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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产品是中国最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为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水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有望进一步增加。为了降低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的风险，系统

地分析了中国水产品供给和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中国的水产品主要由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供

给，进口水产品占国内水产品供给和消费的比例仍低于５．００％。目前水产养殖产量已４倍于捕捞渔业产量，
且捕捞渔业增长乏力，而水产养殖产量将继续增加。然而，中国水产养殖面积和水产业从业人员数近年开始

逐渐降低，增加了中国水产品稳定、可持续供给的风险。由于中国巨大的水产品供给和消费体量，未来中国水

产品供给仍需要坚持立足国内生产。需要提高水产养殖产量来满足中国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量，同时稳定海洋

和内陆捕捞产量，并以进口作为水产品供给的适当补充。需要提高水产养殖集约化水平，努力提高水产养殖

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效率，同时降低水产养殖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集约化”。本研究还提出了需

要加强水产品在粮食安全政策的地位、通过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政策制定、更多和更均衡的资源投入支持水

产业发展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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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品在保障全球粮食安全［１］、为人类提供

必不可少的营养支持［２］、减少全球食品生产的温

室气体排放［３］、为农民提供生计和就业［４］等方面

做出的巨大贡献，使其成为当前全球学术界的研

究热点。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消费

国、进口国（按贸易量计）和出口国［５］。中国生产

了全球３５．００％的水产品，其中水产养殖产量占
全球产量的５７．５０％，海洋捕捞产量占全球产量
的１４．９４％，内陆捕捞占全球产量的１２．７３％［５］。

水产品是中国最重要的动物蛋白和微量营

养素来源之一，在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供给中起

着关键作用。水产品营养丰富、价格低廉、脂肪

含量较低、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是对婴幼儿的

神经系统发育和健康成长尤其关键的 ＥＰＡ、ＤＨＡ
等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５］。水产品

也是多种关键微量营养素的主要来源，如铁、锌、

钙、碘、叶酸、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Ｂ１２和维生素 Ｄ
等［２，６８］。由于水产品能够对人类营养和健康起

到独特益处而被称为“超级食品”［５］。《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也特别强调要重视水产品的摄入，并

在动物食品中推荐优先摄食水产品［９］。随着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购买力的提高、交通和

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老龄化及对健康生

活追求的增加等，中国对水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有

望进一步提高［１０１１］。

然而，中国水产品供给面临着一系列政策、

环境、资源限制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科技水平和

国际供应链风险等方面的问题，对水产品的稳定

供给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以往的粮食安全政策

主要关注能量摄入和主粮的供给而忽视了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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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重要性。近年来，为了保护海洋和内陆水域

环境和优化捕捞作业结构，中国实施了严格控制

海洋捕捞强度的政策，中国的捕捞渔业产量出现

了显著降低。水产养殖也由于产量基数增大等

原因增速放缓，并出现养殖面积显著下降的趋

势［１２１３］。水产业的从业人数也出现明显下降。

全球性风险如气候变化、中美贸易战及突发事件

如ＣＯＶＩＤ１９新冠疫情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等，
也对水产品生产原材料供给和产品消费的产业

链稳定性以及未来水产品的稳定供给形成挑

战［１４１５］。

当前中国存在着对水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和

多种因素限制了水产品供给量提高的矛盾。为

了降低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的风险，保障水产品

稳定的供给，本研究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水产品供

给和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提出了需要加强

水产品在粮食安全政策的地位、通过更好的统计

数据支撑政策制定、立足国内并通过水产养殖可

持续集约化满足未来水产品需求的增加、更多和

更均衡的水产业资源投入等建议，以期为开展相

关研究和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１　中国水产品供给现状和趋势

１．１　中国水产品供给与消费逐年增加
中国有着悠久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快速发

展［１６１８］。由于捕捞渔业产量的提高受到资源限

制，同时在国家“以养为主”等政策支持下，中国

水产养殖业产量快速提高并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期超
过捕捞产量［１６］。水产养殖产量在水产品总产量

的占比逐年提高（图１）。２０２０年中国水产品总
产量达到６５４９．０万ｔ，其中养殖产量５２２４．２万
ｔ，捕捞产量１３２４．８万ｔ，养殖产品与捕捞产品比
例约为８０∶２０［１９］。捕捞产量仍以国内海洋捕捞
为主，产量为９４７．４万ｔ，占比７１．５１％；其次是远
洋捕捞２３１．７万ｔ，占比１７．４９％；淡水捕捞最低，
仅１４５．７万 ｔ，占比 １０．９７％。在水产养殖产量
中，淡水养殖产量为３０８８．９万 ｔ，占比５９．１３％，
海水养殖２１３５．３万ｔ，占比４０．８７％［１９］。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按生产方式分水产品产量和养殖产量在总产量的占比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ｆｏｏｄ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ｒｅ

ｉｎｔｏ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在水产养殖中，虽然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产
量按百分比计算时增速相近，但淡水养殖更大的

产量基数意味着其每年净增长量比海水养殖更

高［２０２２］。淡水养殖产量在水产品总产量的占比

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６．５４％增加至２０２０年的４９．１４％，

凸显出淡水养殖在水产品供给中越来越核心的

地位。在水产养殖中，淡水池塘养殖尤为重要，

分别占淡水养殖产量和养殖总产量的７３．８０％和
４３．６４％。淡水池塘养殖产品主要为可食用比例
较高的鱼类，若按照可食用产量计算，淡水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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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在淡水养殖产量和养殖总产量的占比将更

高［２０２２］。

随着中国水产品产量的快速提高，中国人均

水产品消费水平也不断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中国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９．０ｋｇ增加至 ２０２０年的 ４６．０ｋｇ，增长幅度近
６０．００％［２３］。ＦＡＯ根据水产品的生产及进出口数
据估算了各成员国供人类直接食用的水产品人

均供给量，中国的食用水产品人均供给量也从

２０００年的２５．０ｋｇ增加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９．０ｋｇ［２４］

（图２）。
然而，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占有量或供给量与

消费量之间有着显著差距。最权威的中国水产

品人均消费量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住户收

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

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

共抽选出１８００个县（市、区）约１６万住户参加调
查［２６］。根据该调查，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家庭消费

量快速增长，从２０００年的６．９ｋｇ增加至２０１０年
的１０．４ｋｇ和２０２０年的１３．９ｋｇ［２６］，远低于人均
占有量或供给量（图２）。按照人均家庭消费量和
人口数计算，２０２０年的中国水产品总消费仅有
１８２２．２万 ｔ。目前中国水产品人均消费仍低于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１５．６～２６．０ｋｇ（每
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ｇ）［９］。然而，国家统计局的住
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并不包含家庭外消费，家

庭外 消 费 约 为 家 庭 消 费 量 的 ２０．００％ ～
３５．００％［２５］。将家庭外消费计入总消费量后，

２０２０年中国水产品总消费为２１８６．７～２４６０．０
万ｔ，人均消费约为１６．７～１８．８ｋｇ，仍处于《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消费量的下端。

虽然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之

间有着显著差距，但是可以预期，随着收入增加、

城市化、食品供应链的进步以及生活方式和口味

偏好的变化，中国水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将继续

增加。《“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设定了

２０２５年总的水产品产量目标从 ２０２０年的
６５４９．０万ｔ增加至６９００．０万ｔ，增量约３５０．０万

ｔ，增长５．３６％。相关研究也预测了中国水产品
的产量将从２０１７年的６４４５．３万 ｔ增加至２０２５
年的７０９５．４万ｔ［２７］。对中国水产品需求量的预
测表明，其将从２０２０年的５６００．０万 ～５８００．０
万 ｔ进一步增加至 ２０３０年的 ７２００．０万 ～
８４００．０万ｔ［１０］。
１．２　捕捞渔业的产量逐年降低且增长潜力有限

在水产品供给来源中，捕捞渔业仍然是人类

从自然界获得的最大天然食物资源，难以取

代［２８］。在科学、有效的渔业管理下，捕捞渔业能

够可持续地为人类提供优质食物，并避免了天然

资源的浪费。但全球超过９０．００％的捕捞鱼类已
被充分捕捞或过度捕捞，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水
产养殖快速发展而捕捞渔业增长乏力［５，２９］。为了

保护海洋和内陆水域环境和优化捕捞作业结构，

“十三·五”期间中国实施了严格控制海洋捕捞

强度、控制海洋捕捞产量和限额捕捞、海洋捕捞

机动渔船数量负增长、长江十年禁渔、湖泊水库

等大水体退渔还湖和禁渔区、限渔区以及种质资

源和水源地的保护区等政策。受政策影响，中国

的捕捞渔业产量出现了显著降低，尤其是国内海

洋渔业产量从２０１１年最高点的１２４１．９万ｔ降低
至２０２０年的９４７．４万ｔ，内陆淡水捕捞也从２０１０
年最高点的２２８．９万 ｔ降低至 ２０２０年的 １４５．８
万ｔ［５，１８１９］。根据《“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
划》，到２０２５年中国国内海洋捕捞产量被严格限
制在１０００．０万ｔ以内［１８］。

近年来中国远洋渔业虽然发展较快，但远洋

渔业有相当比例产品都在捕捞地就近销售或出

售至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１０，３０３２］。２０２０年中
国远洋渔业产量有１５７．４万 ｔ运回国内消费，占
远洋渔业产量的 ６７．９３％和水产品总产量的
２．４０％。为了减少涉外渔业纠纷，中国主动控制
了远洋渔业产业规模，远洋渔业渔船数量在“十

三·五”期间稳定在３０００艘以内［３３３５］。由于远

洋渔业的发展受限于渔业协定、捕捞配额和入渔

国法律法规等限制，大幅度提高远洋渔业产量较

为困难［１８，３４３５］。

６０３１



５期 张文博，等：中国水产品的可持续供给

图２　中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人均供应量、人均消费量，以及增加３５．００％家庭外消费的人均消费量
Ｆｉｇ．２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ｓｕｐｐｌｙ，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ｆｏｏｄ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３５％ ｍｏｒｅｏｕｔｏｆｈｏ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除此之外，中国的捕捞水产品有约３００．０万
ｔ［３６３７］至４６０．０万 ｔ［３８］被用于生产鱼粉或者作为
冰鲜杂鱼在水产养殖中投喂［３８］。受渔业资源和

相关政策限制，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捕捞渔业

将无法供给更多的水产品。

１．３　水产养殖面积明显减少，但土地利用效率
不断提高

水产养殖被认为是全球粮食安全和增加膳

食营养的一种可能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多项研

究预测水产养殖产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２９］。

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在２０世纪８０至９０年代快速
增加，年均增长率超过１１．００％，近年来由于水产
养殖产量基数增大等原因，水产养殖增速放缓，

年均增长率降至 １．００％ ～２．００％［１７，１９２０］。水产

养殖产量的提高途径主要包括扩大养殖面积和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２０２１，３９］。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水产养殖空间受到有限的土地资源限制以及工

业发展和新住宅区开发等挤压，中国的水产养殖

面积出现了明显的减少［１２１３］。中国水产养殖面

积从最高峰的２０１５年８４６．５万ｈｍ２降低至２０２０
年的７０３．６万 ｈｍ２，减少了１６．８２％（图３ａ）。淡
水养殖面积减少最快，从最高峰的２０１５年６１８．０
万ｈｍ２降低至 ２０２０年的 ５０４．１万 ｈｍ２，减少了
１８．４３％。海水养殖面积减少稍慢，从最高峰的
２０１５年２３１．８万ｈｍ２降低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９９．６万
ｈｍ２，减少了１３．９０％。近十年来中国大部分省市
的大中型水域以及河道的围栏、网箱养殖面积被

大幅缩减，围栏和网箱养殖产量分别减少

９０．００％和７０．００％以上［５，１７，４０］。池塘养殖是中国

最重要的水产养殖模式，随着围栏、网箱养殖缩

减，池塘养殖在中国水产养殖的地位变得愈发重

要［４１］。然而中国沿海池塘养殖面积自２０１７年也
出现下降趋势［１２］。水产养殖面积明显减少限制

了养殖产量增长的潜力，提高水产养殖产量最主

要的方式将通过提高养殖的单位面积产量这一

途径实现。

　　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水平的发展，养殖单
位面积产量和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最重

要的淡水池塘养殖单产从２０００年４．９ｔ／ｈｍ２提
高至２０２０年的８．７ｔ／ｈｍ２（图３ｂ）。目前中国大
多数水产养殖养殖集约化水平较低，仍可进一步

挖掘现有养殖面积的生产潜力，逐渐增加单位面

积产量，从而生产更多的水产品［２１，３９］。

一个典型案例是海南省由于土地资源和水

资源的约束和旅游岛、自贸港等产业发展的政策

方向调整，淡水养殖面积在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减少了
２８．２９％。然而，由于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单位
面积产量的增加，海南省的淡水养殖年产量并没

有减少，反而稳定在３５．０万 ｔ左右［４２］。海南淡

水养殖约８０．００％为罗非鱼养殖［４３］，而罗非鱼养

殖单位面积产量近年来大幅度提高。传统的罗

非鱼池塘养殖密度为２．２５～３．７５万尾／ｈｍ２，产
量仅为１５．０～２２．５ｔ／ｈｍ２，而随着现代化养殖设
施尤其是新型微孔曝气底增氧设施的应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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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池塘养殖密度已超过７．５万尾／ｈｍ２，产量 可达５４．０～１０３．５ｔ／ｈｍ２［４４４６］。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中国海水、淡水养殖面积（ａ）和中国淡水池塘养殖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ｂ）
Ｆｉｇ．３　Ｆａｒｍ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ａ

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ｂ）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１．４　水产业从业人数明显降低，但生产力逐渐
上升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大量更

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中国渔业发展方针

转变、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渔业资源衰退、渔民

增收难度加大、渔业风险较高、劳动强度较大、渔

业老龄化、海洋渔业减船和渔民转产转业、长江

流域十年禁捕等渔业资源养护和湖泊、水库退养

退捕等政策的实施等原因，中国水产业从业人数

近年来明显降低［４７４９］。捕捞渔业专业从业人数

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８６．１９万人逐年下降，到２０２０年降
至１２９．８６万人，下降了３０．２５％。水产养殖专业
从业人员从２０００年的 ３７２．２４万人逐渐上升至
２０１１年的峰值５２９．００万人，再逐渐下降至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５７．５４万人，较峰值降低 １３．５１％（图
４ａ）［１９２３］。

然而，随着标准化池塘等养殖基础设施改

善、全价配合饲料大范围使用、良种良法的推广、

捕捞和养殖渔业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带

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中国水产业的劳动生产力逐

渐上升。捕捞渔业人均产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４３ｔ
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约８．４２ｔ，增加１３．３２％。水产
养殖人均产量更是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６．０１ｔ上升至
２０２０年１１．４２ｔ，增加９０．０２％（图４ｂ）［１９２３］。

１．５　水产品进口在供国内消费的水产品中占比
仍然较低

水产品生产已经是一个深度全球化的产

业［１７］。原材料如鱼粉、豆粕等的供给和水产品的

销售高度依赖于国际贸易，水产品也是国际贸易

最重要的农产品类别［２９］。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

的水产品出口国，也是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按

贸易量计）。近年来，中国进口量占全球贸易量

的１３．００％～１５．００％［２４］。２０２０年中国进口水产
品５６７．８６万ｔ，出口水产品３８１．１８万ｔ［１９］。中国
水产品贸易量快速增加的趋势及对全球水产品

供需的影响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１０，３６］。鱼粉

仍是中国水产品进口的最主要商品之一，占中国

水产品进口的约四分之一（图５）［２４］。中国进口
的鱼粉大部分都用作水产养殖饲料原料，少部分

用作畜牧业饲料原料［１０，２０，３６］。尽管中国水产养

殖以低营养级物种为主，对鱼粉的使用效率较

高［５０］，但由于中国巨大的水产养殖体量使得对进

口鱼粉的需求很难降低。同时，中国是世界水产

品加工的枢纽［１０，２５，３６，５１］，中国进口的供人类直接

食用的水产品大部分都是用来加工再出口。最

新的一项研究表明，７４．９０％中国进口的水产品
（占全球水产品贸易的１１．３０％）都在加工后重新
出口，仅有２５．１０％的进口水产品用来国内消费［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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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鱼粉和再出口的水产品之后，中国的水产品

进口量仅有不到１２０．０万 ｔ用于国内消费，占中
国全部水产品总供给量的１．９１％和总消费量的
４．８８％。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捕捞和水产养殖专业从业人员数（ａ）和劳动力投入人均水产品产量（ｂ）
Ｆｉｇ．４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ｏｆｃａｐｔｕｒ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ａ）
ａｎｄｐｅｒ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ｂ）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水产品进口量（ａ）和进口产品类别结构（ｂ）
Ｆｉｇ．５　Ｃｈｉｎａ’ｓａｑｕａｔｉｃｆｏｏｄｉｍｐｏｒｔｖｏｌｕｍｅ（ａ）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ｂ）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　保障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的措施和政
策建议

２．１　将水产品纳入主流粮食安全政策
中国始终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

邦的首要任务。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实现了粮

食基本自给，成功解决了近１４．０亿人口的吃饭
问题，而且居民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

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５２］。目前

中国实现了谷物的基本自给和口粮的绝对安

全［５２］，但目前中国仍面临着因微量营养素摄入不

足或营养失衡而产生的营养和健康风险，这也称

为隐性饥饿（ＨｉｄｄｅｎＨｕｎｇｅｒ）［５３］。据报道，中国
目前有３亿人口存在着隐性饥饿问题［５４］。而水

产品能够提供多种重要微量营养素，这使增加水

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成为增加微量营养素摄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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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隐性饥饿问题的关键手段。

　　然而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对水产品缺乏足
够的重视。如审议中的《粮食法》和广东、四川、

浙江等省的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仅限于主粮，如谷

物及其成品粮、豆类和薯类等［５５５８］。《国家粮食

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提到了
水产品，但并未将水产品列入主要粮食安全指

标［５９］。环境保护、耕地保护（作为粮食安全政策

的一部分）通常有着比发展渔业更高的优先

级［１３，２９］。渔业在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土地

使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１３］，环保优先的发展战略

也将进一步对水产养殖和捕捞业赖以生存的发

展空间造成挤压［１７］。当前的《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及农田保护的土地开发红线均对进一步发展

水产养殖形成了制约［１７］。在动物源食品中，猪肉

在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中比水产品更为重要，如为

了保障猪肉的稳定供给，中国有着国家储备肉政

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关注点也正在从

“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方向发展。

为了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２０１６年中央把
“树立大食物观”写入一号文件［６０］。２０２２年３月
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

保障肉类、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

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６１］。中央提出“大食物

观”的概念已成为将水产品纳入中国粮食安全战

略的重要机遇。为发挥水产品在粮食和营养供

给中作为“超级食品”的作用，必须将水产品在粮

食安全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地位从喂养（提供能量

和蛋白）到滋养（提供关键微量营养素和长链多

不饱和脂肪酸），并在食品系统和粮食安全战略

中优先保障水产品的供给［５，６２］。

２．２　需要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政策制定
生产统计数据是水产养殖管理决策的基础。

中国目前的渔业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是一个金字

塔式的逐级报告系统，所有的渔业统计数据都是

依靠行政逐级报表并进行数据汇总和统计。这

个系统产生的数据准确性曾经受到了国际和国

内学界长期和广泛的质疑［３１，３８，６３６７］。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的中国渔业产量统计数据有过高现象，部分

原因是当时粮食生产被列为优先事项，以及中国

自上而下的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６８６９］，但也因为

在拥有大量小规模捕捞渔业和小型水产养殖场

的发展中国家收集数据和进行统计不仅成本较

高，而且较难实施［３８，７０７１］。

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６年根据农业普查情况
进行了２次渔业产量统计数据的修正［２９］，修正后

的数据更贴合实际情况。然而，当前中国渔业统

计数据仍然不能够及时反映生产的变化。尤其

是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水产品的供给和消
费受到很大影响。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水产品消

费量显著降低，且部分高价值水产品的消费量恢

复较慢［１５］。但中国的统计数据仍显示２０２０年水
产品产量在持续增长，出现了消费量和供给量变

化趋势的矛盾。

由于统计数据不能反映水产品供给的实际

变化情况，相关的计划、规划和政策制定容易出

现问题和偏差。尤其是中国的水产品人均占有

量和消费量之间有着显著差距（图２），影响了未
来中国水产品需求的估算［１０］，限制了中国水产品

的可持续供给的战略和相关政策制定。水产业

的发展需要更好的统计数据进行支撑。

２．３　中国未来水产品的供给需要立足国内
由于捕捞渔业产量增长乏力，可预期水产品

供给的增量将主要由水产养殖提供。随着印度

尼西亚、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的水产养殖

快速发展，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总产量

的份额近年来持续下降，从２０１０年的６１．４９％降
至２０２０年的５７．５０％［５］。在中国大力推进渔业

方面的国际合作，尤其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背景

下，中国渔业产业也在海外开始大量投资，主要

投资方向为发展远洋渔业和水产养殖［１７１８］。然

而，远洋渔业增长潜力被远洋渔船规模控制政策

等因素限制［１８，３４３５］。同时，中国水产养殖巨大的

体量带来了显著的规模优势和较低的生产成本，

将中国投资在海外生产的水产品销售到中国可

能存在成本较高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如非洲

作为罗非鱼的故乡，虽然人力、土地等资源成本

较低，但缺少适合养殖的良种和有竞争力的饲料

等配套产业链，其产品与中国水产养殖生产的罗

非鱼相比缺乏竞争力，仍然需要大量进口中国的

罗非鱼［７２］。

另外，中国的水产品进口主要为鱼粉和用来

加工再出口的水产品原料［２５，３６，５１］。由于全球水

产品出口量有限，且欧美等发达国家拥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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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消费需求和较强的购买力，水产品进口很难

完全成为中国水产品供给的主要来源。由于中

国巨大的水产品供给和消费体量，中国水产品未

来的供给，需要坚持立足国内。尤其是需要提高

水产养殖产量来满足中国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量，

同时稳定海洋和内陆捕捞产量，并以进口作为水

产品供给的适当补充。

２．４　水产品的可持续供给亟需更多科研力量等
资源的投入

水产品已在全球和中国粮食安全中展现出

关键作用，但水产业仍是一个在快速发展的行

业，亟待增加科研投入对其进行提升。当前中国

的水产业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如外源和内源环

境污染、科技发展水平不足、饲料蛋白源供给风

险、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全球性的水产病害传

播和外来物种入侵、食品安全、ＣＯＶＩＤ１９新冠疫
情对供应链的影响、国际政局变化和战争等。为

了实现水产业在满足人类粮食和营养安全等方

面的潜力以及迎接各种环境和突发事件的挑战，

需要在水产营养饲料、遗传育种、生物安全和疾

病防治、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供应链安全、养殖

容量和环境影响、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性等方面增加研究和投入。

最近两年来，ＣＯＶＩＤ１９新冠疫情以及俄罗
斯乌克兰战争等突发事件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
了许多挑战，引起能源价格高企、捕捞作业和养

殖周期被打断、水产品产销不畅等问题，严重冲

击了全球和中国的水产品供应链［５，１５］。尤其是受

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和国境关闭等措施影响，全

球水产品贸易额从２０１８年的１６５０．０亿美元降
低至１５１０．０亿美元，减少了８．４８％［５］。气候变

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如

极端天气影响捕捞作业和部分养殖设施，气候变

化也影响了养殖饲料原材料（作物）种植生产和

供给［５，７３］。这些领域都需要增加科研投入，以提

高中国产业的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降低产业风险，
尽可能地避免产业周期性繁荣与萧条的现

象［１４，７４７６］。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需要更多的科技和装

备支撑，尤其是需要最新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

对水产行业进行升级，开展诸如捕捞设备、渔业

资源调查、养殖工业化和自动化设施、渔业信息

系统和管理系统等方面的研究［１７１８］。通过科学

的渔业资源评估和良好的渔业管理可以有效恢

复过度捕捞的海洋渔业资源并维持甚至提高捕

捞渔业产量。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水产业仍存在规模较

小、生产率较低、风险较高、环境影响较大等问

题。如以挪威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大西洋鲑的选

择性育种、营养饲料及生产系统等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使大西洋鲑成为全球水产养殖生产效率最

高的品种之一［２１］。相比之下，中国的水产养殖在

品种及其生产方式高度多样化，大多数没有得到

足够的投资和研究，迫切需要学术界和业界投入

人力、物力对其进行提升。

由于中国的水产养殖主要集中在水网密集

的江河中下游和沿海区域，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

和养殖容量管理制度，集约化养殖带来的污染通

常超过了当地水域的自净能力。大规模的集约

化水产养殖带来的饵肥料和药物投入导致了水

域富营养化、化学品污染、抗生素耐药性、能耗和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问题［１７，４１，７７］。水域环境的

恶化和病原传播等引起病害频发，对产业本身造

成了严重冲击。

需要加强中国水产养殖业的良种化、机械

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建设［１７］，努力提高养殖的

单位面积产量和养殖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

生产效率。同时还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水产养

殖引起的温室气体和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排放水

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提高饵肥料的利用效率，

促进废水废物的循环利用，努力实现“可持续集

约化”［３９，７７７９］。

水产业的资源投入需要采取更均衡的策略。

如淡水养殖在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远大于海水

养殖，但当前全球对水产养殖的研究重点仍集中

在海水养殖，淡水养殖的重要性被很大程度忽

视［２１］。其原因在于海洋经济和蓝色经济越来越

重要，辽阔的海洋也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同

时科学界和水产养殖产业界对海水养殖从近岸

走向远洋并没有很好的科学技术积累，缺乏对在

远海开展养殖的技术、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困难

的认知。因此，海洋相关的项目（如海水养殖项

目）和资源远多于淡水相关项目。如在中国自然

科学基金历年资助的项目中，用关键词“海水养

殖”可搜索到５０项，而关键词“淡水养殖”仅搜索
到１０项［８０］。未来对于水产养殖的科研力量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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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需要根据水产品不同生产方式的重要性，采

取更均衡的投入方式将有助于水产业更可持续

地发展。

３　结论

水产品为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供给做出了

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对水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有望

进一步提高。目前中国的水产品主要由水产养

殖和捕捞渔业供给，中国的水产养殖产量已４倍
于捕捞渔业产量，且捕捞渔业增长乏力而水产养

殖产量将继续增加，未来的水产品供给的增量将

主要由水产养殖提供。然而，中国水产养殖面积

近年来出现减少的现象，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从

业人数也逐渐下降，增加了中国水产品稳定供给

的风险。供国内消费的进口水产品仍占水产品

供给量的１．９１％和消费量的４．８８％，将中国投资
在海外生产的水产品销售到中国可能存在成本

较高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未来中国水产品供

给，仍需要坚持立足国内。需要提高水产养殖产

量来满足中国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量，同时稳定海

洋和内陆捕捞产量，并以进口作为水产品供给的

适当补充。加强国内产业尤其是水产养殖业的

产业升级，努力提高养殖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

效率。同时还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水产养殖引

起的环境影响，努力实现“可持续集约化”。为了

促进水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水产品的稳定供给，需

要将水产品纳入主流粮食安全政策。由于当前

水产品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显著差别和变化趋

势间的矛盾，当前产量统计数据不能及时反映实

际生产情况变化，还需要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政

策制定。为了实现水产业在满足人类粮食和营

养安全等方面的潜力以及迎接各种环境和突发

事件的挑战，需要在水产业投入更多科研力量等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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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Ｈｕ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

（７）：１０５１０８，１１２．

［４６］　佟延南，李芳远，李志鸿，等．罗非鱼高效健康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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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陈君祥，高超，刘依阳．太湖刺网生计渔业问题［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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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刘雯．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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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２，３７５（６５７９）：３８６３８８．

［５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安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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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新华社．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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