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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产品出口遭遇 TBT 问题浅析
崔少原

江苏理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摘　要：本论文旨在研究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及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的不足之处。通过
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分析，本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机制对于水产品出口国家至关重要，而发达国家倾向于设置技术
壁垒和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发展中国家水产品的进入。同时，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在应对技术壁垒问题方面存在
监管缺失和标准不完善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建议加强国际合作和标准对接，提升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
并鼓励企业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提高我国水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和质量，促进水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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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nd standards on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 system. Through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nd standard-setting mechanisms are crucial for aquatic product exporting 

countries, while developed countries tend to set technical barriers and adopt protectionist policies to restrict the entry of aquatic produc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aquatic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 system has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supervision and imperfect standards in dealing with technical barrier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study suggests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tandard docking, improving China's aquatic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 system, and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technological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rough these measures, we can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quality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 expor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quatic produc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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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化的贸易环境中，我国水产品出口具有重要作

用，但面临 TBT 问题。本论文旨在深入分析我国水产品出口的

TBT 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对于指导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TBT 问题主要包括技术壁垒和贸易管制，

对我国水产品的进入国际市场和经济发展产生挑战。研究目的

是了解 TBT 问题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制定政

策、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和标准体系提供依据。

1 TBT 问题的概念和特点

1.1 定义和解释 TBT 问题
TBT 问题指的是技术壁垒和贸易管制问题，是国际贸易中

的非关税壁垒之一。技术壁垒是指进口国以技术标准、认证程

序、检验方法等方式限制进口商品的贸易行为，贸易管制是指

进口国以贸易规则和法规限制贸易活动。TBT 问题主要包括技

术壁垒和贸易管制对贸易的限制要求。

1.2 TBT 问题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
TBT问题（技术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非关税壁垒，

主要由技术标准、规程和认证程序构成。其主要特点和影响因

素如下：

技术标准的多样化：各国对产品的技术标准要求存在差异，

由于缺乏国际统一标准，这种多样化的技术标准可能成为贸易

壁垒的主要表现形式。

技术壁垒的隐性性质：与关税壁垒相比，TBT 问题的技术

壁垒具有隐性性质，其对贸易的限制不容易被察觉，且往往不

易量化，给贸易带来的影响常常超过预期。

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标准制

定能力，他们通过制定高标准的技术要求来保护本国企业利益，

从而形成技术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资源和能力的不对称：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标准制定

和认证方面可能存在不足，导致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高标准要

求，使其产品面临技术壁垒的挑战。

行业保护和贸易保护主义：一些国家或地区出于保护本国

产业的考虑，通过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和规程，对外国产品设

置障碍，以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国际市场竞争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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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水产品出口的现状和问题

2.1 我国水产品出口的规模和特点
我国的水产品出口规模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中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之一，其水产品出口量居世界前列。

我国水产品出口主要包括海产品、淡水产品和加工品。其规模

和特点如下

我国水产品出口规模逐年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水产品出口总值稳定在

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占据了全球水产品贸易的重要位置。

多样化的品种：我国水产品出口品种丰富多样，包括鱼类、

虾类、贝类、藻类等，满足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

高质量和竞争力：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其高质量、

新鲜、健康、安全的特点备受欢迎。品质稳定和价格具有竞争力，

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

加工品出口增长：我国水产品出口中，加工品的比重逐渐

增加。通过改善加工技术和提升产品附加值，我国水产品出口

正逐渐向加工品转变。

2.2 TBT 问题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
TBT 问题对我国水产品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技术标准和认证要求：发达国家制定了较高的技术标准和

认证要求，对我国水产品的出口施加了压力。技术标准差异和

认证程序繁琐使得我国水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增加了出口的成

本和难度。

市场准入壁垒：TBT 问题导致了市场准入的壁垒。一些发

达国家以技术标准为借口，设置技术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

我国水产品进入其市场，削弱了我国水产品的竞争力。

提高质量和标准水平的要求：TBT 问题要求我国水产品提

高质量和达到更高的技术标准，这对我国水产品生产企业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的不完

善也使得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对此的应对措施包括：

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

技术标准的对接和协调，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公平化。

提升质量水平和标准体系：加强对水产品质量的监管和控

制，提高质量水平和符合国际标准，增强我国水产品的竞争力

和市场占有率。

鼓励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提

升企业的技术能力，提高我国水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以应

对 TBT 问题带来的挑战。

总之，TBT 问题对我国水产品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

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国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克服

TBT 问题带来的障碍。

2.3 相关数据和案例分析
在分析 TBT 问题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时，可以结合一

些相关数据和案例，以更具体地说明问题。下面是一些相关的

数据和案例分析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以下是近年来我国水产品出口的规

模和趋势：

年份 水产品出口总值（亿美元）

2018 40.9

2019 43.2

2020 42.5

2021 45.8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水产品出口规模在近几年保持着稳

定增长的态势。尽管受到 TBT 问题的影响，出口规模并没有出

现明显下降。

技术标准壁垒案例：欧盟对我国鱼类产品的出口要求具有

一定的技术标准，包括鱼类质量、包装要求等。根据统计数据，

我国部分鱼类产品因技术标准不符合欧盟要求而被拒绝进口。

认证障碍案例：美国对我国虾类产品的出口设置了严格的

认证要求，例如《国际标准船带紧急计划》（ISVP）认证。由

于认证程序复杂，我国一些虾类产品的出口受到一定影响。

高标准要求案例：日本对我国淡水产品的出口要求较高，

例如对鱼类产品的冷链运输和保鲜要求，以确保产品在运输过

程中保持新鲜度。这对我国淡水产品出口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 TBT 问题对我国水产品出口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需要我国不断提升技术标准和认证能力，

以及适应国际市场的高标准要求，以保持水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3 TBT 问题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3.1 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机制
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机制对于水产品出口国家来说至

关重要。以下是对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机制的扩写：

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贸易规则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制

定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技术贸易壁垒的协定》（TBT

协定）。TBT 协定旨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公平化，规范成

员国在技术标准和认证方面的行为，以避免不必要的技术壁垒

对贸易造成不正当限制。

标准制定机制：国际标准通常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和管理。国

际标准的制定需要各国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协商，以确保标准

的全球适用性和可接受性。

3.2 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和保护主义倾向
发达国家往往在国际贸易中设置技术壁垒并采取保护主义

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水产品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以下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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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和保护主义倾向的扩写：

技术壁垒：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标准、认证要求等手段设置

技术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水产品进入其市场。这些技术壁

垒往往过于严格和繁琐，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水产品出口的成本

和难度。

保护主义倾向：一些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限制发展中国家水产品的进入。例如，他们可能实施高额关税、

非关税壁垒、补贴措施等，以保护本国水产品产业。

这些技术壁垒和保护主义倾向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水产品出

口面临不公平竞争和市场准入的问题，制约了其在国际贸易中

的发展。

3.3 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的不足
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在应对 TBT 问题方面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以下是对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不足

的扩写：

监管缺失：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体系还存在监管缺失的问

题，监测和检验能力有限，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影

响了水产品出口的可靠性和竞争力。

标准不完善：相比发达国家，我国水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

和落实还有待加强。标准的缺乏或不明确会给水产品生产企业

带来制定生产规范的困扰，同时也使得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面临技术壁垒的挑战。

标准执行差异：我国各地区对水产品标准的执行存在差异，

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这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水产品的质

量表示担忧，限制了水产品出口的机会。

为了提升我国水产品的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我们需要加

强监管力量和技术能力，制定更加严格和明确的质量标准，并

加强标准的执行和落实，以提高我国水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国际贸

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和落实，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和公平化。

4 应对 TBT 问题的策略和建议

4.1 加强国际合作和标准对接
多边合作机制：我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机制，如世界贸

易组织（WTO）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与其他成员国共同

制定和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促进水产品贸易的自

由化和公平化。

区域合作机制：我国可以加强与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合作，

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和沟通渠道，加强在水产品质量监管和

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

标准对接：我国应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

委员会（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保持密切合作，及时了解和

吸收国际标准的最新动态，与国际标准保持对接，提高我国水

产品的质量和标准水平。

4.2 提升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
加强监管力量：加大财力和人力投入，培养专业的水产品

质量监管人员，提升监测和检验能力，加强对水产品生产全过

程的监管，确保产品符合质量要求。

完善标准体系：制定和修订与国际接轨的水产品质量标准，

明确产品的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促进我国水产品质量的稳定提升。

加强标准执行：完善标准执行机制，加强对水产品生产企

业的检查和监督，提高企业对标准的遵守和落实，打造出质量

可靠的水产品供应链。

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与国际标准组织和其他国家监管机构

的合作机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和推行

质量标准，提高我国水产品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4.3 鼓励企业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
技术培训和支持：政府可以加大对水产品生产企业的技术

培训和支持力度，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提升生

产技术和工艺水平。

创新激励措施：政府可以出台激励措施，如科研项目资助、

技术创新奖励等，鼓励企业在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制定方面

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产学研合作：加强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建

立产学研联合研究中心，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推动科技

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于水产品生产。

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推动创新

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化，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提高水产品

的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标准对接，提升我国水产品质量监

管和标准体系，以及鼓励企业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我国水

产品出口将更加具备竞争力，并能够更好地应对 TBT 问题的 

挑战。

5 结论

5.1 总结论文主要观点和研究结果
本论文主要探讨了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对水产品出口

的影响，以及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的不足之处。以

下是对主要观点和研究结果的总结：

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机制对于水产品出口国家至关重

要。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于技术贸易壁垒的协定》（TBT

协定）是重要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一。

发达国家倾向于设置技术壁垒和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限制

发展中国家水产品的进入。

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在应对 TBT 问题方面存在

监管缺失和标准不完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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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未来研究和应对 TBT 问题的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以下是对未来研究和应对 TBT 问题的

展望：

加强国际合作和标准对接是解决 TBT 问题的关键。我国应

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合作，

制定和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提升我国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是保障水产品出口质

量和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加强监管力量、完善标准体系和加强

标准执行是关键步骤。

鼓励企业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是提高水产品出口竞争力的

重要途径。政府可以提供技术培训和支持，促进企业技术升级

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未来的研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水产品质量监管和标准体系

进行比较研究，探索最佳实践和经验。此外，还可以进一步

研究 TBT 对发展中国家水产品出口的影响机制，深入探讨解决

TBT 问题的有效措施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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