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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论坛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格

局是我国依照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

势变化做出的重要战略转型，是未

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指引。如今，全球经济形势不断

下滑，加上疫情的严重影响，贸易保

护主义盛行，对我国水产品进出口

造成了一定压力。“双循环”格局构

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强化国内国际市场之

间的衔接。基于此，在水产品“双循

环”格局之下，我国应该在稳定现有

水产品对外贸易优势的基础上，充

分挖掘水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力，不

断提升水产品国际循环的动能。

一、“双循环”视域下我国水

产品对外贸易的潜力展望

（一）贸易规模大，具备“双循

环”的动能基础

近 10年来，在双边、区域贸易

协定的推动下，我国水产品对外贸

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如中国 -

东盟自贸协定从 2010年开始全面

实施，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大大

推动了水产品对外贸易的的增长。

此后中冰、中格、中瑞、中澳、中韩、

中毛等自贸协定相继生效，在农产

品关税大幅度减让的情况下，进一

步带动了水产品对外贸易量的增

长。2014年出口量突破 400万吨之

后，近些年因全球经济下行，

2015-2019年一直徘徊在 400-433

万吨之间，其中 2018年 433万吨已

是过去 40年来的最高值。从出口额

上看，自 2013年突破 200亿美元以

来 ，2014-2019 年 一 直 徘 徊 在

206-223亿美元之间，其中 2018年

223亿美元也是过去 40年来的最

高值。同时，水产品进口量从 2010

年之后也开始大幅度增加，2015年

达历史最高点为 154.3万吨，此后

每年均保持 100万吨左右。

虽然近些年水产品对外贸易增

速放缓，顺差规模在缩小，但如果从

水产品对外贸易贡献度而言，水产

品是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能够保持

贸易顺差的两 种类型之一。

2014-2019年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

规模占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总规模

的 16.5%，仅次于果蔬对外贸易占

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重。随着全球

人口的增长，人们对水产品的需求

也会继续增加。因各国的渔业资源

禀赋差异以及区域间的贸易供需结

构不平衡，水产品国际贸易依然是

国际农产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 FAO2020年在《世界渔业及水产

养殖状况》中的预测，到 2030年全

球人口对水产品的消费量较 2019

年至少增加 20%。全球水产品总量

的 36%依然要以食品的形式出口，

贸易量将会在 2019年基础上增加

19%。强大的国际市场需求，加上我

国水产品对外贸易的产能优势，我

国应当继续发挥这一竞争优势，大

力推进水产品贸易双循环。

（二）贸易种类多，具备“双循

环”的分工基础

分析贸易种类是厘清我国水产

品对外贸易优质的前提。在双循环

背景下推动水产品对外贸易的发

展，需要丰富的贸易品种及多元化

对外贸易的潜力、挑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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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结构，同时还需要保持优势

水产品进出口品种的稳定，才能凸

显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在全球价值

链体系中的分工优势。

就出口品种而言，2014 年对

虾、贝类、鳗鱼、罗非鱼、小龙虾等名

优养殖水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

占到了我国水产品对外出口额的

50%，这一贸易结构至今依然没有发

生多大变化，2019年水产品对外出

口排在前五依然是贝类、对虾、罗非

鱼、黄鱼、小龙虾，这五类水产品及

其加工品出口额占到了水产品出口

总额的 48.6%。由此表明，我国水产

品出口品种优势较为稳定。在我国

水产品进口方面，从 2013年开始，

进口量和进口额增长较快，来料加

工原料、鱼粉、直接食用水产品是我

国水产品进口的三大主要类型。其

中，来料加工原料受海外市场影响

较大，在很长时间内通过利用我国

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加工成本来加

工后再出口的一种方式。随着我国

水产行业比较优势开始发生变化，

来料加工模式在解决国内就业以及

换取外汇等方面的功能在减弱。鱼

粉进口和直接食用水产品进口属于

刚性需求，是弥补国内市场供给不

足的方式，这方面未来的进口量还

会继续增加。就水产品对外贸易品

种而言，我国水产品贸易要加强国

际循环，就必须在稳定现有贸易品

种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进出口水产

品品种类型。

（三）贸易区域广，具备“双循

环”的市场基础

截至到 2020年底，我国水产品

出口国家及地区达到了 201个，水

产品出口贸易市场多元化态势基本

形成，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分散化

特征。按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

年排在我国水产品出口前五位的国

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额的贡献率为

74.12%，这一数据到 2019年下降至

59.34%。一方面是因为中美贸易摩

擦，对美出口量和出口额下降幅度

较大；另一方面对东盟、欧洲出口额

虽有增强，但这两地暂时还难以取

代美国。最近 10余年来，我国已经

形成了世界上产业链最完整、生产

能力最强、加工技术比较发达、冷链

物流体系快捷的水产品生产加工贸

易体系。产量稳定、物流快捷、质量

可靠的中国水产品，依然是欧美日

等经济体主要的进 口来源。

2013-2019年，我国对日水产品出

口量基本稳定在 61万吨左右，对美

出口量虽然 2019年有较大下降，但

也基本能够维持在 50万吨左右，对

欧出口量基本能够稳定在 51万吨

左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韩出口

量增长较快，在 2013年为 41.6万

吨，到 2019年已经上升到 56.48万

吨。总体看，我国水产品出口比较集

中的区域主要是日、美、韩、欧、东

盟，最近几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区

域出口量也开始增加，新的出口关

系正在形成。

就进口区域看，进口来源地多

元化特征比较明显，2014-2019年

我国水产品进口来源地排在前列的

有加、澳、新西兰、美国、俄罗斯、日

本、智利、韩、挪威及东盟部分国家。

其中俄罗斯、美国是我国水产品进

口的主要国家，以进口冷冻鱼类为

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2019

年排在我国水产品进口前五位的国

家和地区，其占我国水产品进口总

额的比重由 64.8%下降到 51.2%，特

别是东盟国家对我国水产品出口不

断增加，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品进口

第四大来源地。在进出口区域日渐

多元化的情况下，为我国水产品国

际循环提供了更多的市场选择。

二、“双循环”视域下我国水

产品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

（一）生产成本抬升导致出口优

势下降

一直以来，我国水产品最大出

口优势是价格优势。然而，随着国内

经济的快速发展，水产品生产及加

工过程中的人工成本、原料成本不

断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不断上涨。而

水产养殖业、捕捞业恰是劳动力密

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这

种情况下，国内养殖、捕捞成本在上

升，加工成本也在上涨，使得国内的

部分水产企业将加工等劳动力密集

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同时，进口

而来的渔业原材料因为人工成本的

上涨也导致来料加工出口成本的上

升。此外，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因水资

源丰富及劳动力价格优势，部分水

产品开始影响我国出口的市场份

额。比如印度，在 2010年之前，其水

产品出口并不占优势，然而从

2011-2019年其水产品出口额以年

均 21.28%的速度在增长，冷冻虾在

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超过了我

国。这与印度相对低廉的养殖、捕捞

成本有密切关系，从而使得其水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较大的价格

优势。在双循环格局下，我国水产品

扩大出口，而出口成本上涨问题是

一个较为严峻的挑战。

（二）进出口不合理的产品结构

削弱了贸易比较优势

因我国水产养殖、加工等行业

技术水平低，使得我国水产出口主

要是以初级水产品为主，高附加值

的产品出口比重不高。虽然近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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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水产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了一

定程度的提升，鱼类制品、甲壳类动

物制品出口量有所增加，但依然没

有改变以初级水产品出口为主的结

构体系。同时，在进口方面，因人们

生活水平及消费能力的提升，高档

水产品进口量近些年来增长迅猛，

特别是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生鲜

类高档水产品进口额增长较快，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水产品贸易

顺差。可见，一方面是出口以初级品

为主，利润空间较小；另一方面进口

是以高档水产品为主，不仅价格高，

而且对国内同类产品也造成了一定

的市场冲击。可见，进出口贸易结构

的不合理，使得国际市场固化了对

中国水产品的印象，不利于国际循

环能力的提升。

（三）环保规则日严增加了产能

提升的难度

在推动水产品对外贸易过程

中，产能是保障。当前，在全球海洋

捕捞总量控制以及我国国内内陆水

域禁捕力度不断加大的前提下，我

国水产品增产的空间日渐逼仄。如

果要维持现有产能或继续扩大产

能，只有发展人工养殖这一条路。但

人工养殖也会受到国家环保政策的

影响以及资源环境的约束，水产养

殖面积也难以继续扩大。农业农村

部数据显示，我国淡水养殖面积从

2015 年的 647.9 万公顷下降到

2019年的 501.8万公顷，特别是在

2015-2016、2017-2018拆除“三网”

（网箱、网围、围栏）期间，养殖面积

下降幅度最大。同样的，海水养殖面

积也从 2015年的 311.4万公顷下

降到 2019年的 112.5万公顷；滩涂

养殖面积从 2015年的 187.9万公

顷下降到 2019年的 64.57万公顷。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环保政策的转

型及生态环境的约束，通过扩大养

殖面积来实现增长的难度极大。同

时，因人工成本、饲料价格、守护费

用等不断上涨，水产养殖及水产加

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利润

空间逼仄，产能扩张受限。

（四）逆全球化加剧，国际市场

的不确定性增强

近几年来，因全球经济的低迷，

逆全球化势头日渐盛行，加上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市场的不

确定性在增强。特别是进入 2020年

下半年以来，新冠病毒多发生在冷

链环节，各国因防疫的需求加紧了

进口控制，加上国际物流运输受到

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循

环的动能。毫无疑问，我国水产品出

口也受到了较大影响。海关总署数

据显示，2020年 1-8月，我国水产

品出口量、出口额与 2019年同期相

比分别下降了 18.9%和 17.4%，贸易

顺差下降了 47.3%。而且新冠疫情

的常态化，未来 2-3年之内，水产品

出口受到的影响还会持续存在。更

突出的是，当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

护主义借着疫情防控的需求正在走

向常态化和制度化，多边贸易体制

逐渐边缘化，贸易摩擦发生概率会

不断增加。

三、策略建议

（一）利用科技创新，用优质产

品拓展市场

水产品的质量是水产品对外贸

易的品质保障，在“双循环”新经济

发展格局下，我国要加强水产品国

际循环能力，就必须要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利用优质产品开拓国际市

场。具体而言：第一，完善水产品技

术创新链条，提升水产品的附加值。

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应该加大与

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力度，在完善

产学研联动机制上，围绕水产品生

产、加工领域的实际需求及技术难

题，结合国家相关科研计划及项目，

加大前沿交叉技术研究。同时，围绕

水产品对外贸易发展需求，充分发

挥企业的核心创新及研发能力，突

破水产品生产、加工领域的核心技

术，不断提升技术成果的转化率。在

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

国水产品深加工工艺及技术，提升

初级水产品的利用率，形成多层次、

差异化、高附加值的水产品体系，为

水产品对外贸易提供应有的产品支

持。第二，利用优质水产品开拓国际

市场，继续保持我国水产品对外贸

易优势。通过技术、工艺等方面的创

新，逐步完善及改进现有初加工、深

加工生产体系脱节问题，建立一体

化的全程产业链，以优质水产品稳

固及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稳定现

有市场，强化水产品对外贸易优势。

美、日、欧、韩等是我国水产品出口

的主要市场，以往出口多以初级水

产品为主，在水产品多元化基础上，

可以加大深加工水产品、休闲水产

品的出口力度，稳固现有市场。另一

方面，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通过深

加工水产品、休闲水产品及高质量

的初级加工品，进一步开拓东盟、中

东欧、南美等新市场，提升水产品出

口与区域水产品进口的适配性，进

而不断稳固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优

势。

（二）利用大数据，差异化对接

目标市场

我国是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大

国，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领

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加上跨境电商

贸易模式体系日渐成熟，在“双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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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背景下我国在水产品对外贸易

中应该运用好大数据等技术优势，

强化与目标市场的衔接，提升对外

贸易的针对性及差异化水平。具体

而言：第一，完善水产品跨境电商贸

易模式。一方面，继续完善 B2B模

式，贸易企业做好进出口大数据分

析。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企业较为

多元，不同地区的水产品贸易企业

产品优势有较大差异。在这种情况

下，各企业应该利用跨境电商平台

的大数据系统，做好进出口目标市

场的产品类型、消费者偏好、物流链

选择等详细数据分析，提升出口的

针对性。同时，就跨境电商平台而

言，要对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水产品

进出口状况进行实时数据监测，分

析各目标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将这

些数据信息提供给各水产贸易企

业，提升进出口的差异化，避免企业

之间的同质化无序竞争。另一方面，

构建 O2O模式，做好线上与线下贸

易的结合。通过建立跨境电商平台

与海关部门信息共享系统，针对目

标市场的不同需求，为中小企业及

线下海外仓、保税仓等实体提供信

息支持，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及时调

整进出口品种类型，也为海外仓、保

税仓的补货及备货提供动态性的调

整支持。第二，利用大数据体系引导

企业瞄准贸易供需缺口，提升水产

品对外贸易的针对性。当前各国疫

情防控政策正在改变全球水产品贸

易格局，我国疫情防控成功是水产

品加工贸易企业开辟新市场、新领

域的契机。此时，各地商务、海关等

部门要做好大数据信息服务，发挥

各地水产资源的比较优势，引导水

产品加工贸易企业瞄准疫情后各国

水产供应链的缺口，针对供应链缺

口提升对外贸易的针对性。

（三）利用高标准监管水产品全

产业链，降低非贸易风险

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水

产品捕捞、养殖、加工等环节的技术

规范及安全标准，降低水产品贸易

过程中的技术、绿色壁垒等非贸易

风险。在水产品贸易体系中，TBT条

款和 SPS条款是各国应用较多的非

关税壁垒。2014-2019年间，我国水

产品出口过程中，被各国 TBT通报

的案件比例接近 20%。除了技术性

壁垒之外，绿色壁垒在水产品贸易

中更加隐性化，进口国家通常以国

内法形式确立的环保标准、安全标

准、市场准入标准、质量认证标准等

均属于此例。2014-2019年我国水

产品出口中被各国 SPS通报的案件

比接近 15%。由此可见，技术壁垒和

绿色壁垒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品出口

的主要非贸易风险。因此，我国需要

进一步做好水产品养殖、捕捞、生

产、加工、贸易等全程产业链的监

管，强化与国际通行标准及各国进

口标准的对接，以减少贸易损失。另

一方面，我国要进一步引导水产品

加工贸易企业完善社会责任管理标

准，以更好应对进口国的劳工标准。

当前 SA8000、ISO9000等已经成为

与劳动标准密切相关的国际贸易认

证体系。我国各级政府要引导水产

品加工贸易企业完善社会责任管理

体系，积极加入国际贸易认证体系，

在水产品捕捞、生产、加工过程中注

重环境保护、关注动物福利及工人

健康。

（四）利用贸易协定，应对贸易

壁垒和摩擦

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今

天，水产品贸易摩擦概率在不断上

升。为此，我国要充分利用已经签署

的贸易协定及 WTO相关规则，做好

贸易摩擦及贸易壁垒应对。具体而

言：第一，完善贸易协定中应对贸易

摩擦及壁垒的相关条款。我国已经

签署生效的 17个贸易协定中，大部

分贸易摩擦及贸易壁垒条款较为原

则，内容不够详细，而且兜底条款多

是依据 WTO规则。在多边贸易体系

日渐边缘化的时代，我国应该加强

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细化和更新

应对贸易争端及贸易壁垒的条款，

特别是要细化水产品贸易中的技

术、绿色、劳工等壁垒及标准问题。

对于没有应对贸易摩擦及贸易壁垒

的贸易协定，我国通过谈判，争取增

加相应的条款，特别是与水产品贸

易往来频繁的贸易伙伴，要尽快增

加应对贸易壁垒及摩擦的条款，并

细化相关内容。第二，完善贸易协定

中水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当前

我国签署并生效的贸易协定中，大

多数争端解决机制均是外交磋商或

提交 WT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这两

种争端解决机制均有各自缺点，成

本最低、纠纷解决效率最高的是在

贸易协定中建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

制。因此，我国要尽快与各贸易伙伴

加快谈判，尽量建立针对农产品（水

产品）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第三，

建立贸易摩擦分析研判机制。针对

各国设立的技术壁垒及其他隐性壁

垒，我国要加强水产品进出口评估

体系建设，为应对贸易摩擦提供技

术、法律、信息等动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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