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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会国

-、町、韩、美和政且对水产品设直

的主要提术性贸易壁垒类型及特征

在全球主要水产品消费国中，日本、韩国、

美国和欧盟是中国水产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市

场。就目前来说，这些国家设置的主要技术性贸

易壁垒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对进口水产品的卫生要求

(1)日本政府对水产品的卫生要求十分严

格。对抗生素、激素、鱼药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

对允许使用的药品制定了严格的最高限量标

准，对禁止使用的药物残留一经检出就做销毁

和退货处理。 2003 年 4 月，日本实行农药和动

物药品残留"临时标准制度"。该规定虽然没有

正式规定残留标准，但残留超过-定数值的食

品，可以禁止销售和进口。这无疑又增加了中国

水产品出口残留检测中的不确定性。 

(2) 韩国的〈食品公典〉规定了水产品的重

金属残留标准，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基准，要

求食品中不能检出异物 O进口商品严格按〈食品

卫生法〉进行残留基准检查。出口国的检验检疫

机构应出具出口水产品没有进口国所规定的对

人体有害的细菌、有毒物质和金属异物的证书 O 

(3) 美国自 2002 年 5 月 15 日从中国进口

的虾产品检出氯霉素以来，十分关注中国出口

的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卫生问题 O 美国食品药

物管理局 (FDA)对动物源性食品(包括水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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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抽查检测 221 类农药、抗生素、兴奋剂类残

留，禁止在动物源性食品中使用的药物有 11

种 O 主要是氯霉素、盐酸克伦特罗、乙烯雌酣、二

甲硝基咪日坐、其他硝基咪日坐类、异烟酷咪瞠、口夫

喃西林、口夫喃日坐西同、磺月安类药、氟乙酷苯酷和糖

肤等 O 

(4) 欧盟委员会专门制定了水产品投放市

场卫生条件的规定 (91/ 493/E EC 指令) ，而且对

要求输入欧盟的进口企业必须获得欧盟注册。

欧盟对进口水产品质量和卫生要求越来越严，

而且必须从原料生产开始，保证生产过程的各

个环节达到质量要求，从而确保最终产品的质

量O 

2.严格的检验检擅制度 

(1)日本制定了 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对

自外国进入其境内的农产品、畜产品及食品实

行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 O在绿琶检疫制度方面，

对食品的安全卫生指标十分敏感，尤其对农药

残留、放射性残留、重金属含量要求日趋严格 O

日本政府规定对不同时间进入其境内的同一种

商品，每一次都要有 个检验过程。对限制进口

的产品还有针对性地实行复杂的检验手续 O 

2002 年 4 月，日本以从中国出口鲤鱼中检出黄

肢类药物残留为由，对中国产鲤鱼实行进境后 

48h 吊水并抽检 11 种药物残留，其种类和最高

限量分别为磺肢甲基喀定 0.02mg/kg ，磺肢



二甲咱哇 0.01 mg/kg ，璜月安 -6- 甲基 E密 E定 

0.03mg/kg ，璜肢二甲基氧口密哇 0.04mg/kg ，磺

腔间甲氧口密口走 0.03mg/L，磺肢蛙恶琳5x10-5mgl 

kg ，恶喳酸 0.05mg/kg ， Z月安口密睦 0.05mg/kg ，

基夫拉松 O.Olmgl句，尼卡巴喋 0.02mgl阔，恩

诺沙星 0.01 mg/kg ，氯霉素 0.05mg/kg ，四环

素和链霉素等的最高限量为 0.05mg/kg 等。 

(2)韩国对中国水产品的残留检验很多，增

加了中国水产品的出口成本，影响了中国水产

品对韩国的出口。"中韩水产品卫生条件"规定，

中国输入韩国的冷冻水产品在通关时需接受韩

方的金属探测检查，规定不允许检出金属异物 o

韩国还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的水产品中检出

个金属异物即将整 ~tt货物退回。韩方的其他

标准为士霉素 0.1 mgl阅、恶喳酸 (ND)、麻痹

性贝毒 (0.80μ gig) 、二氧化硫 30mgl阅、一氧

化碳 20mgl阅、虎红 (ND) 、金霉菌 (ND) 、沙门氏

菌 (ND) 、霍乱弧菌 (ND) 、i'ij l];容血弧菌 (ND) 。 

(3) 美国 FDA 对进口水产品实施严格的抽

样检测制度，其中致病菌单胞增生李斯特菌、霍

乱弧菌不得检出，细菌总数、沙门氏菌、致病性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限量指标，士霉素

为 0.1 mg/kg、铅 1.5mg/kg (甲壳纲类人铺 

3mg/kg( 甲壳纲类)、石中 76mg/kg(甲壳纲类)、甲

基柔 1.0mg/kg 、 DDT 5.0mg/kg、多氯联苯 

2.0mg/kg、生且肢 50mg/kg、踵 j写性贝类毒素 

0.8mg/kg、麻痹性贝类毒素 50mg/句，二氯化

肮 1 mg/kg o 目前，美国还对来自中国的水产品

氯霉素的检测力口大了抽样比例，每个货柜抽 6

12 个样，不做混合样，只有所有样品的检测结

果全部合格，才能通关，只要有 1 个样品的检

测结果为阳性，整批产品就被判为不合格。 旦

在水产品中检出问题，除了对该批货物进行销

毁、退货等处理外，美方还将把该手tt食品的生产

力口工企业列入不经检验即自动扣留的名单中 O

如果想从该名单中易IJl涂，需由进口商向 FDA 提

出申请，并必须同时提供该企业连续 5 批次产

品检测结果为阴性等证明资料。 

(4) 欧盟对进口水产品要检查新鲜度化学

指标、自然毒素、寄生虫、微生物指标、污染环境

的有毒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农药残留、放射性物

质等 63 项检测要求，其中氯霉素、日庆日南西林、

孔雀石绿、结晶紫、眠。南哗酣、多氯联苯等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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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检出 1 六六六、 DDT、组肢、麻痹性贝类毒素等

有严格的限量指标，对致病菌中沙门氏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单胞增生李斯特菌、霍乱弧菌、副 

j容血性弧菌、大肠杆菌为不得检出，细菌总数控

制在 5x 10 519 (30°C) 。 

3.明确的商晶标记制度 

(1)日本最近修改的〈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

量表示标准法规 )(JAS) 规定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对制造、加工、进口的加工食品都要执行

新的商品明确标记制度，其标示内容包括产品

名称、制作原材料、包装内的容量、流通期限、保

存方法、生产制造者名称(进口产品还要标明出

口国和生产区域名称、进口商的名称或个人姓

名)以及详细的地址 O 符合进口规格的农产品必

须贴上 JAS 标志才能在日本市场上销售。日本

对进口种类的产品标识中还包括很具体的要

求，如原料的名称、原料的原产地以及标注是解

冻品还是养殖品等，并且对部分水产品还要求

标明原生产水域等。 

(2) 韩国规定出口国的出口水产品包装上

应以不易损坏的方法印制或标明品名、国家名

和注册登记加工厂名称及注册编号。韩国的《对

外贸易法〉规定对水产品进行原产地标识制(进

口活鱼除外)。最近，韩国海洋水产部还宣称将

积极推行对进口活鱼实行原产地标识。 

(3) 美国在产品标答方面具有非常严格的

规定。 1995 年 9 月， FDA 对强化食品营养标签

法规进行了修改，要求销售的强化食品必须按

规定加注标篷，并对食品标签的形式、字体的大

小、线条的粗细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FDA

还要求大部分食品必须标明至少 14 种营养成

分的含量。另外，美国要求在食品标签上注明亚

肮酸盐添加剂，不管直接还是间撞，一种还是多

种，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否则一经检验出，就被

视为伪标记产品。美国最近又规定从 2006 年

起要求所有在食品店出售的食品必须标明脂肪

含量。这些规定无疑会大大增加中国对虾产品

的出口成本，不利于对虾产品的出口。 

(4)2003 年 9 月 22 日，欧盟理事会接纳欧

盟委员会的建议，修订了关于食品标签、说明及

宣传的第 2000/13/EC 号蝠令。该指令要求食

品销售商须在食品标签上歹Ij出所有成分，并且

对食品的包装，甚至包装材料等都有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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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必须在标签上列出的致敏成分包括含章走

质谷物、甲壳动物、蛋、鱼、花生、大豆、奶及奶类

产品(包括孚L糖)、果仁、芹菜、芥末、芝麻，以及

浓度超过 10mg/kg 或 10mg/L 的二氧化碗和

亚硫酸盐。 

4.规范的进口企业注册和认证体系 

(1)日本不仅通过严格的标准，而且通过认

证制度和产品的合格检验等对进口商品设置重

重障碍。对农产品及食品进口企业实施注册制

度，并要求建立 HACCP 质量保证体系。 

(2) 韩国规定出口水产品的加工厂应符合

进口国的卫生管理标准，经出口国检验检疫机

构注册登记后，对注册登记的加工厂进行定期

检查，对加工过程中可能混入的对人体构成危

害的物质进行监督检查，并向进口国检验检疫

机构通报注册登记工厂名单，进口国的检验检

疫机构可对已注册登记的加工厂进行抽查。 

(3) 美国规定对美出口的水产品企业必须

建立 HACCP 水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否则其产

品不得进入美国市场。中国水产品企业要首先

通过国家检验检疫机构的评审，取得输美水产

品 HACCP 验证证书，并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

局 (FDA) 备案后，才能进入美国市场。 

(4) 欧盟要求中国出口水产品加工企业或

捕捞加工船都必须通过欧盟的考核获得注册，

并且每一批水产品都必须由中国检验检疫机构

检验检疫合格并出具证书。欧盟规定对欧盟出

口的水产品企业必须建立 HACCP 7.1<产品质量

保证体系，否则其产品不得进入欧盟市场。

二、交破桂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

面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实，应采取切实

可行的应对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把握时机占领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制高点，就目前来说，中国应

急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水产品质量标准

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从制度上保证中国水产

品出口质量

是完善水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立覆盖

生产、加工、储藏、销售全过程和操作环境、安全

控制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力争在较短时期内形

成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具有

较高水平的由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共同组成的比较完善的水产品标准体系，改变

中国标准不完善、标准过低和国内市场大多数

水产品无标准生产和流动的现状。二是加强水

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争取与国外权威认证

检验机构实现互认。三是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体系建设，实施强制性检测制度和市场准

入制度。四是加快国内水产品(初级产品)质量

立法工作，尽快制定〈农产品质量法 y ， 为质量体

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2.推动水产晶出口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行

业自律，提高出口贸易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加入 WTO 后，随着出口规模的曰益扩大，

中国水产品出口行业自律机制的建设显得越来

越重要。推动出口行业协会性组织的建设对提

高中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二是

增强信息能力，不仅可以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

及时性，也大大降低了业内企业的信息戚本 O 二

是共同开拓市场，化个另 IJ 企业行为为全行业的

二致行动，提高了开拓市场的效率，降低了戚

本。三是形成价格自律，在行业内通过协商分配

市场份额，控制生产总量，形成价格同盟，确保

利润最大化，也降低了反倾销风险。四是强化质

量监督，建立行业内监督机制，于巴价格监督化为

企业的自觉行为，从机制上保证了出口质量。五

是共同抵徊]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共同应诉，降低

了应诉成本，增强了应诉能力，提高胜诉的可能

性，保护全行业共同利益。 

3.进一步加快水产生产结构调整，结合出

口水产养殖示范区建设，优化水产生产和加工

布局，发挥区域优势，培养优势产业

一是结合农业部制定的区域布局规划，加

快出口水产品养踵示范区的建设，吸引力口工企

业聚集形成基地，带动水产品生产加工的区域

布局和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产业链

-体化效益。二是大力发展无公害水产品、绿色

水产品、恃色水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在基地建设

过程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无公害水产品

和绿色水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发展特色水产品

生产加工，提高出口价值。逐步改变目前中国水

产品出口主要以价格优势占领市场的局面。三

是重点培育优势行业和龙头企业。扶大扶强，结

合基地建设，在优势行业重点培养一批龙头企

业，使中国水产品出口企业迅速做强做大，从而

进一步增强中国水产品出口的综合竞争力。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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