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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犘犛措施对我国水产品出口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吴萌，杨卫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为测算ＳＰＳ措施对我国水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水产品出口概况和受阻情况的

基础上，以中日水产品贸易为例，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数据建立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发

达国家施行的ＳＰ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我国水产品的出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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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水产品出口现状

１１　水产品出口额

本文所指的水产品如无特殊说明外，均指海关

编码中代码为０３大类的商品，包括鱼、甲壳动物、软

体动物及其他无脊椎水生动物。

我国作为水产品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一直在世

界水产品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加入

ＷＴＯ后，我国水产品贸易更是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

势。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２００２年我国水产品

出口额约为２８．７３亿美元、居于世界首位，２００８年达

到５１．８１亿美元，２０１１年首次突破１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４

年达到１４０．７４亿美元，约是２００２年的５倍。

１２　水产品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

我国水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出口

市场较为集中，日本、美国、韩国一直是我国水产品

出口的主要市场。２００２年我国对上述３个国家出

口水产品占我国出口水产品总额的比例高达

７６．３５％，但近年来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这

一高度集中的态势有所减轻，２０１４年对上述３个国

家出口比例下降为３７．４４％。在这三大主要贸易国

中，日本是我国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２００２年我国

水产品对日本出口额为１０．９６亿美元，占水产品出

口总额的３８．１５％，２０１４年下降为１４．２１％；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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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超过韩国成为我国第二大水产品进口国，但

我国出口比例也呈不断下降之势。

１３　水产品出口结构

近年来，我国出口的水产品类型不断丰富且出

口结构不断完善，但海关编码中０３０３类冻鱼，０３０４

类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肉，０３０６类甲壳动物，

０３０７类软体动物、水生无脊椎动物一直是我国水产

品出口的主要类型。其中，０３０４类鲜、冷、冻鱼片及

其他鱼肉在我国水产品出口中稳居第一，２００２年我

国出口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肉约４１．９３万ｔ，出

口额为９．２８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３２．３％；２０１４

年该 类 出 口 量 增 长 为 １０５．５１ 万 ｔ，出 口 额 为

４６．８１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３３．２６％，相比２００２年

比重变化幅度较小。

２　ＳＰＳ措施下水产品出口受阻情况

ＳＰＳ措施全称为《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

议》，是 ＷＴＯ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的国际

多边协议成果，旨在通过建立多边规则，指导各成

员制定和实施统一的ＳＰＳ措施，以促进农产品及食

品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包括保护人类和动物免受

食物中添加物、污染物等侵害的措施，保护动植物

免受病虫害侵袭的措施等。随着关税和传统非关

税壁垒的削减，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把ＳＰＳ措

施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以保护本国的农业生

产，从而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较大影响。目前，

ＳＰＳ措施已成为“入世”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面

临的主要障碍，而水产品作为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

类，在出口额和贸易净额等方面受到其严重的影

响。从出口市场来说，日本、美国、韩国和欧盟是中

国水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制定

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有着长期的、丰富的历史经

验，并形成较为系统的进口食品检查制度，如美国

的“自动扣留制度”、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以及韩

国的“先检验后通关制度”等；同时，近年来这些市

场的ＳＰＳ措施控制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如日本、欧

盟、韩国都实行水产品出口企业注册制度，出口企

业的原料、加工、包装、储运等环节都必须经过严格

卫生检验，欧盟还实行企业“自我检查”制和水产品

追溯制度，并不断提高水产品氯霉素检测标准、硝

基呋喃检测标准、孔雀石绿标准以及水产品添加剂

标准，直接限制我国产品进入数量或出口企业数

量［１］。为研究我国水产品近年来遭遇主要进口国贸

易壁垒的情况，本文对日本、美国和韩国扣留我国

水产品的信息进行整理。

２１　出口水产品受阻总体情况

从扣留数量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日本、美国、韩

国、欧盟等贸易国家和地区共扣留我国水产品９５６

批次，其 中 美 国 通 报 批 次 最 高，占 总 批 次 的

５４．８１％。但近３年来，随着我国水产品质量的不断

提高以及我国应对贸易壁垒体系的不断完善，各国

对我国水产品的通报数量呈不断下降趋势，２０１３年

贸易国共扣留我国水产品１７６批次，相比２０１２年下

降了４９．３％。

从受阻产品看，由于我国出口水产品品种较为

集中，因此鱼产品、其他水产品及其制品以及虾产

品受阻的数量最多，海草及藻、蟹产品以及贝产品

也有不同程度的受阻。在总受阻数量下降的情况

下，大多数水产品品种的受阻批次逐年下降，仅有

海草及藻、贝产品和其他水产品的出口受阻批次有

所提高（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我国出口水产品受阻数据

批次

水产品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鱼产品 １９７ １４５ ９７

其他水产品 ８０ １０１ １７

水产制品 ５６ ４０ １４

虾产品 ７５ ２５ ２２

海草及藻 １ ２１ ４

蟹产品 １８ １３ ７

贝产品 ６ ２ １５

合计 ４３３ ３４７ １７６

　　数据来源：由历年《国外扣留（召回）我国出口产品情况分析报

告》数据整理．

从受阻原因看，品质不合格、农兽药残不合格、

微生物污染以及食品添加剂违规是水产品通报的

四大主因，不符合储运规定、标签不合格、未满足进

口程序要求以及含有毒物质也是通报的重要原因。

２２　出口日本受阻情况

日本是我国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在我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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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水产品中，鱼类及其制品尤其是鳗鱼及其制品

的受阻批次最多，其次是贝类及头足类等软体动物

产品［２］。日本扣留我国水产品最主要的原因是微生

物污染，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日本被扣留水产品中

超过５０％是由于检出大肠菌群呈阳性或细菌数超

标等微生物污染问题，２０１１年日本因微生物污染通

报我国水产品４０批次、占总受阻批次的４３．５％，

２０１３年截止到第三季度因微生物污染受阻比例则

高达８７．５％。此外，农兽药残留也是日本对进口水

产品的重点检查对象，２０１１年我国水产品因农兽药

残留受阻的比例为１５．９％，２０１２年这一比例继续增

加，但２０１３年由于我国水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以

及日本核辐射事件的发生，日本略微放松产品检验

标准，因此截止到第三季度因农兽药残留受阻比例

下降为１２．５％ 。

３　ＳＰＳ措施对我国水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

３１　理论分析

３．１．１　消费者需求

一国的消费质量需求水平主要取决于该国居

民的消费水平，而消费水平又取决于该国的国民收

入，当进口国提高水产品质量标准时，由于水产品

成本的上涨将引起消费者福利的下降，从经济学意

义来看，消费者会降低对水产品的需求［３］；但从实际

来说，水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居民对其需求的弹

性系数较小，同时质量需求较高，进口国强制实行

的质量检验检疫标准使消费者对产品有更高的安

全意识，因此出口国厂商在利益驱使下也会提高水

产品质量。

３．１．２　生产者供给

当进口国政府采取某一新的质量检验检疫措

施时，原来生产较低质量水产品的厂商要想继续出

口获利，就必须采取方法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来满

足进口国的质量规定，这对于那些无法承担提高质

量所付出成本的厂商来说，将会退出进口市场，因

此水产品市场整体平均质量将会上升；而对于原来

生产较高质量水产品的厂商来说，随着市场上更多

高质量水产品的出现，产品的质量差异缩小，自身

的优势下降，因此为继续保持自身产品质量优势，

会采取更先进的技术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使

得整个水产品行业的质量水平再次提高。因此，进

口国实行的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主要是通过影响

水产品出口厂商的决策而改变整个出口市场水产

品的平均质量水平。

３２　实证分析

３．２．１　模型的建立

由于日本一直是我国水产品第一大进口国，因

此本文以中日贸易为例来测算ＳＰＳ措施对于水产

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构造的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犞ｉｔ）＝α０＋α１犛ｉｔ＋α２Ｌｎ犪犌ｔ＋

α３ｌｎ犘ｔ＋α４犈ｉｔ＋犝ｉｔ

在该模型中，因变量参考现有文献，用中国出

口日本水产品单位价值（犞ｉｔ）作为产品质量的代理

变量，自变量中用日本每年向 ＷＴＯ提交的有关水

产品ＳＰＳ通报数（犛ｉｔ）作为解释变量，用进口国的人

均ＧＤＰ（犌ｔ）、人口（犘）以及中日贸易额（犈ｉｔ）作为控

制变量（其中人均ＧＤＰ和人口反映进口国对水产品

的需求），犝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为减弱数据的异方

差，除通报数（犛ｉｔ）外，其他变量均做对数处理。

３．２．２　样本来源及数据说明

选取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１３年中我国出口日本的

海关编码为０３大类的水产品作为面板数据，包括

０３０１类活鱼，０３０２类鲜、冷鱼，０３０３类冻鱼，０３０４

类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肉，０３０５类干、盐腌或盐

渍的鱼、熏鱼，０３０６类带壳或去壳的甲壳动物，

０３０７类软体动物、水生无脊椎动物。我国出口日

本水产品的单位价值（犞ｉｔ）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

库相关数据整理，其中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年０３０１类

水产品单位价值数据缺失；ＳＰＳ通报数（犛ｉｔ）来源于

中国 ＷＴＯ／ＴＢＴ－ＳＰＳ通报咨询网整理（表２）。

３．２．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２．３．１　模型的豪斯曼检验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采用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豪斯曼检验的

原假设是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若豪斯曼检验的统

计量小于临界值，则无法拒绝原假设，就应该将个

体影响确定为随机影响形式；若统计量大于临界

值，则拒绝原假设，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

果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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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我国出口日本水产品单位价值及犛犘犛通报数 美元／ｋｇ

年份
０３０１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３ ０３０４ ０３０５ ０３０６ ０３０７

犞ｉｔ 犛ｉｔ 犞ｉｔ 犛ｉｔ 犞ｉｔ 犛ｉｔ 犞ｉｔ 犛ｉｔ 犞ｉｔ 犛ｉｔ 犞ｉｔ 犛ｉｔ 犞ｉｔ 犛ｉｔ

２００２ ６．５３ ０ ２．８０ ０ ０．８１ ０ ２．５４ ０ ３．１８ ０ ５．８５ ０ １．６７ ０

２００３ － ０ ２．７５ ０ １．５５ ０ ２．５１ ０ ３．７０ ０ ５．８６ ０ ２．２５ ０

２００４ ８．２６ ０ ３．２０ ０ １．６５ ０ ２．６４ ０ ３．７６ ０ ６．０４ ０ ２．８１ 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３７ ０ ３．３１ ０ ２．４４ ０ ２．８５ ０ ３．４９ ０ ６．０８ ０ ２．８２ ０

２００６ ９．８１ １ ３．４６ １ ２．２４ １ ３．０２ １ ３．７６ １ ５．６０ １ ２．７４ １

２００７ ８．８３ ０ ３．０９ ２ １．７０ ２ ３．２０ ２ ３．７０ ０ ４．３８ ２ ２．８５ ２

２００８ － ０ ３．８２ ７ １．５０ ７ ３．４９ ７ ４．７３ ０ ５．５９ ７ ３．３７ ７

２００９ １２．８２ ０ ３．３４ ６ ２．１０ ６ ３．８９ ６ ４．７１ ０ ６．５７ ６ ３．９０ ６

２０１０ １５．７５ ０ ３．９８ ９ ３．１５ ９ ４．１２ ９ ４．７６ ０ ６．６５ ９ ４．０５ ９

２０１１ ２２．８７ ２ ５．２２ ３ ２．８９ ３ ４．５６ ３ ４．７９ ０ ５．７５ ４ ４．６６ ３

２０１２ ２５．３５ ４ ５．７５ ５ ２．５７ ４ ５．０４ ５ ５．８２ ５ ７．８２ ５ ４．７８ ５

２０１３ ２５．８５ ２ ４．９４ ４ ３．２４ ４ ５．１２ ４ ６．１８ ２ ８．８８ ４ ４．４３ ３

２０１４ ２１．８５ ０ ４．１１ １５ ２．５３ １５ ５．１４ １５ ６．４８ ０ ８．７５ ８ ４．７７ ８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国 ＷＴＯ／ＴＢＴ－ＳＰＳ通报咨询网．

表３　豪斯曼检验结果分析

统计量 自由度 狆值

９．７４４４ ４ ０．０４５０

根据表３所示的结果，狆值较小，该模型可以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豪斯曼检验的零假设，使

用固定效应更合适。

３．２．３．２　实证分析

本文模型数据为由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

组成的面板数据，时间序列跨度为１３年（２００２—

２０１４年），每个时间截面上有７种产品。根据数据

的特点，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ＧＬＳ）进行弹性

系数的估计，整个过程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下进行，

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实证分析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犜统计量 犘值

犆 －４１．６２４２ １０．０４８７ －４．１４２２ ０．０００１

犛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７９ ２．６６５１ ０．００９４

ｌｎ犪犌 ４．３５８４ ０．８９８２ ４．８５２１ ０．００００

ｌｎ犘 －１１．３８４９ １０．２４３９ －１．１１１３ ０．２６９９

ｌｎ犈 ０．１９６８ ０．０６４２ ３．０６４４ ０．００３０

犚２ ＝０．８８４９　　　　调整犚２ ＝０．８６９９　　　　犉＝５９．２０　

由表４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运行结果良好，

除人口外，其他系数均通过１％置信水平下的显著

性检验，模型的犉值为５９．２０、犘值为０，说明回归模

型整体较为显著，拟合优度犚２ 为０．８８４９、调整犚２

为０．８６９９，拟合优度较好，说明该模型可以较好地

解释ＳＰＳ措施对水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１）日本对水产品的通报批次犛的弹性系数为

０．０２１２，符号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日本每向 ＷＴＯ增加一单位的通报，水产品的单位

价值将上涨２．１％，而水产品单位价值的上涨又代

表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

致。从表面上看，贸易壁垒对出口产品产生的更多

是消极负面影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对水

产品的通报批次越高，表明日本对该产品的质量检

验检疫措施的要求越多、越严格，迫使那些不符合

ＳＰＳ措施的水产品或退出市场或采取措施提高质

量，最终出口产品质量得到提高。

（２）进口国的人均犌的弹性系数为４．３５８４，弹

性系数较大，表明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对进口国的人

均 ＧＤＰ的变化比较敏感，其增长速度约为人均

ＧＤＰ变动速度的４倍。正如前文分析，人均 ＧＤＰ

反映进口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而一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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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消费水平越高的国家，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

越高；同样，对于消费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来说，相比

价格，他们可能更多关注产品质量。

（３）中日水产品贸易额弹性系数为正，这一结

论与现实经济情况不太相符，因为贸易额增加的同

时往往伴随着贸易量的增长，而贸易量的增长又表

明供给的增长，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产品的单位价

值下降；但从实际来看，ＳＰＳ措施是一项强制性措

施，迫使企业不得不增加产品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

本，因此贸易额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单位价值的

增长引起的，反过来又影响产品的单位价值，从而

引起质量的变化。

（４）从模型来看，人口的变化对于产品质量的

变化没有显著性影响。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ＳＰＳ措施对我国水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进行分

析。首先分析我国水产品的出口额、出口品种和出

口市场，其次分析在ＳＰＳ措施下我国水产品的受阻

数量，最后以中日水产品贸易为例，从消费需求和

生产供给的角度利用回归模型检验ＳＰＳ措施对出

口水产品质量的影响。

不可否认，进口国制定的ＳＰＳ措施在短期内会

对出口国的水产品出口带来负面影响，如造成出口

额、贸易净额、消费者福利的显著下降；但从长远角

度来看，ＳＰＳ措施能强制那些产品质量不达标准、生

产效率低的企业积极研发新技术进行产品质量升

级或改变出口战略，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进入门

槛，产品质量由此得到提升［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产

品质量消费需求。因此，我们应理性地分析进口国

的ＳＰＳ措施，不应绝对否认ＳＰＳ措施的积极作用。

面对各国纷繁复杂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政

府、出口企业和行业协会必须加强合作，采取各种

积极措施共同改变我国水产品出口的不利局面。

首先，政府在加强与各贸易国友好合作的同时，应

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相关争端解决条款，采取合法途

径同具有歧视性或违规性的ＴＢＴ和ＳＰＳ进行积极

有效地磋商和解决，为我国水产品企业出口努力营

造公平的贸易环境［５］；同时，政府还应积极促进贸易

伙伴国统一ＳＰＳ标准的实施，从而减少ＳＰＳ标准导

致的贸易摩擦。其次，出口企业作为最直接的行为

主体，应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在生产过程中

采用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控制产品的药物残留、重

金属超标、非食用添加剂违规以及微生物污染，全

面提高水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最后，行业协会作为

政府和企业的联络员，应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出现贸易摩擦时，积极配合政府参与国际谈判，

并参与新标准的评议；同时要与出口企业保持顺畅

沟通，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其他服务，同企

业分享获得的行业最新标准动态，积极协调行业内

会员企业的关系，强化企业的团体合作意识，从而

共同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此同时，在应对发达

国家的ＳＰＳ措施时，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促

进作用，鼓励出口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研

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

加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从根本上降低贸易

壁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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