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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非鱼是我国水产业中最具国际竞争实力的品种, 近年受出口贸易竞争和链球菌病的影响, 罗非鱼质

量安全容易被忽视, 产业可持续发展不容乐观。本文调研并综述了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

和北京市五个地区内调研涉及的罗非鱼典型生产经营模式, 分析了各模式下养殖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及产生问

题的原因。针对问题, 提出了建立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开拓国内市场减少出口依赖、推广生态健康的养殖模

式、利用产业技术体系平台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开展一体化的经济模式标准化生产、发挥行业管理协会应

有作用等建议, 提高产品质量, 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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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view on tilapia aquacultur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 and policy guarantee based on quality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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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lapia is the most competitive species in Chinese aquaculture, bu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tilapia is easily ignored, because of the outbreaks of streptococcicosis and the export trade competit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typic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s of tilapia in Hainan province, Guangdong province,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Yunnan province and Beijing city, analyzed the status of aquaculture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of each mode 

and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Focused on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ilapia industry should be promoted through putting forward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establish the high quality, 

opening up the domestic market to reduce reliance on exports, promoting ecological healthy culture model, 

using the platform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technology system to promote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carrying out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industr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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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罗非鱼养殖业发展迅速, 近五年来, 产量仍以平

均每年 8.78%左右的速度递增, 稳居世界首位, 2012 年我

国罗非鱼养殖产量约为 155.3 万吨, 罗非鱼已经成为我国

水产业中最具国际竞争实力的品种[1]。我国罗非鱼养殖主

要集中在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和云

南省五省区, 在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等地区也有少量

养殖。近年来, 受罗非鱼出口贸易竞争和成鱼养殖链球菌

病的影响, 罗非鱼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罗非鱼养殖生产经

济效益不断下降, 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养殖生产者想为而无

力可为的生产考虑因素。因此, 详细分析我国现行罗非鱼

养殖生产典型经营模式, 对于推动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促

进罗非鱼质量安全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罗非鱼主产区和特色养殖区的实地

调研, 从罗非鱼养殖生产、市场经营和质量安全等分析现

行的典型生产经营现状, 并针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促进罗非鱼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建议。 

2  典型养殖生产经营模式介绍与分析 

目前, 我国罗非鱼产业主要存在以下几类养殖生产

经营模式:  

2.1  云南省资源型经营模式: 有资源、有支持、有市

场、有品牌 

云南省属低纬度高原地区, 在罗非鱼养殖上具有大

量资源。云南省地方政府重视罗非鱼产业, 把淡水渔业作

为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的“四张名片”之一, 在政策、资金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2]。从生产方式上, 云南省库区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 池塘养殖规模日渐缩小, 避免了病害之间

的相互传播, 加上库区养殖水质环境条件适宜, 大大降低

了链球菌等病害发生的风险, 因此, 在养殖过程中使用药

物的情况较少, 养殖罗非鱼产品质量具有一定保证。在生

产经营形式上, 该省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对“苗种、饲料、渔药、销售、养殖模式”实行五统一, 使

罗非鱼养殖呈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三个显著特点。

罗非鱼产业的发展, 带动了种苗、加工、流通、渔药、饲

料等配套产业的发展, 带动了近 1 万农村劳力致富, 形成

了“养殖、加工、流通”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的发展新格    

局[3]。在品牌创建上, 该地将云鱼与云烟、云茶等共同作

为云南省 12大特色农业品牌之一进行集中打造, 且当地居

民开发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 “傣味烤罗非鱼”、“蘸水罗

非鱼”等知名菜品, 成为新派云南菜的代表菜肴[2,4]。 

2.2  海南省粗放型养殖经营模式: 有资源、缺管理 

海南省地处热带-亚热带, 养殖罗非鱼具有得天独厚

的气候环境条件。但在该省本次调研的地区, 养殖基础设

施陈旧、电力不足、鱼塘底部淤泥较深等产业现象较为普

遍[5]。大多数养殖户缺乏病害防控意识和能力, 长期缺乏

技术指导, 养殖规模虽然较大, 但收效甚微。加之近年链球

菌病害肆虐, 养殖罗非鱼产业几乎失控, 养殖效益非常微

薄, 产业风险巨大。在苗种生产上, 受利益驱使及育苗技术

门坎较低等影响, 催生了大量小作坊式苗种场, 以小家庭、

小面积、低成本、低价格并以中间商为纽带等参与市场竞

争。目前, 海南省小作坊式的苗场逐年呈倍数增长, 据不完

全统计, 优质苗种比例从 2011 年的 65%, 下降到 40%左 

右[6], 混杂、劣质苗种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以劣充优现象较

为普遍[6], 为罗非鱼养殖质量安全问题埋下隐患。 

2.3  广东省高密度立体养殖经营模式: 追求密度和

产量, 忽视市场和质量 

广东省是我国罗非鱼养殖的最主要产区, 但在该省

本次调研的地区, 罗非鱼养殖仍以粗放、分散、小型的家

庭式养殖方式为主, 养殖技术参差不齐。大多数养殖户重

产量、轻质量, 忽视对养殖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升[7,8]。养

殖模式上, 仍以堤岸上养殖鸡、鸭、鹅、猪等畜禽, 池塘里

养殖罗非鱼的立体养殖为主[7,9]。随着各项养殖成本的增加, 

放养密度逐年上升, 养殖环境日益恶劣, 疾病频发, 养殖

风险逐年上升[7-13]。在市场方面, 广东省罗非鱼以出口为主, 

出口方式主要依托外商。广东省罗非鱼精深加工比例较低, 

废弃物综合利用少, 品牌意识不够, 企业出口缺乏自主渠

道, 企业之间恶性竞争较为普遍[12]。由于进口国和贸易商

借机压价, 加工出口企业压低原料鱼收购价格, 最终导致

养殖户想尽办法降低成本, 如通过增加密度提高产量、立

体养殖减少投入等, 忽视产品质量, 结果产品越发卖不出

好价钱, 形成恶性循环。 

2.4  北京都市型游钓经营模式: 满足都市休闲需求, 

构建特色市场和价格 

北京市养殖罗非鱼并不具备优势条件, 但该市充分

挖掘市场资源, 成功探索出罗非鱼旅游休闲垂钓模式。北

京市罗非鱼养殖以集约化工厂化养殖为主, 以地下水或温

泉水作为养殖水源。市场方面, 北京市较大规模企业养殖

罗非鱼主要用于订单销售或休闲垂钓, 对于普通养殖户, 

大多在自家经营的农家乐中就地垂钓就地消费。尽管北京

地区地热水需支付 3元/m3费用, 在高成本下, 仍然实现了

很好的市场利润。在罗非鱼产品质量控制上, 北京市通过

大力投资进行池塘改造, 加大技术支持, 加强渔药、饲料等

投入品的监管, 极大限度地杜绝了禁用药物的获得和使用, 

养殖罗非鱼具有良好的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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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模式: 有资源、有市

场、有口碑 

广西南宁市横县丰富的水域资源为罗非鱼养殖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 部分企业利用热电厂排放的余热水进行罗

非鱼流水养殖, 为优质罗非鱼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广西是国内首个成立省级罗非鱼体系创新团队的地区, 为

罗非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在生产经营形式

上, 通过组织多种联合体、水产养殖合作社或创办集体养

殖场等实体, 建设出一批高效的罗非鱼生产基地[14]。针对

链球菌病害问题, 该地区科研院所进行罗非鱼链球菌病疫

苗应用研究, 大大提高了养殖罗非鱼的成活率。部分企业

通过起捕前练鱼, 建立了独特的预防链球菌发病的养殖技

术。在市场上, 通过选择优良品种, 放养大规格过冬苗种, 

延长罗非鱼成鱼生长期等措施, 养殖较大规格的罗非鱼产

品。这一做法既提高了罗非鱼的产量, 又提早了上市时间, 

在保障产品价格的同时避免了冻灾损失, 最大限度的降低

了风险, 增加了收益[15]。与此同时, 更衍生出罗非鱼产业

大规格苗种的市场, 为罗非鱼产业催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3  制约罗非鱼质量安全提升的主要因素 

3.1  缺乏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我国居民有喜食鲜活鱼类的消费习惯, 且活鱼也是

我国各菜系中的主要原料, 这直接增加了企业创建品牌的

难度。一家企业可能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去打造品牌, 

创建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和机制, 但因活鱼难以标记和追

溯, 一个好的品牌很容易被其他罗非鱼产品冒充, 品牌形

象得不到保障。目前, 生态流水养殖、山塘水库养殖、集

约化养殖、猪鸭鱼混养等不同模式养殖的罗非鱼产品, 在

市场流通中, 具有相同的销售价格, 优质产品的价值无法

得到体现。业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好鱼卖不出好价钱, 

产品质量做得越好, 企业倒闭得越快”。现有的市场环境和

机制, 一方面打击了企业养殖优质罗非鱼的积极性; 另一

方面, 没有企业愿意花费较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培养市场、

创建品牌, 致使国内绝大多数罗非鱼养殖企业一切以减少

成本为出发点, 产业陷入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 产品质量

和安全长期被忽略。在罗非鱼养殖生产上的直接表现即为, 

苗种生产上, “海南模式”得以大量存在, 苗种繁殖场不愿

意在亲本质量、养殖场设施设备等保障苗种质量条件上投

资, 优质苗种的生产得不到保障, 为疾病的爆发埋下了隐

患; 成鱼养殖生产上, “广东模式”逐年增多, 为减少养殖生

产成本, 养殖户选择增加养殖密度, 鸡鸭鱼混养等养殖方

式, 管理上也不愿意进行鱼塘清淤, 最终导致罗非鱼疾病

频发, 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 

3.2  病害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近年来, 由于养殖环境的恶化和养殖密度的不断提

高, 链球菌病频繁爆发, 几乎席卷了所有罗非鱼主产区, 

有些地区发病率甚至高达 90%以上[16], 给产业造成了沉重

打击。面对链球菌, 目前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中山大学、福建省淡水水产

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虽已开发

出链球菌病疫苗, 但都处于实验阶段, 尚未正式应用生产。

药物治疗方面, 由于抗生素药物的无序使用, 耐药性逐渐

增加, 多个区域出现抗生素药物使用无效的情况, 或具有

一定疗效的抗生素在使用时有效, 一旦停药, 病害立即复

发。面对日益肆虐的链球菌病, 养殖户往往盲目用药、随

意用药、甚至违规使用禁用药物, 严重影响罗非鱼产品质

量安全。 

3.3  渔药等投入品管理混乱 

渔药等投入品市场混乱, 产品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给罗非鱼产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我国目前生产渔药的

厂家众多, 行业较为混乱, 存在厂家暗地生产假药, 甚至

生产国家禁用药物的现象。目前, 我国约有兽药生产企业

1700余家、疫苗制品厂 50余家, 而能将产品销往全世界的

兽药厂家并多不多[17,18]。技术含量低, 缺乏品牌和竞争力

是兽药生产企业的普遍特征。一些规模小、资金不足、技

术不达标的厂家纷纷上马, 造成大量不合格产品充斥市

场。此次调研了解到, 渔药产品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

是兽药名称滥用, 一些企业将普通的兽药取一个或多个商

品名, 以迷惑消费者; 二是兽药标签不规范, 没有按照规

定准确注明兽药的主要成分、含量、用途、用法用量和注

意事项等; 三是少数兽药生产企业为谋求更大的利益, 故

意制造劣质兽药, 低价向市场倾销。此外, 大量消毒剂、清

塘剂、调水剂等非药品类渔药充斥市场, 游离于监管之外。

渔药等投入品市场的混乱, 致使养殖生产人员往往不知道

如何使用药物, 甚至被动使用违禁药物或不按规定使用药

物, 影响罗非鱼产品质量安全。 

4  对策建议 

4.1  引导市场, 推动市场准入, 建立优胜劣汰、优质

优价的市场机制 

进行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 推动罗非鱼市场准入和

可追溯制度建设, 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保障只有合

格的产品才能进入市场, 同时, 对于存在问题的产品, 能

够进行溯源和执法监管, 使不合格生产企业没有生存空

间。建立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探索设计并建立一套罗非

鱼养殖企业认证制度, 对在养殖环境、养殖过程与质量控

制等方面能够达到某一标准的养殖企业进行认证, 以此方

式区分产品市场, 建立品牌, 实现扩展市场、保障产品质量

并提高渔民收益。培养优质优价的生产、消费观念, 充分

利用各种新闻媒体, 提高公众质量安全意识, 使广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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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认识到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好处, 使罗非鱼产品质量安

全认证成为养殖企业收入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4.2  探索国内市场的开拓方法, 减少出口依赖 

随着外销市场开拓难度越来越大, 国际竞争越来越

激烈, 罗非鱼作为出口导向型品种的定位应有所转变, 原

有的退税政策可能已经不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因此, 在

政策导向上, 应倾向于促进国内市场的开发, 减少出口依

赖。国内缺乏罗非鱼的销售渠道, 是罗非鱼产业长期依赖

于国际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现有大宗水产品中, 主要依

赖于国内市场存在的品种不胜枚举。如水煮鱼, 使草鱼养

殖业经久不衰; 剁椒鱼头, 使鲢鱼、鳙鱼深入人心。上述

三种鱼, 均不出口, 但价格多年来相当稳定, 形成了一条

相对完善稳定的产业链。罗非鱼与草鱼、鲢鱼、鳙鱼相比, 

无论在出肉率、口感和食用便捷性上, 均有较大的优势。

探索让罗非鱼进入某一菜系, 让消费者能点这道菜, 是开

拓国内市场的突破口。罗非鱼冻鱼片没有刺, 不用宰杀, 方

便食用, 特别适合白领阶层的消费习惯。探索优化产品结

构, 促进罗非鱼加工产品多元化, 大力发展精深加工, 提

高副产物的综合利用, 提高产品附加值, 大力开拓国内市

场, 减少出口依赖。  

4.3  让行业管理协会真正发挥作用 

作为行业管理协会, 应在行业自律、秩序监督和管

理、产品形象打造、市场培育到品牌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

目前, 罗非鱼流通、加工贸易相关的行业协会, 在全国层面

有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水产业商会; 在华南四省罗非鱼主产区, 广东省、海南省

与福建省都有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于 2008 年年底成立了广西罗非鱼协会; 在广东省湛江市

有湛江市水产进出口企业协会。但现有协会主要精力仍集

中于进行价格信息收集、行业评比表彰、促进会员交流等

基础性工作, 而在解决行业最棘手问题上, 还显得力不从

心[19,20]。当务之急, 应完善统一的行业管理协会, 树立协会

应有的权威, 由协会组织制定代表行业内各方利益、企业

乐于采用的标准, 解决目前产业小厂林立、产能过剩问题, 

清除骗补、低价抢单等行为, 为会员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4.4  开展一体化的经济模式, 规范经营, 标准化生产 

千家万户的分散型养殖模式, 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更

无法确保产品的质量安全。由于分散经营时间和方式的不

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 必须通过创新组织化形式来完善

产业化风险共担机制。建议通过渔业合作社、行业协会、

龙头企业、养殖大户等组织形式带动将小养殖户与大市场

有效链接, 促使产业链各环节价值进行重新分配。如渔业

合作社可以通过为小养殖户提供信息和技术渠道, 实现罗

非鱼产业产前在种苗、饲料上提供服务, 产中在工业化、

标准化生产技术上得到支持, 产后实现国内外销售一体化

的产业链格局。组织渔民“抱团”进行生产销售, 增强其安

全感和抗风险能力, 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产品质

量的控制以及产品的品牌效应等措施来提高其谈判能力和

地位, 使渔民获得更大的产品价值链份额。通过产业链构

建, 强调从水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到消费的价值创造、

价值协调以及价值分配等过程中保持平衡, 从而达到渔业

增产增效, 渔民增收的良性经济循环[21-23]。 

4.5  发挥地区资源优势, 推广生态健康的养殖模式 

推广“云南模式”, “广西南宁横县模式”等可以复制的

成功模式, 推动产业国内市场的建立和开发。通过大规格

鱼种的规模化培育, 结合池塘分级养殖, 一年两造、两年三

造等养殖模式, 可部分解决罗非鱼均衡上市的难题。通过

分批放养大规格鱼种、降低养殖密度、水质调节, 分批上

市等方法, 从环境、物理条件改变等方面缩短养殖周期, 提

高养殖成活率和商品鱼的上市规格, 实现均衡上市, 避免

年底扎堆上市, 有效提高池塘产量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

“鱼菜共生技术”、罗非鱼与草鱼混养, 罗非鱼与甲鱼混养, 

罗非鱼和凡纳滨对虾混养技术, 充分利用池塘空缺生态位, 

发挥生态位效能, 有效解决罗非鱼养殖密度、产量、生长

速度和病害等平衡问题, 并减少对养殖水体的污染, 实现

产业可持续发展。 

4.6  发挥产业技术体系平台作用, 推动产业链技术

资源整合 

充分发挥体系作用, 针对罗非鱼苗种、养殖、病害、

可追溯等影响质量安全的技术瓶颈问题, 开展联合攻关, 

解决产业技术需求问题; 着力强化各功能实验室、岗位科

学家科学研究与实验站推广的衔接, 努力促进罗非鱼现有

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将科研成功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充

分发挥体系的吸纳和辐射作用, 推动中央和地方条块结合, 

跨行业、跨区域、跨领域科研力量的协作, 推动体系对罗

非鱼现有条件和资源的整合利用, 推动产业技术体系与科

技推广体系的衔接以及体系成果的示范带动作用, 合理配

置产业发展各个环节的科技资源和研发力量, 推动产业链

技术资源整合, 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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