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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培树

跨过人世门槛，中国海洋水产业面对更多

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中国海洋水产行业应加强
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以应对人世后生产国际

化和贸易自由4E所带来的冲击，提高海洋水产

业的总体竞争能力，扩大中国海洋水产品在国

际市场的占有份额则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海洋水产业在国际市场的优势
我国是世界水产大国，水产品总产量已连续

10年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也是世界上惟一水产
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我国的水产品

出口贸易世界排名第四位。这些造就了中国海
洋水产业在国际市场的优势。

第一，国际市场对水产品需求量逐年上升。

我国是世界第一水产生产和养殖大国，有较强
的竞争优势。而且欧盟允许我国注册企业生产

的水产品可以正常进入欧盟15个成员国，加上

亚洲的传统市场，海洋水产品贸易伙伴将遍及
五大洲。因此，我国海洋水产品出口贸易将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

第二，我国海洋水产品出口增幅在农副产

品中居于前位。据统计，1999年我国水产品对外

贸易总量达到265．32万t，贸易总额44．3亿美

元，分别比1998年增长23．8％、14．8％。其中出

口134．8万t，创汇31，4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34．4％和10．2％；进口水产品130．5万t，进

口额12．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9％和
26．6％。

第三，我国海洋水产品出口品种多样化。近

几年来，各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积极调整和优

化产业和品种结构，大力发展名特优新水产品
养殖，积极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有效地促进了

水产品贸易的开展。出口品种中，包括活鱼、冰

鲜鱼、冻鱼、于化腌制品、甲壳类、软体类、藻类

以及深加工品等，品种比较多。在出口品种中，

烤鳗仍位居水产品出口创汇第一的位置，冻鱼

片、蟹类(河蟹、梭子蟹)、淡水小龙虾、扇贝、章
鱼等品种的出口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按出口

创汇额高低排序，依次为深加工品、冻鱼片、各

类冻鱼、软体类、甲壳类、活鱼、冰鲜鱼和海藻产
品。

第四，我国海洋水产品出口方式多样化。我

国海洋水产品出口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多种
贸易方式并存。据统计，1999年～般贸易方式出

口94．6万t、19．6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0％

   



和17％，占我国水产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70％

和62％；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贸易方式也有一
定的发展，占我国水产品出口的比重为30％。

一--、我国海洋水产业在国际市场面临的挑
战

我国海洋水产品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的优势，

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虽然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
水产生产国，可水产品的出口只占世界水产品贸

易量的第四位，海洋水产品贸易量与海洋水产业

的发展不同步。目前世界水产品进入国际贸易

的比重为30％，而我国还不足10％，在水产品国

际贸易中相差的比例较大。近年来，我国海洋水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些挑战主要为：

第一，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的限制同时存
在。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87％集中于日本、韩

国、美国和欧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对我国水产品出口存在显著的影响。例如，
日本是我国水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每年出口日

本的水产品占我国水产品出口总额的1／3左

右。近年我国与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争端加剧，日

本已经对我国三种农产品实行进口制裁。通关

手续繁琐。水产品作为食品的一种，在通关方
面，日本规定很严，手续繁琐。在产品到达前，进

口商必须提供说明书，由日本检验检疫机构作通
关前的审查、产品检查等，然后由日本卫生监督

部门对有关项目检验，做出处理。由此不难看

出，海洋水产品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的限制同

时存在，阻碍了我国的海洋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发
展。

第～--，海洋水产品出口质量标准和要求越来
越高。继美国要求所有水产品(包括进口水产

品)的加工商都必须执行HACCP(危害分析与关

键控制点管理体系)计划后，日本也已开始执行

该计划。标签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根据日本农林

规格(JAS)法修正案，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的各类
水产品等商品必须加贴标签，提供产品名称、产

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多方面的信息。此外，日

本消费者还关心产品是否属于养殖品、天然品、

解冻品等具体细节，进口产品还要求标明原产国

名和具体产地名等。但我们许多生产企业不能
按照标准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水产品质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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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客商的要求，从而限制了我国水产品贸易的

进一步扩大。

第三，国际市场上竞争增强。日本市场是我
国传统的水产品出口市场，但近些年来，来自非

中国的水产品越来越多。其中来自中东地区的

虾、丹麦的鳗鱼及南非的鲍鱼等，已经逐步赢得

了日本消费者的青睐。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水产
品多为天然养殖，或在有净化设备的室内水池养

殖，饲料只使用海草，几乎不投任何抗生素。所有

这些都迎合了日本消费者追求天然和健康的嗜

好，使我国海洋水产品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四，我国传统海洋渔场发生变化，水产品
出口货源日益紧张。由于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生

效和北部湾划界，我国将有3万多艘渔船从原有

渔场撤出，每年将损失160多万t渔业产量。而

这些渔场正是我国向日本、韩国出口海鲜产品水

产品加工品的主要货源基地。
第五，企业的无序竞争造成。我国海洋水产

品出口综合平均价格大幅度下降。1999年我国

水产品出口虽然数量、换汇额都有较大的增加，

但出口综合平均单价大幅度下降，平均每吨价格

为2329美元，比上年的2837美元下降18％。从

贸易方式上分析，进料加工出口每吨价格3033
美元，比上年的3300美元下降8％；来料加工出

口每吨价格3086美元，下降3％；一般贸易出口

每吨价格2070美元，下降22％，跌幅最大。出口

品种中，活鱼、冰鲜鱼、冻鱼、深加工品等几大类
品种的价格都下降，下降幅度在6％～42％之

间。

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总体实

力还不很强，具正打入国际市场的水产品数量还

很少，主要问题是精加工不够、名优品牌少和质

量不高。只有加速提高我国水产品的质量，才能
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和保持出口竞争优势。

三、中国海洋水产业加入WTO的对策

从长远来看，加入WTO使我国海洋水产业

的发展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我国的

水产品市场也将更加开放，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
剧，将对我国海洋水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

用，但近期也会给海洋水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

压力。我们应该正确地面对机遇和挑战，及时调
整发展战略，严格执行WTO的规则和履行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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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加强与国际水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按国际

惯例和国际标准组织生产和管理，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扩大中国海洋水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
额。

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
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要从优化产品结构和提

高产品质量人手。今后要继续坚持以国际、国内

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名特优新
水产品养殖，在大力发展养殖业的过程中，积极

推广健康养殖技术和生态养殖模式，加强对养殖

业的管理，对养殖水域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加

强对水域、苗种、鱼药生产的管理和监督，保护水
域生态环境和种质资源，确保养殖产品的卫生与

安全。加快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国际市场的

游戏规则来规范生产经营活动；参照国际标准，

提高产品质量、包装、卫生检疫等方面水平。

第二，强化水产品标准和检疫工作，冲破“绿
色壁垒”。海洋水产品的“绿色壁垒”主要表现在

对水产品的内在品质的检疫、检验和水产品的外

包装方面。随着在国际贸易中，以关税壁垒为特

征的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削弱，以技术壁垒为特征

的贸易保护措施逐步加强，对安全卫生要求越来
越高的水产品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设置技术壁

垒的焦点产品。打通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绿

色通道”，就可促使越来越多的海洋水产品走出

国门。目前对我国水产品实行“绿色壁垒”主要焦
点在于我国水产品品质本身的问题。因此，我们

应该针对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措

施，积极消除“绿色壁垒”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

响。一是加强水产标准化工作。二是全面加强水

产检疫工作。搞好水产品与水产动植物检疫是保

障城乡居民健康、卫生地消费水产品的重要措
施，也是提高我国水产品质量，增加、扩大水产品

出口，提高我国水产品在国际上的质量信誉和市

场竞争力，全力营造海洋水产品出口的绿色通

道。

第三，进一步规范国际鲜销渔业。近几年，我
国国际鲜销渔业发展较快，销运量及销售额均有

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
先是宏观调控力度不够。由于缺乏统一协调管
理，导致鲜销船靠港疏密不均，效益受损。如日本

福冈鱼市场每天容纳的船只不能超过15艘，而

我靠港船只最多时达到30多艘，造成鱼货过剩，

价格下跌。其次是鲜销代理不够规范。目前鲜销

船国外代理商多为定居国外的中国人，受经济利

益驱动，有的代理商不仅不能为鲜销企业提供良
好的信息和代理服务，而且还采取不正当的竞争

手段，制造企业间和地区间的矛盾。为使国际鲜

销渔业更加健康规范地发展，一要尽快在国外设

立代表机构，做好在外鲜销船管理和服务工作，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鲜销渔业健康发展；二

要进一步加强鲜销渔业的统一协调管理，密切配

合，一个窗口对外，避免内部扯皮。
第四，建立与WTO规则相一致的争端解决

机制和相关服务组织。加入WTO后，企业对

WTO规则短期的不适应，必将引发较多的贸易
争端，因此应逐步建立系统的法律服务与援助体

系和机构，为我国海洋水产业企业在国际贸易争

端中提供WTO规则和法律服务与援助。此外，
为了加强政府对水产业的宏观管理，要建立和完

善水产业信息服务体系，如建立和完善渔业市场

信息网、渔业政务信息网、渔业统计、综合分析系

统和渔政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等。

第五，开展网络经营和网络贸易。网络经营

是～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和理念。网络经营的核心
是基于Intemet技术的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指

计算机和电信技术在日常商务活动中的应用，它

不仅包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网络进行商品

交易和提供服务，还包括企业通过网络进行的内

部业务活动和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电子商务在
水产领域特别是在海洋水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

应用是必然的趋势。鲜活水产品有着产量不确

定，产品保存时间短、易腐和运输难度大等特

点。通过电子商务，实现网上交易可以及时发布
渔获物品种、规格，扩大贸易区域，寻找直接买

家，缩短交易时间，降低交易成本。还可做到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和了解国内和国外的市场

行情，了解不同区域的消费特点和消费的产品形

势，掌握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从而拓展多元市
场，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缩短与国际市场的差
距。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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