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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水产品加工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六

章，报告根据对水产品加工生产监测统计数据指标体系，通过技术手段，形成的连续性监测

数据，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中 国水产品加工产品生产消费的现状、变化及趋势。本报告以水产

品加工行业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水产品加工行业特征和统计数据的全面分析，确定水产品加

工行业发 展概况和基本特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模型，帮助企业掌握市场动向，明确水产品

加工行业竞争趋势。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 威、充分、

可靠的决策依据。 

    一、水产品加工业的重要地位 

    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是渔业生产的延续，所谓&ldquo;加工活，则流通活，流通活，则生

产兴&rdquo;，搞活了加工，货畅其流，无形给养殖生产开辟了一个永久性的高速通道。因此

，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于整个渔业的发展起着桥梁纽带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当前加快发展

现代渔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优化渔业结构、实现产业增值增效的有效途径。 

    1、水产品加工业是提升渔业产业高度的重要力量 

    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表明，如果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则表明

该产业的产业高度有所提高。而在我国第二产业内部以水产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因此水产

品加工业增长速度高低则影响我国渔业产业高度化的进程。 

    近年来我国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大进展，水产品加工业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2、水产品加工业是加强产业协调度的有效途径 

    水产品加工业上接水产养殖业，下连水产品物流业，是实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高效发展

的重要关联产业。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如果与优势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和流通市场建设紧密

结合，实行加工带基地、流通促加工，这样深层次、多系列的水产品精深加工，不仅能够加

快初级水产品转化，拉动水产养殖业的深度发展，优化水产品区域布局，而且通过提高水产

品的综合利用、提高增值水平，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营销产品，延

伸渔业产业链条，有助于渔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整合。 

    3、水产品加工业实现了渔业产业化与特色产业的良性互动 

    中国渔业资源丰富。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只是经济总量的简单扩张，而是在渔业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加工品种、技术不断演化的基础上实现的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向高级的

升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水产品加工园区为依托，以产业化经营为基本路径，以合理开

发利用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为着力点，形成了&ldquo;龙头带基地、基地促龙头&rdquo;的



良性循环格局。通过对特色渔业资源的精深加工和标准化加工，不仅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

品档次和质量，而且丰富市场供给，满足不同层次、品味消费者的不同消费需求，有利地提

高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水产加工业正处于成长期 

    2013年中国水产加工业发展空间仍较大。就行业周期来讲，水产品加工业处于行业成长期

。可以预见，随着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品种的优化和消费理念的转型，我国水

产品消费将会迎来长期增长，水产加工业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水产加工行业处于成长期

，出口潜力很大。原料采购有一定区位优势，但销售端客户订单是关键。行业进入门槛低，

行业竞争激烈，加工毛利率仅在10%左右，只能以规模取胜。而且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

惠农政策仍会持续，水产品加工率的提升也是必然趋势，水产加工企业追逐高毛利率品种的

驱动因素不会减弱，因此，未来水产加工行业的高景气度将得以持续，保持年均20%以上的

增长是可以期待的。 

    三、国内水产加工业发展成就总结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和国内市场的快速成长，

我国水产品加工业充分利用我国充足、廉价劳动力和成本优势迅速发展壮大，逐步完成了由

传统手工加工业向现代加工业的历史性转变，一举成为渔业产业中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领域。

一大批水产品加工企业活跃在国际水产品加工与贸易的舞台,积极地参与国际水产品市场竞争

，使我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水产品加工与贸易大国。 

多年来，我国渔业及渔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ldquo;吃鱼难&rdquo;早已成为历史，渔业生产正持续、快速发展，水产品产量以年

均15.5%的速度递增。渔业工作重心由数量增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水产品加工业取得长足

的发展，整体实力明显提高,加工技术水平不断上升,质量卫生意识大大增强,一批龙头加工企

业与名牌相继涌现,品种结构合理,产品多样化,并已成为水产品出口的主导产品。自1990年以来

，我国的渔业产量一直名列世界首位，2000年达到4279.0万吨，人均占有量33.8kg。2006年，

我国水产品总量为5290万吨，同比增长3.7%，已连续多年名列世界首位，2012年全国水产品

总产量5907.68万吨，比上年增长5.43%，水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历2011年南方主产区严

重干旱灾情后，各省加强了渔业防灾减灾和水产健康养殖能力建设，渔业生产得到有效恢复

。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14个渔业主产省，水产品产量增幅达到5.21%，为渔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其中甲壳类水产品的增长速率较快，海水产品增长速度趋于平稳。我国目前

已形成了冷冻冷藏、腌熏、罐藏、调味休闲食品、鱼糜制品、鱼粉、鱼油、海藻食品、海藻

化工、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鱼皮制革及化妆品和工艺品等十多个门类，有的产品生产

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推动我国渔业生产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渔业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水产品出口占据出口农产品首位，在农产品出口及外贸出口中具有突出的地位

。 

    多年来，虽然我国水产品加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水产品加工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加工

企业发展迅速，加工产品的种类和产量快速增长，加工技术及装备建设成效明显，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存在有很多不足，主要体现在水产品的加工资源严重衰退、基础研究薄弱、加

工与综合利用率比较低、加工产品品种少附加值低、装备落后、标准体系不健全、产品质量

不高等方面。 

 

    资料来源：农业部渔业局，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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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2012年1-12月全国规模以上水产品加工行业企业数量为1,936家，水产品加工行业

资产合计217,867,217.00千元，同比增加15.31%；实现销售收入432,891,387.00千元，同比增

加19.97%；完成利润总额23,607,532.00千元，同比增加25.56%；水产品加工行业整体从业人

数516,675.00人，同比增长8.5%。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水产品加工业的重点任务是积极发展精深加工，生产营养

、方便、即食、优质的水产加工品；挖掘海洋产品资源，加大水产品和加工副产物的开发利

用力度。利用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发展精深加工水产品，加快开发包括冷冻或冷藏分割、冷

冻调理、鱼糜制品、罐头等即食、小包装和各类新型水产功能食品。预计到2019年，我国水

产品加工总产量达到**万吨以上，水产品加工率提高到**%以上，冷冻调理食品和分割小包装



食品的比例占水产冷冻加工品的比例达到**%以上；培育形成年产值超**亿元、具有明显区域

带动作用的水产品加工大型企业20家以上。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三、我国水产品加工趋势 411 

    为了发展我国的水产品加工业，农业部日前印发的《全国主要农产品发展规划》明确了水

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重点和布局。 

    今后，水产品生产和加工要以大宗产品、低值产品和废弃物的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为重点

，优化产品结构，推进淡水鱼、贝类、中上层鱼类、藻类加工产业体系的建立。培植和引导

一批具有活力的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通过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促进适销对路的加工产品的

开发，发展既有营养又食用方便的加工食品以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 

    在海水产品加工方面：我国将重点研究开发新捕捞对象加工成食用及制成优质鱼粉、鱼片

、鱼糜、模拟食品和调味品等。海洋低值水产品的加工将在加大传统水产食品开发力度的基

础上，大量开发精制食用鲜鱼浆，进而以鲜鱼浆为原料生产风味鱼丸、鱼卷、鱼饼、鱼香肠

、鱼点心等各式方便食品、微波食品及色香味俱佳的高档人造蟹肉、贝肉、鱼翅、鱼籽等合

成水产食品，提高低值产品的综合利用率和附加值。 

    在淡水鱼加工方面：我国将按照&ldquo;一保鲜、二保活、三加工&rdquo;的原则，销售以活

、鲜为主，在冰箱和冷藏的条件下，逐步发展&ldquo;三去&rdquo;、分割、切片加工，搞好配

送，抓好鱼糜、鱼片以及新型盐干品、熏制品、调味制品的开发，综合加工开发利用不可食

部分，提高附加值。 

    在贝类加工方面：主要是搞好保活、净化和消毒，并进行多样化开发，如贝类调味品、干

制品、熏制品和软包装罐头等食品以及人体和动物钙源食品等。 

    根据国际渔业贸易一体化、自由化的新趋势，农业部将按照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原则，选

择一些易加工、市场需求量大、出口换汇高的重点品种，建设一批从种苗培育到养殖、加工

等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对虾、罗非鱼、鳗鱼等品种

的苗种、养殖、加工一体化的出口基地。同时，将加强水产标准体系建设，全面推行HACCP

管理系统，制订、修订一批水产品质量、品种、生产技术、生态环境等标准，逐步与国际接

轨，消灭无标生产，培植水产名牌产品，提高竞争力。 

四、未来中国水产加工业劳动力成本分析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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