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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进出口水产品行业 

影响及应对 

赵海军*, 杨志龙, 刘汉雄, 陈奕恺, 王  伟, 邝留奎, 朱晓英 

(湛江海关, 湛江  524022) 

摘  要: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 各国经济大面积停摆, 实体经济遭受重创。进出口水产品行业

所涉及的企业绝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属于实体经济, 具有稳就业、稳外贸等作用。受疫情影响, 行业生

产端、需求端及物流端均面临较大困难和挑战。水产行业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广东粤西地

区的支柱产业, 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疫情对我国进出口水产品行业的影响, 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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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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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has spread rapidly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 

econom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en largely suspended, and the real economy has been hit hard. Most of the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 are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belonging to 

the real economy, with the role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foreign trade.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he 

production end, demand side and logistics end of the industry are facing greater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quatic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pillar industry in western Guangdo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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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水产品包括海水、淡水养殖或捕捞的鱼类、甲壳类

(虾、蟹)、贝类、头足类、藻类等水生动物或植物等, 其作

为一种健康、经济的蛋白质来源, 对增加优质动物蛋白供

应、保障我国食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水产业是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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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在粤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 是

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对振兴农村经济、解决人员就

业、维系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迅速蔓延, 对我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都带来严重考验, 水产品行业也深受影响[1]。 

2  我国进出口水产品行业发展现状 

2.1  我国水产进出口水产品行业发展概况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水产品生产国, 水产品总产量

自 1989 年起连续 30 年居世界第一, 占世界总产量的 40%

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9 年以来我国水产品总

量整体保持增长趋势, 2018 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为 6458 万

吨, 与 2017 年相比变化不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我国水产品产量 6450 万吨, 比上年下降 0.1%。其

中, 养殖水产品产量 5050 万吨, 增长 1.0%; 捕捞水产品产

量 1400 万吨, 下降 5.0%[2]。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9 年, 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

1053.3 万吨, 总额 393.6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3%和

5.4%; 水产品进出口额占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的 17.1%, 

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 206.6 亿美元, 同比减

少 8.0%; 进口 187.0 亿美元, 增长 25.6%; 贸易顺差 19.6

亿美元, 减少 74.1%。据统计, 受疫情影响, 2020 年 1~6 月

中国水产品出口量同比下降 15.52%, 出口额同比下降

16.25%; 进 口 量 同 比 下 降 2.25%, 进 口 额 同 比 下 降

9.27%[3]。 

2.2  广东粤西出口水产品行业基本情况 

2019 年粤西地区（包括湛江、茂名 2 市）出口水产品

70.5 亿元, 同比下降 17.1%, 出口额占广东水产品出口的

35.3%, 占当地外贸总出口的 18.6%。其中, 湛江水产品连

续 15 年出口居广东省首位, 出口货值占全国 25%, 占广东

50%, 尤其是湛江对虾销售金额占全国对虾销售金额 60%, 

已成为湛江极具产业集群优势的支柱产业, 形成“种苗、饲

料、养殖、流通、加工、出口”一条龙产业链, 年创造产值

300 多亿元, 从业人数超过 100 万人[4]。茂名是我国最大罗

非鱼产业基地, 出口额占全省 1/3, 占全国 1/9, 带动 10 余

万人就业。 

3  疫情对我国水产品行业的影响 

目前, 虽然我国疫情得到了有效防控, 但进出口水产

品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受到的影响比较深远, 行业

的用工、生产、销售、运输以及上下游产业等都受到严重

冲击。当前, 国外疫情仍在加剧蔓延, 许多国家对进口食品

采取限制措施, 同时, 一些从国外进口的水产品也存在新

冠病毒感染风险, 这给进出口水产品行业进出口带来了诸

多不确定性。 

3.1  疫情持续对进出口水产品加工企业复工复产造

成影响 

3.1.1  产能恢复时间较晚。 

由于部分工人在外地无法正常返岗, 返城后也需隔

离观测, 导致产能水平未达到正常水平; 同时原材料供应

减少, 而下游需求不足, 限制了企业产能恢复, 而防疫物

资短缺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复工复产。据统计, 5 月 18 日, 

全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为 91%, 截至 9 月 21 日, 全国企

业仍未全部恢复产能; 而进出口水产品加工企业作为劳动

密集型企业, 产能恢复时间更晚。 

3.1.2  企业生产成本明显上涨。 

疫情导致原材料供应短缺带来成本上升, 疫情期间

交通不畅带来的物流成本上升, 工人没有及时返厂, 用工

短缺带来人力成本上升。同时, 停工减产期间, 房租、工资、

利息等费用仍属于刚性支出, 此外还有防疫成本, 导致企

业负担加重。根据调查显示, 因为疫情经营成本上升 10%

以上企业的达到 42.9%。 

3.2  疫情导致我国水产品出口受限 

3.2.1  港口物流不畅, 影响产品流通效率。 

受疫情影响, 国际航运物流面临严峻形势。目前, 疫

情的蔓延虽然逐步得到控制, 但仍有 2 次反弹的迹象, 一

些港口出现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如 6 月 23 日韩国

釜山港外籍船员集聚感染、6 月 30 日宁波港两艘抵港集装

箱船有船员确诊等。由于跨境航行的船舶对航线、靠泊港

口和到货时间等均有约定, 受疫情反弹影响, 船舶可能被

迫饶航或被迫隔离, 运输时间被迫延滞。许多国家对船舶

实施严格的检查, 造成船舶的引航、靠泊及货物装卸时间

拉长, 导致港口拥堵、货物延迟。同时, 新设定的各种程序

和许可证明文件也大大降低了货物通关效率, 导致海运效

率明显下降。 

3.2.2  部分国家限制我国食品进口, 订单被迫取消。 

出于对疫情蔓延的担忧或是本国疫情防控需要, 个

别国家限制我国食品进口。截至 3 月 2 日, 共有 24 个国家

和地区对进口中国动植物产品或食品实施不同程度的限制

措施, 比如哈萨克斯坦暂停进口所有种类的食品, 约旦对

我国的水产品提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要求等, 水产企业

贸易订单受到直接影响, 如湛江国联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作

为全国出口对虾重点企业, 该公司表示由于客户担心工厂

延迟复工, 不能保证交货期, 或是担心产品出口受疫情影

响, 部分客户已推迟或取消上半年交期的订单。 

3.3  进口水产品安全面临新挑战 

3.3.1  进口水产品存在新冠病毒感染风险。 

当前, 国内疫情已趋于平稳, 但仍有反弹风险, 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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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疫情持续蔓延, 截至 8 月 20 日 19 时 30 分, 全球累计确

诊新冠肺炎病例 3102.4 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 96.2 万例。其

中,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逾 696.7 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 20.4

万例; 印度累计确诊病例 540.1 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 8.7 万

例; 巴西累计确诊病例 452.8 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 13.7 万

例。国外疫情严重增加了进口水产品存在新冠病毒感染的

风险, 近期, 海外进口食品问题频发, 如从厄瓜多尔冻南

美虾外包装检测出新冠病毒、烟台进口冻虾海鲜外包装样

本检测呈阳性、从印尼进口的冻带鱼外包装核酸检测阳性

等。为保障我国进口水产品安全, 我国对相关企业采取紧

急预防性措施, 如全国海关从 9 月 18 日起暂停接受印度尼

西亚PT.PUTRI INDAH (注册编号为CR010-02)水产品生产

企业产品进口申报 1 周, 期满后自动恢复[5]。 

3.3.2  疫情对进口水产品安全管理体系提出新要求。 

随着进口自厄瓜多尔的南美虾、烟台进口冻虾海鲜外

包装样本、印尼进口的冻带鱼外包装等被检出新冠病毒污

染, 引发了社会对进口水产品安全的担忧。尤其是北京三

文鱼事件所引起的北京地区新冠病毒局部扩散, 让社会更

加格外关注进口水产品。针对进口水产品外包装检测出新

冠病毒情事, 海关已对涉嫌新冠病毒感染的公司采取禁止

进口措施, 并退货或者销毁已经进口的相关产品, 有力保

障了国家进口水产品安全。国外疫情形势严峻, 对我国进

口水产品安全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必须建立科学有

效的进口水产品安全管理体系, 防止因为水产品进口而导

致国内出现感染和扩散的风险。 

4  疫情带给我国食品行业的机遇 

疫情在全球蔓延严重冲击了全球供应链, 给我国食

品产业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但同时也孕育了一些新的

机遇。 

4.1  提升我国出口水产品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疫情造成全球食品物资严重短缺, 一些疫情严重的

国家甚至陷入食品供应危机, 如在今年 7 月份第一周的一

项人口普查中, 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他们

有时或经常缺乏足够的食物, 这一比例是疫情前的 2.5 倍, 

据市场研究公司 IRI 分数据, 截至 7 月 5 日, 美国 10%的包

装水产品食品、饮料和家用商品缺货。这为我国水产品出

口带来新机遇, 通过向世界输送短缺水产品, 保证全球食

品供应链完整。 

4.2  我国出口水产品产业转型升级 

疫情冲击之下, 安全卫生成为水产品行业及上下游

关联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而数字化在提升企业的卫生安全

状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 将倒逼

出口水产品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通过数字化转型等方

式, 提升水产品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据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于今年 7 月份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连锁餐饮行

业的影响调研报告》显示, 67.6%的样本企业表示将筹划提

升供应链或企业数字化转型; 19.7%的样本企业计划尝试

无人化设备或无人餐厅。 

4.3  食品行业催生新增长点 

此次疫情, 让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多变化, 生

活需求的直接变化导致对水产品需求产生了新的变化, 消

费者除了对基础食品需求外, 对高营养、健康的食品需求

增大。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消费升级的趋势, 健康水产品、

高科技水产品将成为未来食品行业的新增长点。此次疫情

还催生了无接触配送、无人零售、直播零售等消费新模式、

新方式, 释放了消费需求, 带动了消费市场回暖。 

5  相关措施建议 

针对当前疫情对我国进出口水产品行业发展带来的

冲击, 建议以问题为导向,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进出

口水产品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5.1  帮扶企业安全生产 

建立政府、海关、行业协会等联合帮扶机制, 实行联

络员制度, 帮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购置问题, 指导企业采

取严格措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特别是指导企业做好秋冬

病毒高发期防控工作, 防止新一轮疫情对企业造成不利影

响。推动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服务平台, 更加精准地

为上下游企业牵线搭桥, 促进同步生产。成立进出口水产

品安全防控专家组, 为企业产品安全防控提供支持。实施

“一企一策”[6], 帮助企业制定产品安全防控计划, 完善质

量安全管理体系, 提升自检自控能力, 保证产品安全。 

5.2  推动技术创新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针对疫情导致的用工难、成本高等问题, 指导企业通

过优化生产工艺、调整生产流程、整合生产工序以及开发

新产品等技术创新方式, 提升产业生产效率, 解决企业用

工难题。推动“机器换人”, 鼓励企业根据生产实际购买生

产、包装、检测等自动化或半自动化设备。调整生产品种, 

适当增加带头虾、条冻罗非鱼、条冻金鲳鱼等简单加工产品, 

解决人力不足问题, 维持企业生存。此外, 针对不同企业存

在用工需求和到岗情况不匹配等问题, 通过余缺调剂、本地

挖掘、东西部劳动协作等渠道, 满足企业用工需求[7]。 

5.3  促进企业产品稳定出口 

支持企业利用“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

开拓新兴市场[8], 密切关注俄罗斯、土耳其、约旦等国家

地区的贸易政策变化, 提前告知企业调整出口计划, 减少

损失。鼓励企业在国内外同时设厂, 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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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场、两种资源, 支持优势水产品出口。认真做好供港

澳水产品安全稳定供应, 引导企业以来料加工形式申请东

南亚等国家原产地证书, 规避美国征税措施, 推动水产品

顺利进入国外市场[9]。 

5.4  推进优质水产品扩大进口 

随着水产养殖环境日益恶化, 产量不断下滑, 已不能

满足我国水产加工企业需求, 产业发展面临危机。建议充

分利用湛江等地 100 万吨加工能力和储存成本全国最低优

势, 支持企业加大优质水产品进口, 全力打造水产品集散

中心。拓展空运业务、保税仓储等新业态, 支持冷链班轮

快线高效运转, 吸引企业从湛江等广东口岸进口; 严格检

疫监管, 重点关注进口南美白对虾产品病毒疫病问题, 确

保群众吃得放心; 指导企业完善配套设备, 支持建立公共

型保税冷库, 不断提升存储、分销能力[10-12]。 

5.5  提升水产品进出口安全监管效能 

严格水产品准入, 督促企业对原料采购、生产、包装、

检测、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 确保水产品

进出口安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装

备在查验过程中的应用, 建设一批高水平实验室, 提高水

产品检测能力[13]。建立健全水产品进出口大数据风险防控

系统, 完善水产品进出口后续监管, 加大企业惩戒力度, 

提高风险预警及控制措施水平。建立与市场监管部门的紧

密联系机制, 完善分工协作通报和信息通报机制, 加大国

内和国际联合执法力度, 实现水产品进出口安全共治[14]。 

5.6  提升进出口产品通关效率 

开辟冷链产品查检“绿色通道”, 进一步加快检疫审批, 

优化通关流程, 采取预约检验、集中抽样、便捷出证等措

施, 实现通关“零延时”。推行疫情期间海关查验货物时收

发货人免于到场, 实现查验“零接触”。全面推行“两步申

报”、提前申报与“两段准入”监管作业方式相衔接, 大力推

进多元担保通关模式, 支持企业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加快

种苗、饲料等准入进程, 优化检疫审批流程, 对符合要求的

申请随报随批。推行“远程面洽”和“网上报送书面材料”等

方式办理稽核查业务, 鼓励企业自查自报。指导企业规范

管理, 减少报关差错, 避免发生程序性违规[15,16]。 

5.7  鼓励企业拓展国内市场 

打通水产品供需渠道, 发挥地方行业协会作用[17,18],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开展产区和销区相互对接。针对由于

疫情国外订单锐减以及当前国内市场对鲜活水产品需求下

降, 对加工保鲜品、熟食保鲜品等需求增加的情况, 引导企

业积极研发生产适合国内需求的产品, 及早布局和拓展国

内市场, 为疫情后发展赢得先机。鼓励企业开发线上 APP

销售模式, 同时加强与京东、天猫、盒马鲜生等线上平台

以及和肯德基、必胜客、永辉超市等线下商家合作。鼓励

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购买方式, 探索线下社区定点服务保

障模式, 为水产品提供安全可靠的流通渠道[17,18]。 

5.8  全面落实减免税优惠政策 

推动涉企税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 针对因疫情导

致企业产生相关税费问题, 落实相关的滞报金和滞纳金减

免政策, 专人负责实时跟踪督办, 让企业“可知可感、快知

快感”。引导和扶持水产企业用好种子种源项目税收优惠政

策, 引进国外优质种子资源。开展行业税政调研, 积极向国

务院税则委员会反映企业困难以及提高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支持力度的诉求。放宽企业申报出口信用保险门槛, 对企

业出口转内销产生的进口环节税给予资金补助。用足用好

港口减免堆场费用等优惠措施, 推动减免港口码头相关费

用[19]。  

5.9  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3 月初, 湛江国联水产获得 3.9 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 

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建议继续推动符合条件的水产品

加工和冷链物流企业享受国家专项再贷款、补贴和贴息政

策, 解决企业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加大惠农政策力度, 将水

产种苗、养殖列入政策性农险和绿色发展用水用电范围。

针对南美白对虾价格月暴动超 10 元/斤的情况, 加大对养

殖户价格补贴力度, 弥补养殖户损失, 提高养殖户出虾和

投苗的积极性。加强宣传和引导, 支持将饲料、种苗、水

产加工等骨干生产企业纳入国家专项再贷款和贴息政策范

围。鼓励和引导企业利用深圳国际水产展览会、“粤贸全球”

中国广东商品展览会等展会平台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对

企业参展的展位费等给予补贴[20]。 

5.10  积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 

针对相关国家对我国采取进口限制措施, 建议充分

发挥水产评议研究基地作用, 加强分析研判, 积极向海关

总署、商务部等部委提出意见建议, 作为对外交涉的参考

资料。比如毛里求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建议通过双边或多

边沟通磋商机制予以解决; 对于俄罗斯等向 WTO 提出通

报国家, 建议通过 WTO/SPS 通报评议机制进行交涉。密切

跟踪产品境外通关情况, 对货物因疫情和输欧水产品证书

版本等问题被滞港的, 及时通过贸易磋商谈判等渠道解决, 

维护企业利益[21]。 

6  结  论 

水产品是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 在国民经济尤其农

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水产品行业的发展

现状, 研究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和面临的机遇, 提出实施

“一企一策”帮扶企业安全复工复产、促进企业产品稳定出



8184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1 卷 
 
 
 
 
 

 

口、鼓励企业拓展国内市场、推进优质水产品扩大进口等

10 条相关措施建议, 以期对促进我国水产品出口, 完善我

国进出口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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