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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现状与发展建议 

潘煜辰, 郑  翌, 施敬文, 冷桃花*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 上海  200233) 

摘  要: 水产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 营养价值较高, 是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但

是，随着近年来一些水产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 人们对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质量安全也越来越关注。本文介

绍了目前我国在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上的现状, 主要通过对水产品在养殖、运输和生产加工 3方面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污染物残留、冷链保鲜、加工技术与质量控制体系等不足之处的现象与原因加以分析, 从而提出加强水

产品在养殖、运输和生产加工方面的质量安全管理建议, 以促进我国水产行业的繁荣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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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proposal of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to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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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Institute of Quality Inspection and Technical Research / National Center of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n Food Products Quality (Shanghai),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More and more consumers were keen on aquatic products because of its high nutrition value with 
much protein, fat, mineral substance and vitamin. Meanwhile, peopl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 since the food safety incidents happened recently. The status of quality safety man-
agement of aquatic product in China was studied,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the problem such as 
pollutant residue, cold chain protec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were analyzed, which 
were linked to the aquaculture, transportation and manufacture. Then the proposals were propounded to im-
prove the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and to build stable and prosperous aquatic product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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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拥有约 3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海域, 海岸线长达
3.2万公里, 其中,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成为了我国发
展海洋渔业至关重要的区域, 使得我国的水产品行业在世
界范围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中国农业部 2013年上半
年发布的《2013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显示, 2012年中国水
产品总产量达到 5907万吨, 同比增长 5.4%。其中, 水产养
殖产量 4288 万吨, 增长 7%; 出口量 380.12 万吨, 主要出
口市场为日本、美国、韩国和欧盟, 出口额达 189.83亿美
元, 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30%。 

然而, 中国的水产品质量在过去几年里却一直饱受
诟病, 比如 2007年 6月 28日,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发布警告[1], 由于在从中国进口的鲶鱼、鲮鱼、虾和鳗鱼
中检测到了包括硝基呋喃、孔雀石绿、龙胆紫和氟喹诺酮

等在内的药物残留, 决定在全美范围内对中国这四种水产
品实施自动扣留并禁止入境, 该禁令直到当年 9月 18日才
得以解除。所以, 保证水产制品从养殖到餐桌整个过程中
的质量安全是相当重要的, 否则将会对我国水产品的贸易
出口带来巨大的贸易壁垒[2], 并对国内居民食用水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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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严重的健康危害。 
本文主要从我国近年来在水产品的养殖、运输和生产

加工等 3 方面的现状和不足进行论述分析, 从而提出一些
具有建设性的改善意见, 望对我国的水产品行业发展起到
借鉴和帮助作用。 

1  我国水产养殖业的现状与管理建议 

1.1  水产养殖业的规模 

水产养殖根据养殖的水域不同, 大致可分为淡水养 

殖和海水养殖两大类。表 1[3-6]列举了 2009-2012年我国水

产品产出总量、养殖量及捕捞量等。从数据中发现: 我国
的水产养殖量较捕捞量要高出 2-3 倍, 可见水产养殖业在

我国水产品行业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据一份最新的

数据显示: 2013年, 我国近海海水养殖 1551万吨, 是世界

主要渔业生产国中唯一一个海水养殖产量超过海洋捕捞的

国家。其中, 海水养殖占世界海水养殖总量的 70%。表 2[6]

和表 3[6]分别显示了我国 2012年主要出口的水产品种类及
出口国。 

表 1  2009-2012 年我国水产品产出总量、养殖量及捕捞量 
Table 1  The total output, cultivation and fishing volume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2 

单位：万吨 

年份 总产量 同比增长 养殖量 捕捞量 养殖产量：捕捞产量 

2012 5907 5.43% 4288 1483 74.3：25.7 

2011 5603 6.72% — — — 

2010 5250 2.54% 3800 1450 72.4：27.6 

2009 5120 — 3635 1585 71：29 

同比增长指当年与上一年份相比，如 2012年较 2011年增长 5.43% 

表 2  2012 年我国主要水产品出口品种 
Table 2  The main output variety of aquatic products in 2012 

数量：万吨；金额：亿美元 

出口品种 占一般贸易出口额比例% 
2012年 *同比增减%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蟹类 19.23 18.58 25.80 13.93 23.65 

对虾 14.46 21.42 19.40 −7.33 2.80 

贝类 9.12 22.79 12.24 −6.62 3.81 

鳗鱼 8.97 3.73 12.03 −12.47 10.78 

罗非鱼 8.67 36.20 11.63 9.59 4.91 

大黄鱼 2.01 4.24 2.70 −2.51 16.24 

小龙虾 2.09 2.71 2.81 80.22 63.05 

斑点叉尾鮰 0.20 0.38 0.26 −42.00 -48.68 

*同比增减指 2012年与 2011年相比的增减百分比 

表 3  2012 年我国水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Table 3  The main output market of aquatic products in 2012 

数量：万吨；金额：亿美元 

出口市场 数量 同比增减 % 金额 *同比增减 % 

日本 67.93 −4.46 42.16 3.53 

美国 53.84 −1.34 29.47 1.14 

欧盟 51.25 −10.81 22.10 −9.73 

东盟 49.29 −1.07 21.26 23.80 

韩国 44.39 −11.52 14.83 −6.84 

中国香港 20.15 13.28 20.59 31.89 

中国台湾 12.10 8.10 10.74 27.72 

*同比增减指 2012年与 2011年相比的增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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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养殖过程中影响水产品质量的因素 

1.2.1  养殖用水受污染严重 
当前, 由于人类活动而使大自然遭受破坏的案例屡

见不鲜, 水体的污染也直接对水生生物的生活环境造成了
负面影响, 严重地甚至会导致其大面积死亡, 从而影响整
条生物链[7-8]。这其中, 除了养殖水域附近的居民有时会往
水中倒入废水和垃圾外, 更主要的还是由于社会进步所带
来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2013
年 7 月, 广西贺江爆出水污染事件[9], 污染河段 110 公里, 
主要由于附近沿岸采矿企业所排废水中含有高浓度的重金

属镉、铊所致, 致使一定程度地死鱼出现, 当地畜牧部门也
及时发出了禁渔令。2012年 3月, 一艘载有百余多集装箱
及 1100 余吨剩余燃油的集装箱船在福建兴化湾触礁导致
船体断裂, 使得局部海域受到了石油和农药的污染, 事故
海域海水中检出船载有机氯农药“莠去津”成份, 表层水体
中石油类最高含量达 0.30 mg/L, 超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值 5倍, 直接污染了周边的养殖设施[10]。 

此外, 农药[11]的大量使用致使土壤及其附近水域不

同程度受到污染, 周围的水生动植物体内也因此残留农药; 
而且, 鱼、虾等水产品很容易富集水体中的镉、铅、砷等 

重金属, 从而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 
1.2.2  兽药残留的危害 

水产动物体内的兽药残留 ,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2,13]: 一是治病, 二是防病, 三是饲料添加。对于疾病的
防控, 类似于青霉素类药物仍然是控制动物细菌感染性
疾病的主要手段 , 因为如果治疗不及时 , 细菌会从动物
传染给人类, 导致人的感染、人兽共患病、甚至死亡。在
饲料方面[14], 目前我国只批准了土霉素、黏杆菌素、杆菌
肽锌等 10 多种抗生素可作为饲料药物添加使用, 并规定
了使用的动物品种、生理阶段、用量、使用方法、停药期

和注意事项等。 
但是, 有的养殖户为了降低养殖成本、加速治疗动物

疾病而使用含有激素的饲料、滥用抗生素, 这种非法添加
药物的行为致使动物体内药物残留超标, 成为了引起水产
食品质量安全的最直接、最主要原因。从食品安全尤其是

抗生素耐药性产生和传播的角度看[15], 限制或者最终禁止
在饲料产品中添加抗生素是未来发展趋势。表 4[16]和表 5[16]

分别列举和总结了 2008至 2011年期间浙江省水产质量检
测中心对省内杭州、绍兴、舟山等 10个城市不同水产养殖
企业的 7大类水产品所监测的药残指标和检测结果:  

表 4  2008-2011 年浙江省水产质检中心检测的水产品种类及药物残留项目 
Table 4  The sort of aquatic products and fishery drugs residues inspected by center of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n aquatic products 

quality (Zhejiang) from 2008 to 2011 

水产品种类 药残检测项目 

淡水养殖鱼 氯霉素、孔雀石绿、无色孔雀石绿、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他酮代谢物

对虾 氯霉素、己烯雌酚、五氯酚钠、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他酮代谢物 

龟鳖类 
氯霉素、己烯雌酚、孔雀石绿、无色孔雀石绿、甲基睾丸酮、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

代谢物、呋喃他酮代谢物 

梭子蟹 氯霉素、己烯雌酚 

海水养殖鱼 氯霉素、孔雀石绿、无色孔雀石绿、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哺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他酮代谢物

青虾 氯霉素、己烯雌酚、五氯酚钠 

无公害产地水产品 氯霉素、环丙沙星、喹乙醇、喹乙醇代谢物 

表 5  2008-2011 年浙江省不同水产品的检测结果及主要不合格项目 
Table 5  The result of inspection to aquatic product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1 and the main defective items 

单位：% 

水产品种类 
年份 

不合格项目 
2008 2009 2010 2011 

淡水养殖鱼 97.6 98.0 99.3 99.1 孔雀石绿、无色孔雀石绿、呋喃唑酮代谢物

对虾 100 100 99.8 100 氯霉素 

龟鳖类 98.7 99.3 100 100 呋喃唑酮代谢物、无色孔雀石绿、氯霉素 

梭子蟹 100 100 100 100 - 

海水养殖鱼 100 100 100 100 - 

青虾 100 98.0 100 100 五氯酚钠 

无公害产地水产品 100 100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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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微生物和致病菌的感染 
近海或淡水环境中的致病菌通常存在于活鱼和甲壳

类动物的体内, 在这些动物生长的过程中, 能够引起甲肝、
霍乱等疾病的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李斯特氏菌和霍

乱弧菌等致病菌会在其体内富集, 其中副溶血性弧菌就是
引起水产食物中毒的根本祸害, 单增李斯特菌也是引起水
产品中毒的高危致病菌之一, 目前国内外对其检测方法也
开展了许多研究。 

病毒性疾病是与贝甲类动物有关的最常见疾病, 而
甲型肝炎是其中最严重的疾病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上海大规模暴发甲型肝炎, 原因是人们生食被污水污染的
毛蚶而传播, 患病人数近 30万, 其中 32人死亡; 2006年发
生在北京的福寿螺事件也是由于人们食用未完全煮熟的福

寿螺后感染上了广州管圆线虫病, 最终导致中毒。 

1.3  加强水产品在养殖过程中质量安全的建议[17-20] 

1.3.1  提高并加强对养殖区域水质的监管力度 
养殖用水的优劣对水产动物的生存和质量有着直接

且重要的影响, 农业部标准 NY 5051-2001《无公害食品 淡
水养殖用水水质》中明确了水产养殖用水的质量标准, 因
而不仅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对管辖区域内的养殖户进行定期

的水质抽查, 更重要的是通过宣传和教育, 提高养殖户关
注自己养殖用水水质的意识, 提倡让其主动送水至权威检
验部门进行水质测试, 以保证养殖用水的质量安全, 减少
因水质问题而导致大面积水生生物死亡带来的经济损失。 

此外, 对养殖水域上游的企业进行污染物排放的监
管力度需要加强, 同时加大对涉事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的
处置力度。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越来越多由于工
厂、企业排放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而导致下游出现大

量死鱼死虾的情况出现, 所以质量监督部门有必要对这些
企业进行重点监管, 及时尽早地发现问题, 防范于未然, 
避免出现“亡羊补牢”的情况, 一旦企业在排污方面没有按
照相关标准进行操作, 视情况进行处罚, 责令其整改, 严
重者则处以停业整顿等惩罚措施。 
1.3.2  加强渔用饲料和兽药的管控、监测力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养殖户安全养殖, 保证水产品的安
全性以及提高相应的技术支持能力, 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管控力度和监测能力:  

严格执行《渔业法》、《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管理条例》以及农业部标准 NY 5072-2002《无公害
食品渔用饲料安全限量》等有关法律法规, 严格落实休药
期、禁渔期等制度。 

对在饲料中违规使用禁用渔药和滥用限用渔药, 以
及滥用抗生素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厉处罚。 

对养殖户进行必要的有关“合理使用渔药”的专业培
训, 准确记录每一次的用药时间, 提高其守法意识。 

提高和改进饲料中添加剂、渔用药物残留的检测技术, 

完善水产品药残的监控体系; 同时预防和控制有害微生
物、毒素所带来疫情, 全面抓好水产养殖的质量安全。 

2  水产品在流通运输环节的现状及管理建议 

2.1  流通运输过程的现状与不足 

2.1.1  水产制品的保鲜与运输 
在市场上进行流通、销售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

贝类等)几乎都是以“鲜活”的形式售卖给消费者, 这是其有
别于销售牛羊肉及其他货架上食品的一大特征[21]。因此, 
如何使水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保持鲜活、保持新鲜就成了经

销商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 冷链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解决问题的途

径, 然而仍有不少不法分子[22]为了保持水产品鲜艳的外表

色彩、防止其肉质腐败以延长货架期而非法添加甲醛、孔

雀石绿、各种保鲜剂、着色剂等物质, 这种行为不但给水
产品带来了污染, 造成其质量下降, 更严重是会危害消费
者的身体健康。 

影响水产品在保活过程中品质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
暂养环境、温度、氧气以及水质是 4个主要因素[23]。暂养

环境对产品质量的影响[24]主要表现在饥饿、拥挤、过高(低)
的盐度和高氨氮浓度等方面。在饥饿状态下, 动物会消耗
体内的营养物质(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呈味物质(如
甘氨酸)从而造成口感不佳、营养价值下降; 过度的拥挤
环境会导致动物免疫力、抵抗力下降, 提高了病害的发生
率; 盐度不合适则容易使得动物体内组织受损 , 影响其
正常生物代谢 , 甚至死亡; 过高的氨氮浓度会影响动物
体内的酶活性, 表现为体表颜色加深、游动缓慢以及呼吸
急促等症状。 

温度方面, 水温过低容易对动物组织造成冻伤, 过高
则会影响动物体内大多数酶的活力, 抑制其进食和生长, 
从而诱发其大量死亡。在高密度、时间长、距离远的保活

运输过程中, 水中充足溶解氧和优良的水质的供给显得尤
为关键, 缺氧可导致水产动物疲劳、呼吸作用受阻、血液
溶解氧量大大降低、氨氮等还原性物质含量提高等问题, 
因而保持水质无污染和充足的溶解氧也是提高包活率的重

要因素。 
冷链技术[25,26]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仍存在

很多问题:  
(1)冷链建设体系不完备。当前我国的水产品冷链是片

段性、分散性的, 更多的是由企业独立配置, 这就使得每个
企业有其各自的冷链运输方式及标准, 无法形成统一的标
准以连贯执行。 

(2)缺乏冷链物流操作的统一作业标准。货物的装卸速
度、检验制度以及运输、储存、配送、销售等各环节上对

于低温的要求等都是冷链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缺
乏针对这些作业的统一标准, 我国大部分水产品的销售环



2276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5卷 
 
 
 
 
 

 

境无法控制在冷链温度以下。 
(3)冷链配置区域有限。现在, 冷链配置体系主要依赖

于城市化的进程, 可以形成集约化、拥有统一冷链配置的
地点大多集中在超市卖场、水产品集市等大型、有序、集

中的购买场所, 对于一般的小型菜市场、郊区农村、甚至
是欠发达地区, 冷冻水产品的运输方式还很落后, 无法保
证低温给水产品的品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4)冷链产值不显著。冷链物流需要对全程温度进行控
制管理, 这就必须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 包括加
强水产品保鲜库、冷藏库的建设, 增加温控设备, 这无疑增
加了冷链物流的资金投入, 然而水产品属于低价产品, 通
过冷链物流服务过程的增值效应不明显。 
2.1.2  水产品安全追溯制度[27-30] 

鲜活的水产品从外表上不易辨认, 它不像牛肉、羊肉
可以较为方便地追根溯源, 知道是来源于哪一头牛或羊, 
也不能像固体、液体食品一样直接查出出厂日期、配方、

条形码等表明其原材料来源的标识。 
我国在水产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方面的建设还处于起

步阶段, 也存在着诸多缺点与不足, 比如: (1)水产品的养
殖户、经销商、批发商等参与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的主体

组织化程度低, 不易实施严格的业内管理制度;  
信息化技术在水产品流通渠道上发展有一定困难 , 

鲜活水产品难以像定型包装或半定型包装的食品一样印上

批号, 即便查出某一批次水产品中的一个或几个产品品质
不合格后, 也难以大批量召回其余已售出产品;  

由于我国的水产食品在从养殖到餐桌的供应链不同

阶段中, 是由不同的管理部门进行监管, 一旦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 则难以追溯, 不易确认责任主体。这些都严重制约
了水产品安全事故追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成为发展该技
术的薄弱点。 

2.2  改善水产品供应链系统的建议 

(1)水产品是一种保质期短、极易腐败的食品, 如何在
运输过程中保持其新鲜度是决定消费者手中的水产品是否

新鲜的一个重要过程[31]。 
近年来, 专业从事物流运输的公司越来越多, 其市场

化程度也逐步提高, 可以利用这一契机, 先在我国的局部
地区(如长三角地区)成立不从事生产、销售, 而专门从事水
产品冷链运输的企业, 然后将这一网络扩展到全国各地, 
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冷链网络。这不仅能使两个行业发

挥各自的优势, 而且也可以给生产企业节约物流成本, 产
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2)在建立完善水产品可追溯制度[32]方面, 可以借鉴
欧盟从 2005年开始实施的方法, 在市场上销售的水产品上
贴可追溯标签, 即对水产品的生产原料、包装、运输等物
流环节采用条码等进行标示, 并通过网络查询系统使消费
者可以通过产品上的识别号, 查询到有关这批水产品的相

关信息。通过这些方法, 不仅可以使责任心不强的养殖户、
经营者等相关利益方得到提醒, 避免人们的侥幸心理使问
题水产品流入市场, 而且能提高水产品品质, 促进水产品
的市场流通。 

RFID 技术 [33-35]是近年来新开发的一种无线射频识

别通信技术, 将基于这一技术的物流温度监控系统应用
在水产品冷链物流中不但可以实时监控车内的温度, 也
可以追溯产品的来源, 无异于在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的
同时降低了人们的劳动力成本, 符合现代冷链物流发展
的理念与需求。 

3  我国水产品加工业的现状与发展建议 

3.1  国内水产加工业的现状[36-39] 

我国水产品在种类和产量上较世界其他各国有着天

然优势, 我国沿海地区拥有四大海域, 可以捕捞、养殖的
水产品种类极为丰富, 共有 2500 多种鱼类, 其中在市场
上较为常见的有 100 多种, 藻类约 2000 种, 虾蟹近 300
种, 还有 200多种软体水生生物, 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和
丰富的水产资源给我国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

的原料保证。 
截止至 2012 年底, 我国大规模的水产品加工业企业

达 1936家, 行业总资产达 2178.67亿元, 同比增长 15.31%。
尽管如此, 我国的水产品加工业和发达国家相比, 仍存在
企业设备和技术落后、加工利用率低、精加工少、质量控

制体系和标准尚待完善等不足之处。 
3.1.1  加工设备和技术落后 

许多加工企业至今仍然延续传统的手工生产技术 , 
机械化水平较低。迄今为止 [40], 许多企业的技术装备有
50％还处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 40％左右处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水平, 只有不到 10％装备达到目前世
界先进水平。这样一来, 我国出口的水产品大多只能以原
料和半成品的形式出口, 缺乏市场竞争力。 
3.1.2  加工利用率、精深加工比例较低 

目前 [41], 我国水产品加工量仅为水产品年产总量的
34.8%, 其产品主要集中在鲜活品、罐头制品、腌制品、经
冷冻加工的冰鲜产品、冷冻加工制品、干制品、紫菜及其

加工制品等。然而, 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水产品加工
大国, 这一比例达到了 60%~90%。 

同时, 我国水产品仍以粗加工为主, 对鲜活产品的综
合利用率不够, 主要是对含有高蛋白、高不饱和脂肪酸、
甲壳素等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的废弃物、下脚料没有充分

利用。可见, 我国水产品经加工后的产值与总产量不相称, 
不但造成了其经济价值的严重损失, 也影响着我国渔业经
济的健康发展。 
3.1.3  质量控制体系和标准尚待完善 

我国水产品加工业的质量标准体系、检验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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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及质量认证建设相对滞后, 在发达国家
已普遍接受的 SSOP、GMP、HACCP等质量管理与控制体
系及标准[42], 在我国只在一些出口型或大型企业开始实施, 
很多企业对 HACCP 体系的内涵和意义认识不够。
2011-2013年期间, 我国出口欧美、日本等地的水产品曾多
次受阻, 表 6[43]列举了期间受阻水产品的类别和批次, 其
中, 3年内在美受阻批次分别为 265、195和 85批次, 主要
原因为药物残留、微生物超标以及品质问题; 在欧受阻批
次分别为 30、31 和 10 批次, 主要原因为污染物、食品添
加剂、证书、标签和包装问题等等; 在日受阻批次分别为
63、68和 24批次, 主要原因为兽药残留、微生物超标以及
食品添加剂问题。 

表 6  2011~2013 年我国水产品出口受阻产品类别 
Table 6  Category of export suffocated aquatic product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13 
单位: 批次 

产品 2011年 2012年 2013年(前 3季度)

鱼类 197 145 97 

虾类 75 25 22 

蟹类 18 13 7 

贝类 6 2 15 

海草、海藻 1 21 4 

罐头类 14 20 15 

水产制品 56 40 14 

其他水产品 80 101 17 

合计 433 347 191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水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 
现行标准中有许多可操作性和指导性不强, 产品中的安全
卫生指标较少。标准化体系、安全生产及危害评估体系、

全程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 导致水产品的质量安全仍存在
隐患。 

3.2  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建议 

3.2.1  提高技术创新[44, 45] 
技术上的升级可以加快传统制造业的升级, 提高产

业的自动化、机械化和连续化生产。政府应对各生产企业

在先进设备采购和技术革新上提供资金扶持, 强化技术
改造力度 , 推进企业产学研活动 , 引导其采用先进技术
水平来提升制造业, 增强我国水产品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 
3.2.2  开拓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业[46, 47] 

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可以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

和社会效益。精深加工是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
高科技尽可能地对水产品的各个组分进行充分利用, 开拓
水产品在功能性保健、海洋生物医药、农业等领域的应用, 

从而使得产品具有较高的附加值, 加强并提高了市场竞争
力和占有率, 最终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同时, 随着精深加
工不断深入其他领域, 也势必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如保健品行业、医药行业、包装材料业、种植业等。因此, 
水产品精深加工业不但可以缓解该市场的供需矛盾, 也能
加快推进食品、医药等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2.3  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接轨国际市场[48-51] 

国际水产品贸易市场的竞争, 促进了水产品生产的
国际化。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国家大多集中在欧美、韩日等

发达国家, 而这些国家凭借其管理和科技水平上的优势, 
较早地按 WTO 规则制定相应水产品安全管理法规, 由于
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未与国际接轨, 因而常常使得
我们在出口水产品时遇到不少贸易壁垒, 主要体现在水产
品标准、检验和质量控制的国际化上。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一直致力于制定食品卫生
规范、标准 , 以促进国际间食品贸易的发展 ; 同时 , 以
HACCP 为基础的质量管理规范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推行, 
这些趋势给我国对水产品的质量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 建议在基本符合国际上所采用和实施的有关水
产品加工的标准措施基础上, 对我国现有的相关国家、行
业和企业标准进行有机整合、统一规范, 这不仅能够促进
我国水产品加工市场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 而且可以减
少、甚至消除出口时所遇到的贸易壁垒。 

4  结  语 

随着我国居民饮食消费结构的改变, 具有高蛋白、高
不饱和脂肪酸、低热量等特点的水产品愈加受到国人的欢

迎。但由于其从“养殖到餐桌”的产业链较长, 同时涉及到
的管理部门较多, 因而需要养殖户、生产企业以及相关职
能部门在尽可能地降低其中不安全因素的情况下, 完善和
健全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一同确保
水产品质量安全, 对内保障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对外降低
商品出口所遇到的壁垒, 促进我国水产品行业良好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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