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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关于水产品管理及相关法规 

张  霞, 高  琳, 刘国红, 郑文杰*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天津  300461) 

摘  要: 欧盟关于食品卫生和检验管理较为严格, 其关于水产品的监控计划及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由于我

国水产品近年来出口欧盟在逐渐减少, 充分了解欧盟针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及法规框架非常重要。本文通

过介绍欧盟关于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基本法规、标签要求、具体卫生标准及对进口国要求, 提出切合中

国实际的建设性意见, 如加强标准更新、完善, 完成与国际标准对接; 加强产业链全程质量监控; 充分利用

WTO/SPS 平台保护我国合法权益等。希望政府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管, 保证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实现对外

贸易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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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n fishery products management and rules in European Union 

ZHANG Xia, GAO Lin, LIU Guo-Hong, ZHENG Wen-Jie* 

(Tianjin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Tianjin 300461, China) 

ABSTRACT: The European Union (EU) is most stringent at food hygiene and inspection management. The 

detection items and operation mode of seafood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other n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exports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to the EU decreased constantly, s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seafood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f EU.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safety management, basic regulations, 

labeling requirements, specific hygiene standard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orter country. Constructive 

opinions relevant to the actual state of China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update and 

improvement of standard to doc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einforcing the entir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making full use of WTO/SPS plat form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a. It’s 

suggested that our government can supervise the enterprise effectively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so as to ensure the expor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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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水产品生产国, 出口量呈逐年下

降趋势。海关信息网统计“鱼、甲壳、软体及其他水生无脊

椎动物出口量”的数据显示, 2014年水产出口量为 304.8万

吨, 2015年为 293.9万吨, 2016年 1~3月为 69.8万吨。由

数据分析可见, 在 28个欧盟成员国中, 占我国出口贸易额

前 20位的只有 5个国家, 分别为德国、英国、西班牙、法

国和意大利, 2014 年欧盟进口我国水产品的总贸易量为

37.4万吨, 2015年为 34.0万吨, 分别占我国出口量的 12.3%

和 11.6%; 2016 年前 3 个月针对欧盟国家的出口量未进入

我国出口贸易前 20,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水产品出口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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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定比重, 但在逐渐减少[1]。分析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我

国出口水产品含有腐烂物质、新兽药、不安全食品添加剂

或细菌污染而被欧盟拒收或扣留, 另一方面是由于标签不

符合规定或生产、加工和包装不符合欧盟要求或生产商未

按照法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等[2]。因此, 了解欧盟针对水

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及法规框架对于保持和发展我国出口

水产品贸易非常重要。 

2  欧盟关于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2.1  建立有效的管理运作机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尤其自疯牛病等一系列食品安

全事件发生后, 欧盟为保障食品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食

品生产和加工的法律, 提出了通过“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

程控制来保障食品安全, 并把欧盟已有的法律、法规和具

体标准加以体系化[3]。 

在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 欧盟通过监管机构和

法规两方面相互配合监管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在水产品监

管机构方面, 欧盟通过欧洲食品安全局负责监测欧盟整个

水产品食物链, 纵向领导、协调欧盟各成员国、各部门之

间的专业管理委员会的监管工作; 同时各成员国的具体

专业管理委员会构成横向网络体系监控水产品质量。欧

盟通过纵横协调的分工和相互监督共同确保水产品质

量安全 [4]。在法规方面 , 欧盟通过立法确定了各种管理

措施、方法和标准规范水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 并

对不同类别的水产品检验要求、卫生要求、药物残留、标

识及贮存等作了明确规定, 对水产品质量安全进行严格控

制和监管。 

2.2  对水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的全过程监管 

在欧盟, 水产品产业全部环节都要进行质量安全的

监管工作, 如对产地环境、生产用品进行管理, 从源头上确

保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生产、各加工阶段及包装、标识等

全过程的管理是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点监管阶段, 同时主

要针对各类水产品生产自身特性制定生产操作规范, 并规

定生产企业的审批与注册要求, 以及企业厂房、设备、运

输工具等具体要求, 最后要求产品包装的相关标识必须可

以让消费者了解该水产品的具体信息。 

2.3  建立全面的检测体系 

欧盟设立政府检验检测机构负责监控计划的实施 , 

在大学、生产企业及检测公司都建立有不同的专业检测实

验室, 对水产品的质量进行监控。欧盟还确立了包括水产

品在内的统一的产品质量认证, 如危害分析和关键环节

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等体系认证等 , 要求生产企业必须进行产品质量认证 , 

并在生产过程中切实按照体系要求进行, 以保障产品质

量安全。 

2.4  建立配套的执法监管体系 

欧盟建立与法律法规配套的执法监管体系, 并选择

具有相关专业的科技专家和专业人士来组织执法队伍。一

方面可以保证法律体系功效的发挥,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

升监管的执法效率, 保障执法效果。通过水产品质量安全

的管理体系、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检测体系和执法监督

体系的建立及完善, 欧盟可有效地保障当地生产及进口的

水产品质量安全。 

3  水产品标签法规的有关要求 

欧盟关于水产品标签主要有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0/13/EC《关于成员国食品的标签、展示和广告的相关

法律的一致性》[5]、理事会第 104/2000条例《关于渔业和

水产养殖产品市场的共同组织》[6]及理事会 2065/2001 条

例《向消费者通报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情况详细规则》[7]。 

2000/13/EC[5]是关于销售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食品标

签, 水产品同样适用, 其内容主要包括: (1)总则要求: 标签

清单中应列出所有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禁止有误导消费者

的信息; 应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 应该用一种或几种

欧盟的官方语言进行标注。(2)内容要求: 标签内容应包括

产品销售名称、商品名称、成分表、成分的数量、预包装

食品的净含量、保存期、保存条件、产地、使用说明及指

导、生产者及地址、或共同体内注册的销售者及地址等内

容。其中, 产品的销售名应该包括食品物理状态或食品特

殊加工工艺的内容, 如冻干、深冷及烟熏等; 不能用商标、

品牌和别名替代销售名称; 经过辐照的食品必须用目的国

文字注明。成分表应包括食品中的所有成分, 包括食品添

加剂等在食品的制造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成分, 按照重量递

减的顺序和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记录列出。保质期是能够保

持其特异性质的时间, 另外应有储存条件的描述, 产品要

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如期保存。 

No.104/2000[6]规定了某种特定种类的产品(包括生鱼)

的标签要求, 主要包括: (1)种类: 要具备通用名和拉丁名; 

(2)产品捕捞来源: 明确是海产、内陆水域还是养殖; (3)捕

捞区域: 明确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的海域、内陆水域或水

产养殖国; No.2065/2001[7]是对法规 No.104/2000 的细化, 

要求所有零售的冷藏、冷冻和烟熏鱼或鱼片和贝类, 必须

符合 No.104/2000的标签要求。 

4  欧盟关于水产品的 4 个基本法规 

欧盟关于水产品的有关法规主要分为对生产者、产品

的法规要求和官方控制的法规要求, 主要依据 4 个基础法

规。其中针对生产者及产品的主要法规是欧洲议会和欧盟

理事会 No.852/2004[8]、No.853/2004[9]法规; 对食品的官方

控制基本法规是 No.882/2004[10]、No.854/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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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52/2004[8]是确保食品在生产过程各阶段的卫生

标准, 是适用于所有食品的一般卫生条款, No.853/2004[9]

法规是针对动物源性产品制定的特定卫生规则 , 是

No.852/2004 总体法规的补充规定和实施细则, 包括了动

物源性食品的生产、销售的特定卫生及动物福利规定。 

No.882/2004[10]是对食品通用的官方控制要求, 主要

针对《欧盟一般食品法》[11]制定的细节执行规则, 是确保

饲料及食品法、动物卫生及动物福利法规实施的官方监控

法规。No.854/2004[12]是考虑到与动物类产品相关的特殊方

面, 为官方控制食用动物源性产品(包括水产品、贝类)生产

制定的法规。这 4个法规体现了不同层级的监管要求。 

4.1  针对生产经营者自行监管的要求 

食品生产企业负责食品安全的主要责任, 从初级生

产开始就必须确保整个食品链的食品安全, 所以针对生产

经营者提出的监管要求包括贮存、运输及加工中涉及到的

场地设备以及操作过程中关键控制点(critical control point, 

CCP)及人员操作等各种硬件和软件的要求, 以期对生产的

水产品进行感官、挥发性总氮、组胺、寄生虫及有害毒素

的自检自控。 

4.2  针对官方监管的要求 

4.2.1  监管组织、部门、方式及通用要求 

基于对食品链的风险分析及企业的过往记录、违规情

况等制定官方监控的频次; 使用合适的监控方法和技术针

对生产、加工、销售在不同环节设置监控点。 

4.2.2  对水产品的特定监管要求 

对水产品的特定监管要求包括对水产品的运输、储存

条件及销售市场等进行官方控制; 对水产品进行感官、鲜

度、组胺、残留物和污染物、微生物、寄生虫及有毒水产品

等因素进行监控; 对不符合要求的水产品宣布不能被食用。 

4.2.3  对官方监控的取样要求 

要符合相关欧盟规定或依据国际上认可的法规, 或

采用合适的有科学依据的草案的方法等; 同时样品必须贴

标签, 确保样品的合法性和分析的有效性。 

4.2.4  对基准实验室、检测实验室及其对选择标准的要求 

主管部门拥有基准实验室来提供检测实验室需要的

实验方法, 基准实验室应接受官方对其进行检查。主管部

门在监管过程中需要检测实验室进行样品分析, 其指定的

检测实验室必须符合 EN ISO/IEC17025《关于测试与校对

实验室的总体要求》[13]、EN 45002《评估测试实验室的总

体要求》[14]、EN 45003《校对与测试实验室委派系统总要

求》[15]; 使用的检测标准要从准确性、实用性、检测限、

决策限、精密性、重复性、再现性、回收性、选择性、灵

敏度、线性、测量不确定性等方面对标准进行定性[16]。 

4.2.5  对官方监管人员的要求 

对官方监管人员要求定期进行有关法规、控制技术、

评估等方面的培训。 

4.2.6  对进口国的监控规定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纳入欧盟进口清单。欧盟对第三国

的监控重点及要求在下文详述。 

5  水产品具体卫生标准 

对于水产品卫生标准、具体限量、感官要求、检测技

术方法和允许进口的第三国名录等, 都在不同的法规中详

细阐明。针对养殖水产品欧盟理事会颁布 88/2006/EC指令
[17], 规范养殖水产品的生产、加工规范。 

5.1  微生物卫生标准 
必须遵循欧委会法规(EC)No. 2073/2005《食品的微生

物标准》[18]食品安全的基本标准, 其中有关水产品限量要

求见表 1, 目的是通过对微生物的检测, 以查验食品生产

者是否遵循 HACCP 作业程序。同时欧委会法规

(EC)No.2076/2005[19]是对制定实施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EC)No.853/2004、No.854/2004和 No.882/2004规章的过渡

安排, 重申对使用清洁水的规定, 即不可以用海水。欧委会

法规(EC)No.2074/2005[20]针对(EC)No.852、853、854/2004

制定的有关食物链信息、水产品要求、海洋毒素检测方法

等内容提出具体要求; 对双壳贝类、鱼、青蛙腿及加工产

品等特定查核规范。 
 

表 1  水产品的安全指标 
Table 1  The safety indexes of aquatic products 

食品种类 微生物/毒素、代谢物
取样计划 限量 

n c m M 

熟制甲壳类和软体动物 沙门氏菌 5 0 阴性/25 g 

活双壳软体动物、棘皮类动物、被囊动物和腹足动物 
沙门氏菌 5 0 阴性/25 g 

大肠杆菌 1 0 230 MPN/100 g肉和壳瓣内液体 

使用组氨酸含量高的鱼类生产的水产品 组胺 9 2 100 mg/kg 200 mg/kg 

在盐水中经酶催熟处理、使用组氨酸含量高鱼类加工而

成的水产品 
组胺 9 2 200 mg/kg 400 mg/kg 

注: n: 样品数; c: 最大可允许超过m值的样品数; m: 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 M: 最高安全限量值。允许全部样品中检测指标检验值≤m, 允

许≤c个样品检验值在 m和 M之间, 不允许有样品检验值大于 M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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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针对污染物的标准 

以下标准就动物源性食品中农兽药、添加剂等检测项

目及限量做了具体要求。 

(1)欧委会 2002/994/EC号决议[21], 特别针对中国输欧

水产品附加证书检测项目和限量;  

(2)欧委会法规(EC)No.1881/2006[22]、No.466/2001[23]

规定了食品污染物的最高限量;  

(3)法规(EEC)No.2377/90[24]规定了动物源性食品中兽

药制品的最高残留限量 ; 欧委会法规(EC)No.807/2001[25]

对(EEC)No.2377/90 的附录进行修订, 并公布关于确定动

物源性食品中兽药制品最高残留限量的程序规定;  

(4)理事会指令(EEC)No. 363/86[26]制定了关于动物源

性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最高限量;  

(5)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No 95/2/EC[27]规定了色素

和甜味剂之外的食品添加剂。 

5.3  针对软体动物的标准 

(1)欧洲委员会决议 2006/767/EC[28]对 2003 年的

2003/804/EC[29]决议进行补充和修订, 要求软体动物生产

加工必须符合(EC)No.853／2004、(EC)No.2074／2005 等

法规的规定;  

(2)欧盟理事会法规(EC)No.2406/96[30]关于水产品的

感官分级, 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06/113/EC[31]中加

强对双壳贝类和软体动物生存环境和源头控制。 

(3)欧洲委员会决议 2006/766/EC[32], 允许进口软体动

物等水产品第三国或地区名单。 

6  欧盟针对进口国的特殊要求 

进口水产品除了需要满足上述法规外, 欧盟将对进

口国的监控重点放在政府、仪器设备、政府监管人员及体

系几个方面。 

具体审批要求: (1)进口国提供总体的组织机构和管理, 

卫生控制体系采用的卫生或植物检疫所有规定及检验程序, 

对于生产和处理时农药允许量和食品添加剂的批准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等一系列准确最新的信息核实。(2)欧盟委员

会专家对进口国提供的上述基本信息进行准确性核实。(3)

对企业的生产环境和条件要求进行 ISO9000 质量体系认

证、HACCP认证等。企业需提出申请, 由欧盟派出考察团

对企业的生产环境和条件进行考察并给出意见, 经欧盟相

关部门同意才能出口。 

7  结  语 

7.1  国人对国外法规体系理解及实施存在误区 

对欧盟法规框架不熟悉、不理解。因为欧盟的法规常

常出现该法规参照某法规执行、对某法规某条款进行修订

等叠套现象, 不利于理解和参考。 

对于欧盟法规要求知其然 , 不知其所以然。例如

HACCP 体系, 一部分企业将其作为出口不得不完成的任

务, 其实 HACCP 是自检自控非常有效的手段, 如果可以

做到表里如一的执行, 对于企业自身的产品质量控制非常

有帮助。 

7.2  加强标准更新、完善, 完成与国际标准对接 

目前我国的国家标准、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及生产企业

的检测标准滞后于国际水产品行业和市场, 特别是与欧盟

等对食品要求严格的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 

7.3  加强产业链全程质量监控 

欧盟法规覆盖面从源头到餐桌, 以微生物监管为例, 

对市场销售的产品和其在生产过程中均进行相应微生物的

限量规定, 并监管了市场销售环节和加工环节, 确保产品

全过程卫生控制达到安全要求。而我国监管产品的微生物

限量标准只针对终端产品, 缺乏对生产过程的卫生标准。

所以制定水产品的产业链全程各环节食品安全卫生标准对

于加强水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有害物质的监控非常必要[33]。 

7.4  充分利用 WTO/SPS 平台, 保护我国合法权益 

随时跟进欧盟新型法规及标准的制修订情况, 不仅

对我国标准的更新完善有帮助, 而且可以及时发现其在实

施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等, 有助于

及时利用 WTO/SPS 等平台进行交涉, 保护我国水产品行

业及渔民的合法利益。 

出口企业的发展与国家出口贸易息息相关, 企业要

做大做强做持久, 不仅仅靠产品, 还要依靠规范的管理制

度、先进的技术标准, 才能提高企业的定位和产品的质量。

我国也要在结合本国的水产品具体情况的基础上, 注重与

国际接轨, 既要充分了解欧盟关于水产品的安全管理体系, 

也要深入掌握欧盟关于水产品的标签、产品质量指标的有

关法规要求, 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全程监管, 保证水产品的

质量安全, 实现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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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贮藏与保鲜研究与应用进展”专题征稿函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消费者对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今天的消费者不仅要求食品

新鲜, 而且要求食品保持原有的天然风味和营养结构, 因此如何再延长食品贮藏期的同时, 保持食品原有风味

营养, 已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食品贮藏与保鲜研究与应用进展”专题, 由《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副主编、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研究院果蔬贮藏与加工研究所所长  冯叙桥 教授 担任专题主编, 主要围绕食品贮藏保鲜工

艺研究、食品贮藏保鲜新技术进展(如栅栏技术、生物酶技术、可食性包装膜、超高压等)、食品贮藏保鲜机制

分析等或您认为本领域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论述, 计划在 2017年 1月份出版。 

本刊编辑部和 冯叙桥 教授 欢迎各位专家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

力。综述、实验报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16年 12月 9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优

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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