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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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个，其中加

工（含养殖）企业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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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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信息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一
季度经济社会形势

浙江日报

23 日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我省一季度经济社会形势，部署下阶段工作

目标和任务。

省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竞争力

提升、现代化先行，落实“三个争先”，狠抓工作推进，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经济

运行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发展协调性、均衡性、可持

续性不断增强，呈现出“十四五”开新局的良好态势，体现了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的要求。

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困难和问题，清醒看到全球疫情

和国际环境的复杂严峻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

会议强调，今年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们将隆重庆祝建党 100

周年。做好二季度和接下来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完整贯彻新发展

理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围绕争先目标，拿出争先实招，在标志性节点奋力

交出高分报表，充分展示“重要窗口”的独特魅力。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

的意识，坚持目标导向、动态研判、过程管控，年对标、季分析、月跟踪，盯住大变量快变量、

守住风险防控底线，加快调结构，确保高质量，做到走在前。要进一步营造争先创优、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改革突破争先、服务提质争先、风险防控争先。

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新型实验室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尖峰、尖兵、

领雁、领航”攻关，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着力促消费拓市场，推动消

费复苏回暖，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帮扶力度，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切实抓好省市县长项目，大力招引重大外资项目，充分挖掘民间投资潜

力，大力支持传统行业加大技改投资，加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提升先进制造业投资水平；

着力推进四大建设，加快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落实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平台

经济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平台经济创新力竞争力；着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落实

城市主体责任，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着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抓紧制定省级层面碳

达峰碳中和实施意见，依靠技术变革抢占绿色低碳转型制高点，鼓励积极开展零碳或低碳试

点；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村改革，抓好粮食生产，加快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着力强化民生保障，深入实施富民惠民安民行动计划，稳就业促增收，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

度，加快推进数字社会和未来社区建设；着力做好大平安工作，以完善风险闭环管控的大平

安机制为总抓手，高标准推进平安浙江建设。要切实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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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伏休期间特殊经济品种
专项捕捞许可和捕捞辅助船配套服务
安排的公示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为加强海洋伏季休渔监管，规范伏休专项捕捞管理，全面推进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根据《农

业农村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农业农村部通告〔2021〕1 号），现将 2021 年伏休期间特

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许可及捕捞辅助船配套服务安排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许可

2021 年伏休期间专项捕捞许可品种为海蜇、丁香鱼、毛虾、口虾蛄和太平洋褶柔鱼。上述品种专项捕

捞许可作业时间、作业海域、作业船数、作业类型、渔具网目尺寸和捕捞限额等详见附件 1。

二、捕捞辅助船配套服务专项许可

2021 年捕捞辅助船配套服务专项许可作业海域、作业时间、渔船数量等详见附件 2。

三、有关要求

各有关省（市）渔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责任，制定并严格执行专项捕捞实

施方案。

申请从事上述专项许可作业的渔船须为纳入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管理的渔船，并通过系统申请办理专

项（特许）捕捞许可证。证书证件不齐、失效，或者列入各地 “船证不符”整治对象的渔船不得申请从事专

项捕捞。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将专项许可作为伏季休渔管理的重点，切实加强专项许可作业渔船的监管，安排渔

政船伴航执法，建立渔船船位动态监控，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渔具最小网目尺寸、渔获物定点上岸、

渔捞日志和观察员制度等，组织做好专项捕捞产量统计，切实执行限额捕捞制度，对违规渔船予以取消专项

捕捞资格等处罚；专项捕捞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开展工作总结和对资源状况的影响评估。我局将组织对专项捕

捞执行情况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公示期自即日起 7 天，即 4 月 14 日至 20 日，凡对通告内容有意见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反馈。电子邮件：zihuanchu@126.com；传真 : 010-59192965。

附件：

1.2021 年伏季休渔期间特许经济品种专项捕捞许可

2.2021 年伏季休渔期间捕捞辅助船配套服务专项许可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14 日

（相关附件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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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预警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通报系统
(RASFF)2021 年第 13~14 周通报
的我国产品情况（水产类）

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网

日期日期 通报国通报国 通报号通报号 通报类型通报类型 产品类别产品类别 通报产品通报产品 危害分类危害分类 通报原因通报原因

09/04/2021 意大利 2021.1786
禁止入境产

品通报
鱼和鱼类产

品
冷冻剑鱼 感官方面

感官特征改
变

31/03/2021 西班牙 2021.162
禁止入境产

品通报
鱼和鱼类产

品
冷冻鱿鱼

控制不佳 /
不足

未经授权的
操作员

02/04/2021 西班牙 2021.1633
禁止入境产

品通报
鱼和鱼类产

品
冷冻三文鱼 掺假 / 欺诈

健康证书不
正确

2021 年 4 月海关总署对各国企业
采取紧急预防性措施汇总（水产类）

海关总署

序号序号 国别国别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日期日期 原因原因 处理方式处理方式

1 伊朗
生产企业 Imen Sarmasazan 

Jonub Co（注册编号为 7055）
2021-04-26

1 批次冻带鱼的 1 个外
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

毒核酸阳性

暂停接受
进口申报

1 周

2 俄罗斯
加工渔船 Victor Gavrilov 

Collective Farm Fishery by V.I. 
Lenin（注册编号为 CH-106）

2021-04-28
1 批次冻整条糙黄盖鲽
鱼的 4 个外包装样本中
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3 俄罗斯
加工渔船 Langusta JSC 

"Kurilskiy rybak"（注册编号为
CH-72H）

2021-04-02
1 批冻狭鳕鱼的 1 个外
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

毒核酸阳性

4
印度尼
西亚

水产品生产企业
PT.SUMBERLAUTBENGINDO

（注册编号为 CR 039-13）
2021-04-09

1 批水产品的 3 个外包
装样本（包括冻小章鱼
1 个、冻鱿鱼 2 个）中
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5
巴基斯

坦
生产企业 M/s. Son of the Sea（注

册编号为 T-72/98）
2021-04-10

1 批冷冻舌鳎鱼的 1 个
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

6
沙特阿
拉伯

生产企业 National Aquaculture 
Group（注册编号为4030144914）

2021-04-22
1 批次冻带头虾的 1 个
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

7 秘鲁
生产企业 MATARANI S.A.C.（注

册编号为 P287-ISL-MATA）
2021-04-20

1 批次冷冻飞鱼籽的 1
个外包装和 2 个内包装
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

8 美国
生产企业 Northern Pelagic 
Group,LLC（注册编号为

3003993436）
2021-04-20

2 批次冻小鱿鱼的各 1
个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

9
马来西

亚

生产企业 Jefi Aquatech 
Resources Sdn. Bhd.（注册编

号为 CN121）
2021-04-14

1 批冻白虾的 1 个内包
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

核酸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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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除瓜多尔虾供应商 Songa 的进口
限制令

中国渔业博览会

来自 Intrafish 3 月 29 日消息，中国解除了对厄瓜多尔虾供应商 Songa 的进口限制令。中国于 1 月份

在一批货物中发现白斑病后实施了这一禁令。

厄瓜多尔驻北京大使卡 Carlos Larrea 表示，在取消禁令之前，双方积极交换了技术信息，为外交谈判

铺平了道路，厄瓜多尔加强了每一项生物安全措施，以建立信任并保证最终消费者的健康，确保厄瓜多尔虾

必须安全到达餐桌。

近几个月来，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中国港口通关延迟，厄瓜多尔对虾出口减少，在经历了连续两个月

的下跌后，厄瓜多尔虾对中国的出口在 2 月份出现反弹，这预示着在过去 10 个月经历波动的出口商将迎来

更好的日子。

俄联邦渔业署：俄罗斯将继续与中国就
恢复俄鱼类产品供应展开磋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4 月 15 日电 俄联邦渔业署署长舍斯塔科夫表示，将继续与中方就恢

复向中国港口供应鱼类产品进行磋商，包括在俄中渔业合作混合委员会框架下开展谈判。

舍斯塔科夫向记者表示：“我们正在与中方同事就这一问题展开工作，讨论进行得相当困难。

现在通过集装箱进行转运的可能已经打开，而以散货运输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我们正在寻找绕过中国港口通过日本和韩国港口供应产品的可能。

我们将继续与中方同事讨论开放散货运输的可能，其中还包括在俄中渔业合作混合委员会的框架下讨

论。”

署长还强调，俄罗斯的渔民们因中国港口关闭正遭受鱼类销售困难的问题。

他补充称：“当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中国毕竟是我们的传统渠道。但是我们正在与韩国和日本积极合作，

正在积极向这些国家发送产品。”

俄罗斯联邦渔业署 12 月发布消息称，中国大连港由于几名港口装卸工人感染新冠病毒而暂停接待外国

船只。

大连港此前为最后一个可以卸载俄罗斯水产品的港口。

俄副总理阿布拉姆琴科指出，在对华供应受限背景下，俄政府将扶持本国渔业企业，除提供物流补贴外，

还将在向俄罗斯国内新加工及销售点运送水产品方面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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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拟修订冷冻龙虾和冷冻龙虾产品的
强制性规范

海关总署

2020 年 3 月 31 日，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宣布修订冷冻龙虾和冷冻龙虾产品的强制性规范草案

VC8020。主要修订内容为：

（1）适用范围：该强制性规范适用于直接食用或进一步加工的冷冻龙虾和冷冻龙虾产品；

（2）一般行政要求：生产产品的工厂 / 机构 / 设施应事先得到国家核准委员会的批准，对此进行监管对

产品进行风险监控抽样等；

（3）具体要求：冷冻龙虾和冷冻龙虾产品的处理、准备、加工、包装、运输、冷冻、储存和质量，以及原料、

加工、冷冻和储存的要求，HACCP 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原材料来源管理；

（4）提供了进口水产品健康证书格式样本。

该草案意见反馈期为通知发布后 2 个月内。

斯里兰卡进口鱼类罐头总砷检测标准
商务部

斯里兰卡进口鱼类罐头检测标准（SLS 591）于 2014 年发布执行，罐头总砷含量限定标准为不超过 1.0 

mg/kg。根据斯 1988 年进口条例及当前执行的 2017 年进出口控制条例（根据 1969 年 1 号《进出口（控制）

法案》制定，2018 年 3 月 29 日发布）要求，所有出口至斯的鱼罐头均需符合 SLS 591 标准。此标准适用

于所有国家。

根 据 斯 方 数 据， 我 国 鲭 鱼 罐 头 产 品 占 斯 同 类 产 品 的 比 例 约 90%。 斯 相 关 鱼 罐 头 HS 编 码 为：

1604.11.00、1604.12.00、1604.13.00、1604.14.00、1604.15.00、1604.16.00、1604.19.00。

欧盟修改对部分进口食品的检测法规
越南人民报网

越南工贸部称，根据欧盟发布的第 2020/2236 号新规定，自 2021 年 4 月 21 日，欧盟将修改对部分

进口食品的检测法规。

据此，进口合成食品的入境要求将不再根据动物来源成分的百分比，而取决于与合成食品本身相关的动

物健康或公共健康风险。

过去，欧盟规定，针对混合食品中含有 50％以上来自动物源性成分的混合食品，都采用与动物源性食

品相同的检查措施。针对动物食品成分少于 50％的混合食品的检测规定与植物来源的混合食品检测规定一

样。

此外，所有包含动物产品（如牛奶、鸡蛋、肉、海鲜等）的合成产品都必须附有动物检疫证明或制造商

的证明，乳制品必须具有热处理证明等。

此前，欧盟已经对进口合成产品的证书提出了新要求。该证书自 2012 年起实施。目前对合成产品的认

证将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到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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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未准入境 27 批次冷冻
食品，冻品行业者需要注意什么？

冻品攻略

据海关总署网站 4 月 20 日消息，2021 年 3 月全国海关检出安全卫生项目不合格并未准入境食品名单

已公布，附件所列未准入境水产品均已在口岸依法做退运或销毁处理。

海关总署公布 3 月份禁止进口食品名单，冻品行业者需要注意什么？

其中，9 批次厄瓜多尔冻南美白虾因“检出水生动物疫病”未准入境，达 78，448 公斤，涉及辽宁中

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澄迈昊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福建简妮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济南维尔康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天津隆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河北青谷轩食品有限公司（2 批次）、捷嘉（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2 批次）。

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Infectious hypodermal and hematopoietic necrosis virus，简称

IHHNV) 是世界范围内对虾养殖最大的难题，对厄瓜多尔南美对虾也是如此。而在多种对虾病毒中，感染

IHHNV 的南美白对虾，畸形率高，个体成长差异性大，饵料效率差，商品价值低，产量偏低，整体养殖经

济损失可能高达 50%。此前几年，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曾被海关检出白斑病、黄头病等疫病。

来自越南的 4 批次冷冻水产品因“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磷酸及磷酸盐”未准入境，达 72，550 公斤，

涉及广州晋浩沣贸易有限公司（2 批次）、江门市骐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行健供应链（广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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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及磷酸盐的功能为水分保持剂、膨松剂、酸度调节剂、稳定剂、凝固剂及抗结剂，据食品安全标准

与检测评估司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冷冻水产品中的

最大磷酸盐类食品添加剂在使用量为 5.0g/kg；预制水产品为 1.0g/kg。

来自泰国的 3 批次冻蟹因重金属“镉超标”未准入境，达 5，740 公斤，涉及厦门绿盛实业有限公司（3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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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慢性蓄积性。长期大量摄入镉含量超标的食

品可能会导致肾和骨骼损伤等健康危害。

水产品中镉超标主要是养殖的水源存在镉污染，《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规定，镉在甲壳类鲜、冻水产

动物中最大限量为 0.5mg/kg，在双壳类、腹足类、头足类、棘皮类鲜、冻水产动物中最大限量为 2.0mg/kg（去

除内脏）。

针对重金属镉含量超标的可疑海鲜也可以运用专业的检测仪器进行检控和筛选。重金属多功能检测仪能

够快速检测重金属砷，重金属镉，重金属铬，重金属汞，重金属铅等。定量快速准确检测重金属镉含量。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第二十八条海关根据监督管理需要，对进口食品实施现场查验，现场查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运输工具、存放场所是否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二）集装箱号、封识号、内外包装上的标识内容、货物的实际状况是否与申报信息及随附单证相符；

（三）动植物源性食品、包装物及铺垫材料是否存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情况；

（四）内外包装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否存在污染、破损、湿浸、渗透；

（五）内外包装的标签、标识及说明书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海关总署规定

的要求；

（六）食品感官性状是否符合该食品应有性状；

（七）冷冻冷藏食品的新鲜程度、中心温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病变、冷冻冷藏环境温度是否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冷链控温设备设施运作是否正常、温度记录是否符合要求，必要时可以进行蒸煮试验。

及第三十条规定：

第三十条进口食品的包装和标签、标识应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依法应当有说明书

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

对于进口鲜冻肉类产品，内外包装上应当有牢固、清晰、易辨的中英文或者中文和出口国家（地区）文

字标识，标明以下内容：产地国家（地区）、品名、生产企业注册编号、生产批号；外包装上应当以中文标

明规格、产地（具体到州 / 省 / 市）、目的地、生产日期、保质期限、储存温度等内容，必须标注目的地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施出口国家（地区）官方检验检疫标识。

对于进口水产品，内外包装上应当有牢固、清晰、易辨的中英文或者中文和出口国家（地区）文字标识，

标明以下内容：商品名和学名、规格、生产日期、批号、保质期限和保存条件、生产方式（海水捕捞、淡水

捕捞、养殖）、生产地区（海洋捕捞海域、淡水捕捞国家或者地区、养殖产品所在国家或者地区 )、涉及的

所有生产加工企业（含捕捞船、加工船、运输船、独立冷库）名称、注册编号及地址（具体到州 / 省 / 市）、

必须标注目的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口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的中文标签必须印制在最小销售包装上，不得加贴。

进口食品内外包装有特殊标识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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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发布多项 2021 年度出口食品
控制法规

海关总署

2021 年 3 月 24 日，澳大利亚联邦公报网站发布了 F2021L00304、F2021L00308 号等 7 个公告，

内容为依据出口管理法，制定了多项 2021 年度出口食品控制法规，涉及出口乳、禽肉、禽蛋、水产品、兔肉、

野味、植物源性食品及上述食品的相关制品。指令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出口指令适用的产品范围、产品生产

加工企业的注册审核与管理、出口产品的生产加工要求、出口产品质量要求和卫生标准、出口许可证的申请

和管理、官方检验监管的内容与实施方式、出口文件要求、官方出口标识的使用与管理等。

上述公告于公报发布之日起生效。

韩国修订水产品标准规范
海关总署

2021 年 4 月 6 日，韩国国家水产品质量管理院发布《水产品标准规范》部分修改草案。修订主要内容为：

（1）调整包装规格、单位、外包装、内包装的定义；

（2）为提高水产品流通效率，增加韩国标准规格的 T-12 型托盘，包装尺寸的允许范围，可以代替木

箱的塑料材料；

（3）制定水产加工品标准规格依据；

（4）水产品标准包装规格，水产品的特殊包装标准；

（5）调整了鱼类和贝类的分类，并增加了竹荚鱼产品在批发市场拍卖的标准。添加现场使用频率高的

包装规格和塑料材质；

（6）根据水产品和水产加工品的顺序，重新布置设计图纸。

该草案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

韩国发布《水产品安全性调查业务处理
要领》部分修改征求意见稿，改善生产
阶段安全性调查进行的样品取样方法

食品伙伴网

4 月 14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了第 2021-155 号公告，拟修改《水产品安全性调查

业务处理要领》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 生产阶段安全性调查进行的样品取样方法和取样量遵循《食品法典》第 7 章的相关规定。

2. 为了迅速通报和提高工作效率，安全性调查结果合格时，调查机关可以向所属的地方自治团体等进行

通报。

3. 合理改善关于安全性调查结果的季度报表。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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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将对进口水产品进行集中抽检
食品伙伴网

4 月 12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称：4 月 12 日 ~6 月底，韩国将对进口贝类进行

麻痹性贝类毒素的集中检查。 

本次检查的对象是韩国国民消费较多的，来自亚洲、南美洲、大洋洲等中 25 个国家的蛤蜊、扇贝、白蛤、

海虹、紫石房蛤、文蛤、毛蚶等 35 种。

预计将进行随机抽样检查，对各出口国、各境外生产企业、各品种进行每月 1 次的麻痹性贝类毒素检查

（标准：0.8 mg/kg 以下）。

据统计 2020 年在进口申报的 8446 件贝类中检查了 256 件，并未出现不合格产品。

美国进口商召回中国鲶鱼产品
译自 SeafoodSource 

美国超级世界贸易公司正在从中国召回超过 26000 磅的即食鲶鱼产品。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及检验局（英文名称：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简称 FSIS）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美国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这一家公司正在从中国召回

含有鲶鱼的“金勺火锅鱼片”类产品，因为中国目前没有被允许向美国出口加工后的鲶鱼类产品。

据 FSIS 介绍，这些产品已经被运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和批发点。而此次问题是在一次对进口产品的例行

监控中发现的。

这一“金勺火锅鱼片”装在一个 4.23 盎司的塑料托盘里。FSIS 敦促已经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们不要

食用这一产品。该机构表示，“这些产品应该被扔掉或者退回购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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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安全

海关总署重磅发布，进出口食品
安全监管新规上线

海关总署

2021 年 4 月 13 日，海关总署在其官方网站接连发布海关总署第 248 号令（关于公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的令）和海关总署第 249 号令（关于公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令），由此掀开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新篇章。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适用于向中国境内出口

食品的境外生产、加工、贮存企业（以下统称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管理，《规定》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2012 年 3 月 22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45 号公布，

根据 2018 年 11 月 23 日海关总署令第 243 号修改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同时废止。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适用于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以

及海关对进出口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进出口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2011 年 9 月 13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44 号公布并根据 2016

年 10 月 18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 号以及 2018 年 11 月 23 日海关总署

令第 243 号修改的《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值得关注的是，原《出口蜂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进出口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等海关部门规章也一并废止。《办法》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风险管理、全程控制、国际共治的原则，开展进出口食品安全活动的具体行动指南。

后续，优顶特研究院将推出专题文章，对《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和《进口食品境

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进行全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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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信息通告（2021 年第 10~12 期）（水
产类）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其中水产类 4 批次，不合格项目涉及农兽药残留超标、食品添加剂超

标等。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农兽药残留超标

1. 上陡门农贸市场郑建有摊位销售的牛蛙，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浙江

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2. 湖州康山街道老褚水产品经营部销售的沼虾，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龙游欣辉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河蟹（公蟹），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4. 温州市洞头区北岙农贸市场叶明省摊位销售的牛蛙，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5. 湖州康山街道琴美水产品商行销售的河虾，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

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湖州康山街道琴美水产品商行销售的沼虾，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

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温州市鹿城黎明路农贸市场刘秀元摊位销售的黄鳝，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8. 嘉兴物美超市有限公司海宁长安分公司销售的泥鳅，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食品添加剂超标

1. 舟山新城凯虹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城市超市店销售的散装鱼干(金丝鳗鱼干)，山梨酸及其钾盐(以

山梨酸计 )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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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贸市场转型升级 保障百姓
“菜篮子”安全

浦徐进 江南大学商学院、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贸市场包括批发市

场是城市食品供应的重要渠道，70% 以上的畜禽肉、水产品、蔬菜水果均通过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进入城

市流通。农贸市场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保障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安全。然而，从武汉华南海鲜市

场到北京新发地市场，疫情的接连爆发也暴露出传统农贸市场建设和运营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问题。

空间布局不够科学合理。在许多城区的总体规划中，对配套农贸市场的规划建设往往滞后于医院、学校

等公共设施。农贸市场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区，要承担城区大多数人口的消费任务，负担过重。而在

城乡结合部、新城区市场布局较少，导致非法市场和游商浮贩泛滥成灾，违章占地、违章占道、违章建设问

题普遍存在。北京、上海、广州 2019 年的政务数据资源网与人民政府网显示，三个城市的农贸市场大约分

别有 750、1000、500 个，70% 分布在老城区，仅有 30% 分布在新城区。

部分农贸市场基础设施陈旧。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老旧市场受初建时设计规划条件、经济环

境和年代所限，原有设施功能不全，存在市场内摊位布局不合理、摊位立面破损陈旧、公共设施严重老化、

采光严重不足、排水用电系统老化、路面常年积水湿滑等诸多问题，加之旧市场周围环境较差，车辆停放、

垃圾处置、雨污分离等配套设施发展也相对滞后。市场经营者往往缺乏足够动力对那些陈旧滞后的基础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脏乱差、阴暗潮湿、噪音污染、蚊虫滋生等安全卫生问题一直是农贸市场撕不掉的标签和摆

脱不了的刻板形象。

食品安全问题多发易发。农贸市场作为食用农产品的主要流通环节，其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农贸市场销售人员的流动性强，市场开办单位等责任主体管理不及时、不到位，使

得农产品销售者往往保持着传统原始的销售习惯，食品卫生条件难以保障，经营场所卫生条件差、抽检等日

常监督管理方式难以开展落实。销售者普遍缺乏索证索票意识的现实，更使得发现问题的食品安全责任难以

追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多发易发。杭州地区“毒红毛丹”、乌鲁木齐人造“新鲜红枣”、河北“红心”咸

鸭蛋、温州“注胶虾”等食品安全事件均发生在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的监管盲区依然存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不足。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消费者选择“不出门”的线上购物方式给农贸

市场的生存发展带来了不小冲击，传统的农贸市场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消费观需求。在此次疫情中，多数农

贸市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主要体现在菜品品种不全、价格过高、消毒不彻底等方面，许多农贸市场经营户

缺乏防护意识，也没有严格执行特殊时期的稳价策略。由于缺少线上线下衔接环节，大部分农贸市场互联网

程度较低，无法在突发时间内灵活转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不足的现状显露无遗。

“菜篮子”虽小，却装着民生大承诺。疫情发生以来，为切实保障民生需求和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我国

各地政府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统筹协同推进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和升级改造工作，农贸市场呈现出可喜的新变

化。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有力推进。各地政府完善组织管理，细化责任分工，按层级抓好落实，采取强有力

举措将农贸市场防控工作落实到位。例如，深圳市设立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建立“1（市）+11（区）”

数据报送通道；上海市商务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本市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实施方案》，推行“四个强化”

制度——强化场所管理、强化人员管理、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强化应急管理。

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各地政府根据疫情防控新形势新要求，持续加大对农贸市场的监督检查，

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食品。例如，上海市对国际冷链商品疫情防控做了重点部署，创新了“九宫

格工作法”，即三查验、三告知、三消杀；南京市建成农贸市场协会食品安全工作站，实现行业自律，规范

行业行为；广州发布农贸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切实落实市场环境、产品和人员疫情防控

和应急处置各项措施。

农贸市场运营模式主动创新。疫情好转之后，各地农贸市场从纵向（服务深度）和横向（服务广度）两

个层面，开始积极主动探索运营新模式。例如，浙江杭州骆家庄农贸市场应用 5G 技术，对商户交易流水到

食品追踪溯源进行全程监控；广州市推出“菜丁云智能科技系统”，通过提供送货服务，减少消费者接触农

贸市场现场环境的机会；在河南郑州新建的多家标准化农贸市场里，电梯、中央空调、免费 WIFI、儿童乐园、

免费图书阅览室、宠物暂存区应有尽有。

升级改造工作初步开展。有鉴于此次疫情暴露出传统农贸市场的诸多问题，各地政府开始从多元、智能、

品牌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制定一系列政策来规范和推进传统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例如，武汉市成立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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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指挥部，分层次推进全市农贸市场的转型升级；青岛市出台《青岛市公益性农贸市场升

级改造和标准化建设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配套的农贸市场体系；浙江提出《浙

江省农贸市场和专业市场“五化”提升行动方案》，全面启动市场的“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

规范化”改造。

2021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

强配套设施建设，实施更优惠政策，让社区生活更加便利。”小小菜篮子，承载着百姓的殷殷期望，承载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后疫情时代群众消费需求的新要求，在总结借鉴疫情防控经验的基础上，未来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加快推进农贸市场转型升级，保障百姓“菜篮子”安全。

一是布局科学化。在此次疫情中，人流如潮、万头攒动的农贸市场成为疫情暴发的“隐秘角落”。因此，

需要科学合理规划农贸市场布局，实现各级市场功能区分，避免人流大量聚集。各地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应该

坚持把农贸市场放到重要位置，并将农贸市场纳入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规划管理范畴，根据城市发

展需要和新建社区商业配套设施建设，结合交通条件及周边市场等因素，注重大中小结合，进行合理规划和

布局。在土地性质上，各地政府应充分保障农贸市场建设用地，只租不售，避免后续出现改变土地性质的变更，

让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农贸市场沦为商业用地。

二是业态多元化。虽然面临着生鲜电商、生鲜超市日趋激烈的竞争，农贸市场目前仍是我国居民主要的

农产品消费渠道。在后疫情时代，传统农贸市场依然要努力改变业态相对单一的现状，一方面要发挥价格便宜、

更加新鲜、品类齐全的传统优势，建立起集超市、集市功能服务于一体的消费场所，形成“生活气息体验的

环境”来留住老顾客；另一方面，可将文化创意与市场相融合，同时开拓线上订单配送模式，吸引年轻群体

成为农贸市场消费的主力军。

三是运营精细化。此次疫情已经证明农贸市场管理细节上的任何漏洞，在人员流动频密的城市空间中，

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后果。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对农贸市场改造不应该是简单地对市场环境的整治，

而是从外表到大脑的整体功能性改造，消防、卫生、安全、检疫都应该成为农贸市场精细化运营的一部分。

特别重要的是，农贸市场应该利用先进的互联网、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在实现便捷消费、食品安全追溯的

同时，实现信息的实时化、具体化、可视化，从而有利于监管部门对市场经营活动的动态监管。

四是环境生态化。消费者在疫情之后将更加关注农产品安全质量，价格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卫生干净和

食品新鲜成为首要决策因素。因此，农贸市场急需摆脱“脏乱差”的固有形象，向居民提供一个环境优越、

卫生健康、舒心购物体验的市集。农贸市场应以绿色生态为主旨，针对陈旧滞后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实施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收集、节水降耗、合理改造，并且不只是做到场所表面的清洁，更要实现供应链

层面的全程可追溯。同时，应加强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提高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健康

素养和文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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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
流通 分类分类

本期本期 上年同期上年同期 同比同比

重量重量
( 吨 )( 吨 )

金额金额
( 万美元 )( 万美元 )

重量重量
( 吨( 吨

金额金额
( 万美元 )( 万美元 ) 重量重量 金额金额

海水鱼海水鱼 31117.37 7833.24 23609.59 6944.39 31.80% 12.80%
海水虾海水虾 1637.76 1378.43 2027.82 1883.23 -19.24% -26.81%
海水蟹海水蟹 1326.53 512.51 1538.36 502.33 -13.77% 2.03%
海水贝海水贝 363.16 76.93 184.75 46.52 96.57% 65.37%
头足类头足类 3238.14 1616.65 3685.45 1951.94 -12.14% -17.18%

淡水产品淡水产品 501.24 1072.52 303.64 682.94 65.08% 57.04%
其它其它 260.77 458.26 287.27 371.66 -9.22% 23.30%
合计合计 38444.9638444.96 12948.5412948.54 31636.8731636.87 12383.0112383.01 21.52%21.52% 4.57%4.57%

国家 / 地区国家 / 地区

本期本期 上年同期上年同期 同比同比

重量重量
( 吨 )( 吨 )

金额金额
( 万美元 )( 万美元 )

重量重量
( 吨( 吨

金额金额
( 万美元 )( 万美元 ) 重量重量 金额金额

韩国韩国 5273.17 1649.11 3282.55 1214.66 60.64% 35.77%
日本日本 4845.63 2645.79 5877.19 3482.87 -17.55% -24.03%
欧盟欧盟 4092.06 1790.86 6261.55 2384.11 -34.65% -24.88%
美国美国 613.69 407.61 883.23 388.19 -30.52% 5.00%
泰国泰国 4030.12 1092.82 1300.82 389.90 209.81% 180.29%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404.73 218.30 1567.05 299.45 -74.17% -27.10%
其它国家、地其它国家、地

区区
19185.56 5144.06 12464.48 4223.84 53.92% 21.79%

合计合计 38444.9638444.96 12948.5412948.54 31636.8731636.87 12383.0112383.01 21.52%21.52% 4.57%4.57%

2020 年 3 月浙江省水海产品 
进出口情况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2021 年 3 月浙江省水海产品出口总量 38444.96 吨，同比增加 21.52%，出口金额

12948.54 万美元，同比增加 4.57%；进口总量 21941.50 吨，同比增加 59.21%，进口金

额 7281.95 万美元，同比增加 46.07%。

1、本月浙江省水产品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 : 杭州海关

2、本月浙江省水产品出口主要国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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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地区国家 / 地区
本期本期 上年同期上年同期 同比同比

重量 ( 吨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 ( 吨 )重量 ( 吨 ) 金额 ( 万美元 )金额 ( 万美元 ) 重量重量 金额金额
韩国韩国 9254.88 2215.17 3070.63 977.96 201.40% 126.51%
日本日本 6220.71 3386.20 3898.32 2506.48 59.57% 35.10%
欧盟欧盟 538.01 392.38 11.83 26.49 4449.37% 1381.33%
美国美国 8.13 9.71 30.24 34.03 -73.11% -71.46%
泰国泰国 3376.66 686.04 4250.50 734.25 -20.56% -6.57%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950.63 126.16 190.01 33.88 400.29% 272.41%
其它国家、地区其它国家、地区 1592.49 466.28 2330.26 672.06 -31.66% -30.62%

合计合计 21941.5021941.50 7281.957281.95 13781.7913781.79 4985.144985.14 59.21%59.21% 46.07%46.07%

数据来源 : 杭州海关

数据来源 : 杭州海关

3、本月浙江省水产品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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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一年各月进出口走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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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浙江省水产品价格行情分析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根据对我省 9 家水产品交易市场的 237 个不同品种、规格的水产品价格信息的采集和分析，202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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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个品种（或规格），占 37.13%；价位上涨的有 101 个品种（或规格），

占 42.62%；价位下降的有 48 个品种（或规格），占 20.25%。最高涨幅 42.42%，最高降幅 34.92%。

本月环比指数为 0.9999，与上月比较，总体价位下降 0.01%。

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上升的品种主要有：马鲛鱼、米鱼、鲐鱼、虾姑、草鱼、鲫鱼等。如：浙江象山中

国水产城马鲛鱼 [1000-1500]，上月均价为 24.50 元 /kg，本月均价为 32.40 元 /kg，涨幅 32.24%；宁波

江东市场米鱼 [MIX]，上月均价为 40.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45.83 元 /kg，涨幅 14.58%；舟山国际水产

城鲐鱼 []，上月均价为 7.33 元 /kg，本月均价为 10.00 元 /kg，涨幅 36.36%；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虾姑 []，

上月均价为 50.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60.00 元 /kg，涨幅 20.00%；湖州乌板桥市场草鱼 [2000+]，上月

均价为 15.80 元 /kg，本月均价为 17.76 元 /kg，涨幅 12.38%；慈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鲫鱼 [200-500]，

上月均价为 14.59 元 /kg，本月均价为 17.20 元 /kg，涨幅 17.91%。

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下降的品种主要有：鳓鱼、滑皮虾等。如：台州市华东水产批发市场鳓鱼 [250-400]，

上月均价为 13.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8.80 元 /kg，降幅 32.31%；宁波江东市场滑皮虾 [MIX]，上月均价

为 72.50 元 /kg，本月均价为 67.00 元 /kg，降幅 7.59%。

二、与上年同期相比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月价位持平的有 28 个品种（或规格），占 11.81%；价位上涨的有 131 个品种（或

规格），占 55.27%；价位下降的有 78 个品种（或规格），占 32.91%。最高涨幅 161.44%，最高降幅

50.00%。本月同比指数为 1.1329，与上年同期比较，总体价位上升 13.29%。

本月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的品种主要有：梭子蟹、鱿鱼、白姑鱼、梅童鱼、草虾、蛏子、黄鳝、虾姑等。如：

舟山国际水产城梭子蟹 [（公蟹）200+]，上年同期均价为 136.25 元 /kg，本月均价为 190.00 元 /kg，涨

幅 39.45%；舟山国际水产城鱿鱼 [ 硬皮 ]，上年同期均价为 52.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62.00 元 /kg，涨

幅 19.23%；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白姑鱼 [0-150]，上年同期均价为 10.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13.33 元 /

kg，涨幅 33.33%；慈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梅童鱼 [20-50]，上年同期均价为 88.60 元 /kg，本月均价为

157.25 元 /kg，涨幅 77.48%；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草虾 [MIX]，上年同期均价为 130.00 元 /kg，本月均

价为 193.33 元 /kg，涨幅 48.72%；台州市华东水产批发市场蛏子 [MIX]，上年同期均价为 20.00 元 /kg，

本月均价为 29.00 元 /kg，涨幅 45.00%；湖州乌板桥市场黄鳝 [150+]，上年同期均价为 94.17 元 /kg，本

月均价为 150.00 元 /kg，涨幅 59.28%；宁波江东市场虾姑 [MIX]，上年同期均价为 17.71 元 /kg，本月均

价为 23.17 元 /kg，涨幅 30.78%。

本月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的品种主要有：刺鲳、鳓鱼、方头鱼等。如：舟山国际水产城刺鲳 []，

上年同期均价为 24.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12.00 元 /kg，降幅 50.00%；台州市华东水产批发市场鳓鱼

[250-400]，上年同期均价为 13.00 元 /kg，本月均价为 8.80 元 /kg，降幅 32.31%；台州市华东水产批发

市场方头鱼 [100-200]，上年同期均价为 27.40 元 /kg，本月均价为 22.00 元 /kg，降幅 19.71%。

三、行情分析

本月环比指数 0.9999，与上月比较，总体价位下降 0.01%；同比指数 1.1329，与上年同期比较，总

体价位上升 13.29%。

市场价格指数为 0.99，即本月行情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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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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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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年份 月份月份 均价均价 指数指数

2019

5 86.81 1.11
6 84.78 1.08
7 81.26 1.04
8 76.59 0.98
9 74.31 0.95

10 71.77 0.92
11 63.91 0.81
12 65.96 0.84

2020

1 70.41 0.90
2 78.81 1.00
3 74.02 0.94
4 77.32 0.99
5 84.24 1.07
6 83.97 1.07
7 81.19 1.04
8 64.56 0.82
9 73.22 0.93

10 74.82 0.95
11 73.75 0.94
12 80.43 1.03

2021

1 86.42 1.10
2 99.55 1.27
3 88.70 1.13
4 78.0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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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内市场 2021 年 3 月份
价格行情分析

舟山国际水产城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舟山国际水产城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

2021 年 3 月份水产品总交易量为 830.64 吨，总交易额为 3005.74 万元，较上月增加 103.06 吨，3

月上市价格同比除基本全线上涨，如大宗水产品草鱼、鳙鱼、白鲢、鲫鱼与上月同比涨 22%、37%、7%、

9%，青鱼微跌 1%，鲤鱼涨 1%. 名特优产品中环比上涨鳜鱼、白鱼、鳊鱼、黄鳝、黄颡鱼各涨 5%、1%、

11%、1%、12%，黑鱼跌 1%，加州鲈鱼≧ 500 涨 9%、＜ 500 涨 4%。

湖州菱湖乌板桥水产品批发市场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湖州菱湖乌板桥水产品批发市场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

浙江瑞安水产城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浙江瑞安水产城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

舟山国际水产城 2021 年 3 月实现水产品交易量 37864 吨，交易额 91390 万元。本月水产品月价格指

数为 324.80 点，环比上涨 6.96 点。本月起水产品交易价格受疫情影响消退，水产品交易重心逐步转向冰

鲜类水产品，市场各类水产品交易开始活跃起来。具体原因和交易情况如下：

阳春三月，随着气温、水温回升，渔船开始逐步恢复作业生产。从本月到港投售的渔船数量来看，已经

与上月相比有较明显的回升。从交易现场看，本月市场主要交易的水产品品种以带鱼、小黄鱼、银鲳、白姑鱼、

虾蛄、红虾等种类为主，尤其在渔船集中投售期间，各类水产品货源充足且价格开始呈回落趋势。月末部分

水产品受货源减少等因素影响，如一定规格的带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交易价格略有浮动上升，但是幅

度不大。此外，由于节日效应的减退，原先销售火爆的冰冻礼包类水产品供应量本月开始逐步减少。

本月市场节后水产品供应充足，各类水产品交易价格基本呈现稳步下降趋势。以下是本月市场监测的部

分主要交易的冰鲜类水产品平均交易价格：其中，规格为 200 克≤鲜条重 <350 克的带鱼价格为 20-40 元

/ 斤；规格为 500 克≤鲜条重＜ 1000 克的海鳗价格为 14-25 元 / 斤；规格为 500 克≤鲜条重 <1000 克的

马鲛鱼价格为 15-28 元 / 斤；规格为 150 克≤鲜条重＜ 250 克的银鲳价格在 40-60 元 / 斤；条重≥ 150

克的舌鳎价格为 22-32 元 / 斤；规格为鲜条重＜ 100 克的小黄鱼价格在 14-20 元 / 斤。

本月活品类梭子蟹的投售价格和价格指数依旧位于高位运行，虽然比起上月春节假日时段的价格有明显

回落，但是本月只重 200 克以上的一级梭子蟹交易价格依旧维持在每公斤 200 元以上。同时，由于下月起

抱卵梭子蟹和梭子蟹幼蟹即将全面进入禁捕期，因此目前活品类梭子蟹呈现的交易价格变化走势也比较符合

市场交易规律。

下月起，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气温逐步转暖，出海捕捞作业的船只数量将会有所增加，市场冰鲜类

水产品的上市投售量也将会有进一步的回升，水产品成交价格则会有小幅波动。不过，由于下月末伴随休渔

期的逐步临近，将会使水产品货源供应和交易价格开启新一轮的变化，预计下月水产品的交易价格走势将呈

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瑞安水产城本月交易总量 10000 吨，交易总额 21000 万元。与上月相比交易总量下降了 16.6%，交

易总额下降了 12.5%。同去年同期相比相差无几。具体分析如下：

一、鲜活品交易本月总量比上月下降了 40%，交易总额比上月下降了 35%；春汛生产即将结束，鲜品

上市量明显减少，养殖经济鱼类增多，鲜品鱼价略上涨。

二、干品、腌制品、休闲水产食品的交易量比上月下降了 13%，交易额比上月下降了 17%。干品、腌制品、

休闲水产食品价格与上月相比略有所下降 , 货源充足，客流量依旧。

时下，春汛生产将接近尾声，鲜水产品上市量明显减少，鲜品鱼价开始全面上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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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浙江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

品种名称品种名称 增减增减 产品规格产品规格
21 年 3 月均价21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1 年 2 月均价21 年 2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0 年 3 月均价20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环比涨跌环比涨跌 同比涨跌同比涨跌

带鱼 ↓ 350 ≤鲜条重＜ 500 63.23 79.64 49.03 -20.61% 28.96%
带鱼 ↓ 200 ≤鲜条重＜ 350 35.94 37.86 26.52 -5.07% 35.52%
带鱼 100 ≤鲜条重＜ 200 10.00 11.64 12.00 -14.09% -16.67%
银鲳 ↑ 150 ≤鲜条重＜ 250 61.29 94.64 61.61 -35.24% -0.52%
银鲳 250 ≤鲜条重＜ 400 122.58 187.86 121.61 -34.75% 0.80%
刺鲳 ↑ 150 ≤鲜条重＜ 250 17.61 17.64 18.00 -0.17% -2.17%

小黄鱼 ↓ 100 ≤鲜条重＜ 150 73.23 90.00 57.42 -18.63% 27.53%
小黄鱼 ↑ 鲜条重＜ 100 20.00 27.00 20.00 -25.93% 持平

养殖黄鱼 300 ≤鲜条重＜ 600 40.00 43.14 32.45 -7.28% 23.27%
野生黄鱼 ↓ 150 ≤鲜条重＜ 250 400.00 700.00 320.00 -42.86% 25.00%
野生黄鱼 ↓ 200 ≤鲜条重＜ 350 600.00 1200.00 520.00 -50.00% 15.38%

鳗鱼 ↑ 1000 ≤条重＜ 1500 26.00 33.00 26.39 -21.21% -1.48%
鳗鱼 ↑ 条重＜ 500 10.00 11.64 10.00 -14.09% 持平
舌鳎 300 ≤鲜条重＜ 500 40.39 40.00 37.94 0.98% 6.46%

鮸鱼（鳘鱼） 300 ≤鲜条重＜ 500 24.00 24.36 19.74 -1.48% 21.58%
白姑鱼 鲜条重＜ 150 12.00 12.00 10.00 持平 20.00%
马鲛鱼 500 ≤鲜条重＜ 1000 25.10 24.36 26.71 3.04% -6.03%
鳓鱼 ↑ 250 ≤鲜条重＜ 400 10.58 11.71 11.94 -9.65% -11.39%
鲐鱼 ↑ 100 ≤鲜条重＜ 250 7.00 7.00 7.00 持平 持平
鱿鱼 ↑ 统货 41.29 47.79 36.26 -13.60% 13.87%
墨鱼 ↑ 统货 44.00 47.86 39.35 -8.07% 11.82%
鲳鱼 250 ≤冻条重＜ 400 110.00 108.21 100.00 1.65% 10.00%
鲳鱼 150 ≤冻条重＜ 250 70.00 66.43 60.00 5.37% 16.67%
带鱼 350 ≤冻条重＜ 500 34.00 34.00 34.00 持平 持平
带鱼 200 ≤冻条重＜ 350 24.00 24.00 24.00 持平 持平
鳓鱼 250 ≤冻条重＜ 400 10.00 10.00 10.00 持平 持平

马鲛鱼 1000 ≤冻条重＜ 1500 26.00 26.00 26.00 持平 持平

浙江松门水产品批发市场 2021 年 3 月水产品总交易量为 23050 吨，同比上涨 8.98%，环比下降 3.03%；

总交易额为 56221.3 万元，同比上涨 13.96%，环比下降 11.97%。

一、基本情况分析

本月，由于受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出海作业渔船捕捞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因而市场上各类鱼获相比

上月有所减少，主要以鲳鱼、鳓鱼、鲐 鱼、鱿鱼和其它小杂鱼居多。自上月春节、元宵销售旺季过后，市场

需求减少，鱼价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另外，冷冻水产品受疫情防控下进口冷链禁止流入等影响，供应都为

本地鱼获，供应充足，价格相对平稳；此外，水产干品受节日效应影响较小，价格基本平稳。

二、价格走势

市场需求平缓 鱼价整体有所回落

1、海水鱼类：本月市场需求明显下降，与上个月相比鱼价普遍有所回落。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涨，

其中尤以带鱼涨幅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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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称品种名称 增减增减 产品规格产品规格
21 年 3 月均价21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1 年 2 月均价21 年 2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0 年 3 月均价20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环比涨跌环比涨跌 同比涨跌同比涨跌

鱿鱼干 ↑ / 90.00 90.00 90.00 持平 持平
墨鱼干 ↑ / 180.00 180.00 180.00 持平 持平
对虾干 ↑ 每 500 克 17-20 只 110.00 110.00 110.00 持平 持平
紫菜 ↑ / 81.29 80.00 80.00 1.61% 1.61%
虾皮 ↑ / 90.00 90.00 90.00 持平 持平
虾米 ↑ / 140.00 140.00 120.00 持平 16.67%

白姑鱼干 ↑ / 26.00 26.00 26.00 持平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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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名称品种名称 增减增减 产品规格产品规格
21 年 3 月均价21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1 年 2 月均价21 年 2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0 年 3 月均价20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环比涨跌环比涨跌 同比涨跌同比涨跌

缢蛏 统货 30.00 28.50 26.90 5.26% 11.52%
青蛤 统货 26.00 26.00 26.45 持平 -1.70%
毛蚶 ↑ 统货 30.00 30.00 30.00 持平 持平

品种名称品种名称 增减增减 产品规格产品规格
21 年 3 月均价21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1 年 2 月均价21 年 2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20 年 3 月均价20 年 3 月均价
（元 / 公斤）（元 / 公斤）

环比涨跌环比涨跌 同比涨跌同比涨跌

梭子蟹（公） ↓ 200 克上 144.52 179.64 120.00 -19.55% 20.43%
梭子蟹（母） ↓ 200 克上 326.45 359.29 229.68 -9.14% 42.13%

斑节对虾 ↓ 统货 182.58 200.00 122.90 -8.71% 48.56%
管鞭虾 ↑ 统货 24.00 25.64 24.00 -6.40% 持平
鹰爪虾 统货 44.84 55.71 36.00 -19.51% 24.56%

浙福边贸（苍南）水产城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浙福边贸（苍南）水产城 2021 年 3 月行情分析

浙福边贸水产城三月份水产交易总额为 36800 万元，交易总产量为 26900 吨，成交额比去年同比增加

30.5%；成交量跟去年同比增加 31%。市场销售的大宗产品价格与去年同比也没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比

如鲳鱼、带鱼在我市场流通最大宗的品种价格并为上涨。若是算上近两年的人民币贬值，事实上相对于其他

海产品的价格上扬，事实上等于一定程度的下跌。主要原因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伏季休渔，这两个种群有所恢复。

而梭子蟹的价格自去年疫情以来，增殖放流停顿之后，导致了供需失衡，捕捞量相对 18 年减少很多，

其中还有一两个品种也是类似比如野生黄鱼与黄姑鱼价格依然有所上扬，建议针对以上三个品种后续工作要

形成可持续的开展。而青蟹的上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梭子蟹价格的虚高，导致了青蟹价格的跟涨。

免鱼今年的价格下跌与往年的免鱼胶价格一路走好有一定关系，随着疫情对经济的打击，一定程度上免

鱼胶的价格下滑，导致了免鱼价格回归本位。

其实品种价格波动非市场主流因素，因此不做阐述。

以下是浙福边贸水产城大宗海产品的同比均价：

2、海水甲壳类：本月受海洋气候影响，梭子蟹产量大幅减少，价格相比去年同期明显上涨。由于本月

市场需求平缓，与上个月相比价格略有下降。

3、海水贝类：本月贝类供货稳定，市场需求变化不大，其中缢蛏价格相比上月和去年同期略有上涨，

其它贝类基本趋于平稳。

4、海产干品类：本月水产干品供货充足，受环境影响小，市场需求平缓。除虾米价格较去年同期有小

幅上涨，其他干水产品价格基本趋于平稳。

三、趋势预测

预计下个月，随着天气转暖，鱼类进入产卵期，上市鱼获将会有所减少。由于清明节到来与伏季休渔期

临近，市场需求将有所增加，鱼价或将稳中有升。

品种品种 规格规格 19 年 3 月均价（公斤）19 年 3 月均价（公斤） 21 年 3 月均价（公斤）21 年 3 月均价（公斤） 涨跌比率涨跌比率

银鲳

150 克下 50 元 55 元 +10%
150 克 -250 克 100 元 100 元 +0.00%
250 克 -400 克 170 元 170 元 +0.00%

400 克上 230 元 250 元 +8.7%
乌鲳 400 克上 170 元 170 元 +0.00%

海鳗
1000 克 -1500 克（公） 41 元 41 元 +0.00%

1500 克上（公） 45 元 45 元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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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品种 规格规格 19 年 3 月均价（公斤）19 年 3 月均价（公斤） 21 年 3 月均价（公斤）21 年 3 月均价（公斤） 涨跌比率涨跌比率

带鱼

通货 45 元 45 元 +0.00%
500 克上 55 元 55 元 +0.00%

350 克 -500 克 48 元 48 元 +0.00%
200 克 -350 克 40 元 40 元 +0.00%

200 克下 15 元 15 元 +0.00%

小黄鱼
50 克左右 28 元 25 元 --10.7%

100 上 85 元 85 元 +0.00%

梭子蟹
一级蟹 300 元 400 元 +33.33%
二级蟹 190 元 260 元 +31.25%

免鱼
1000 克 -2500 克 80 元 65 元 --18.75%
2500 克 -4000 克 120 元 90 元 --25%

4000 克上 140 元 100 元 --28.57%

马鲛鱼

250 克 -500 克 28 元 28 元 +0.00%
500 克 -1000 克 45 元 48 元 +6.6%

1000 克 -2000 克 52 元 54 元 +3.8%
2000 克上 60 元 60 元 +0.00%

黄姑鱼
450 克上 160 元 200 元 +25%

350 克 -450 克 110 元 150 元 +36.36%

野生大黄鱼

150 克下 220 元 260 元 +18.18%
150 克 -250 克 300 元 350 元 +16.66%
250 克 -350 克 460 元 550 元 +19.56%
350 克 -450 克 600 元 700 元 +16.66%
450 克 -550 克 680 元 900 元 +32.3%
550 克 -650 克 850 元 1200 元 +41%

龙头鱼 通货 17 元 14 元 --17.6%
白姑鱼 通货 32 元 26 元 --18.75%

养殖对虾
45 头以上 85 元 75 元 --11.76%
30 头左右 95 元 85 元 --10.52%

养殖青蟹（膏蟹） 250 克上 250 元 300 元 +20%
小蟹 250 克下 220 元 260 元 +18.18%

2. 分品种经营情况

总经营数量总经营数量 冰鲜鱼类冰鲜鱼类 冷冻鱼类冷冻鱼类 盐干加工品盐干加工品
一天平均经营数量 （吨） 1233 618 234 381

　上周比 （%） 92 98 79 91
　上年同期比 （%） 98 113 92 83

日本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水产品 
4 月 23 日 ~4 月 29 日市况

译自·日本渔业网

东京中央批发市场丰洲市场渔业农产品事业部

2021 年 4 月第 4 周（4 月 23 日～ 4 月 29 日）

上年同期（4 月 24 日～ 4 月 30 日）

1. 分商品经营情况

品名品名
一天平均上市数量（吨）一天平均上市数量（吨）

主产地主产地 品相品相
批发价格（㎏／日元）及中间价比较批发价格（㎏／日元）及中间价比较

本周主规本周主规
格格

上市数上市数
量量

上周比上周比 増减増减
上年同上年同
期比期比

増减増减 高价高价 中间价中间价 低价低价 上周比上周比
上年同上年同
期比期比

（规格）（规格）

金枪鱼 36.8 95 ↓ 186 ↑
各地 冰鲜 17820 4586 2700 129 130 -
海外 冰鲜 3240 2719 2160 104 95 -

大眼金
枪鱼

59.5 122 ↑ 118 ↑ 各地 * 冷冻 2484 974 756 100 114 -

竹荚鱼 52.6 81 ↓ 127 ↑
长崎 中 1620 475 216 117 83

160-
180g/ 尾

长崎 中小 540 400 324 90 77
100-

120g/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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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丰洲市场最近一周概况

本周 29 日（星期四）休市营业共 5 天。本周冰鲜鱼类的经营数量与上周相比减少。 从一般冰鲜鱼为中

心的交易情况看，23 日（星期五）进入周末，库存过多交易不振。鰤鱼价格上涨 1 成，沙丁鱼和小金枪鱼

价格稳定，鲣鱼价格持续下跌 1-3 成，竹荚鱼小幅下跌，整体小幅波动。24 日（星期六）休市前交易，购

买状况略有好转。鱿鱼价格上涨 1-2 成，鲐鱼稳定，竹荚鱼和鰤鱼价格较为稳定。鲣鱼小幅波动，整体弱稳定。

26 日（星期一）一周开市交易情况略有好转。鲐鱼价格上涨 2-4 成，沙丁鱼上涨 1-3 成，鱿鱼持续上涨 1-2

成，鰤鱼和鲣鱼价格稳定，整体上涨。27 日（星期二）开市日之间的交易，状况一般。鱿鱼价格持续上涨 2 成，

鲐鱼小幅反弹，鰤鱼稳定，沙丁鱼和小金枪鱼小幅下跌，整体小幅波动。28 日（星期三）休市前交易。周

三市场依旧依旧不振。竹荚鱼价格成倍上涨，鱿鱼价格持续上涨 1 成，鰤鱼下跌 1-2 成，鲣鱼价格小幅下跌，

沙丁鱼价格稳定，整体行情较为疲软。

从主要冰鲜鱼类分品种的情况看，竹荚鱼中规格和中小规格均从长崎为主进货。进货数量与上周相比减

少 19%。价格方面中规格上涨 1.5 成，中小规格下跌 1 成。 鲐鱼从静冈为主进货，进货数量与上周相比基

本不变，价格上涨 0.5 成。沙丁鱼从石川和鸟取为主进货，进货数量与上周相比基本不变，价格下跌 1 成。

鱿鱼从富山为主进货，进货数量比上周减少 28%，价格上涨 1 成。鲣鱼从千叶和爱媛为主进货，进货数量

与上周相比增加 35%，价格下跌 4 成。

品名品名
一天平均上市数量（吨）一天平均上市数量（吨）

主产地主产地 品相品相
批发价格（㎏／日元）及中间价比较批发价格（㎏／日元）及中间价比较

本周主规本周主规
格格

上市数上市数
量量

上周比上周比 増减増减
上年同上年同
期比期比

増减増减 高价高价 中间价中间价 低价低价 上周比上周比
上年同上年同
期比期比

（规格）（规格）

鲐鱼 29.1 100 91 ↓ 静冈 － 864 324 173 106 123
7-10 尾

/5kg
沙丁鱼 23.0 99 ↓ 60 ↓ 石川等 － 864 324 216 88 125 110g/ 尾

鱿鱼 8.5 72 ↓ 88 ↓ 富山 － 1620 976 648 110 85
15-20
尾 /5kg

冷冻鱿
鱼

1.7 77 ↓ 170 ↑ 各地 － 878 － 810 － － -

秋刀鱼 2.1 131 ↑ 45 ↓ 各地
解冻 1188 - 648 - - -

鲽鱼 18.5 105 ↑ 89 ↓

北海道 702 419 216 111 105 -
青森等 648 - 324 - - -
北海道 756 518 216 160 123 -
北海道 324 - 216 - - -

幼魳鱼 14.7 75 ↓ 89 ↓
鹿儿岛

等
864 810 756 100 88

5-6kg/
尾

盐藏鲑
鱼

17.7 109 ↑ 92 ↓
北海道 - - - - - -
北海道 702 594 540 100 61 -

鳕鱼类 8.2 90 ↓ 67 ↓
岩手等 冰鲜 756 540 432 - 79

4-5kg/
尾

宮城 972 - 864 - －
4-7 尾
/5kg

鲣鱼 34.8 135 ↑ 341 ↑ 千叶等 － 2160 400 216 62 39
2-2.5kg/

尾

金眼鲷 8.9 124 ↑ 107 ↑ 东京等 － 4104 1620 864 112 101
0.5-

1.5kg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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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我国水产品进出口量额同步
下降

食品伙伴网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了 3 月统计月报，公布了 3 月主要商品的进出口情况。根据数据显示，3 月水产品

进出口量额同步下降。

统计月报显示，2021 年 3 月水产品进口量为 25 万吨，同比减少 36.2%；进口金额为 617,979 万元人

民币，同比减少 17.4%；2021 年 3 月水产品出口量为 28 万吨，同比减少 8.1%；出口金额为 980,512 万

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4.4%。

其中，食用水产品的进出口情况为：3 月食用水产品进口量为 25 万吨，同比减少 36.2%；进口金额为

615,115 万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17.6%。1 至 3 月累计进口量为 65 万吨，同比减少 36.2%；累计进口金

额为 1,783,820 万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23.1%；3 月食用水产品出口量为 28 万吨，同比减少 8.1%；出口

金额为 977,293 万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4.6%。1 至 3 月累计出口量为 82 万吨，同比增加 4.4%；累计出

口金额为 2,878,002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7.8%

2021 年 3 月进口水产品量值表（人民币值）（单位：万元人民币）

商品名称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计量单位
3 月3 月 1 至 3 月累计1 至 3 月累计 比去年同期 ±%比去年同期 ±% 累计比去年同期 ±%累计比去年同期 ±%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水产品 万吨 25 617,979 65 1,794,299 -36.2 -17.4 -36.2 -22.9

食用水产
品

万吨 25 615,115 65 1,783,820 -36.2 -17.6 -36.2 -23.1

冻鱼 万吨 10 139,646 25 360,513 -60.0 -56.7 -60.3 -55.3

2021 年 3 月出口水产品量值表（人民币值）（单位：万元人民币）

商品名称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计量单位
3 月3 月 1 至 3 月累计1 至 3 月累计 比去年同期 ±%比去年同期 ±% 累计比去年同期 ±%累计比去年同期 ±%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数量数量 金额金额
水产品 万吨 28 980,512 82 2,884,005 -8.1 -4.4 4.4 8.0

食用水产
品

万吨 28 977,293 82 2,878,002 -8.1 -4.6 4.4 7.8

FAO：中国金枪鱼原材料 2020 年出口
大幅增加

渔易拍

中国的冷冻金枪鱼整体出口在 2020 年的前几个月急剧增加，但在下半年显着下降。但是，过去一年的

金枪鱼出口总量显着增加，其中向泰国的金枪鱼出口量增长最快。

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到 2020 年，中国冷冻全金枪鱼出口量达到约 13.4 万吨，比 2019 年的 11.1 万

吨大大增加，其中约 45% 是在 3，4，5 月出口的。当时，从中国出口的货物比上一年增长了 3 倍多。这也

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受到 Covid-19 大流行影响并且所有市场开始关闭的时候。关闭导致消费者购买产品

进行库存，导致金枪鱼罐头加工商将金枪鱼罐头的产量提高了。罐头厂对原材料的需求也猛增。

中国的大多数金枪鱼产品出口到泰国，泰国的进口量在 2020 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泰国的罐头工厂加工

被养鱼户捕捞的金枪鱼，然后出口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市场。其他进口商正在增加越南和西班牙对金枪鱼产品

的需求。西班牙还是欧盟最大的中国金枪鱼进口国，根据自主关税配额 (ATQ)，这些产品免征进口税。

中国对日本的金枪鱼出口量略低，而对菲律宾的出口量则急剧下降。2019 年， 该国进口了约 15,000 吨，

而 2020 年，该国仅进口了 6000 吨。下降的部分原因是菲律宾是向食品服务市场出口罐装和袋装金枪鱼产

品的主要出口国。由于去年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该市场基本上被关闭。

同时，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从 2019 年的 5,000 吨增加了一倍，到 2020 年达到 10,000 吨。冷冻金枪

鱼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出口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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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挪威三文鱼对华销量
翻倍

UCN 国际海产资讯微信号

挪威海产局（NSC）统计，2021 年第一季度挪威向中国出口 7,429 吨三文鱼，同比增长 95%，出口额 4.29

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 43%（2020 年三文鱼销量约 1.7 万吨）。

挪威海产局称，中国需求正逐步恢复正常，挪威三文鱼与其他生产国的竞争似乎有所缓和。

挪威海产局中国内地与香港区总监 Victoria Braathen 表示：“自去年秋季以来，挪威三文鱼对华出口

恢复良好，春节过后市场仍然持续稳定发展。尽管要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仍有一段路要走，但随着市场状

况的复苏，消费者恢复日常餐饮和娱乐，因此餐饮业销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大部分三文鱼产品在餐饮市场消费，如果消费者想吃些美味又健康的食物，三文鱼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的选择。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探索中国市场机遇，我认为这个趋势很可能继续下去。”Braathen 说。

3 月份，挪威莱瑞海产（Leroy）与中粮进口食品（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独家协议，中粮成为莱瑞冰鲜

三文鱼原包装进口鱼柳在中国市场的独家代理商。

Braathen 称，疫情期间挪威企业推出新产品，建立合作关系，有效地应对市场形势的变化。“新冠大

流行为家庭烹饪创造了机遇，消费者体验线上网购的全过程，可供选择的海产品种类更多，这或许将为差异

化市场打开新的机遇。随着全球形势向好发展，我们又拥有了应对疫情的必要工具，我们有理由相信，挪威

三文鱼及其他海产品将继续秉持向前发展的趋势。”

Braathen 还指出，中国虾蟹贝类市场潜力巨大。“自全年以来，挪威活帝王蟹的对华出口已经翻了一倍，

冷水虾的出口也表现出增长趋势。”

今年第一季度，挪威真鳕和青花鱼的出口则有所下降。真鳕出口量达 7,140 吨，同比下降 5%，出口额

2.12 亿挪威克朗；青花鱼销量为 11,131 吨（同比下降 6%），出口额 1.68 亿挪威克朗。

“大部分挪威真鳕和青花鱼在中国进行二次加工，再出口到其他国家。”Braathen 表示，中国消费者

对这两种鱼类的兴趣仍在提升，随着贸易和物流状况进一步正常化，挪威海产局继续看好中国消费市场，并

表示将继续展开推广活动。

日本丰州市场再次关停，距离奥运会
已不到四个月

ucn

The Nippon 报道，被誉为“日本厨房”的丰州市场再次被政府强制关停，导致大量海产品滞销，对商

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最近，日本大阪市、兵库县和宫城县新冠疫情反弹，日本政府宣布进入“半紧急状态”，为期一个月，

而当前距东京奥运会不到四个月时间。

丰州市场取代筑地市场后，并未给日本海产品的贸易带来繁荣，相反，新市场的交易量却在逐年下降。

30 年前，筑地市场每年贸易量接近 80 万吨，2019 年丰州市场交易量降至 35 万吨，2020 年仅有 33 万吨。

金枪鱼批发商 Suzutomi 公司总经理 Suzuki Tsutomu 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期间，

丰州市场金枪鱼拍卖会显得格外冷清，成交量比往年要少得多。Tsutomu 还是两家连锁寿司店的老板。

“此时此刻不容灰心，我将更加认真对待我的工作。"Tsutomu 说，“或许是人们在家工作的时间增加了，

寿司店的顾客就大大减少了。为了留住那些前来就餐的顾客，我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和新鲜度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好。”

水
产
流
通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

31



3 月水海产品市场价格监测：价格上涨
10% 以上，成交量增长超 30%

渔易拍

据全国 80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价格情况监测统计，3 月份全国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为 25.22 元 / 公

斤，与上月价格持平，同比上涨 10.43%。另据可对比的 46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成交情况监测统计，2021

年 3 月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成交量 71.93 万吨，同比 2020 年上涨 33.60%；成交额 181.79 亿元，同比上

涨 43.56%。

（一）海水产品价格情况

3 月份，海水产品价格 46.37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1.40%，同比上涨 8.67%。

海水鱼类环比下降，同比上涨。据监测，海水鱼类价格环比下降 5.41%，同比上涨 10.34%。海水鱼

类中价格跌幅较大的品种有：银鲳本月价格 112.47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13.67%；小黄鱼本月价格 73.55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8.29%；蓝园鲹本月价格 12.60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2.92%；海鳗本月价格 45.04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2.16%。海水鱼类中价格上涨的有：鲐鱼本月价格 6.50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2.25%；大菱

鲆本月价格 53.20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1.08%。

海水甲壳类环比同比均上涨。据监测，海水甲壳类价格环比上涨 0.27%，同比上涨 17.94%。海水甲

壳类中价格涨幅较大的品种有：花蟹本月价格 188.04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3.00%；鹰爪虾本月价格 46.26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2.84%；虾蛄本月价格 89.14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2.54%。海水甲壳类价格下降的品

种是青蟹，本月价格 151.90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5.82%。

海水贝类环比同比均微降。海水贝类价格环比下降 0.89%，同比下降 0.92%。海水贝类中价格降幅

较大的品种有：贻贝本月价格 3.93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12.59%；鲍鱼本月价格 138.79 元 / 公斤，环比

下降 4.51%；牡蛎本月价格 19.79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2.01%。海水贝类中价格上涨的是扇贝，本月价格

37.68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1.73%。

海水头足类环比同比均微降。海水头足类价格环比下降 0.07%，同比下降 1.74%。分品种看，海蜇本

月价格 40.30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0.28%；鱿鱼本月价格 33.71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0.22%；墨鱼本月价

格 33.09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1.66%。

（二）淡水产品价格情况

3 月份，淡水产品价格 17.06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1.84%，同比上涨 12.84%。

淡水鱼类环比同比均上涨。淡水鱼类价格环比上涨 3.81%，同比上涨 15.19%。淡水鱼类中价格涨幅

较大的品种有：鳜鱼本月 67.46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8.94%；鳙鱼本月价格 15.35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6.72%；

黄颡鱼本月价格 27.23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6.83%；草鱼本月价格 14.24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3.96%。淡

水鱼类中价格下降的品种有：罗非鱼本月价格 17.15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2.04%；乌鳢本月价格 20.61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0.33%；鲢鱼本月价格 8.76 元 / 公斤，环比下降 0.15%。淡水甲壳类环比下降，同比上涨。

淡水甲壳类价格环比下降 2.42%，同比上涨 7.58%。分品种看，克氏原螯虾本月价格 49.22 元 / 公斤，环

比下降 22.50%；罗氏沼虾本月价格 74.43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4.96%；青虾本月价格 135.42 元 / 公斤，

环比上涨 3.05%; 中华绒螯蟹本月价格 101.15 元 / 公斤，环比上涨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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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越南海产品出口增长 3％
渔易拍

根据越南海关的统计，2021 年 3 月上半月，越南全国海产品出口达到 3.263 亿美元，因此据估计，越

南 3 月海鲜出口额约为 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使越南在 2021 年第一季度的海鲜出口总营业额达到

16.4 亿美元，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3％。

在今年的前两个月中，越南海产品出口活动受到生产成本上涨，船舶短缺，集装箱不足和运费飞涨（尤

其是发往美国和欧盟的运费）的严重影响。同时，物流问题造成了中国主要进口港口的拥堵，以及对进口海

鲜进入的严密控制，使得从越南出口海鲜更加困难。从 3 月中旬开始，中国市场的状况趋于好转，因此 3 月

份的海产品出口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01 虾01 虾

继 1 月份越南虾类出口增长了 16％之后，2 月份虾类出口下降了 19％，3 月份又回升了约 10％，达到

约 2.7 亿美元。在 2021 年 1 季度末，越南虾出口量比 2020 年同期增长近 3％。对美国，欧盟，中国和其

他一些市场的虾出口同期均下降，除一些 CPTPP 成员国增加了越南虾进口。

02 巴沙鱼02 巴沙鱼

与虾类相似，越南巴沙鱼对美国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一些 CPTPP 市场的出口有所增加，

但在今年的前两个月中，对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而对欧盟的出口则略有下降。随着中国物流业的改善，自

三月以来，对中国的巴沙鱼和虾的出口都趋向于积极。因此，在今年前两个月下降 5.5％之后，三月份的巴

沙鱼出口额增长了 11％，达到 1.37 亿美元。到 2021 年第一季度末，巴沙鱼的出口额达到 3.36 亿美元，

比 2020 年同期略增 0.6％。

03 头足类03 头足类

在海产品中，头足类及其他用海鱼加工的产品（鱼糜，罐头鱼，干鱼等）具有积极的出口迹象。特别是，

头足类对欧洲市场的出口恢复良好，部分原因是 EVFTA 给予关税优惠，而对韩国的出口则略有下降。头 2

个月的头足类动物出口微增近 2％，3 月份继续增长 8％，达到 4500 万美元，使前 3 个月的出口达到 1.12

亿美元。

04 金枪鱼04 金枪鱼

但是，前两个月金枪鱼出口量下降了 10％，除意大利和加拿大外，大多数市场都下降了，与 2020 年

同期相比意大利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 129％和 36％。3 月份的出口量整体增长了 5 ％，达到 5500 万美元，

使得今年前 3 个月的业绩达到 1.4 亿美元，但仍比 2020 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11％。

05 海鲜制品05 海鲜制品

在越南的许多市场中，Covid 仍然影响严重，减少了对某些主要海鲜产品的需求，但同时为具有较长保

质期的干式，罐头，鱼糕，鱼糜类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机会，从而使第一季度及随后几个季度的海产品出口前

景乐观。

06 未来趋势06 未来趋势

据预测，随着中国逐步解决海港贸易拥堵问题，并放松对进口产品（尤其是冷冻海产品）的统一监管措

施，预计 4 月和未来几个月对中国的海产品出口将恢复强劲势头。虾和巴沙鱼对中国的出口将再次增长。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美国市场仍将对越南的海产品出口产生积极需求，继续保持 2020 年以来的正增

长趋势。虾对这一市场的出口可能不会像去年那样保持强劲，但是巴沙鱼的出口却呈现出更好的趋势。但是，

运往欧美的运费高昂的问题将继续影响向这些市场的海产品出口。因此，总体而言，下个月对欧盟的出口将

无法强劲复苏。

根据目前的市场形势，越南 4 月份的海产品出口预计将增长约 10％，达到 6.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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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虾出口 2021Q1 数据出炉，中国市场
助推价格上涨！

冻品攻略

据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CNA）公布的数据，厄瓜多尔白虾 2021 年第一季度出口总量约 16.6

万吨，同比增长 2%，出口额约 8.53 亿美元，同比下降 6%，3 月份出口均价为每公斤 5.23 美元，相比 2

月份（每公斤 5.02 美元）有所上涨，但为 10 年来最低水平。

然而，厄瓜多尔白虾对美国和欧盟市场的出口销量分别增长 62%、15%，而中国市场销量同比下降

38%，至 57,200 吨。三月份，中国销量约 25,300 吨，同比下降 15%；美国和欧盟销量分别为 14,500 吨、

15,400 吨，同比增长 95%、24%。

厄瓜多尔白虾各国出口（2021 年 3 月）。来源：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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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白虾各国出口（2021 年第一季度）。来源：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

国际市场国际市场

厄瓜多尔白虾出口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实现增长，虽然对出口中国呈现下降趋势，但对欧洲和美国出口

展示强势。

最新贸易数据显示，与去年第一季度相比，今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 2%，达到 16.6 万吨，对美国的出

口增长了 62%，对欧洲的出口增长了 15%。

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和欧洲对虾类的需求也带动 3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12%，至 6.23 万吨。

厄瓜多尔白虾出口同比（2012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来源：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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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以来，厄瓜多尔季度出口仅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出现一次下降。此前和以后，出口一直都比去年

同期高。

对华出口增长，复苏迹象显现对华出口增长，复苏迹象显现

今年 3 月，由于疫情影响，厄瓜多尔对华出口同比下降 15%，为 2.53 万吨。

2021 年第一季度，厄瓜多尔对华出口同比下降 38%，达到 57,200 吨；月度出口相比 2 月份增长

32%，显示出可能出现的复苏迹象。

但与此同时，对美国和欧洲的强劲出口似乎助力厄瓜多尔经济渡过难关：上个月，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

分别为 14,500 吨和 15,400 吨，较上年同期增长 95% 和 24%。

但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例外，2021年第一季度对这两个南欧国家的出口分别下降29%和14%，达到9,600

吨和 5,800 吨。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人士称这是对法国高出口抵消所致。

厄瓜多尔季度出口（2019 年第二季度至 2021 年第一季度）来源：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

厄瓜多尔白虾各国出口（2013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来源：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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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库租赁市场分析厄虾对华出口从冷库租赁市场分析厄虾对华出口

据链库网数据，对比 2020 年全国冷库出租价格行情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数据，冷库租赁市场价格变化

不大。

全国冷库出租价格行情（2020 年第四季度）。来源：链库

同时，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及链库网数据，2021 年第一季度全国冷库出租面

积超过 143.49 万平方米，同比 2020 年，总出租量增加 71.31%，疫情过后，冷库出租业务逐步恢复平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及链库网数据

从图表来看，冷库出租面积占据较大比重为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地区；而其余地区冷库总体周转率低；

究其原因，一是地区冷库容量巨大；二是冷库租赁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较大，很难实现大面积整租，这表明

中国冷冻货物储存总量总体不高。

据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CNA）公布的数据，2021 年 3 月份厄虾出口均价为每公斤 5.23 美元，

相比 2 月份（每公斤 5.02 美元）有所上涨；截至发稿，厄瓜多尔白虾出塘价 2021 年 4 月 18 日为每公斤 4.50

美元（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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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非法捕捞！我国首次派遣远洋
渔业公海转载观察员

中国农业农村部

4 月 10 日，中国远洋渔业公海转载观察员派遣启动活动在山东省威海市荣成石岛新港举

行。我国首批 5 名由农业农村部派遣的公海转载观察员正式登临远洋渔业运输船，代表中国

政府执行公海转载监督任务。这是我国首次派遣远洋渔业公海转载观察员，体现了我国积极

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活动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

作为负责任渔业国家，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公海部分海域实施自主休渔，促

进公海资源科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和认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公海转载活动，派遣观察员监督公海转载行为是打击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IUU）渔业活

动的重要手段。为规范远洋渔业公海转载活动，保障远洋渔业规范高质量发展，2020 年 5 月，

农业农村部出台了《关于加强远洋渔业公海转载管理的通知》，自 2021 年起全面实施远洋渔

业公海转载管理制度，所有公海转载活动均需事前申请、事后报告，所有为中国远洋渔船提

供转载服务的运输船都要接纳农业农村部派遣的公海转载观察员，对公海转载活动进行监督。

通知原文：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远洋渔业公海转载管理的通知（详见农业部网站）

行业
动态

农业农村部部署伏季休渔期间渔业
安全管理工作

农业农村部

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部署落实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渔业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各级

渔业渔政部门强化渔船渔港安全源头监管，狠抓责任措施落实，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落实“三个必须”要求，通过政策制度、监督执法、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

进一步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船东船长主体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渔业安

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抓牢。

开展隐患排查。充分利用伏季休渔窗口期，深入渔港一线，逐船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按照“三

个全覆盖”标准，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防范措施和监管执法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强

化船籍港管理措施，严格执行渔船回所属船籍港休渔制度。

加强应急值守。认真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严格执行信息报送规定和程序，做到任

务到岗、责任到人、管理到位。完善渔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向渔民发布灾害预警信息，

指导渔民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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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浙江省海洋休渔禁渔规定有新变化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根据农业农村部通告精神，浙江省 2021 年海洋休渔禁渔规定在延续 2018 年以来浙江省伏休规定的基

础上略微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一是根据部局通告精神，将休渔作业名称对应地作了调整，包括“定置作业”变更为“小型张网渔船”，

“刺网类、围网类及船敷箕状敷网（敷网）作业”变更为“刺网和灯光围（敷）网”。

二是根据部局通告精神，新增了钓具渔船的休渔规定。具体为：“钓具渔船要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

制度，严禁违反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进行捕捞，渔获物应在农业农村部

公布的定点上岸渔港上岸，并建立上岸渔获物监督检查机制。”

三是根据部局通告精神，新增了船籍港休渔的相关规定。具体为：“休渔渔船原则上应当回所属船籍港

休渔，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回船籍港休渔的，须经休渔地和船籍港所在地县级渔业主管部门协商，经设区市

渔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确认。外省籍渔船来浙江省休渔或浙江省渔船跨省去外地休渔的，

须经休渔地和船籍港所在地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协商后方可休渔。”

四是对特定种类和特定区域的禁渔期表述作了优化，使逻辑更加清晰准确。

海洋强省工作专班召开第二次例会
浙江日报

27 日上午，海洋强省工作专班召开第二次例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

论述精神，重点研究谋划亮点、增长点和突破点，省长郑栅洁讲话。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和本质，时时对标对表，海洋强省强在哪里、落

脚在哪里。要打造亮点。从全省域和各市两个维度梳理，进一步拓宽思路和视野，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多动脑筋、

认真钻研，因地制宜打造一批特色亮点。要培育增长点。从海洋经济核心产业和泛海洋经济产业两个层面梳

理，全力做大做强绿色石化及新材料、海洋设备制造、海洋旅游等已有基础和优势的产业，加快培育海洋电

子信息、海洋生物、海洋药物、海洋食品精深加工等有潜力的新兴产业。要找准突破点。首先，科技创新要

有新突破，摸清涉海科研机构及人才的底数，加大资源整合力度，重点梳理哪些关键核心技术是可以突破的，

哪些是可以转化落地、形成生产力的，把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紧密联系起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加快取

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其次，海洋资源利用要有新突破，紧密结合我省实际，下功夫做好港航服务业、远洋捕捞、

海铁联运、跨境电商、海岛利用等发展文章。最后，产业项目建设要有新突破，建立海洋重大项目月报制度，

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招大引强。

会议强调，要认真研究、统筹抓好海洋中心城市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临港产业带发展、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处置、海洋经济统计等工作，关键要靠改革开放，实现既有质的突破、又有量的提升。

陈金彪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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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首季“开门红”
浙江日报

“十四五”的第一个春天，浙江经济稳健开局。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浙江生产总值

16347 亿元，同比增长 19.5%，两年平均增长 6.2%。

剔除去年同期超低基数影响，浙江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经济增长新动能澎湃强

劲；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百姓收入三大收入明显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高；市场信心持续向好，对未来增长

的预期向好；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主要经济指标全面较快增长，高于全国、领跑东部，实现‘开门红’。”在 4 月 25 日的浙江省一季

度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总统计师王美福介绍。

起跑映照全程。浙江经济开局良好，好在生产恢复好。

春耕备耕忙不停。春天的浙江，机耕隆隆响不断。一季度，浙江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两年

平均增长 1.3%，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

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良好势头，今年春节期间，不间断生产的企业明显多于往年，港口码头繁忙程

度高于往年。工业生产成为支撑一季度浙江经济恢复向好的重要力量。

人间烟火味愈浓。街头巷尾的餐馆重新热闹起来，偌大的商场里人头攒动，重新活跃的村庄消费回

暖，忙碌的快递员加班加点投送包裹，浙江城乡消费活力渐次复苏。一季度，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

48%。

不论一二三产，浙江农业生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外贸出口、全社会用电量等关键指标已恢复甚至

超过疫情前平均水平。

浙江经济开局良好，好在新动能澎湃有力。自疫情发生以来，浙江数字经济增长势头愈发迅猛。一季

度，浙江规上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51.1%，两年同期平均增

长 22.9%；1 月至 2 月，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23.7% 和 22%，

均快于面上增速。

浙江经济开局良好，好在三大收入明显提升。民生暖色，折射出发展成色。所有经济活动的发展，最终

都要表现在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百姓收入三个钱袋子的饱满程度上。

一季度，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57 亿元，同比增长 27.5%，两年平均增长 10%，高于沿海主要省市；

浙江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1399 亿元，同比增长 1.6 倍，两年平均增速 27.6%，恢复到历史较高水平。

最能体现民生热度的居民收入备受关注。一季度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263 元，同比名义增长

17.3%，两年平均名义增长 8.5%。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出现负增长，如今随着经

济稳步复苏，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转正，且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比上年同期持续缩小 0.03，

均衡性进一步提高。

浙江经济开局良好，好在广大市场主体对未来增长预期向好。截至今年 3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

10 个月保持扩张态势。其中，浙江制造业经济活动预期指数持续高位运行。同时，从企业景气状况看，一

季度企业景气度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均在高位。

市场主体对未来的信心集中映射到了投资上。一季度，浙江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2.3%，两年

平均增长 22.3%；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0.8%，两年平均增长 10.9%。坚持创新驱动，稳定实体制造，从

政府呼吁走向企业自觉。历经疫情打击之后，浙江企业在危机面前越发有定力。

生产生活迅速恢复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持续改善。空气优良天数占比高达 98%，Ⅰ类至Ⅲ类优质水

的比例超过 90%，PM2.5 为 31 微克 / 立方米。浙江坚持绿色发展的成效得到巩固与加强。

“浙江经济势头向好，但也要看到，去年同期基数低带来不可比因素，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增加了新

的不确定性，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王美福认为，既推动经济稳中加固向好，保持在

合理区间，又抢抓“窗口期”，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赢在即期更要赢在远期，成为当下浙江最为紧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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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研究中，美国对 IUU 风险筛查
制度的不足暴露无遗

译自 SeafoodSource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英文名称：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的数据，2019 年，

通过非法、未申报和无管制（以下简称 IUU) 捕鱼和涉及强制劳动的捕鱼所捕获的并进口到美国的水海产品

总额达 24 亿美元。

3 月 18 日发表的题为《IUU 捕捞获得的水海产品：美国的进口及其对美国商业渔业的经济影响》的报

告指出，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来限制来自 IUU 的产品进入美国。

该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列为非法野生捕捞产品的主要来源，涉及的主要物

种有梭子蟹、暖水虾、黄鳍金枪鱼和鱿鱼。报告还称，进口养殖水产品中有 9% 的重量是由受 IUU 污染的

饲料成分构成的。报告称，来自 IUU 的海产品对美国渔民的工作和收入构成严重威胁。

非政府环保组织 Oceana 负责美国宣传活动的副总裁 Beth Lowell 表示，尽管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

些措施打击 IUU 捕鱼，包括在 2018 年建立了海产品进口监测项目 (SIMP)，但在进口筛查系统方面仍有很

多工作要做。Lowell 说，SIMP 规则目前适用于 13 种海产品，覆盖了美国进口产品价值和数量的 40%，

但却没有覆盖到该报告确定的一些 IUU 顶级物种。

她告诉 SeafoodSource，“乌贼不是 SIMP 覆盖的物种，所以他们不要求追溯”。

她说，Oceana 正在呼吁美国扩他们的可追溯性要求，以纳入更多的物种，以及整个价值链；而目前的

文件要求随着海产品抵达港口后便结束了。

“SIMP 要求一些有 IUU 捕捞和海鲜欺诈风险的进口水海产品必须附有捕捞文件，说明捕捞地点和方式。

SIMP 还要求追踪这些产品从渔船或农场到美国边境的轨迹。”Lowell 说。“然而，为了使其完全可追溯，

SIMP 需要扩大到所有物种，要求所有水海产品进口的捕捞文件和可追溯性，FDA 的可追溯规则需要完成

从美国边境到最终销售点的可追溯性要求。”

Vericatch 是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渔业管理和海产品追溯软件解决方案开发商，其首席执行官 Julian 

Hawkins 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水海产品市场，欧盟和美国都必须改善对 IUU 捕获物的筛选。

他告诉 SeafoodSource，“这两个地区的进口控制都加强了，但还是可能有‘外逃’的鱼。”

Hawkins 说，他所说的“外逃”指的是“意外或故意绕过或逃避海产品法规的例外情况。”

“( 这些 ) 可能是合法的漏洞，但总的来说，这是绝对的少数。”Hawkins 说。

Hawkins 认为，西方主要进口国家之间更好的协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他说：“美国、加拿大和

欧盟的供应链不是同质的。”

秘鲁生产部设定今年巨型鱿鱼捕捞配额
中国渔业博览会

来自 SeafoodMedia 4 月 8 日消息，根据第 00097-2021-Produce 号部长决议，秘鲁生产部确定

2021 年巨型乌贼 (Dosidicus gigas) 的捕捞配额为 58 万吨。

该配额是巨型乌贼的最大捕捞限额，将会依据生物捕鱼进程和环境因素随时进行调整。

秘鲁生产部表示，今年 12 月 31 日将终止捕捞活动，无论配额是否被完成。

秘鲁海洋研究院会对主要生物种群状态和捕捞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并在巨型鱿鱼的捕捞过程中提出管理

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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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2021 年全球海鲜消费量将
创造新记录！

冻品攻略

最近根据全球几位海鲜行业业内专家的预测，2021 年全球海鲜尤其是虾的消费数量将摆脱疫情的影响

而实现强势反弹。

国际贸易中心（ITC）的数据显示：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 年全年全球虾产品总的进口量下降 3%

至 304 万吨。据悉，这是 2009 年以来该数值首次出现下降。

但是，与去年出现小幅下降不同，今年随着全球各主要虾进口国推行新冠疫苗注射，市场给予强劲的复

苏预期。总部位于泰国曼谷的 Siam Canadian 集团创始人 Jim Gulkin 表示：“预计今年全球海鲜消费量

将会创造新的记录。”

即使我们看到中国，东亚各国以及西班牙的海鲜消费量出现下降，但是北欧国家以及美国的海鲜零售数

量均出现大幅上涨。

参考的数据统计种类包括暖水虾，冷水虾，虾原料，熟虾产品，加工虾产品，以及耐储存虾产品。

2020 年 ITC 全球贸易中心全年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虾产品进口数量增长 7% 至 747000 吨，其他主

要进口国法国，丹麦，荷兰进口数量分别增长 6%，14%，14%。以上三国的进口数量分别为 111000 吨，

97000 吨，78000 吨。意大利因为赶上欧洲第一波疫情爆发，当地海鲜零售行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进口

虾的数量只增长 1% 至 72000 吨。

欧洲其他的国家的市场的数据显示：虾进口方面，德国进口增长 13% 至 67000 吨，比利时进口增长 2%

至 44200 吨，葡萄牙进口出现下降 9%，下滑至 23500 吨。

2020 年全球虾进口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为美国 747241 吨，中国 609666 吨，日本 210105 吨。

全球主要虾的消费国进口出现增长的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封锁措施，当地人民在家烹饪海鲜的平均次数增

加，传导至对海鲜尤其是虾的需求出现上涨。

中国市场的情况有所不同，随着在中国进口海鲜的外包装上发现新冠病毒，直接导致中国进口海鲜的销

量急剧下跌。2020 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虾进口国，进口数量直线下降 14% 至 61 万吨左右。

2019 年，中国境内大约有 8-10 万吨的虾是通过中越边境口岸运至中国，而去年因为疫情的限制这条

贸易通道也几乎陷于停滞状态。根据越南官方的数据参考，2020 年越南进口虾的数量只有 7000 吨左右，

而 2019 年的数据参考数量为 103000 吨。

全球进口数量排名第三的日本进口虾数量在 2020 年缩减 5% 至 21 万吨，韩国进口数量下降 1% 至

76000 吨。

去年俄罗斯虾的进口数量增长 21 至 57000 吨，加拿大下降 2% 至 54000 吨。南美洲最大虾进口国智

利的进口数量下降 6% 至 36600 吨。澳大利亚的进口数量下降 2% 至 28000 吨。

根据去年的情况分析，去年夏天，在短暂的疫情解封期间，欧洲居民开始度假，餐饮消费激增，欧洲市

场的表现超过预期。那时候，欧洲的商家将疫情封锁时期的存货销售一空。但是今年的欧洲的情况不容乐观，

最近的几次疫情封锁措施很严格，当地零售商的存货水平很可能处于高位。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的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虾产品进口国，今年由于疫苗在美的逐渐普及，餐饮业将

逐渐恢复至以往正常水平。美国市场的状况很可能会好于存货水平较高的欧洲以及进口出现萎缩的中国市场。

随着疫苗普及，预计我们将会重新看到各主要虾产品进口国的生活将趋于正常，观众将重新参加体育赛

事活动，音乐会以及演唱会也将回归。酒店，餐饮，主题公园，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将逐渐恢复正常。届时我

们将看到全球海鲜的消费的强劲复苏。

预计美国市场的复苏将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1）当地居民因为疫情养成在家做海鲜的的习惯不会因为疫情的缓解而终止，这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消

费习惯。

2）疫情封锁解除之后餐饮服务的重新开放也会刺激海鲜的消费量的增长。

这些因素都会刺激今年世界各国海鲜总的消费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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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修订《渔业法》 发展生态绿色渔业
科技日报

我国是世界上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19 年全国渔业

经济统计公报》，2019 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 6480.36 万吨，其中，养殖产量 5079.07 万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突出问题，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成为时代所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公开表示，随着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和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民众对优质安全水产品、优美水域生态环境的需求与水产品供给结构性

失衡、渔业资源环境过度利用之间的矛盾仍较为突出。他与多位委员推动修改渔业法。

据悉，渔业法自 1986 年颁布以来，曾于 2000 年进行一次大修，之后 20 多年没有进行过实质性修改，

在法律责任、渔政执法、制度配套等方面存在不少空白和问题。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表示，渔业法修改正在酝酿之中。他告诉记者，此次修改的重

要变化体现在强调生态保护。“现行渔业法主要关注保护渔业资源，对生态问题关注较少，现在强调保护渔

业资源和保护水域生态兼顾。”杨朝霞说。

例如，2019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二条指出，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携带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

业资源和生态的装置、器具、有毒物质进入渔业水域”。与该条款对应的原渔业法第三十条表述为“禁止使

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杨朝霞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水产养殖中的农药滥用问题更应引起关注。“水域不是一个封闭空间，会

对生态环境产生外溢性，所以水产养殖中需要衡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农药滥用会波及水域，造成环境污染，

破坏生态系统。” 

为应对日本核电站污水排放，韩国禁止
进口福岛附近 8 个县的水产品

食品伙伴网

4 月 13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称：韩国对日本政府福岛核电站的污水排放到海

中的决定表示强烈遗憾，坚决反对日本将受污染的水释放到海洋中，韩国政府立即做出公共安全响应，表示

任何危害国民健康的措施都是不可接受的，将与国际社会一起促进对污水处理整个过程的彻底核查，做出计

划采取行动。 

首先，禁止进口日本福岛附近 8 个县的水产品，并对进口水产品进行彻底的辐射监测和原产地管制。

其次，韩国国内海域也从去年开始对氚的海水辐射监视从国内海域 54 个地点扩大到 71 个地点，对主

要海水流入 6 个地点的调查频率从每年 1 次扩大到 4 次。

同时，进口水产品的放射能检测时间从原有的 1800 秒增加到 1 万秒，大幅提高了放射能检测结果的准

确度，开发了速度快 10 倍的海水放射能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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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水产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
在温岭召开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秘书处

为进一步交流新情况与新问题，探讨行业协会的发展，更好地发挥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

作用和职能，加强兄弟协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2021 年 4 月 16—17 日，协会在温岭召开全

省水产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台州市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和温岭市金太

水产冷藏有限公司支持承办。参加会议的有台州市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舟山市水产流

通与加工行业协会、宁波市水产行业协会、温州市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和省水产流通与加工

协会秘书长，以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舟山海关、宁波雅卓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等

相关单位共 19 人。会议针对日本核废水排放和新冠肺炎疫情复杂严峻形势下，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和共克时艰、积极应对，大家作了认真分析交流，为坚定信心、推进新发展格局、提

升产品品质及协会生存服务能力广开思路，并实地考察了温岭市金太水产冷藏有限公司。现

将会议情况纪要如下。

一、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一、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

日本政府 4 月 13 日上午召开相关阁僚会议，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含有对

海洋环境有害的核废水。省协会 4 月 13 日下午，撰写“日本核废水排放入海对我省渔业的影响”

报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表示坚决反对；4 月 15 日，浙福边贸水产城全体经营者（300 余户）

给协会发来“就日本政府决定向海洋排放核废水的反对声明”的联名信。经各地市协会的情

况讨论及反映，与会代表强烈呼吁，反对日本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共同保卫海洋

这一世界家园！。

二、推进高质量发展二、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传统加工要向精深加工提升。（一）传统加工要向精深加工提升。会议代表本次考察的温岭市金太水产冷藏有限公司，

是一家规模大、自动化程度高的传统水产“初加工”企业，每天新鲜的鱼头、鱼尾、内脏量

高达 10—20 吨，甚为可惜。舟山协会副秘书长缪琦瑛，介绍了协会支持水产加工企业的海洋

生物综合利用技术的开发，对低值鱼类、水产加工废弃物等进行分类预处理，酶解、发酵技术，

实现高蛋白微生物提取的研究，如舟山丰宇制成“酶解鱼溶浆”，功效和产值实现翻番。缪

秘书长表示可以联系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究中心教授前来考察，协助企业开展科技合作创新。

（二）保持金枪鱼加工业全国领先态势。（二）保持金枪鱼加工业全国领先态势。1 月 18 日，郑栅洁省长在省政府召开海洋强省

建设专班第一次例会上指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浙江建设成海洋强省，构建新发

展格局，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把海洋经济做强做大。金枪鱼产业作为远洋捕捞的主要品种之一，

正是我省建设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在座谈会上，省协会针对年初散装金枪鱼进口遇阻一事

的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与分享，包括企业调研、情况反映以及与省罐头协会一起共同与杭州

海关进行沟通协商，目前围网金枪鱼进口遇阻问题正在研究解决中，这也是协会服务企业的

一项重要工作。

（三）重视海上冷冻保鲜，提高渔获质量。（三）重视海上冷冻保鲜，提高渔获质量。舟山协会秘书长缪琦瑛，介绍了协会在舟山

市海洋渔业局的大力支持下，牵头成立绿色渔业产业创新联盟，联合浙江大学海洋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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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行业内一产二产的共性问题；宁波协会秘书长张奋，介绍了帮助企业解决活鱼出口问题，奉化养殖企业

出口韩国的活鱼运输船因不合理的防疫隔离措施被迫长期滞港，协会通过内参将情况报告给市委领导，召开

专题协调会后，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宁波企业积极使用先进的冷冻保鲜技术，提升产品品质，“鱿鱼花”就

是很好实例；台州协会秘书长章根德，介绍了台州玉环市东海渔仓海上加工船“浙玉渔加 99999”，受到

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2021年是高质量发展之年，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提升品质、稳产保供，

努力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优质动物蛋白的需求，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无私奉献！

三、努力提升协会生存服务能力三、努力提升协会生存服务能力

2020 年是极其不平常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侵袭全球，对所有行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水产业更

是首当其冲，经历了一波接着一波的打击，再加上水产领导机构的变动，协会工作开展举步艰辛。在困境下，

同志们顽强拚搏、奋发有为，做了大量工作。

（一）做好信息服务。（一）做好信息服务。2020年各协会借助协会会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国家政策法规、行业资讯、

协会活动等信息及时传送给会员企业，同时也向社会宣传协会工作。如省协会，6 月联合科研机构和龙头企

业共同编制发布了全国第一份《水产加工企业新冠疫情防控指南》，并随后根据疫情发展多次更新，为水产

行业稳产保供、恢复消费者对水产品消费安全的信心保驾护航；编译“国际水产信息快报”24 期、“水产

价格行情”12 期、“进出口形势”12 期。宁波协会共编印出版会刊《宁波水产行业动态》11 期，共 2310

册。信息服务受到会员企业好评。

（二）反映企业诉求，做好桥梁和纽带作用。（二）反映企业诉求，做好桥梁和纽带作用。温州协会介绍了协会组织水产企业参加渔博会和糖酒会，

举办社区渔博会，发展生鲜社区新零售和团购，以及承接四川阿坝州扶贫项目等，得到了主管部门和会员单

位的普遍好评。但是 2019 年机构改革后，协会业务开展面临一定困境，建议主管部门能加强对协会生存和

发展的指导，更好地发挥协会作用；宁波协会秘书长张奋，介绍了在奉化会员企业活鱼出口韩国因疫情管制

受阻这一事件中，协会在全面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和省外同类企业的隔离措施后，奔赴象山黄避岙乡政府、象

山县复产复工办，奉化区复工复产办，宁波市企业复工复产应急组、象山县防疫办，市防疫办等政府机构，

积极反映企业的困难和诉求，分别向各级政府防疫有关部门提交《疫情期间水产运输船舶运行情况的反映及

要求》、《关于疫情期间活鱼出口复工复产中的难点、堵点需要破解的反映与要求》等多个诉求材料，请求

各级政府在防疫工作中按实操作，不要照搬照套，既能达到疫情的防控，又要保护农民及企业的生产和生计，

并保障正常国际贸易流通，保障疫情期间的海水网箱活鱼逐步走向常态化；台州协会秘书长章根德，介绍了

承接市港航口岸和渔业局《海洋渔获物（水产品）溯源》平台建设项目，定点项目试点单位为温岭市金太水

产冷藏有限公司，在此期间，协会秘书处多次会同市局相关处室赴金太公司调研、选址、设备安装及相关信

息等对接工作，并配合椒江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了解情况、整合资源、协调各方关系、做好综合服务工作。

（三）规范行业行为，做好行业自律。（三）规范行业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宁波协会秘书长张奋，介绍了 2020 年 3 月 25 日协会针对性地

解决 3 月 16 日网民向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发帖投诉

“巿场上绑蟹皮筋过粗且有大量银色微粒”等问题，在实地走访调查，咨询等的基础上，向全市广大蟹

类生产者和经营者发出倡议书，进一步规范蟹类绑扎行为，同时对重点单位进行宣传和监督，确保蟹类上市

产品安全；台州协会秘书长章根德，介绍了 2020 年休渔期间，协会接到市场出现大量鲜品销售以及山东、

江苏等个别省份的渔船在浙江海区偷捕生产，严重影响东海海区渔业资源的反映，为此，台州协会与台州市

港航口岸和渔业局，渔政部门进行情况对接、交流、沟通，协会多次会同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赴所在地

检查、监督，并将情况向农业部渔政局、省渔政、市渔政等部门作了反映和汇报。而台州协会自身，自政协

脱钩之后收不抵支，难以维持，如何转变职能、完善行业服务、争取项目支持，以维护产业及协会的发展是

目前协会的考虑重点；舟山协会缪琦瑛副秘书长介绍了协会在舟山市海洋渔业局的大力支持下，开展海上第

一线速冻水产品标准制订和提升“舟山海鲜”品牌价值的情况及委托专业律师对“舟山带鱼”、“舟山三疣

梭子蟹”、“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全国的市场、电商平台上进行专业打假行动

的情况。

今年，各兄弟协会都面临换届工作，大家交流了会长候选人、《章程》变更、现行会费收取标准调整和

会员单位梳理及调整等情况，并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协会凝聚力和推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 100 周年华诞。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始终牢记和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期望，充分发挥“咬

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的精神。要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内需、

稳运行，完善国内大循环；加快适应和把握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

应提升协会生存能力，更好为会员企业搞好服务，“搞好信息、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全省水产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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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冷链物流 推进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秘书处

3 月 31 日，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和省冷链物流协会联合赴玉环市东海鱼仓现代渔业有限公司进行企

业调研。东海鱼仓总经理林招永介绍了企业情况，并汇报了海产品“源头锁鲜与绿色加工产业示范基地”项目。

冷链物流协会详细询问了龙头鱼的特点、大麦屿陆地面积、建设项目和海上加工船建造打算等情况，并察看

了“浙玉渔加 99999”32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 9 项发明奖情况。两个协会对项目实施的必要性表示认可，

并表示大力支持技术创新，把新建海上加工船抓实抓好，并在产品标准制订上下功夫。

4 月 1 日，两个协会领导在浙江黄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雪野陪同下，考察了拆除的水产市场、

冷库群和台州市海之梦水产有限公司、台州兴旺水产有限公司老厂房，并参观了新的渔业小镇近 200 亩空地，

同时，召开了黄罐集团和兴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对产业发展形势作了分析与研判，并安排了

下一步工作。通过本次企业调研秘书处进一步了解会员企业现状，为其提供了对策建议，提升了协会与会员

企业之间的凝聚力，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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