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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成立于 2002 年 5 月，现有会员单位 207 个，其中加

工（含养殖）企业 154 家，流通企业 25 家，团体会员 28 个，协会在全省覆盖面占

80% 以上。协会成立十年余来，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帮助和各会员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认真履行协会职能，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在企业办会、共同办会的道

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2015 年，经省民政厅评估考核，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

会获 5A 级社会组织称号。

2016 年起，协会开设微信公众号“浙江水产”，以“致力于宣传优质水产品，

引导民众消费”为理念，普及水产知识、引导消费，欢迎关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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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人民日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10 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常设机构负责人、观察

员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与会各方共同回顾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程，

就本组织发展现状、任务、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协调立场，达成了广

泛共识。

6 月的青岛，风景如画。国际会议中心外，碧海蓝天，与会各国国旗、上海合作组织会旗

和与会国际组织旗帜迎风飘扬。上午 11 时许，会议正式开始。

习近平在开幕辞中首先感谢各方一年来对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工作的大力支持

和密切配合，指出这次峰会是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扩员以来举办的首次峰会，具有承前启后的

重要意义。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首次以成员国领导人身份出席峰会。

习近平随后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讲话全文见第

三版）。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7 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们以《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遵循，构

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今天，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幅员

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

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

同发展。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

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破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

习近平强调，“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

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一，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量。我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我们要强化防务安全、执法安全、信息安全合作，促

进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未来 3 年，中方愿为各方培训 2000 名执法人员，强化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我们要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 亿元人民币等

值专项贷款。

第四，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我们要扎实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

减灾、媒体、环保、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合作。未来 3 年，中方将为各成员国提供 3000 个人

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第五，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络。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国家交

流合作，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伙伴关系，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为推动化

解热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方愿同各成员国一道，本着积极务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落实

本次会议的共识，支持下一任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作，携手创造上海合作组织更加光明

的美好未来。

印度总理莫迪、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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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总统侯赛因、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海合作组织

秘书长阿利莫夫、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瑟索耶夫，阿富汗总统加尼、白俄罗斯总统卢卡

申科、伊朗总统鲁哈尼、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先后发言。他们高度评价中方

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所作贡献和在担任主席国期间所作工作，积极评价上海合作组织接收印度、巴基斯

坦加入的重要意义。各方一致表示，将继续遵循“上海精神”，不断巩固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务

实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巩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法准则框架内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受到了广泛欢迎和支持。

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公报全文见第三版）、《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致青年共同寄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关于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声明》。

会前，习近平同与会各方在迎宾厅集体合影。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优先领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快形成，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进展顺利，核与辐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存在许多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

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城乡区域统筹不够，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凸显，重

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

进入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

许多新要求。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必须

加大力度、加快治理、加紧攻坚，打好标志性的重大战役，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

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力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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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必须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教育广大干部增强“四个意识”，树立正确政绩观，把生态文

明建设重大部署和重要任务落到实处，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三、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对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处理重大问题，指导、推动、督促各地区各部

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

（一）落实党政主体责任。

（二）强化考核问责。

四、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目标。到 2020 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

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具体指标：全国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 以上，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 以上；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70% 以上，劣Ⅴ类水体

比例控制在 5% 以内；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0% 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

2015 年减少 15% 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减少 10% 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左右，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达到 25% 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 以上。

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 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

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

——强化问题导向。

——突出改革创新。

——注重依法监管。

——推进全民共治。

五、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节约优先，加强源头管控，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

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全面节约能源资源，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一）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二）推进能源资源全面节约。

（三）引导公众绿色生活。

六、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编制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5 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一）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二）大力推进散煤治理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

（三）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

（四）强化国土绿化和扬尘管控。

（五）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七、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加快工业、

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保障饮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减少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

（一）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

（二）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

（三）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四）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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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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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八、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风险。

（一）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

（二）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

（三）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九、加快生态保护与修复

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统筹开展全国生态保护与修复，全面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

（一）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二）坚决查处生态破坏行为。

（三）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十、改革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保障举措，

增强系统性和完整性，大幅提升治理能力。

（一）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

（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

（三）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

（四）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保障体系。

（五）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勇于担当，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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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预警

韩国召回以禁止进口鱿鱼嘴为原料
生产的调味鱼干

食品伙伴网

6 月 21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表消息称，韩国某食品加工企业使用不能

按食品原料进口的鱿鱼嘴（进口水产副产品）为原料生产、加工“调味鱿鱼嘴”（食品类型：

调味鱼干），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命令其停止销售并召回相关所有产品。

召回对象：标示的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6 日的“调味鱿鱼嘴”。

韩国发布《食品添加剂法典》部分
修改征求意见稿

食品伙伴网

2018 年 5 月 30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发布了第 2018-232 公告，拟修改《食品添加

剂的标准及规格》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 新设定 β- 淀粉酶、珍珠色色素 三种添加剂的规格标准。

β- 淀粉酶作为酶制剂、珍珠色色素作为着色剂、酪酸钾（PotassiumCaseinate）作为

增稠剂稳定剂被认定为临时性标准及规格，以往只允许申请人使用，修改后所有食品生产企

业均可使用，以促进多种产品的开发。

2. 修改乳糖酶、蜜蜡等 6 种添加剂的成分规格。

（1）“ 乳 糖 酶” 制 造 菌 株 增 加“ 插 入 了 Bifidobacterium bifidum 乳 糖 酶 基 因 的

Bacillus licheniformis”。

（2）修改“蜜蜡”的性状及山梨糖醇的分子式。

（3）增加“胡萝卜素”的 INS 号。

（4）明确了“l- 组氨酸”定量法中指示剂的颜色变化，删除透明质酸纯度试验中大肠杆

菌检测方法中不必要的内容。

3. 修改一般试验方法及器具等杀菌消毒剂的试验方法。

（1）为了准确分析食品添加剂等，需要对试验方法用语以及指示剂进行修改。

（2）修改“香料试验方法”中醛类以及酮类含量测定法计算式内“空白试验”、“本试验”

用语。

（3）修改过氧化氢制剂的残留试验所用的指示剂。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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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食品等的标示标准》全部修改
征求意见稿

食品伙伴网

2018年5月31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2018-235号公告，拟对《食品等的标示标准》

整个告示进行修改，根据 3 月 13 日公布的《食品等的标示、广告相关法律》，拟合并食品及畜产品的标示标准，

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 食品原料增加致敏物质标示。

2. 即食销售加工业经营者生产的肉食加工品需标识肉的种类、含量和非食用肠衣的事实。

3. 解冻销售食品的相关标示。

a. 面包、年糕、巧克力、鱼酱类产品增加解冻企业名称以及地址的标示，果蔬汁以及其他水产品加工品

（限于杀菌或者灭菌真空包装的产品）增加解冻相关的标示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4. 畜产品的产品名称使用统称时，删除含量规定，标示符合统称的原材料名的含量。

5. 畜产品韩文与外文混用（并用）标示时限定外文字体的大小。

6. 畜产品的致敏物质强制标示对象增加“松仁”。

7. 含有高咖啡因液体畜产品的咖啡因误差范围下调至 90%-110%。

8. 明确规定了原料名在主要展示版面标示时的标示位置和字体大小。

9. 统一鸡蛋和鸡鸭肉类产品的信息展示版面的标示方法以及字体大小。

10. 委托生产（OEM）的畜产品需标识 OEM 等文字。

11. 畜产品使用烹饪食品照片时需标识“烹饪事例”等文字。

12. 充填氮气等的畜产品需标识充填事实。

13. 其他修改事项

a. 畜产品加工品的类别改为标示在信息展示版面。

b. 内包装畜产品的字体大小可小于 10 磅。

c. 套装包装的畜产品可以省略每个产品的标示。

d. 进口畜产品的韩文产品名称不能同时标识外文产品名称。

e. 增加复合配料和复配食品添加剂的标示方法。

f. 在终产品中失去活性的酶或者被去除的食品添加剂的标示可以省略。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韩国发布《食品卫生法实施令》部分修改
草案

海关总署

2018 年 6 月 17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 2018-242 号公告，拟修改《食品卫生

法实施令》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制定食品卫生监督人员的教育和培训的强制性规定，以加强其专业知识。

2. 修改酒类生产商的食品生产加工业营业登记程序。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截止至 2018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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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农水产品质量管理法》部分
修订案

食品伙伴网

6 月 12 日，韩国政府发布《农水产品质量管理法》部分修订案，制定了水产品和其生产环境残留的有

害物质的风险评估及实况调查的法律依据，并将于 6 个月后实施。

水产品生产后在销售、消费时易腐败、变质，所以需要进行彻底、科学的卫生管理。但现行法律中水产

品或其生产设施等中残留的新、变种的有害物质相关风险评估和实况调查的法律依据不完善。

法律修改后，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长制定了水产品和其生产环境残留的有害物质的风险评估及实况调查

的法律依据，并规定了农水产品安全性检验机构指定的有效期以及重新指定的有效期。

安全性检验机构的指定有效期是自指定日起 3 年有效，1 年内只能延长 1 次有效期。在指定有效期届满

后仍要继续该业务者需在有效期届满前重新被指定。

越南发布食品添加剂管理与使用通知草案
海关总署

2018 年 6 月 7 日，越南卫生部食品管理局发布 G/TBT/N/VNM/129 通报，发布食品添加剂管理与使

用通知草案，该通知草案根据食品法典标准 Codex stan 192-1995 (2017)，制定管制食品添加剂的管理

和使用，包括许可食品添加剂清单和在食品中的最高限量。该通知草案适用于生产、交易和进口食品添加

剂及在越南流通的包含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组织和个人及相关机构、组织和个人。该通知草案将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生效。

英国水域贻贝广泛残存微塑料污染
新华网

英国赫尔大学 8 日公布一项研究结果说，在英国沿海及多家超市的贻贝中均发现了塑料微粒或其他残留

物。由于这类海产品在餐桌上较为常见，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赫尔大学和布鲁内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英国海岸周边 8 处地点以及 8 家不同超市中采集了这些贻贝。研

究人员在所有样本中都发现了残留物，其中约 50% 是塑料微粒，其余大部分是人造丝、棉等织物。超市售

卖的贻贝大多已被煮熟或冷冻，比新鲜贻贝含更多塑料微粒。

海洋中的微塑料是一种粒径很小的塑料微粒以及纺织纤维，被称为“海洋中的ＰＭ 2.5”。贻贝进食是

利用身体过滤海水中的微生物，很容易把塑料微粒或其他人造残留物吸入体内。

参与研究的赫尔大学教授珍妮特·罗切尔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微塑料已对海洋生态环境构成污染。

这些废弃物进入食物链后，又会流回人类餐桌，危害人体健康。

南非政府计划成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商务部

据南非每日商报网站 6 月 8 日报道，南非贸工部、卫生部、农林渔业部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管理委员会正

着手筹备建立南非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李斯特菌疫情的爆发充分暴露出南非政府对食品安全管理的漏洞，

也促使南非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了对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的重视程度。南非贸工部有关调查表明，李斯特菌

疫情导致南非肉类加工食品的市场需求下降 75%，猪肉冷冻食品的市场需求下降 50%，猪肉生产商利润率

下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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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我国 2 家出口企业相关产品实施
自动扣留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99-19 06/22/2018 广东
Va Kei Agricultural 
Commoities Processing Co.

五灵脂（Trogopterus Xanthipes 
Milne Edwards,'Wu (Flying 
Squirrel Feces)）

疑似检出沙门氏菌

99-38 06/22/2018 广东
Foshan Shunde Hai-
Ding Aquatic Rresources 
Foodstuff Co., Ltd

水浸金枪鱼块肉罐头 过程控制不当

2018 年 6 月 22 日，美国 FDA 网站更新了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其中，对我国 2 家企业的

相关产品实施了自动扣留，详情如下：

海关总署

美国因兽药问题拒绝多批次福建水产品
进口

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网

近日，美国 FDA 发布 2018 年 5 月我国输美产品被拒绝进口情况：福建有 19 批次产品被拒绝进口。其中，

有 17 批次为水产品（15 批次为鳗鱼，2 批次为黄鱼），被拒绝进口的原因均为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在此提醒出口企业，注意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问题。2018 年 5 月福建输美产品被 FDA 拒绝进口情况具体如下：

预警号 产品 产品代码 拒绝进口原因 拒绝进口日期
FDA 是否取

样检测
FDA 是否收到过
第三方检测报告

K64-3026267-
0/1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4 否 否

K64-3026267-
0/2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4 否 否

K64-3026267-
0/3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4 否 否

K64-1050378-
8/1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7 否 否

K64-1050378-
8/2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7 否 否

K64-1050377-
0/1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7 否 否

K64-1050377-
0/2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7 否 否

K64-1050377-
0/3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7 否 否

64-1050377-
0/4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17 否 否

64-3026519-
4/1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5 否 否

K64-3026519-
4/2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5 否 否

K64-3026519-
4/3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5 否 否

K64-3026519-
4/4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5 否 否

K64-3026519-
4/5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5 否 否

K64-3026519-
4/61/1

鳗鱼 16IVT15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5 否 否

316-2324423-
8/81/1

黄鱼 16AGD13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9 否 否

316-2324423-
8/91/1

黄鱼 16AGD13
产品中含有新兽药或其转化产物，
根据 512 部分的规定，不安全。

2018/5/29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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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法国一批受大肠杆菌污染的
牡蛎销往中国

中国新闻网

据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官方微博消息，海关总署 19 日发布关于对法国牡蛎加强进境检疫查验的警示通

报，通报称，近日，法国一批出口牡蛎受到大肠杆菌污染，目前虽已采取召回措施，但仍有部分问题牡蛎已

经销往中国、丹麦等国。通报预警措施，要求对进境的法国牡蛎采取批批检疫查验，发现不合格的，立即采

取退运或销毁措施，防止流入市场。

海关总署警示通报称，近日，法国通过欧盟食品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一批出口牡蛎受到

大肠杆菌污染，目前虽已采取召回措施，但仍有部分问题牡蛎已经销往中国、丹麦等国。

为防止问题牡蛎对消费者健康产生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布本警示通报。涉及产品为牡蛎（HS 编码 0307119000），涉及国家 / 地区是法国。

警示通报发布预警措施，要求对进境的法国牡蛎采取批批检疫查验，发现不合格的，立即采取退运或销

毁措施，防止流入市场；密切关注法国牡蛎不合格检出情况，做好信息收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报送动植司。

最新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正式出版

浙江省 TBT

随着全球超过二百种疾病正在通过食物链传播，很明显，安全可持续的食物生产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挑战

之一。食品贸易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食品安全的复杂程度，2017 年 7 月，对此，ISO 发布了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草案（DIS），并于今年 6 月发布了 ISO 22000：2018 正式版。

食品安全是指对从生产现场到消费点食源性危害的预防、消除和控制。由于食品安全危害可能渗入到这

些过程的任何阶段，因此食品供应链中的每个公司都必须实施适当的危害控制。事实上，食品安全只能通过

政府、生产者、零售商和最终消费者等各方的共同努力来维持。

针对食品和饲料工业中的所有组织，无论大小或部门差异，ISO 22000 ∶ 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

食品链中任何组织的要求，将食品安全管理转化为持续改进的过程都需要通过帮助识别、预防和减少食物和

饲料链中的食源性危害等预防性的方法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新版本为全球已有数千家已经使用该标准的公司带来了清晰的理解。其最新改进包括：

（1）采用所有 ISO 管理系统标准中常见的高级结构，使组织在给定的时间内更容易将 ISO 22000 与

其他管理系统（如 ISO 9001 或 ISO 14001）结合起来。

（2）一种新的风险方法——作为食品行业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区分了管理系统中操作层面和经营

层面的风险。

（3）与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为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指南的联合国食品集团有着强有力的联系。

新标准结合交互式通信、系统管理、必备方案（PRPS）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的原理

等关键要素，提供了食品安全危害的动态控制。

ISO22000 标准制定者的 ISO/TC 34/SC17，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技术委员会主席 JacobFaergemand

说：“为了满足市场对食品安全的需要，ISO 22000 是由消费者、咨询组、行业和研究人员等参与食品安

全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创建的。当 ISO 22000 的用户开发食品安全管理系统时，你要确保市场的需求得到满足。

ISO22000：2018 将取消和取代 ISO22000：2005。认证的组织有三年的时间从出版日期过渡到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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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渔业机构拟设立海参认证系统，
旨在打击非法捕捞

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据 SeafoodNews 6 月 15 日报道：日本海参一直被视为“暴利”产品，导致非法捕捞海参出口贸易横行，

为此，日本渔业机构计划在本国内推出海参捕捞认证系统。日本海参主要产自北海道最北端和东北部的青森

县，日本海参备受海外市场欢迎。

新的系统有望于 2020 年引入使用。根据国际规则的捕捞认证系统已经用于蓝鳍金枪鱼及其他鱼类的捕

捞，但海参捕捞认证是由日本首创的原始系统。

2017 年日本出口海参收益 210 亿日元，是继扇贝和鲭鱼的第三大出口产品。海参贸易经常在渔民和

加工商之间直接进行。日本海参经过干燥处理后主要出口至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每公斤干海参价格

28000 日元。

渔业机构希望通过新系统消除非法捕捞。根据现行法律，警方需当场抓获海参偷猎者，才能制裁。在人

手短缺和非法捕捞日趋猖獗的情况下，警方很难逮捕偷猎者。2015 年警方在青森县发现一起涉及 1.9 亿日

元的非法捕捞案件。

俄罗斯对我国 2 家企业的相关产品实施
强化实验室检测措施

海关总署

2018 年 6 月 4 日，俄罗斯联邦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网站发布指令（№ ФC-AP-7/2589-7），从

2018 年 6 月 4 日起，对我国 1 家企业的相关产品实施强化实验室检测措施。

2018 年 6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网站发布指令（№ ФC-AP-7/2609-7），从

2018 年 6 月 27 日起，对我国 1 家企业的相关产品实施强化实验室检测措施。

详情如下：

发布日期 企业代码及名称 产品类型 强化检测项目 

2018-06-04 № 3700/02A89 Shandong Longkou Xinlong 

Foodstuff Co., Ltd.

干鱿鱼 酵母菌和霉菌

2018-06-27 № 3500/02210 Fujian Sanduao Foods Co., Ltd. 冷冻鱿鱼、油甘鱼 汞 

澳大利亚修订“用于实验室分析或感官
评估的含虾货物的进口条件”

日前，澳大利亚农业水利资源部（DAWR）发布新修订的“用于实验室分析或感官评估的含虾货物的

进口条件”。

考虑到将含虾的货物进口到澳大利亚进行实验室分析或感官评估具高生物安全风险，虾携带的多种疾病

（包括但不限于白斑综合征病毒和黄头病毒）的风险会对澳大利亚的水产养殖业和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因此

修订了用于实验室分析或感官评估含虾货物的进口条件，以根据适当的动物卫生保护水平（ALOP）管理生

物安全风险。修订内容包括每批含虾货物的总重量不得超过 10 公斤、虾样品不得用于分离或培养微生物等。

该修订规定立即生效，自 2018 年 5 月 2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实施。

中国食品安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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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安全

关于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 聚氧丙烯甘油醚》（GB 
1886.297-2018）等 27 项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公告(2018年 第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

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聚氧丙烯甘油醚》（GB 1886.297-2018）等 27 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GB 1886.29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聚氧丙烯甘油醚

GB 1886.298-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聚氧丙烯氧化乙烯甘油醚

GB 1886.299-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冰结构蛋白

GB 1886.300-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离子交换树脂

GB 1886.301-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半乳甘露聚糖

GB 1903.28-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硒蛋白

GB 1903.29-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葡萄糖酸镁

GB 1903.31-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 A）

GB 1903.32-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D- 泛酸钠

GB 1903.3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氯化锌

GB 1903.35-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乙酸锌

GB 1903.3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氯化胆碱

GB 1903.3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柠檬酸铁

GB 1903.38-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琥珀酸亚铁

GB 1903.39-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海藻碘

GB 1903.41-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葡萄糖酸钾

GB 271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 2719-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

GB 853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 8953-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生产卫生规范

GB 1930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规范

GB 25595-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GB 3164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合调味料

GB 31645-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

GB 3164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

GB 3164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以上标准文本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http://www.nhfpc.gov.cn）或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网站（http://www.cfsa.net.cn）查阅下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 年 6 月 21 日

国家食品安全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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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食品安全办通知要求：继续做好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

6月27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继续做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的通知 》（简称通知）

下发，要求各地有关部门继续做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去年 7 月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

按照《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等 9 部门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的通知》要求，积

极推进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更好净化消费环境，整治工作将延至 2018 年底，

分为持续推进（6—8 月）、抽查检查（9—10 月）、总结评议（11 月）三个阶段。

《通知》要求，要在前期整治工作基础上，及时对实施方案作相应调整，确保各项任务要求予以落实。

突出整治重点。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整治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严厉查处虚假

标识标签和虚假广告，以及以健康养生讲座、专家热线等形式进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要重点治理利

用网络、会议、电视、广播、电话和报刊等方式违法违规营销问题。要加大对第三方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

第三方平台经营者严格落实审查、登记、检查、报告等管理责任。要加大对涉嫌非法添加、非法声称功效产

品的抽样检验，及时依法核查处置。要认真梳理总结整治工作经验，创新监管方式方法，研究探索建立综合

治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长效机制。要加大信用监管，探索完善失信企业信息共享机制，加强

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推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强化案件查办。要全面畅通信息收集渠道，提升案件线索发现能力。要集中力量查办案件，做到证据确

凿、程序合法、处罚到位，着力查处一批有影响的案件，严格依法处罚到人。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涉案

食品并依法处置，监督企业依法停止销售、及时召回，防止再次流入市场。要追溯涉案食品生产源头，查清

销售流向，涉及其他地区要及时通报，进行全链条打击。要加强案件督查协办、区域执法协作和部门联合行动，

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构成犯罪的大要案件，要强化专案攻坚，全环节查明犯

罪事实，坚决摧毁犯罪全链条，必要时由上级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挂牌督办。

深化宣传引导。要将信息公开与整治各项工作同筹划、同部署、同推进，检查、抽检、处罚、案件等信

息要及时向社会公开。要组织编写通俗易懂的科普材料，广泛深入开展科普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特别是新

媒体力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和消费者组织的作用，增强生产经营者守法意识，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大对整治工作的督促检查力度，每月 5 日前向全国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

送上月整治工作信息，并附 3 个以上可以公开的典型案例。重要信息和重大案件查处情况要随时报送。各省

（区、市）和各有关部门整治工作总结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前报送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八部门联合开展 2018 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行动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海关

总署、网信办、邮政局决定于今年 5-11 月联合开展 2018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其中，将

加大对包括医疗、药品、食品、保健食品等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重点热点领域执法力度。具

体有以下五个方面重点开展：

一是督促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加强对协议客户资格审查。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严厉查处伪造企业名称、

冒用其他企业名称的非法主体网站和无证经营、缺乏资质经营。

二是严惩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伪造产地、厂名、质量标志，篡改生产日期，在网售商

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等违法行为。以高知名度商标、地

理标志、涉外商标、老字号注册商标为重点，从严从重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加强婴幼儿辅食等重点食

品监管，严厉查处网络销售假劣食品、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是严厉打击通过组织恶意注册、虚假交易、虚假评价、合谋寄递空包裹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

据人民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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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从严处罚限制、排斥平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与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

组织的促销活动等行为。

四是加大对包括医疗、药品、食品、保健食品等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重点热点领域执法

力度。严禁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商品标价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

五是规范网络合同格式条款，严厉打击其他网络违法违规行为。督促网络交易平台完善与平台内经营者、

消费者之间的格式合同，修正不公平格式条款，采用显著方式提请合同相对人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

式条款。认真及时查处混淆“定金”与“订金”、不依法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自行解释“商品完好”

以及在线旅游等网络服务交易平台经营者采用订金不退、增加限退条件等方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加大对未经同意收集、使用，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的处罚力度。依法打击惩

处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利用网络销售禁售物

品和烟草制品、以及未备案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等。

浙江省食品保健食品销售欺诈整治行动
新闻发布会在杭召开

6 月 20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浙江省食品保健食品销售欺诈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省政府新闻办副主任骆莉莉主持，省食安办专职副主任、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

长卢永福，省公安厅副巡视员何建军，杭州海关（原浙江检验检疫局）副局长陈孟裕，省局各相关处室负责

人参加发布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浙江卫视等 30 余家中央、省市媒体到会报道。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根据国务院食安办等九部门的统一部署，从 2017 年 7 月开始，省食安办等十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全

省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行动，整治行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此次整治行动是我省近年来参与部门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食品安全专项行动，

整治行动着力聚焦非法添加、非法营销、虚假标识、虚假广告宣传等突出问题。通过“联动协作成合力、扫

雷拔钉除隐患、严查重处办大案、公开信息促共治”等做法取得良好成效。

发布会上，媒体记者就网络销售食品保健食品存在的问题及采取哪些措施进行监管、食品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难根治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提问。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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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有毒赤潮来袭 近期贝类海鲜需
慎食

海峡导报

近期，根据福建省赤潮灾害监视监测网报告，福建连江和石狮海域发生两起有毒赤潮。厦门市疾控中心

提醒，赤潮高发期为确保食品安全，广大市民应提高警惕，尽量避免购买来自赤潮地区的贝类等海产品。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赤潮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

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赤潮分有毒和无毒赤潮，有毒赤潮的赤潮生物会分泌

赤潮毒素，其中麻痹性贝毒是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的一类毒素。

当有毒赤潮爆发的时候，海水中存在大量的有毒海藻，贝类（贻贝、牡蛎等）、螺类等摄食该类有毒海

藻，会在体内富集更多的海藻毒素，其中织纹螺尤其容易富集海藻毒素，所以毒性也最高。若人们食用了在

有毒赤潮期间捕获的贝类、螺类，中毒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贝类海藻毒素在高温和酸性环境中稳定，通常的烹调方法不能将其破坏，人进食后，可

能发生唇、舌、指尖、腿、颈麻木，运动失调等食物中毒症状，潜伏期一般为数分钟至数小时。染毒贝类不

能通过外观与味道的新鲜程度来加以分辨；不食用织纹螺；不捡食死贝和死鱼。当食用贝类时应尽量去除内脏，

一旦误食出现中毒症状，应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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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
流通

2018 年 5 月浙江省水海产品
进出口情况

2018 年 5 月浙江省水海产品出口总量 41,055.63 吨，同比减少 1.83%，出口金额

19,578.39 万美元，同比增长 22.44%；进口总量 12,103.75 吨，同比下降 29.57%，进口

金额 3,321.86 万美元，同比下降 19.74%。

1、本月浙江省水产品出口情况

分类
本期 上年同期 同比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 金额
海水鱼 19,028.68 7,212.92 21,158.41 5,775.93 -10.07% 24.88%
海水虾 2,680.66 2,317.02 2,825.17 2,074.91 -5.12% 11.67%
海水蟹 861.98 362.44 548.71 158.32 57.09% 128.92%
海水贝 189.49 50.02 112.36 30.46 68.65% 64.23%
头足类 8,311.77 4,569.66 7,701.35 3,671.78 7.93% 24.45%

淡水产品 734.87 1,332.60 546.11 1,110.32 34.57% 20.02%
其它 9,248.17 3,733.72 8,929.53 3,168.35 3.57% 17.84%
合计 41,055.63 19,578.39 41,821.64 15,990.07 -1.83% 22.44%

数据来源 : 浙江海关

2、本月浙江省水产品出口主要国家情况

国家 / 地区
本期 上年同期 同比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 金额
韩国 4,370.82 1,716.27 3,838.94 1,437.81 13.85% 19.37%
日本 7,310.32 5,187.26 7,426.67 4,908.81 -1.57% 5.67%
欧盟 9,251.61 4,663.72 6,218.49 2,874.27 48.78% 62.26%
美国 3,061.14 1,331.73 2,287.25 918.03 33.83% 45.06%
泰国 2,241.47 843.17 1,887.90 639.57 18.73% 31.84%

俄罗斯联邦 2,116.67 897.60 1,910.56 675.45 10.79% 32.89%
其它国家、地区 12,703.59 4,938.64 18,251.82 4,536.12 -30.40% 8.87%

合计 41,055.63 19,578.39 41,821.64 15,990.07 -1.83% 22.44%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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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 浙江海关

3、本月浙江省水产品进口情况

分类
本期 上年同期 同比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 金额
海水鱼 6,356.08 1,058.62 11,247.52 2,146.67 -43.49% -50.69%
海水虾 1,197.85 811.93 789.64 476.48 51.70% 70.40%
海水蟹 23.41 12.70 161.77 334.99 -85.53% -96.21%
海水贝 119.13 82.69 26.46 26.90 350.20% 207.37%
头足类 2,098.97 639.83 2,881.82 496.09 -27.17% 28.98%

淡水产品 366.36 99.49 85.95 18.08 326.24% 450.16%
其它 1,941.95 616.59 1,993.42 639.82 -2.58% -3.63%
合计 12,103.75 3,321.86 17,186.58 4,139.04 -29.57% -19.74%

数据来源 : 浙江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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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年度各月进出口走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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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浙江省水产品价格
行情分析

根据对我省 10 家水产品交易市场的 299 个不同品种、规格的水产品价格信息的采集和分析，2018 年

6 月每公斤水产品价格（均价），与上月、上年对比情况分析如下：

一、与上月相比

与上月相比，本月价位持平的有 129 个品种（或规格），占 43.14%；价位上涨的有 92 个品种（或规格），

占 30.77%；价位下降的有 78 个品种（或规格），占 26.09%。最高涨幅 33.00%，最高降幅 50.00%。

本月环比指数为 1.0028，与上月比较，总体价位上升 0.28%。

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上升的品种主要有：养殖大黄鱼、舌鳎鱼、虾蛄、鹰爪虾等。如：宁波江东市场养

殖大黄鱼 [200+]，上月均价为 27.14 元 /kg，本月均价为 30.00 元 /kg，涨幅 10.53%；宁波江东市场舌鳎

鱼 [MIX]，上月均价为 32.86 元 /kg，本月均价为 35.71 元 /kg，涨幅 8.70%；杭州新农都水产批发市场虾

蛄 [MIX]，上月均价为 111.50 元 /kg，本月均价为 132.50 元 /kg，涨幅 18.83%；台州市华东水产批发市

场鹰爪虾 [60/80]，上月均价为 42.57 元 /kg，本月均价为 45.78 元 /kg，涨幅 7.53%。

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下降的品种主要有：南美白对虾、基围虾等。如：浙福边贸水产城南美白对虾 [31/24]，

上月均价为 81.88 元 /kg，本月均价为 67.78 元 /kg，降幅 17.22%；慈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基围虾 [10-30]，

上月均价为 267.14 元 /kg，本月均价为 166.88 元 /kg，降幅 37.53%。

二、与上年相比

与上年相比，本月价位持平的有 44 个品种（或规格），占 14.72%；价位上涨的有 135 个品种（或规格），

占 45.15%；价位下降的有 120 个品种（或规格），占 40.13%。最高涨幅 80.00%，最高降幅 48.15%。

本月同比指数为 1.0865，与上年比较，总体价位上升 8.65%。

本月价格与上年相比上升的品种主要有：墨鱼、虾皮、墨鱼干、虾蛄、章鱼、南美白对虾、甲鱼等。如：

浙福边贸水产城墨鱼 [MIX]，上月均价为 39.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42.00 元 /kg，涨幅 7.69%；瑞安水产

城虾皮 []，上月均价为 60.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66.00 元 /kg，涨幅 10.00%；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墨鱼

干 [MIX]，上月均价为 160.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180.00 元 /kg，涨幅 12.50%；浙福边贸水产城虾蛄 [ 活 ]，

上月均价为 82.86 元 /kg，本月均价为 123.33 元 /kg，涨幅 48.85%；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章鱼 [0-150]，

上月均价为 20.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30.00 元 /kg，涨幅 50.00%；浙福边贸水产城南美白对虾 [21/25]，

上月均价为 74.29 元 /kg，本月均价为 87.78 元 /kg，涨幅 18.16%；杭州新农都水产批发市场甲鱼 [MIX]，

上月均价为 56.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81.00 元 /kg，涨幅 44.64%。

本月价格与上年相比下降的品种主要有：鳓鱼、梅童鱼、草鱼、鲈鱼等。如：台州市华东水产批发市场

鳓鱼 [250-400]，上月均价为 36.38 元 /kg，本月均价为 24.00 元 /kg，降幅 34.02%；松门水产品批发市

场梅童鱼 [MIX]，上月均价为 50.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40.00 元 /kg，降幅 20.00%；杭州新农都水产批

发市场草鱼 [1000-1500]，上月均价为 16.66 元 /kg，本月均价为 12.60 元 /kg，降幅 24.36%；杭州新农

都水产批发市场鲈鱼 [250-500]，上月均价为 36.57 元 /kg，本月均价为 28.00 元 /kg，降幅 23.44%。

三、行情分析

本月环比指数 1.0028，与上月比较，总体价位上升 0.28%；同比指数 1.0865，与上年比较，总体价

位上升 8.65%。

市场价格指数为 1.11，即本月行情高于市场基准平均价格。

注：市场价格指数 = 市场当前平均价格 / 市场基准平均价格（“市场基准平均价格”为近 24 个月各市
场所有产品的平均价格，本次推算出该数值为 78.64。）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年份 月份 均价 指数

2016 年

7 月 76.09 0.97
8 月 69.60 0.89
9 月 67.29 0.86

10 月 66.54 0.85
11 月 70.30 0.89
12 月 74.22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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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市场价格指数走势如下：

本月内价格走势如下图：

2017 年

1 月 87.01 1.11
2 月 83.34 1.06
3 月 79.19 1.01
4 月 78.41 1.00
5 月 83.85 1.07
6 月 81.08 1.03
7 月 79.33 1.01
8 月 72.62 0.92
9 月 68.37 0.87

10 月 69.65 0.89
11 月 70.56 0.90
12 月 77.22 0.98

2018 年

1 月 84.49 1.07
2 月 99.60 1.27
3 月 87.26 1.11
4 月 84.56 1.08
5 月 87.23 1.11
6 月 87.6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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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内市场 2018 年 5 月份价格
行情分析

中国舟山国际水产城 2018 年 5 月行情分析
舟山国际水产城 2018 年 5 月实现水产品交易量 6020 吨，交易额 17787 万元。本月水产品月价格指

数为 185.75 点，环比上升 16.78 点，上升幅度为 9.03%。本月起各大海域全面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受

休渔影响，市场本月交易额与交易量环比和同比大幅减少，水产品交易正式开启以冰冻类水产品交易为主的

交易局面。具体原因和交易情况如下：

本月随着我市 5526 艘渔船全部进港休渔，今年的伏季休渔正式开启。受此影响，市场范围内的海产品

上市量与前期相比大幅减少，价格则呈现上涨趋势。但受大众饮食习惯的影响，市场内水产品的消费需求并

未减弱，渔货供应仍有保障。从交易大厅了解到：本月市场主要交易的冰冻类水产品以冻鲳鱼、冻带鱼、冻

马鲛鱼、冻梅鱼、冻龙利鱼、冻鳓鱼、冻蟹、冻虾为主，交易种类丰富，市场供应充足。

由于本月起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市场内主要交易的水产品以冰冻类水产品为主。以下是本月市场监测

的部分主要冰冻类水产品的平均交易价格：其中，冻安康鱼价格为 4-8 元 / 斤；冻虾卖到 15-25 元 / 斤；

冻鲳鱼的价格为 25-35/ 斤；冻带鱼价格为 15-21 元 / 斤；冻马鲛鱼价格在 12-16 元 / 斤；冻鱿鱼价格为

16-26 元 / 斤。

自去年正式推出实行史上最严格的禁渔措施以来，东海渔场渔业资源保护初显成效。随着今年休渔期渔

场修复振兴暨“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的继续深入执行，市场紧密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伏休期“海上打、港口查、

市场禁”的伏休联合执法行动，市场内严厉打击休渔期“幼鱼”和非法渔获物捕捞、购销、加工等违法行为，

全面提高惩戒效果，营造有违必查、执法必严的高压严管态势。

下月起，考虑到东黄海仍处于国家规定的伏季休渔期，冰冻类水产品将继续成为市场水产品交易的主要

组成部分。因此，预计下月市场内的水产品交易将继续以冰冻类水产品为主，同时也会有部分养殖类和进口

类水产品进场销售。除此之外，东海的淡菜也将会在后续大量上市，养殖虾类水产品可能会受下月气温进一

步上升等因素影响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落空间，而水产品总体成交价格较本月的价格趋势来说波动应该不

会很大。

（刘凯嘉）

浙福边贸（苍南）水产城 2018 年 5 月行情分析
浙福边贸水产城（苍南）2018 年五月份水产交易情况分析 浙福边贸水产城五月份水产交易总额为

18100 万元，交易总产量为 10400 吨。跟去年同比交易额、交易量略有微涨。

自去年浙江省推出史上最严格的禁渔措施以来，我市场海捕类主要来自台湾地区、韩国、朝鲜、东南亚

等国家与地区，在去年的基础上扩大进口海产品的市场份额，所以今年的涨幅主要来自进口海捕类的多元化，

而我市场的海捕价格信息也是以进口类的价格为住。

其次也增加了淡水的销售品种，其中小龙虾、淡水鳗鱼、甲鱼、桂鱼等淡水类产品的销售。特别是小龙

虾的销售今年的量在去年的基础上有了稳步上升，随着今年我们国家持更加开放的贸易制度，因此国外农产

品的进口更加简单、快捷，价格也更加便宜，有效的补充了我国海域伏季休渔期间对海捕类产品的巨大需求，

给东海的休养生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也为我市场在休渔期间不休市提供了契机。

以下信息员小陈整理出 2017 年 5 月与 2017 年 5 月的海捕类价格同比以供大家参考：

品种 规格 2017 年 5 月均价（公斤） 2018 年 5 月均价（公斤） 涨跌比率

银鲳

150 克下 85 元 75 元 --11.7%
150 克 -250 克 160 元 150 元 --6.25%
250 克 -400 克 260 元 260 元 +0.00%

400 克上 330 元 330 元 +0.00%
乌鲳 400 克上 230 元 240 元 +4.3%

海鳗
1000 克 -1500 克（公） 42 元 42 元 +0.00%

1500 克上（公） 46 元 46 元 +0.00%

带鱼

通货 56 元 56 元 +0.00%
500 克上 75 元 75 元 +0.00%

350 克 -500 克 60 元 60 元 +0.00%
200 克 -350 克 50 元 50 元 +0.00%

200 克下 19 元 19 元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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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鱼
50 克左右 60 元 50 元 --16.6%

100 上 160 元 120 元 --25%

梭子蟹
一级蟹 210 元 270 元 +28.6%
二级蟹 80 元 110 元 +37.5%

免鱼

500 克下 50 元 60 元 +20%
500 克 -1000 克 80 元 100 元 +33.3%

1000 克 -2500 克 100 元 135 元 +35%
2500 克 -4000 克 130 元 200 元 +54%

4000 克上 160 元 240 元 +50%

马鲛鱼

250 克 -500 克 30 元 30 元 +0.00%
500 克 -1000 克 45 元 45 元 +0.00%

1000 克 -2000 克 50 元 50 元 +0.00%
2000 克上 60 元 60 元 +0.00%

黄姑鱼
450 克上 230 元 230 元 +0.00%

350 克 -450 克 180 元 180 元 +0.00%

野生大黄鱼

150 克下 350 元 300 元 --16.6%
150 克 -250 克 700 元 480 元 --31%
250 克 -350 克 1150 元 780 元 --32%
350 克 -450 克 1500 元 1000 元 --33.3%
450 克 -550 克 1800 元 1200 元 --33.3%

龙头鱼 通货 60 元 45 元 --25%

（陈良珠）

浙江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 2018 年 5 月行情分析
休渔期间 冷冻水产品需求回暖 整体价格行情平稳

浙江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 2018 年 5 月份水产品总交易量为 8770 吨，同比下降 60.09%，环比下降

14.94%；总交易额为 25016.2 万元，同比下降 56.49%，环比下降 6.75%。

一、原因分析

一年一度的伏季休渔期从 5 月 1 日开始以来，市场上冰鲜海捕鱼已难觅踪影，休渔期间，各水产经销商

前期储备的冷冻水产品成了市场主要的供给力，再加上海产干品、贝类等其它一些养殖水产品的上市在一定

程度上填补了伏休期间冰鲜市场的供应缺口。

二、价格走势

从冷冻水产品的交易情况来看：本月随着伏季休渔期到来，往日稍显冷清的冻品交易区已开始逐渐回暖，

冷冻水产品的市场占比也从休渔前的 10-15% 增长到了 50%，各式品种多样的冷冻鱼、冻虾、冻墨鱼、冻

鱿鱼等等其它一些进口冷冻水产品数量都十分丰厚，市场走货较快。另外在价格方面也基本上都保持平稳，

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目前冷冻水产品供货充足，预计后期价格走向还将继续以平稳的走势为主。

从海产干品的交易情况来看：本月海产干品价格总体上呈稳中略涨的态势，市场走货较好。面对近几年

海资源普遍减少和环保因素的影响，今年多数海产干品货源明显减少，价格整体上来说涨幅较大，其中：虾

皮、虾米、鱿鱼干和墨鱼干每公斤价格均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0 元左右。但相反，今年养殖对虾干产量大增，

价格从去年的每公斤 120 元降到 110 元，降幅较为明显。休渔期间消费者对海产干品需求会逐渐增加，预

计后期价格走向仍将会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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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称 增减 产品规格
18 年 5 月均

价（元 / 公斤）
18 年 4 月均

价（元 / 公斤）
17 年 5 月均

价（元 / 公斤）
环比涨跌 同比涨跌

带鱼 350 ≤冻条重＜ 500 32.00 32.00 30.00 持平 6.67%
带鱼 200 ≤冻条重＜ 350 24.00 24.00 24.00 持平 持平
银鲳 250 ≤冻条重＜ 400 100.00 100.00 100.00 持平 持平
银鲳 150 ≤冻条重＜ 250 60.00 60.00 70.00 持平 -14.29%

马鲛鱼 250 ≤冻条重＜ 400 20.00 20.00 18.00 持平 11.11%
冷冻鳓鱼 250 ≤冻条重＜ 400 12.00 12.00 10.00 持平 20%
鱿鱼干 ↓ / 100.00 100.00 74.84 持平 33.62%
墨鱼干 ↓ / 180.00 180.00 160.00 持平 12.50%
对虾干 ↑ 每 500 克 17-20 只 110.00 110.00 120.00 持平 -8.33%
紫菜 / 110.00 110.00 110.00 持平 持平
虾皮 ↓ / 110.00 110.00 80.00 持平 37.5%
虾米 ↓ / 150.00 150.00 130.00 持平 15.38%

白梅干 / 26.00 26.00 26.97 持平 -3.60%
黄鱼鲞 / 30.00 30.00 30.00 持平 持平
鳗鲞 小 24.00 24.00 24.00 持平 持平
鳗鲞 大 40.00 40.00 40.00 持平 持平
蛏 统货 26.00 26.00 26.00 持平 持平

青蛤 统货 26.00 26.00 26.00 持平 持平
毛蚶 统货 26.00 26.00 26.00 持平 持平

三、趋势预测

预计下月伏季休渔期间市场交易仍将以冷冻水产品和海产干品销售为主，整体价格行情波动应该不会太

大。

（朱珺珺）

湖州菱湖陈塔水产品批发市场 2018 年 5 月行情分析
2018 年 5 月份水产品总交易量为 592.32 吨，总交易额为 1654.9 万元，较上月减少 123.32 吨，今

年 5 月份淡水产品交易量因市场分流较大，大部份淡水鱼经理人直接去鱼塘上拉货，所以比上月有所减少，

价格与上月同比除黑鱼外比较平稳，如大宗水产品草鱼、鲤鱼分别跌 1%、8%，鳙鱼、白鲢、鲫鱼、青鱼

涨 2%、7%、5%，名特优产品中环比下跌的有白鱼、鳊鱼、加州鲈鱼、黄鳝分别跌 4%、1%、2%、2%，

黑鱼较上月继续涨 7%，黄颡鱼、鳜鱼比上月微涨 3%、4%。

（孙建华）

此外，本月大量上市的贝类也填补了一部分的市场需求，螠蛏、青蛤、毛蚶等种类丰富的贝类小海鲜都

颇受广大市民喜爱，价格也基本维持不变。

主要品种价格涨跌表：

日本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水产品
6 月 15 日～ 6 月 21 日市况

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　筑地市场　水产农产品课

2018 年 6 月第 3 周 (6 月 15 日～ 6 月 21 日） 上年同期 （6 月 16 日～ 6 月 22 日）

1. 分商品经营情况 

译自·日本渔业网 18.6.29

总经营数量 冰鲜鱼类 冷冻鱼类 盐干加工品
　一天平均经营数量 （吨） 1316 637 268 411

　上　周　比 （%） 103 106 96 104
　上　年　同　期　比 （%） 96 95 10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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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品种经营情况

品名
一天平均上市数量（吨）

主产地 品相
批发价格（㎏／日元）及中间价比较

本周主
规格

上市数
量

上周比 増减
上年同
期比

増减 高价 中间价 低价 上周比
上年同
期比

（规
格）

金枪鱼 81.8 144 ↑ 135 ↑
各地 冰鲜 8640 2104 1080 93 120
海外 冰鲜 5400 2780 2268 97 107

大眼金
枪鱼

53.9 88 ↓ 74 ↓ 各地 * 冷冻 3240 1111 864 100 92

竹荚鱼 56.9 77 ↓ 94 ↓

长崎等 中 1188 616 216 133 110
180-
250g/

尾

富山等 中小 756 410 324 127 115
100-
110g/

尾

鲐鱼 34.3 121 ↑ 131 ↑ 千叶等 － 864 389 216 96 81
8-10

尾 /5kg

沙丁鱼 45.1 111 ↑ 81 ↓ 千叶等 － 1080 378 162 100 165
120g/

尾

鱿鱼 17.1 169 ↑ 67 ↓ 石川等 － 1296 778 432 89 137
25 尾
/5kg

冷冻鱿
鱼

4.0 98 ↓ 138 ↑ 各地 － 1013 － 743 － －

秋刀鱼 3.2 110 ↑ 52 ↓ 各地 解冻 864 － 540 － －

鲽鱼 13.5 91 ↓ 77 ↓

北海道 702 - 324 - －
青森等 756 540 378 125 －
北海道 972 783 540 97 -
北海道 648 - 324 － －

幼魳鱼 11.4 106 ↑ 102 ↑ 爱媛等 1026 972 918 100 100
5-6kg/

尾

盐藏鲑
鱼

23.2 141 ↑ 108 ↑
北海道 2700 1879 864 193 174
北海道 1,404 1188 1080 100 208

鳕鱼类 6.1 97 ↓ 127 ↑
岩手等 冰鲜 864 - 756 106 -

4-5kg/
尾

宮城 1,080 - 864 - －
4-7 枚
尾 /5kg

鲣鱼 28.5 99 ↓ 55 ↓ 千叶等 － 2700 626 216 118 126 2kg/ 尾

金眼鲷 7.3 78 ↓ 80 ↓ 东京等 － 8640 2311 1080 116 120
0.5-

1.5kg/
尾

3. 筑地市场最近一周概况

本周 20 日（星期三）休市营业 5 天。本周冰鲜鱼类的经营数量与上周相比增加了 6%。从一般冰鲜鱼

为中心的交易情况看， 15 日（星期五）进入周末，交易人气一般。鲣鱼价格较为坚挺，竹荚鱼和沙丁鱼价

格下跌了 1-2 成，整体行情小幅下跌。16 日（星期六）休市之前，因为下雨购买人气较弱。鲣鱼价格呈弱

稳定状态，沙丁鱼价格上涨了 2 成，竹荚鱼和鱿鱼价格比较稳定，整体价格行情较为稳定。18 日（星期一）

一周开市日交易人气略微上涨。鱿鱼价格下跌了 3 成，竹荚鱼和鲣鱼价格上涨了 2-4 成，沙丁鱼价格也比

较坚挺，整体行情坚挺。19 日（星期二）尽管是休市之前交易状况一般。鰤鱼价格下跌了 2-3 成的情况下，

沙丁鱼，竹荚鱼和鱿鱼价格也下跌了 1-2 成。整体价格行情小幅下跌。21 日（星期四）开市日进货增加购

买人气依然较弱。竹荚鱼和鲐鱼价格下跌了 2-4 成，鱿鱼价格也下跌了 1 成，整体行情持续下跌状。

从主要冰鲜鱼类分品种的情况看，竹荚鱼中规格从千叶和长崎为主进货、中小规格从石川和富山为主进

货，其进货数量比上周相比减少了 23%；价格方面，中规格略微上涨了 3.5 成，中小型价格上涨了 2.5 倍。

鲐鱼从千叶和宫城为主进货，进货数量与上周相比增加了 21%，价格也下跌了 0.5 成。沙丁鱼从千叶和北

海道为主进货，进货数量与上周相比增加了 11%，价格基本不变。鱿鱼从石川和秋田为主进货，进货数量

比上周增加了 69%，价格下跌了 1 成。鲣鱼从长崎和千叶为主进货，进货数量与上周相比基本不变，价格

上涨了 2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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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近期国内外鱼粉市场：供应紧张的
超级蒸气鱼粉

鱼粉观察日记

在秘鲁本季中北部捕鱼量突破三百万吨关口之后，自 6 月 10 日起，当地日捕鱼量出现了锐减，捕鱼进

度明显放缓。根据 Imarpe 统计，2018 年 4 月 7 日—6 月 17 日秘鲁中北部捕鱼量共计 307.8 万吨，剩余

配额数量为 23.87 万吨，完成配额比例在 92.8%，日均捕捞量为 4.3 万吨 ; 然而，6 月 10 日—17 日中北

部捕鱼总量仅为 4.9 万吨左右，日均捕捞量仅为 0.6 万吨附近。若按此进度，则至 7 月 27 日方可完成配额 ;

如需在 7 月 31 日之前完成配额，则日均捕捞量约在 0.54 万吨左右。 

可见，就目前而言，在 7 月底之前完成配额仍是大概率。不过，随着近一段时间秘鲁捕鱼进度明显放缓，

当地鱼粉厂商的销售心态也获得了相应的支撑，特别是不少厂商此前大部货源已经预售，并一直处于完成前

期合约的状态。根据汇易网秘鲁资讯，近期仍有一些中国买家入市采购，且截至近期秘鲁本季鱼粉已预售约

八成以上，在捕鱼进度放缓格局下，多数厂商可售库存的确十分有限。而在这有限的可售库存中，超级蒸气

鱼粉的供应则显得更为紧张。本网曾在 5 月下旬《捕捞二百万关口已破，秘鲁本季超级蒸气鱼粉产量“有点

少”》一文中提到过，由于秘鲁本季捕捞速度连超预期，且不要多集中在北部港口，当地工厂加工能力有限，

造成了超级蒸气鱼粉产量偏少，其他级别鱼粉产量相对偏多的格局。因此，近期秘鲁超级蒸气鱼粉参考报价

坚挺在 CNF1600 元 / 吨，并有消息称当地厂商存在涨价意向。 

超级蒸气鱼粉供应量不仅在秘鲁市场较为紧张，在我国鱼粉市场也显得十分有限，这也是 5 月下旬以来

至今，我国其他级别鱼粉价格混乱，但超级蒸气鱼粉报价始终显得较为坚挺的主要原因。根据汇易网资讯，

当前我国主要港口超级蒸气鱼粉参考报价仍在 11800—12000 元 / 吨附近。不过，和秘鲁市场有所不同的是，

随着秘鲁本季鱼粉新货陆续抵达，我国秘鲁超级蒸气鱼粉供应偏紧的格局有望逐渐改善，届时其价格或将感

到一丝压力。 

总体来说，对于秘鲁本季中北部捕鱼而言，在“急速捕捞”之下，鱼粉产出品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造

成了超级蒸气鱼粉供应偏紧的格局，预计在秘鲁本季鱼粉已大量预售的情况下，当地超级蒸气鱼粉价格有望

稳中趋升 ; 反观我国鱼粉市场，在超级蒸气鱼粉库存相较其他级别鱼粉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我国超级蒸气鱼

粉价格波动也相对有限，但是，在秘鲁本季鱼粉新货逐渐到港之际，我国超级蒸气鱼粉供应偏紧格局或有望

改善，这将给其价格运行带来一定压力，值得业内关注。 

秘鲁用于人类消费的渔业出口增长了
80%

第一食品网

近日，秘鲁国家工业协会（SNI）渔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新任主席卡洛斯·米拉诺维奇（Carlos 

Milanovitch）指出，与 2017 年同期相比，今年前 5 个月，用于人类消费的渔业产品出口估计增长了

80%。

根据这一预测，包括冷冻水产品、腌制和干盐水产品（但不包括鱼粉）在内的这一细分行业的发货量今

年迄今已超过 9 亿美元。

该主席说：“今年前 5 个月出现的鲨鱼、乌贼等水产品的良好捕捞量，导致这些产品的出口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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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全国水产品价格环比上涨 0.35%，
同比上涨 2.42%

农民日报

5 月份，水产品市场消费回暖，价格环比小幅上升 0.35%，同比上涨 2.42%，增幅较上月有所收窄。

据对全国 80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价格情况监测统计，5 月份全国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为 24.09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0.35%，同比上涨 2.42%。其中，海水产品价格为 44.66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2.84%，同

比上涨 3.58%；淡水产品价格为 16.13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2.80%，同比上涨 0.72%。

据可对比的 57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成交情况监测统计数据，5 月份全国水产品市场成交量额双增。其中，

成交量为 82.46 万吨，同比上涨 0.27%；成交额为 184.45 亿元，同比上涨 2.16%。

分大类看，主要水产品价格走势情况如下：

海水鱼类价格环比上涨，同比下跌

据监测，海水鱼类价格止跌回升，环比上涨 4.45%，但同比仍下跌 3.68%，较上月降幅扩大 3.12 个

百分点。分品种看，除蓝圆鰺价格小幅下跌外，其余品种较上月持平或上涨，涨幅均保持在 10% 以内，其中：

小黄鱼本月价格为 80.02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8.29%；马鲛鱼本月价格 38.38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7.44%；

银鲳本月价格 119.89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4.92%。

海水甲壳类价格环比和同比均有上涨

据监测，海水甲壳类品种涨多跌少，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 10.72% 和 4.11%。分品种看，涨幅较大的有：

南美白对虾本月价格 78.80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14.89%；梭子蟹本月价格 185.48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9.10%；

斑节对虾本月价格 216.29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8.10%；鹰爪虾本月价格 44.64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4.73%；

其余品种涨跌幅均在 2.5% 以内。

海水贝类价格环比下跌，同比连续上涨

据监测，海水贝类价格继续下行，环比下跌 3.76%，跌幅扩大 2.92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7.09%，连

续 5 个月保持正增长。分品种看，除扇贝跌幅较大外，本月价格 44.91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9.22%，其余

品种基本与上月持平或略跌，跌幅均在 2.5% 以内。

海水头足类价格环比微涨，同比继续上涨

据监测，本月海水头足类价格环比微涨 0.42%，同比上涨 8.02%，连续 9 个月保持上涨。分品种看，

墨鱼本月价格 37.00 元 / 公斤、鱿鱼本月价格 33.42 元 / 公斤、海蜇本月价格 38.91 元 / 公斤，环比涨幅均

在 1.5% 以内。

海水藻类价格环比略跌，同比微涨

据监测，海水藻类价格保持平稳，环比下跌 0.68%，同比上涨 0.17%。分品种看，海带本月价格 7.00

元 / 公斤，与上月基本持平；紫菜本月价格 91.32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1.44%。

淡水鱼类价格环比微跌，同比下跌

据监测，淡水鱼类价格小幅回落，环比微跌 0.46%，同比下跌 5.54%。分品种看，淡水鱼跌多涨少，

黄颡鱼本月价格 24.95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3.67%；鳜鱼本月价格 70.59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3.20%；鲤

鱼本月价格 11.35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2.14%；鳊鲂本月价格 16.26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8.52%；其余大

宗淡水鱼价格环比涨跌幅均保持在 1.5% 以内。

淡水甲壳类价格环比下跌，同比继续保持高位增长

据监测，淡水甲壳类价格环比下跌 7.51%，降幅扩大 5.32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11.96%，连续 8 个

月保持两位数上涨。分品种看，克氏原螯虾本月价格 52.66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20.82%；青虾本月价格

97.43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12.74%；罗氏沼虾本月价格 72.16 元 / 公斤，环比下跌 2.34%；中华绒螯蟹本

月价格 118.22 元 / 公斤，与上月价格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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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小龙虾总产值约 2685 亿元
中国科学报

日前，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在江苏盱眙发布《中国小

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8）》。

据报告测算，2017 年全国小龙虾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约 2685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83.15%。其中，

养殖业产值约 485 亿元，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约 200 亿元，以餐饮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约 2000

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全国从事小龙虾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近 5000 个，小龙虾全产业链从业人

员约 520 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员近 100 万人，从事小龙虾加工等第二产业人员近 20 万人，小龙

虾流通经纪人约 10 万人。

2017 年，全国统计小龙虾养殖总产量为 112.97 万吨，其中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 5 省的小

龙虾养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6.91%。

从国内市场看，小龙虾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大中城市，北京、武汉、上海、南京、

长沙、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年消费量均在万吨以上，消费受众以 20~39 岁的年轻群体为主。据报告预测，

目前，中国小龙虾的需求总量约为 190 万吨，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和产业还将保持增长。

从国家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情况看，2017 年对湖北、江苏、安徽等小龙虾主产省份共抽检小

龙虾样品 186 个，对氯霉素、已烯雌酚、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等药残指标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率为 100%。

上海市消保委调查菜市场：买 100 克虾
竟倒出超 30 克水

中国消费网
随着网络生鲜零售模式的发展，如今人们网购菜品的比重逐步上升。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社区

调研及网络调查发现，仍有 67% 的消费者选择前往菜市场买菜。根据调查，消费者对活鱼活虾袋重和水含量、

菜场环境、公平秤和小票等问题较为关注。

日前，上海市消保委开展了上海中心城区 28 家菜市场消费调查，结果显示，97.3% 的蔬菜样品称重准

确，但水产样品水含量差异较大，袋子最重和最轻的相差 6 倍。

据介绍，本次调查通过手机地图 APP 遴选了消费者访问最多的 28 家菜市场（含传统型、超市型菜市场），

范围涉及上海市 10 个辖区。选购样品共 140 件，其中蔬菜样品 112 件，活虾样品 28 件。对菜场环境、标

价情况、小票、公平秤以及活虾样品含水量及袋重等进行考察。

公平秤

部分管理不到位

上海市消保委在社区调研中了解到，居民普遍反映蔬菜分量较为准确，短斤缺两问题虽然存在但较少。

调查结果显示，28 家菜市场购买的 112 件蔬菜样品中，97.3% 的样品称重准确，有 5 件样品称重误差较大，

其中购于龙潭菜市场、乐山菜市场等两家菜市场的样品，每百克样品误差超过 10 克。

调查人员表示，公平秤可以让消费者对商品的重量进行再次称重，及时了解是否缺斤短两，有利于维护

市场的公平。此前的网络调查显示，有 14% 的消费者对菜场没有公平秤感到不满意。

本次调查涉及的28家菜市场除3家外均配置了公平秤，但少数公平秤管理不到位，24家菜市场公平秤（除

双辽菜市场管理处无人外）的准确率为 100%。但其中有 5 家菜市场的公平秤存在不同问题，如营业时间公

平秤管理处无人且锁门；放置不稳，放置台通过折纸垫平；无特设公平秤，直接在普通称菜处贴上“公平秤”

字样；公平秤被悬挂并放在电扇下方，导致晃动；公平秤未插电等。

小票

仅 7 家菜场准确提供

在通过公平秤复核时，消费者普遍反映因在不同摊位购买多种蔬菜，导致记不清每个菜的重量，因此希

望获得小票。本次调查发现，28 家菜场中，有 11 家菜市场提供小票，其中仅有 7 家菜市场能提供准确的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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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4 家菜市场提供的小票不标准，如将“黄瓜”标注为“红洋葱”等。

上海市消保委认为，小票作为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督方式，其提供情况与消费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标价

14 件样品与实际不符

对菜场标价情况及准确度的调查显示，标价与实际不符的样品有 14 件，涉及万有全新鲜菜市场、美天

虹康菜市场等 7 家菜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人员在购样过程中查看摊位上的价格签，有消费者主动告诉

调查人员该标签已经一年多没换过，有商家也承认标价签已很久未更新。

上海市消保委认为，“为标价而标价”的行为有悖于诚信经营原则，如果标价，须核对准确，以免误导

消费者。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表示，本次调查中，菜市场称重准确性普遍较高，但在商家诚信度之外，

公平交易还需监督机制，消费者的信任不能代替管理部门的监督，小票、公平秤和标价是促成菜市场公平交

易的保障。

水产

平均水含量为 8.8 克

网络调查显示，58% 的消费者反映买活鱼活虾水多且袋子厚。可见，水产的水含量及袋重是消费者普

遍关注的焦点，并成为消费者对菜场最不满意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本次调查对 28 个河虾水产样品的毛重准确度、水重及袋重进行了称重比较。结果显示，

28 家菜场毛重准确度均较高，河虾水产样品的水含量差异较大，28 件样品的平均水含量为 8.8 克。水产（虾）

样品每百克水含量最少的购自美天安顺菜市场，仅为 1.45 克，最多的购自新瞿溪菜市场，为 30.92 克。

上海市消保委指出，以新瞿溪菜市场所购样品为例，买 100 克河虾可以倒出 30.92 克的水。在一些水

产样品水含量较多的菜市场，商贩捞虾的动作往往“一气呵成”，没有任何沥水动作。而水含量较少的菜市

场商贩捞虾时则注意沥水。如高安菜市场，商贩在捞完虾之后，会在塑料袋上戳一个洞，将水沥干。在乐山

菜市场，商贩在捞虾之后有明显的倒水动作。

水产袋重

最轻与最重相差 6 倍

此外，水产袋子的重量也存在较大差异。称重发现，袋子平均重量为 11.76 克。其中最轻的是阳普鞍山

菜市场的袋子，为 4 克，最重的是北新泾菜市场的袋子，为 29 克，袋子最重和最轻的相差 6 倍。

调查人员表示：“4-6 克的袋子往往是透明塑料袋，足以用于装水产，而那些深色袋子不仅自重较重，

且容易掺水。调查人员在新瞿溪菜市场购买 268 克虾花费 27.7 元，其塑料袋加水的重量达 96 克，折算价

格为 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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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春季禁渔期
结束

新华网

6 月 20 日 12 时，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为期 3 个月的春季禁渔期结束，渔民可入湖进

行捕捞作业。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淡水湖，其水面资源和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为保护鄱阳湖区渔业资源，

从 2002 年起，鄱阳湖开始实行全湖范围春季禁渔制度，在每年 3 月 20 日 12 时至 6 月 20

日 12 时的禁渔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在禁渔期内，江西还加大了增殖放流力度。仅今年“全国放鱼日”活动期间，江西就向

鄱阳湖放流了四大家鱼、河蟹和胭脂鱼等苗种 230 余万尾。

“春禁一碗籽，秋收一担鱼。”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春季是鱼类繁殖

产卵的季节，在这一时期实施禁渔制度，有效地养护了鄱阳湖渔业资源，对促进湖区渔业可

持续发展、维护湖区生态多样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重磅发布 |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
报告 (2018)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国水产学会

2017 年，中国小龙虾 ( 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 产业加快发展，养殖面积突

破 1000 万亩，产量突破 100 万吨，经济总产值突破 2600 亿元 ( 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统计，下同 )。小龙虾养殖已成为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

一，是新时代加快推进渔业绿色发展最具活力、潜力和特色的朝阳产业，是主产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的有效抓手，在培育地方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农 ( 渔 ) 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 ( 渔 ) 业增效和农 ( 渔 ) 民增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促进小龙虾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中国水产学会组织专家编写了《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 (2018)》。报告重点对 2017

年度我国小龙虾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梳理，分析面临形势和挑战、总结发展特点、预测

发展形势。

一、产业产值

中国小龙虾产业从最初的“捕捞 + 餐饮”起步，逐步形成了集苗种繁育、健康养殖、加

工出口、精深加工、物流餐饮、文化节庆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据测算，2017 年全国小龙虾

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约 2685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83.15%。其中，养殖业产值约 485 亿元，

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值约 200 亿元，以餐饮为主的第三产业产值约 2000 亿元，分别

占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的 18.06%、7.45%、74.49%。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全国从事小龙虾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近 5000 个，小龙虾全

产业链从业人员约 520 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员近 100 万人、从事小龙虾加工等第二

产业人员近 20 万人、小龙虾流通经纪人约 10 万人。

二、养殖生产情况

( 一 ) 产量情况

据统计，2017 年，中国有小龙虾养殖产量报告的省份有 19 个，依次为湖北、安徽、湖

南、江苏、江西、河南、四川、山东、浙江、重庆、云南、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上海、

宁夏、新疆、河北。全国小龙虾养殖总产量为 112.97 万吨，其中湖北省 63.16 万吨、安徽

省 13.77 万吨、湖南省 13.57 万吨、江苏省 11.54 万吨、江西省 7.44 万吨。上述 5 省份的

小龙虾养殖产量小计为 109.48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6.91%，其中湖北省产量最大，占全

国的 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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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前 30 名的县 ( 市、区 ) 中，湖北省 20 个、湖南省 4 个、安徽省 3 个、

江苏省 2 个、江西省 1 个。30 个县 ( 市、区 ) 的小龙虾养殖总产量为 73.49 万吨，占全国小龙虾养殖总产

量的 65.05%。其中，湖北省监利县小龙虾产量为 11 万吨，是唯一产量超过 10 万吨的县。

( 二 ) 养殖面积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达 1200 万亩，较 2016 年增加 300 万亩。按养殖水域分，

2017 年全国小龙虾稻田养殖面积约为 850 万亩，占总养殖面积的 70.83%，池塘养殖面积约为 200 万亩，

占总养殖面积的 16.67%，其他虾蟹混养、大水面增殖、莲 ( 苇 ) 田套养等混养面积约为 150 万亩，占总

养殖面积的 12.50%。2017 年全国小龙虾稻田养殖面积约占全国稻田养鱼面积 2524 万亩的 47.54%，较

2016 年增加了 7.54 个百分点。

从分省情况看，2017 年小龙虾养殖产量前 5 名的省份中，湖北省的小龙虾养殖面积为 544.00 万亩、

安徽省为 148.00 万亩、江苏省为 138.20 万亩、湖南省为 120.00 万亩、江西省为 59.00 万亩。5 省份的

小龙虾养殖面积均呈逐年增长趋势。

( 三 ) 养殖模式

目前，小龙虾养殖模式主要有稻虾综合种养、池塘主养、莲藕 ( 苇 ) 田套养、河蟹池混养、大水面人工

增养殖等。其中，稻虾综合种养为各地主要养殖模式，此模式可细分为稻虾连作、稻虾连作 + 共作等模式。

1. 稻虾模式。稻虾连作：种一季中稻，养一季小龙虾。即每年 8-9 月中稻收割前投放亲虾，或 10-11

月水稻收割后投放幼虾，翌年 4-5 月收获成虾，6 月整田插秧，种一季中稻，循环轮替。此模式一般亩产小

龙虾 100 公斤、水稻 500 公斤，亩均产值 4500 元左右，亩均利润 2000 元左右。稻虾连作 + 共作：养一

季小龙虾后，在种植中稻的同时培育小龙虾亲本。即每年 8-9 月中稻收割前投放亲虾，或 10-11 月水稻收

割后投放幼虾，翌年 4 月上旬 -5 月下旬收获成虾，6 月上旬整田插秧，种植中稻的同时培育亲虾，10 月 -

翌年 3 月繁育小龙虾苗种，循环轮替。此模式一般亩产小龙虾 150 公斤、水稻 500 公斤，亩均产值 5500

元左右，亩均利润 3000 元左右。

2. 池塘主养模式。将池塘进行结构改造，种植多品种水草，保持水草常年覆盖率在 40% 左右，亩投小

龙虾苗种 8000 尾，投喂优质颗粒饲料，一般亩产小龙虾 150-200 公斤，亩均利润 4000 元左右。

3. 虾蟹池塘混养模式。通过优化放养密度、生态设施、水草栽培、饲料投喂、水质调控等关键技术措施，

水草覆盖率 40%-70%，亩放大规格幼蟹 800 只、小龙虾苗种 5000 尾，一般可亩产河蟹 75 公斤、小龙虾

100 公斤，亩均利润 4000 元左右。

此外，小龙虾养殖新模式也不断涌现，如浙江省“菱 - 虾”模式，山东省“藕 - 虾”模式，海南省冬

季养虾模式，湖北省和上海市大棚反季节养虾模式等。

三、加工流通与国际贸易情况

( 一 ) 加工

2017 年，受国内庞大市场需求拉动的影响，加工冷冻小龙虾出口继续受到抑制，而虾尾、清水虾、调

味虾等面向国内市场的小龙虾加工产品生产量和销售量则大幅增加，小龙虾加工品的贸易已由出口为主转

为内销为主。随着国内市场对小龙虾加工产品需求量的扩大，国内小龙虾的加工业也在稳步发展。据统计，

2017 年，全国小龙虾规模以上加工企业近 100 家，年加工能力达 90 万吨，实际加工量为 22.5 万吨，年

加工总产值达 200 亿元。

小龙虾精深加工稳步推进，用虾头虾壳等废弃料提取甲壳素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壳聚糖、氨基葡萄糖盐

酸盐等甲壳素衍生物制品拓展至医药产品领域，形成了甲壳素、壳聚糖、几丁聚糖胶囊、几丁聚糖、水溶性

几丁聚糖、羧甲基几丁聚糖、甲壳低聚糖等系列产品，产品出口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

2017 年仅湖北和江苏两省，甲壳素及其衍生产品的年产值就超过 25 亿元。

( 二 ) 流通

小龙虾交易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长江中下游小龙虾主产地，如湖北省的武汉、荆州、鄂州、潜江，

湖南省的长沙、岳阳、南县，江西省的九江，江苏省的盱眙、金湖、兴化等地区，都建设了小龙虾批发市场

或者小龙虾专营店。冷链配送与物流体系建设快速成长，开通了货运物流、客运专线物流及航空物流，实现

24 小时内送达全国各地，保障了小龙虾运输成活率和品质。

小龙虾电商经营模式不断创新，以京东、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电商平台 + 小龙虾”经营模式，全面

布局小龙虾销售市场。2017 年，仅湖北省电商平台交易额就达 5 亿元，其中潜江市“虾谷 360”垂直电商

平台的“互联网 + 小龙虾”运营模式，吸纳的采购大户和交易商户达 300 多家，小龙虾物流配送辐射全国

300 多个城市、3000 多客户终端，年小龙虾交易额达 3.59 亿元。

( 三 ) 进出口

一直以来，中国小龙虾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占出口市场比重的 80% 以上。2017 年，受

行
业
动
态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35



欧盟对中国小龙虾产品进口关税调整、美国对中国小龙虾仁反倾销调查以及国内原料虾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大部分小龙虾加工企业将精力转为增长较快的国内消费市场，小龙虾出口量 1.93 万吨、出口额 2.17 亿美元，

较 2016 年分别下降了 17.87% 和 18.42%。

2017 年，由于没有对未冻小龙虾进行进口，小龙虾进口量仅为 0.39 万吨、进口额 0.53 亿美元，较

2016 年分别下降了 54.12%、87.01%。

四、国内消费情况

中国小龙虾国内消费以餐饮为主，消费群体不断扩大，餐饮消费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受到了广大

消费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消费者的青睐。

( 一 ) 消费动向

中国小龙虾消费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夜宵大排档 ; 二是品牌餐饮企业的主打菜品 ; 三是互联网

餐饮，即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小龙虾外卖。由于小龙虾生产季节性强，其消费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2017 年，小龙虾消费旺季始于 4 月份，5-8 月份最盛，9 月份开始淡出。

近年来，各地积极加大小龙虾菜肴开发，形成了一大批小龙虾知名菜肴和餐饮品牌，如江苏盱眙的“十三

香龙虾”、南京的“金陵鲜韵”系列、湖南南县的“冰镇汤料虾”、湖北潜江的“油焖大虾”等，有效推动

了小龙虾餐饮消费向深度发展。据美团点评网统计，2017 年 7 月，除武汉市小龙虾餐厅数量较 2016 年同

期有小幅下降外，北上广深等城市都呈现出快速上涨趋势，其中广州市、上海市同比分别增加了 2448 家和

1326 家。大量商家涌入小龙虾餐饮市场，除从事小龙虾专营店外，还纷纷做起小龙虾兼营，如必胜客、肯

德基分别推出了小龙虾披萨、小龙虾帕尼尼等产品。

从消费者年龄结构看，小龙虾的消费受众以 20-39 岁的年轻群体为主，50 岁以上消费群体和 19 岁以

下消费群体占比相对较少。其中，外卖小龙虾则以 80 后、90 后为主流消费群。从消费渠道来看，80% 的

小龙虾通过堂食渠道 ( 包括夜宵摊 ) 售卖，20% 的小龙虾通过互联网渠道售出。据美团点评网的大数据显示，

在互联网餐饮市场上最受喜爱菜品 TOP10 榜单中，小龙虾名列其中，约占了销售总额的 4%。

( 二 ) 市场分布

从国内市场看，小龙虾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大中城市，北京、武汉、上海、南京、

长沙、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年消费量均在万吨以上。近年来，消费区域还在不断扩展，西南、西北、华南、

东北地区消费量也在逐年上升。

( 三 ) 市场价格

小龙虾上市供应期较为集中，季节性分化明显，市场价格受上市供给量影响较大。据全国水产品批发市

场信息系统监测，2016-2017 年，小龙虾批发价格峰值都出现在春冬上市淡季，价格谷值都出现在夏秋上

市旺季。

据对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价格监测数据分析，2017 年 3-4 月份小龙虾批发市场价格较高，一般为

45-55 元 / 公斤，5 月下旬至 6 月底价格短期回落，低位运行在 35-45 元 / 公斤，7 月上旬开始回升并一路走高，

达 60-70 元 / 公斤。

( 四 ) 品牌与市场建设

近年来，各产区着力打造了一批小龙虾区域公共品牌。如：江苏省的“盱眙龙虾”品牌位列由中国品牌

建设促进会、经济日报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区域品牌百

强榜第 22 位，居水产品品牌榜榜首 ; 湖北省的“潜江龙虾”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湖南省的“南

县小龙虾”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在营造地方区域品牌的同时，企业纷纷创建和培育自主品牌，如湖北省的“楚江红”“霸气龙虾”“虾

皇”“中国虾谷”，江苏省的“太明龙虾”“红透龙虾”，湖南省的“渔家姑娘”，江西省的“海浩”“峡

江”“鄱湖”“柘林湖”“绿富美”“湖家妹”等，企业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提升。

2017 年，各地积极举办各类小龙虾节、虾王争霸赛、口碑小龙虾美食评鉴会等节庆活动，组织开展以

小龙虾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休闲活动。安徽合肥龙虾节、盱眙国际龙虾节、潜江龙虾节等节庆活动影响越加深

远和广泛。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参与小龙虾节庆活动人次超过 9000 万，起到了拉动消费、整合产业、

促进增收的重要作用。

( 五 ) 质量安全评价

近年来，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对小龙虾产业从养殖、流通、加工、餐饮等各个环节加大了监管力度。

在养殖环节，各地不断出台了小龙虾养殖操作规范，在全国几个小龙虾主产区加大了对小龙虾养殖过程中的

水质监测、投入品监管的力度。在小龙虾流通环节，全国各地的小龙虾主产区纷纷建立小龙虾集散中心和交

易市场，对小龙虾流通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运输的规范，增强对流通环节中的质量安全监管。在小龙虾加

工环节，各加工企业对小龙虾收购、清洗、冷冻、加工等等都有着一套成熟的、安全的、标准化的管理体系。

行
业
动
态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36



通过超声波洗虾、300℃蒸汽烹饪、极速冷却、急速冷冻等流程，保证了小龙虾的原味口感、质量安全、美

味新鲜。据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国家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情况看，2017 年对湖北、江苏、安徽

等小龙虾主产省份共抽检小龙虾样品 186 个，对氯霉素、已烯雌酚、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等药残指标进行检测，

检测合格率为 100%。

五、技术支撑情况

2017 年，“十三五”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新增克氏原螯虾种质资源与品种改良、淡水虾营养需

求与饲料、寄生虫病防控及虾生态系统养殖等岗位科学家 ;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牵头组建了“中国稻田综

合种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从稻虾综合种养的基础理论、技术模式创新、配套技术研发、技术规程制订等

方面开展攻关，在小龙虾苗种规模化繁育、成虾生态养殖、疫病生态防控上取得了一批实用技术成果。

( 一 ) 种苗繁育技术

2017 年，在“产学研推”战略的推动下，江苏省通过熟化完善池塘结构、亲虾选购、水质调控、水草设置、

孵化方式优化等关键技术，有效提高了池塘小龙虾苗种繁育的质量和产量。湖北省在重点推广“小龙虾稻田

生态繁育”、“小龙虾土池繁殖养殖一体化”等技术模式基础上，又在稻田小龙虾亲本强化培育技术和小龙

虾温棚规模化繁育技术研发中取得重大突破，小龙虾苗种年生产能力达到 10 万吨以上。

( 二 ) 成虾养殖技术

近年来，各地针对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需要，重点研发与集成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稻虾生态种养

新技术，通过构建稻虾连作与共作系统，发挥系统生态学效应，减少了稻田除草等劳动力投入和农药化肥的

使用，有效减缓了农业面源污染，实现了一地双业、一水双用、一田双收，促进了稻渔的绿色、高效、生态

发展。2017 年农业部公布的 33 个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中，以稻虾为主的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 12 个，

占总示范区的三分之一以上，示范面积 7.5 万亩。

( 三 ) 疫病防控技术

随着小龙虾养殖集约化水平和养殖密度的提高，苗种流通空间拓展，养殖过程中小龙虾疾病的发生日益

严重。白斑综合征是实际生产中危害较大的病害，2017 年，湖北省组织技术力量，对小龙虾白斑综合征发

生规律及中草药防控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解析其流行病学，筛选最优复方植物提取物组方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为有效防控小龙虾白斑综合征提供了理论基础。

六、政策扶持情况

2017 年，各主产省份相继发布小龙虾产业规划或指导意见，促进小龙虾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湖北省发

布了《湖北省小龙虾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了《关于推进小龙虾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安徽省发布了《安

徽省稻渔综合种养双千工程实施意见》; 江苏省发布了《渔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将小龙虾列为重点打

造的优势主导产品之一 ; 湖南省把稻田综合种养纳入当地农业发展规划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支持领域 ; 河

南省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加快产业精准扶贫的意见》。

2017 年，各地也加大小龙虾配套项目资金扶持力度，整合涉农扶贫资金用于小龙虾产业发展。江西省

全省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5 亿元 ; 湖北省 30 多个县 ( 市、区 ) 发文明确稻虾综合种养财政支持政策 ; 湖南省通

过项目支持，用于稻渔综合种养资金超过 3.5 亿元 ; 江苏省将小龙虾养殖基地建设纳入省高效设施渔业建设

项目，同时将涉农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用于支持小龙虾产业发展，全年省级财政累计支持资金达 8000 余万元 ;

安徽省设立渔业三进工程，将小龙虾养殖列为省财政扶持专项，将财政补贴调整资金切块用于稻虾综合种养 ;

河南省通过省级财政农业结构调整项目、国家及省财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给予稻渔产业苗种繁育资金 500

余万元。

2017 年，各地还积极创新了小龙虾金融支持服务方式。江苏省开展稻田养殖小龙虾互助保险，发放小

龙虾养殖专项贷款 ; 湖南省鼓励支持种养户购买“稻虾种养保险”，对新发展的种养基地统一投保，保费由

政府承担 50%; 湖北省潜江市金融机构为小龙虾量身打造了“欣农贷”产品，为小龙虾散养户提供贷款，通

山县将小龙虾养殖纳入农业保险范畴，县财政安排专项作为保险补助经费。

七、存在问题

( 一 ) 养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养殖池塘标准化程度不高，养殖尾水处理设施相对落后，生态循环化养殖工程不够完善。稻虾综合种养

田间工程建设有待继续规范，田间沟渠挖掘不合理、不科学，田埂高度普遍偏低，宽度普遍偏窄，稻田保水、

进排水闸口及防逃等基础建设还不完善。

( 二 ) 小龙虾种业体系尚不健全

小龙虾苗种繁育规模化、工厂化程度低，良种场、保种场建设滞后，专业化商业化育种体系、品质改良

体系严重匮乏，自繁自育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繁育技术规范，小龙虾良种场急需科学布局和创建。小龙

虾种质资源调查需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不到位，种质资源库建立尚未完成，遗传育种基础研究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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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加工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小龙虾供给季节性明显，季节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但小龙虾加工比例低，与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不相

配比。加工企业少，普遍规模小，精深加工技术和工艺落后，小龙虾综合利用不够，附加值开发不充分。加

工品牌不响，加工产品结构趋同，市场认可度不高。

( 四 ) 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水平不高

小龙虾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粗放式养殖、小规模养殖仍是主流，缺乏统一的生产规范和标准

限制了产业的竞争力和产业化水平以及抗风险能力。行业协会、大型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组织培育不充分，

数量少，组织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养、加、销”一体化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还应加大，一二三产业

融合度有待提高。

八、发展展望

据预测，目前，中国小龙虾的需求总量约为 190 万吨，其中餐饮需求 140 万吨、加工需求 50 万吨，

需求缺口近 100 万吨。此外，国际市场需求缺口约为 30 万吨。

( 一 ) 养殖生产继续增加

我国稻田和水资源丰富，适宜开展稻田养虾的低湖田、冷浸田和冬闲田以及适宜开展 “小龙虾 +”混养

模式的池塘尚存巨大发展空间，随着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和地方产业技术创新团队的建立，小龙虾的养殖技术

也将进一步提升。旺盛的市场需求、向好的政策环境、坚实的产业基础、较大的发展空间为中国小龙虾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近几年，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和产业还将保持快速增长。

( 二 ) 消费市场持续火爆

由于居民消费热情持续高涨，从路边摊位到高档酒店，从网上外卖到家庭厨房，小龙虾将继续在消费市

场“攻城拔寨”。由于小龙虾自带的社交属性，以及集中供应季与夜市旺盛期重合的特点，以小龙虾为主题

的品牌餐饮店和夜宵大排档等消费场景将持续火爆。随着消费习惯的蔓延和市场影响的不断扩大，西南、西北、

东北等地区小龙虾的消费热度也将不断提升。

( 三 ) 价格维持高位

小龙虾精深加工产品甲壳素及其衍生物的应用价值正在逐渐显现，经济开发价值空间巨大，小龙虾的需

求量将不断增加。但受小龙虾苗种供应限制，苗种供给量少，价格高，此外养殖投入品成本、土地成本和人

工成本增加。成本“地板”的高抬、市场的“扩容”、消费的拉动将倒逼小龙虾价格持续在高位运行。

( 四 ) 产业融合不断增强

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消费热情的持继升温，各主产地政府对小龙虾产业将更加重视，将其作为产业扶

贫、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以小龙虾为主题，包含生态旅游、争霸比赛、美食评鉴、生产体验等各种活

动的文化节庆，将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举办，并成为当地的一项民俗节庆和地方特色品牌。作为带动多产融合

发展的明星产业，小龙虾产业的“星味”将越来越成气候。

我省渔业企业赴新西兰、澳大利亚开展
经贸交流

海情处

5 月 23 日至 30 日，平阳县 2 家渔业企业与其他来自制造业、电信、能源、贸易物流等不同领域的 50

多家浙江企业一同前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 参加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主办、中国国际商

会浙江商会承办的“走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经贸交流活动。

为加快我省水产养殖“走出去”步伐，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平阳县积极探索渔业产业对外投资

和贸易，组织浙江省碧海仙山海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温州汇海渔业有限公司 2 家重点水产品养殖加工企业赴

澳新两国参会，推动水产品养殖、加工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据悉，通过此次贸易洽谈，澳新两国当地企业对平阳县水产品养殖加工企业规模和发展情况表示赞赏并

表达了浓厚的合作意向，也为双方今后达成实质性合作奠定了基础。平阳县企业走出国门主动对接国际渔业

产业发展，为探索我省渔业养殖加工领域“走出去、引进来”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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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浙江省丁香鱼专项限额捕捞研讨
会在瑞安召开

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卢衎尔

6 月 15 日上午，受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委托，由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组织的 2018 年丁香鱼专项限额

捕捞研讨会在瑞安召开。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渔政处处长郭云峰出席会议，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林

朝辉、温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渔政渔监处副处长陆秀中，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陈哲、副局长叶蔚、渔政站、

执法大队、信息中心和办公室负责人，及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渔业资源与生态研究室副主任朱文斌等科研人员

参与了本次研讨。

会上，瑞安市海洋与渔业局叶蔚副局长回顾了 2018 年瑞安市局推进丁香鱼专项限额捕捞的工作进程，

从精心组织、广泛宣传，到制定标准、落实组织，执法部门始终严格实施监管，采取随船监管、派遣渔政观

察员及视频监控等措施，使丁香鱼专项限额捕捞工作始终处于可控、可管状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作为技术

支撑单位，派遣科学观察员全程参与了生产过程，搜集了生产数据、环境数据及渔获数据等相关科研资料，

科学地分析了今年的生产情况，并就丁香鱼限额捕捞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期间，与会人员就在不对伏休

政策产生冲击、不损害渔业资源及生态的前提下，如何更高效地利用丁香鱼资源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渔政处郭云峰处长认真听取了相关报告及建议，对该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称赞了执法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渔民组织自主管理及科研部门科学指导的专项限额捕捞模式，并指出需进一

步提高网具的精准捕捞，提高对丁香鱼的利用率，科学地探索出一条精细化限额捕捞管理模式，为进一步推

进可持续渔业发展提供浙江智慧。

欧盟 2016 年金枪鱼产量
商务部

根据欧洲统计局 5 月发布的数据，欧盟国家 2016 年金枪鱼（包括小金枪鱼—bonito fish 和旗鱼 —

billfish）捕捞量 4.05 万吨，约占欧盟国家海产捕捞量 9%。按照捕捞量排名前 3 位的金枪鱼分别是，条纹

金枪鱼（skipjack tuna）、黄鳍金枪鱼（yellowfin tuna）和蓝鳍金枪鱼（bluefin tuna），其中蓝鳍金枪

鱼近 1 万吨。

从国别看，西班牙捕捞量 2.69 万吨，约占欧洲捕捞量三分之二，法国 1.02 万吨，占 25%，其余国家

仅占 9%。从捕捞地点看，近半数金枪鱼捕捞自西印度洋，共计 2.05 万吨；居第 2 位的是大西洋中东部，1.22

万吨。

浙江宁波余姚市首次成功繁育马口鱼
余姚日报

朗霞街道伯增水产养殖场首批成功孵化 10 万尾马口鱼。这表明宁波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我市水产技

术推广中心联合开展的土著品种马口鱼人工繁育取得成功。

马口鱼是一种溪流性、冷水性小型经济鱼类 , 主产于山区溪流 , 其肉质肥嫩、味道独特 , 颇受消费者欢

迎。今年年初以来 , 宁波和我市水产技术部门在朗霞街道伯增水产养殖场开展了土著品种马口鱼人工繁育探

索 , 通过催产孵化 , 首批卵成功孵化 10 万尾马口鱼。下一步 , 技术人员将对马口鱼繁育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

技术进行改良 , 从而进一步提升繁育率和苗种生产率 , 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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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缅因州立法者要求特朗普总统避免
对中国进口海鲜收取关税

据悉，出于对缅因龙虾将卷入一场贸易战的担忧，该行业敦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不要对从中

国进口的海产品征收关税。

在写给美国总统的信中，缅因州的立法者们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中国将对美国海鲜出口征收类似关税。

（据《美联社》的报道）

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海鲜产品总额超过 27 亿美元，而出口到中国的海鲜产品总额超过 13 亿美元。

对美国龙虾产业而言，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龙虾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中国

进口的美国龙虾价值从 2016 年的 1.083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1.424 亿美元。

针对这一点，国家渔业协会弗吉尼亚州麦克利恩的发言人 Gavin Gibbons 指出，缅因代表们在写给特

朗普的信件中表示：缅因人明白，贸易是双向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一样重要。

他还表示，“在这里拉响警报不仅仅是因为涉及到龙虾，还因为它涉及到缅因州的发展，收入和工作等

方面。”

Chellie Pingree 的家乡所在地区涉及了龙虾产业，他指出，在特朗普贸易政策下，缅因州的龙虾出口

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错误”。

Pingree 表示，“我们不会一直都有一个出口市场，如果你现在失去了这些或者事情发生了改变，这不

是一个小问题。”

另外一位公民 Bruce Poliquin 表示，尽管在一些国家问题上会持有不同意见，但是这 4 位立法者“一

直是在为缅因州考虑”。

Poliquin 还表示，贸易很重要，但是它必须对缅因州的企业和员工是公平的。他还说道，“我们需要确

保我们可以为缅因州的工人挺身而出。”

译自·渔业信息与服务网 2018.06.05

舟山市水产研究所“美洲黑石斑规模化
人工繁育技术研究”顺利通过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8 年 5 月 28 日，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楼宝研究员、浙江海洋大学吕振明教授、宁波大学蒋霞敏

教授三位专家对舟山市水产研究所承担的 2017 年省农林渔业经营与管理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项目——《海水

鱼虾循环水高效养殖技术示范与推广》美洲黑石斑苗种繁育进行了现场验收。

美洲黑石斑英文名为 Black sea bass，中文名为条纹锯，通称黑石斑，隶属石斑鱼亚科、石斑鱼属，

主要分布于美国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等水深 100m 内的海水中，喜栖礁石底，白日进食，喜食蟹、鱼、贝类，

是一种名贵食用鱼类，肉质丰腴、口感鲜软清爽、富含营养、骨刺少、骨肉容易分离、方便加工利用，深受

美国和加拿大消费者的喜爱。美洲黑石斑生长速度快、产量高，是海水养殖业开发理想的品种。因此，舟山

市水产研究所从2016年开始引进，并从零开始自主探索开展美洲黑石斑繁育技术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验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组实施情况的介绍，经现场查验、抽样测量，计出平均体长 5.2cm 的美洲黑石

斑苗种 33.0 万尾。

此次现场验收标志着舟山市水产研究所首次实现了美洲黑石斑苗种较大规模的繁育，项目的成功实施对

促进我省渔业转型升级，实现渔民增产增收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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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冷链物流企业座谈会在杭州
召开

2018 年 6 月 14 日浙江省发改委在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召开全省冷链物流企业座谈会，

参加会议的有省发改委、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省肉类协会、浙江迪安深海冷链物流有限

公司、浙江三农物流有限公司、杭州五丰联合肉类有限公司、浙江北极品水产有限公司、浙

江盾安冷链系统有限公司、浙江新吉奥新能源冷链汽车公司、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网络冷链、杭州金鱼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中商 - 浙江泽耀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联合

工程有限公司等 20 余人。省发改委服务业处处长戴以村主持会议。

我协会在发言中认为：

一是冷链物流建设是提高共给质量的重要环节。介绍了水产保鲜冷冻的四种形式（未包

括液氮冷冻）及全省冷库建设，尤其是超低温冷库建设情况取得的成就。

二是冷链物流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①研究滞后，缺乏统一标准，目前氨（R717）制冷系统、

氟利昂制冷系统和二氧化碳与氨或氟利昂复叠式制冷系统各有利弊，对新建氨制冷系统限制

过严。②投入不足，发展缓慢，大部分企业对改造投入持观望态度。③对冷链物流建设缺乏

引导手段。

三是推进冷链物流建设的建议。①加强对海上第一线冷冻保鲜的扶持，制订切实可行的

渔船改造标准，并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工作，以“先进设计理念，精心规范施工，严格科学管理”

的要求，提高专业作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整个冷库的安全管理水平。②制订引导措施，推动

域名投资冷链物流建设的积极性。

建议对生产渔船安装冷冻冷链设备政府予以 40%~50% 补助；海上第一线渔获物冷冻保

鲜机械设备列入农机补贴范围；冷藏运输加工船参照捕捞渔船享受柴油补贴政策；以配送物流、

口岸物流和电子商务物流为主要形式，初步形成辐射国内外的水产品网络营销和现代物流体

系；创建船冻产品的公共品牌和认证标志；在 2022 年之前，争取将生产渔船冷冻冷链设施使

用率提高到 95% 以上。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25 家企业参展 2018 年布鲁塞尔
国际水产展

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国际水产展是由美国 DBC 商会于 1993 年开始举办的，是世界上最

大的水产展，也是中国水产企业出口欧洲及全世界的一个良好平台。2018 年该展会总体面积

50000 平米，共吸引了来自世界上 110 个国家近 45000 名专业客商参加该展会。其中我国

有近 160 家企业参加了该展会，展出摊位 300 个。

我省有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等 25 家企业参加了该展会，展出面积 324 平米，展

出摊位 36 个，浙江省的展团以整体特装形式参展，也是中国唯一以省为单位组团参展该展会

的展团。此次展会是我省 12 年组织浙江省水产企业参加，本次展会是历年来参展企业及专业

观众人数最多的一届。

本届展会浙江省展团共计接待来自 50 个国家 1500 余家专业客户，签订了 1500 万美

元的合同或供货意向书，现场成交金额 350 万美元，85% 的参展企业明确表示将继续参加

2019 年度该展会。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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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浙江省水海产品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被
评为外贸预警信息优秀编报单位

2018 年 5 月 30-31 日， 浙江省商务厅在杭州召开全省贸易救济工作会议暨 2018 年外经贸法律服务

活动启动仪式。来自全省各市、部分县（市、区）商务部门分管贸易救济工作领导、业务处室负责人及 131

个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负责人共计 16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会议。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副局长刘丹阳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浙江省过去一年在贸易救济

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就近年来开展贸易摩擦应对和贸易救济调查工作情况及当前面临的全球贸易摩擦形

势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对下一步贸易救济工作开展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省商务厅副厅长韩杰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厅主要领导对贸易救济工作高度

重视，特别是今年年初爆发的中美经贸摩擦，在以盛秋平厅长为组长的全省对美经贸摩擦应对工作小组的领

导下，各市商务部门，积极行动，分析研判，加强分类指导、帮扶企业度过难关，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

作，省级相关部门、厅机关各处室对问题精准分析，谋划应急政策方案，应对工作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

充分肯定。在贸易摩擦案件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特别是目前出现的“反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我们的

贸易环境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层面的竞争将会

越来越激烈，浙江企业及产品出口将面临更激烈的外部冲击。对下一步工作，他重点提出五点要求，特别强

调了要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好中美经贸摩擦。他希望全省商务部门、预警点的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

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省商务厅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韩洪祥同志在会上对浙江省水海产品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等 20 个 2016-

2017 年度外贸预警信息优秀编报单位进行了表彰和授奖仪式。5 月 31 日，与会代表参加了全省中美经贸摩

擦应对专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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