场份额下滑，考虑其背后原因为近年来韩国市场泡菜进口量显著增大。资料显示，中国泡菜

由于价格实惠，大举进入韩国市场，占流通市场份额四成以上。值得注意的时，在这个过程

中，部分小规模企业品牌由于受到挤压份额逐渐下滑并退出市场，如 Het Kimchi 等。对比中

韩主要品牌市占率，我们发现在更为成熟的韩国市场，龙头公司占据了约半数的市场份额，

即使在国内品牌受到进口冲击时，受到的影响比中小型品牌更小。虽然考虑到韩国地域面积

有限，国内品牌有利于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但也不难推测，未来乌江牌涪陵榨菜仍然具备

较大的市场扩张空间，同时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竞争力不强而退出市场，涪陵榨菜能够继续巩

固自身的龙头优势。2018中国主要腌菜品牌市占率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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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12.1.3 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12.2  2022-2028年腌菜行业投资机会

12.2.1 产业链投资机会

12.2.2 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12.2.3 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12.3  2022-2028年腌菜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12.3.1 政策风险及防范



12.3.2 技术风险及防范

12.3.3 供求风险及防范

12.3.4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12.3.5 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12.3.6 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12.3.7 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十三章 腌菜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13.1  腌菜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13.1.1 战略综合规划

13.1.2 技术开发战略

13.1.3 业务组合战略

13.1.4 区域战略规划

13.1.5 产业战略规划

13.1.6 营销品牌战略

13.1.7 竞争战略规划

13.2  对我国腌菜品牌的战略思考

13.2.1 腌菜品牌的重要性

13.2.2 腌菜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13.2.3 腌菜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13.2.4 我国腌菜企业的品牌战略

13.2.5 腌菜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13.3  腌菜经营策略分析

13.3.1 腌菜市场细分策略

13.3.2 腌菜市场创新策略

13.3.3 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13.3.4 腌菜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13.4  腌菜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13.4.1  2019年腌菜行业投资战略

13.4.2  2022-2028年腌菜行业投资战略

13.4.3  2022-2028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第十四章 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14.1  腌菜行业研究结论

14.2  腌菜行业投资价值评估

14.3  腌菜行业投资建议

14.3.1 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14.3.2 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14.3.3 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3/273375.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203/2733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