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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久而久之，米线从外来食品变为

“本地特产”，成为云南人割舍不掉

的饮食习惯，并逐渐发展成为一张地

理标志美食名片。

米线的快速本土化，究其原因在

于云南具有生产米线得天独厚的地理

条件优势，以及高原特色农产品的资

源优势。云南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十

分适合生产和加工米线，再加上“云

花”“云菌”“云腿”“云菜”等云

南特有的丰富食材，让云南米线风味

独特。“相较于柳州螺蛳粉、重庆酸

辣粉等同类型产品，云南米线口味丰

富、老少皆宜，具有广大的受众群体，

更能打开市场。”云南省米线行业协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米线出滇”困局
    

20 世纪 80 年代，米线产业在云

南发展欣欣向荣。到了 90 年代，云南

米线开始走向全国。然而，经过多年

发展，云南米线出滇的步子始终较慢。

目前，云南米线产业主要分为餐

饮类和预包装类两种形式，餐饮类的

米线店又分为两大阵营——连锁店和

非连锁店。以夫妻店形式为主的非连

锁米线店占据米线市场较大份额；连

锁类米线店沉淀出建新园、桥香园等

一批老字号云南米线品牌，还出现青

和小锅、娘子情等一批后起新秀。在

省外，出现了阿香米线、蒙自源、大

鼓米线等为代表的一批米线连锁品牌。

而预包装类米线，目前还处于探索阶

段，部分食品生产企业、餐饮米线企

业已看到预包装米线的商机和前景，

开始自主尝试工业化生产。

整体来看，云南米线市场虽然庞

大，但产业整体发展小散弱，仍处于

品牌区域化发展状态，无论餐饮类还

是预包装类米线，都没有全国知名品

牌。根据云南省商务厅公开发布的资

料，2022 年，云南米线产业还有四个

方面空白：“专精特新”米线生产企业、

“走出去”发展的过桥米线品牌连锁

企业、云南米线产业园、云南米线产

业绿色基地。

云南相关部门也注意到米线的出

滇困局，云南省商务厅发文明确指出，

目前云南米线产业发展存在三类问题：

一是米线生产标准体系不健全，规模

以上米线企业数量不足，市场主体不

强，“云南过桥米线”品牌效应不明

显；二是长期以来米线产业生产加工

技术创新不足，销售渠道单一，消费

场景不多；三是流通体系建设滞后，

米线产业链不强，产业集群发展不足。

这些因素导致云南米线难以出滇。

此外，云南米线行业相关企业负

责人表示，人才匮乏、政策扶持力度

不足、企业创新能动性不强、工业化

程度低等问题，同样制约着云南米线

“走出去”。

    

构建全产业链是关键
    

面对米线产业发展困局，今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