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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对虾进口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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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虾是湛江外贸出口的拳头产品, 但随着湛江对虾养殖产量的不断降低和对虾原料价格的日益上涨, 

对虾出口不断下滑, 而进口则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湛江近

年来对虾进口贸易情况, 并对其进口不合格情况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 发现进口对虾存在致病菌和药物残留

的安全风险, 我国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部分标准缺失, 进口监管模式也存在不合理、不完善

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建议采取严格进口水产品监管、调整监管模式、完善标准体系、加强

实验室以及口岸基础能力建设和加强国家交流合作构建水产品安全共治新格局等对策措施, 以期对提高湛江

进口对虾产品质量和完善我国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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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port shrimp in Zhanjiang 

ZHAO Hai-Jun1*, MAI Wei-Qiang1, YUN Jun1, ZHANG Heng2, CHEN Fei1, HUO Qi1, DENG Jie-Ni1 

(1. Zhanjiang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Zhanjiang 524022, China; 2. Hainan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Haikou 570311, China) 

ABSTRACT: Shrimp is the key product of Chinese aquatic exportation, but as the decrease of shrimp production and 

rising prices of raw materials in Zhanjiang, shrimp export has been falling down, while import of shrimp presents 

rapid growth tend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is more obvious. In this article, the import 

trade situation of shrimp in Zhanjiang in recent years was analyzed, and the unqualified system arrangement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t could be noticed that imported shrimp existed security risk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drug 

residues, and imported aquatic product quality safety standard system in our country was not that perfect for lack of 

standard partially. Imported regulations had unreasonable problems and fault mode. Based on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it was recommended that the strict imported aquatic products supervision, regulatory model adjustment, 

standard system optim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atory and port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for building new pattern of safety work of aquatic products should be done, for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shrimp products in Zhanjiang and consummating imported aquatic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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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对虾产业是湛江水产业的支柱产业, 已形成“种苗、饲

料、养殖、流通、加工、出口”一条龙产业链, 年创造产值

200多亿元, 创造就业岗位 30万个, 涉及人口 100多万, 在

湛江外贸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湛江也被授予“中国对虾之都”称号[2]。伴随着养殖品种

不断退化[3]、养殖环境日益恶化, 湛江对虾养殖产量和出

口量不断下滑, 对虾原料价格也居高不下。而与此同时, 印

度、越南、厄瓜多尔等国家对虾养殖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 

而且与中国相比, 相关国家在养殖、生产加工以及劳动力

方面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 对虾原料价格远远低于我国
[4,5]。在这种情况下, 2012年以来湛江对虾进口呈现快速发

展的势头, 在当前我国进口贸易不断下滑的形势下, 湛江

对虾进口仍逆势上扬[6,7]。 

目前 , 湛江进口的对虾主要是南美白对虾(Penaeus 

vannamei Boone), 其学名是凡纳滨对虾, 原产于南美洲太

平洋沿岸海域, 是广温广盐性热带虾类, 生长快, 抗病能

力强, 适温适盐范围广, 是一种优良淡化养殖品种, 也是

当今世界养殖产量最高的三大虾类之一[8,9]。 

本文结合2011~2016年上半年湛江对虾进口质量安全

情况, 分析湛江对虾进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根源, 促进湛

江对虾进口和对虾产业转型升级, 确保湛江对虾产业保持

健康发展, 为完善我国进口水产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提供

对策和建议。本文的贸易数据来自检验检疫部门使用的

CIQ2000 系统, 不合格数据来自检验检疫部门收集的国外

官方政府通报的出口不合格数据。 

2  湛江对虾进口情况 

2.1  对虾进口贸易数据 

2011~2016年上半年湛江对虾进口情况见表 1。从表 1

中可见, 从 2012年开始对虾进口开始增长, 增速逐渐增快, 

特别是 2015年湛江对虾进口重量和货值同比增长 243.42%

和 151.59%。2016年上半年湛江对虾进口重量和货值同比

增长 82.81%和 29.42%,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2.2  对虾主要进口国家 

2011~2016年湛江主要从厄瓜多尔、印度、越南、马

来西亚、阿根廷、菲律宾和美国等国家进口对虾。以 2015

年为例, 湛江对虾进口主要贸易国家具体情况详见表 2。其

中, 厄瓜多尔是湛江对虾进口的主要国家, 2015 年湛江进

口厄瓜多尔对虾重量和货值分别占总进口的 33.22%和

31.86%。 

表 1  2011~2016 年湛江对虾进口贸易数据(检验检疫部门统计) 
Table 1  Import trade date of shrimp in Zhanjiang during 

2011~2016 (CIQ statistics) 

年份 重量(吨) 货值(万美元) 

2011 2629.62 1858.53 

2012 2503.54 1787.81 

2013 2915.41 2254.74 

2014 3896.92 3769.72 

2015 13382.81 9484.03 

2016上半年 3832.23 2716.21 

 
表 2  2015 年湛江对虾主要进口国家贸易数据(检验检疫部门统计) 

Table 2  Main import countries trade data of shrimp in 
Zhanjiang in 2015 (CIQ statistics) 

国家 重量(吨) 货值(万美元) 

厄瓜多尔 4445.42 3021.84 

印度 3795.61 2556.03 

印度尼西亚 3285.63 2498.62 

中国香港 747.61 542.91 

日本 472.24 181.53 

美国 202.22 177.74 

泰国 95.71 77.52 

 

2.3  主要进口企业 

湛江主要进口对虾企业是国联、亚洲、丰源、品先、

中联、国美、新昶及龙威等企业。其中国联进口量最大。

2015 年国联进口重量和货值分别占湛江总进口的 51.09%

和 52.36%。2015年各企业进口对虾情况详见表 3。 
 
表 3  2015 年湛江对虾主要进口企业数据(检验检疫部门统计) 

Table 3  Main import enterprises trade data of shrimp in 
Zhanjiang in 2015(CIQ statistics) 

国家 重量(吨) 货值(万美元)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6837.52 4965.73 

亚洲海产(湛江)有限公司 1477.71 993.22 

湛江丰源水产有限公司 1146.02 757.91 

茂名新洲海产有限公司 917.03 623.83 

品先(湛江)水产有限公司 882.51 595.02 

中联水产(湛江)有限公司 601.34 415.94 

广东国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528.43 370.22 

湛江新昶食品有限公司 396.92 341.51 

湛江龙威水产实业有限公司 337.03 2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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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湛江对虾进口不合格情况 

3.1  湛江对虾进口检出不合格数据 

2011~2015 年湛江对虾进口检出不合格数据见图 1。

从图 1可见, 湛江对虾进口 2015年检出不合格批次最少仅

为 3批, 不合格率最低为 0.53%; 2013年批次最多为 32批, 

不合格率最高为 19.63%; 从 2010年开始, 不合格批次逐渐

增多, 不合格率也逐渐上升, 由 2011 年的 11 批增加到

2013年的 32批, 不合格率也有 7.05%增加到 19.63%; 2014

年以来, 不合格批次和不合格率开始逐年降低, 到 2015年, 

不合格率仅为 0.53%, 相比 2013 年, 批次和不合格率分别

下降了 90.63%和 97.30%。 

3.2  湛江对虾进口不合格原因分析 

2011~2015年湛江对虾进口检出不合格原因情况见表

4, 主要为致病菌和兽药残留。从表 4可见, 致病菌共检出

63批, 比重高达 91.30%。致病菌包括副溶血弧菌、霍乱弧

菌、单增李斯特菌、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其中副

溶血性弧菌检出最多有 44 批 , 占所有不合格批次的

63.77%, 特别是 2013年检出 23批, 占全年的 71.88%(见图

2)。副溶血弧菌又称致病性嗜盐菌, 广泛生存于近岸海水

和鱼贝类食物中, 温热地带较多。该菌是常见的食物中毒

病原菌, 在细菌性食物中毒中占有相当大的比率, 对人和

动物均有较强的毒力, 临床上以急性起病、腹痛、呕吐、

腹泻及水样便为主要症状, 主要病理变化为空肠及回肠有

轻度糜烂, 胃粘膜炎、内脏(肝、脾、肺)淤血等。该菌引起

的食物中毒具有暴发起病(同一时间、同一区域、相同或相

似症状、同一污染食物)、潜伏期短(数小时至数天)、有一

定季节性(多夏秋季)等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常见特点[10]。兽

药残留包括硝基呋喃类、氯霉素和氟喹诺酮类, 其中检出

最多的硝基呋喃类, 有 3批, 占整个兽药残留的 50%。 

 
 

       
 
 

图 1  2011~2015年对虾进口不合格数量情况(检验检疫部门数据) 

Fig. 1  Distribution of unqualified imported shrimp during 2011~2015 (CIQ statistics) 
 
 

表 4  2011~2015 年对虾进口不合格项目情况(检验检疫部门数据) 
Table 4  The unqualified items of imported shrimp during 2011~2015 (CIQ statistics) 

年份 
致病菌 兽药残留 

合计
副溶血弧菌 沙门氏菌 霍乱弧菌 单增李斯特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硝基呋喃类 氯霉素 氟喹诺酮类

2011年 7 1 0 1 0 1 1 0 11 

2012年 7 0 2 1 0 0 1 0 11 

2013年 23 1 8 0 0 0 0 0 32 

2014年 6 1 0 3 1 0 0 1 12 

2015年 1 0 0 0 0 2 0 0 3 

合计 44 3 10 5 1 3 2 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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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15年对虾进口被检出副溶血弧菌情况(检验检疫部

门统计) 

Fig. 2  Distribution of imported shrimp detected with Vibrio 
parahemolyticus during 2011~2015 (CIQ statistics) 

 
 

4  湛江对虾进口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致病菌检出较高, 危害我国消费者安全 

湛江主要从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马

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进口对虾, 而这些国家都属于发展

中国家, 普遍存在对出口水产品的监管体系不完善、养殖

场和加工企业的自检监控、生产加工过程控制能力不足以

及储存运输途中冷链中断等原因, 进口对虾产品中经常被

检出致病菌。2011~2015 年湛江口岸共检出 63 批致病菌, 

平均每年检出达 12.6批, 而部分进口冰鲜对虾产品可供直

接食用, 其含有的致病菌将危害我国消费者安全[11]。 

4.2  药物残留检出不断增加, 危害日趋严重 

野生捕捞的对虾资源非常有限, 远不能满足世界市

场需求, 目前我国进口的对虾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但由

于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普遍存在水产品法律法规

不健全、标准滞后、养殖水平较低, 养殖过程乱用药物等

情况, 给我国水产品进口带来较大隐患, 进口对虾产品药

物残留检出也不断增加, 危害日趋严重。美国、欧盟等主

要进口国多次通报包括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出口对虾产品不合格。2016 年 4 月 19

日, 美国 FDA发布通报称, 马来西亚出口美国的一批白虾

和对虾产品中, 发现近三分之一存在硝基呋喃类和或氯霉

素药物残留问题, 美方对马来西亚提出了进口警告。 

4.3  我国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 部
分标准缺失 

对虾是水产品的一个品种, 属于食品, 根据《食品安

全法》规定, 进口食品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口食

品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尽快制

定。2009年至今, 国家卫计委发布了 683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但仍有 378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尚未整合完毕并发

布实施。对虾产品的多个项目无适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检验检疫无标可依, 易引起外方非议和企业质疑。例如进

口水产品微生物检验就存在很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尚未制

定, 进口水产品所依据的检验标准主要是 GB 2992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18406.4-2001

《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求》以及 SC/T 

3117-2006农业部颁布的《生食金枪鱼》, 其中《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仅对熟制水产品、即食生制

水产品、即食藻类制品中的沙门氏菌、副溶血弧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有检验标准和要求, GB18406.4-2001《农产品安

全质量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求》仅对水产品中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副溶血性弧菌有检验标

准和要求, SC/T 3117-2006《生食金枪鱼》也仅规定了生食

金枪鱼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

霍乱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增李斯特氏菌有检验标准

和要求[12]。 

4.4 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监管方式需要调整和完善[13] 

2015 年 10 月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 该

法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包括进口对虾在内的进口食品的批批

检验模式, 这极大改变了当前对进口食品批批须送实验室

检测、通关效率不高、检验检疫责任畸重的状况, 对于提

高通关速度, 规避法律风险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法实施

尚不到一年, 相关配套措施尚未健全, 各地由于口岸查验

条件、人员配备、检测能力、进口数量等各不相同, 造成

各地对包括对虾在内的进口水产品的查验力度、抽样检测

频率和项目及执行的标准不尽一致, 随意性较大。今年以

来, 国家质检总局制定进口食品化妆品国家安全监督抽检

计划(简称国抽), 拟对全国进口食品化妆品实施统一的监

督管理和检测。但由于各地进口量和检验能力的差别, 以

及一线口岸普遍不具备国抽要求的全部检测能力, 样品的

抽样、外送检验、结果反馈等势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企

业通关的时间也因检验结果出具的延缓而大为增加, 造成

通关效率的降低, 而检验项目的外送也将造成部分基层检

验实验室资源的浪费。 

5  湛江对虾进口监管对策 

5.1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合作, 健全完善我国

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14] 

2009年, 《食品安全法》发布实施, 该法规定进口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

责制定、公布。而 2015年修订发布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

则对标准制定部门进行了修改, 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与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简

称食药部门)制定、公布。由于食药部门负责国内食品监管, 

检验检疫部门负责进出口食品监管, 两个部门是目前食品

监管的两个主要职能部门, 也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执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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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两个主要部门, 而自从 2009年起检验检疫部门在推

进和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工作的作用也在逐步弱化, 

经过 7 年的标准制定, 截止目前尚有大批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未被制定和发布实施, 进口食品监管一直处理无标准可

用的尴尬局面。检验检疫部门应加强与卫计委、食药部门

沟通合作, 积极介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 包括

标准的立项、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应用、发布实施等

一系列具体工作中, 推进全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整合并

发布实施, 健全完善我国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5.2  调整和完善我国进口水产品检验监管方式[15] 

根据 2015年修订发布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规定, 

对进口食品的检验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实施, 即检验检疫部门应当依照商检法规定的 9 种合

格评定程序实施检验。而如何准确合理使用 9种合格评定

程序, 统一执法判定标准和尺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建议检

验检疫部门制定《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操作指南》, 统一

检验标准和执法尺度, 规范抽样检验程序, 科学和准确使

用 9种合格评定程序对包括对虾在内的进口水产品进行监

管。针对目前实施的国抽计划, 建议对各地检测能力进行

系统而又全面摸底, 在充分使用基层一线检验实验室的基

础上, 充分考虑各地进口量和检验能力的差别, 合理安排

抽样数量和检验项目。另外, 建议将国抽计划作为宏观指

导, 鼓励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和分支局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

本辖区进口水产品监督抽检计划, 作为国抽的有效补充, 

提高进口水产品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5.3  严格对包括对虾在内的进口水产品监管, 强化

企业主体责任 

一是强化对境外食品源头的监管[16], 将食品安全监

管向外延伸, 提高 3 个“门槛”: 开展出口国家或地区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评估和审查, 提高出口国家“门槛”, 促进出

口国家或地区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和企业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符合我国进口食品安全的要求, 将监管延伸到境外; 实施

境外生产企业注册[17], 提高境外生产企业“门槛”; 要求进

出口商备案, 提高境内外经营企业“门槛”。二是严格口岸

检验。在加强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加严对风险产品、风险

企业、风险产地的检验监管措施, 突出重点, 便利贸易, 进

一步提升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针对性和一致性。三是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要求进口企业提供合格证明材料、对

标签、说明书负责、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

制度、履行召回义务、建立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等, 强化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5.4  加强实验室核心能力和口岸进口水产品基础能

力建设 

实验室是包括对虾在内的进口水产品检验检疫最重

要的一环。必须花大力气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 包括实验

室硬件建设、检测技术储备、人员培训、检测项目比对等多

方面的核心能力建设, 以全面提高能力和水平。另外, 总结推

广加强口岸能力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发挥专家组和协作组的

作用, 制订和推行加强口岸进口水产品安全基础能力建设的

工作规范, 进一步夯实进口水产品安全工作基础[18]。 

5.5 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有效传递责任, 着力构建水

产品安全共治新格局 

创新交流合作机制, 围绕风险评估、市场准入、体系

检查等需要, 进一步加强双边、交流合作, 对敏感水产品着

手探索实施“境外检查”。在发生包括对虾在内的水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时, 建议对已获准入的相关国家或地区以及已

获注册的水产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回顾性检

查, 也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19]。这项制度是向输华水产品

的国家或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和境内外输华水产品企业传递

水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基本制度, 是保障输华水产品质量

安全的基础性制度, 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从而构建水产品

安全共治新格局[20-22]。 

6  结  语 

对虾产业是湛江水产业的支柱产业, 但随着养殖环

境日益恶化、养殖品种不断退化, 湛江对虾养殖产量越来

越少, 对虾原料价格也越来越高。以往以养殖加工出口的

对虾产业也逐渐转变为进口来料加工复出口的生产模式, 

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趋势愈发明显。本文结合进口对虾

存在致病菌检出较高, 药物残留检出不断增加, 进口水产

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检验监管方式不完善等问题, 建议

加强与卫计委、食药部门沟通合作, 积极介入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制定工作, 健全完善我国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体系; 强化对境外食品源头的监管, 严格口岸检验, 强

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实验室核心能力建设和口岸进

口水产品基础能力建设, 夯实进口水产品安全工作基础; 

创新交流合作机制, 对敏感水产品要着手探索实施“境外

检查”, 有效传递责任, 着力构建水产品安全共治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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