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80 水产科技情报 2002，29(4) 

我国加入 WTO后渔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钱 志林 

(中国水产学会，北京 100021) 

中 国已经加 入世贸组织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 的背景下， 

加入 WTO后，我 国的 国民经济运行将面临一 个 

新的外部环境。与世界经 济的关联程度 日益增 

强 ，意味着我国经济运作必须遵循国际规则，将在 
一 个竞争更加激烈 ，机会更加均等 ，标准更加严格 

的经济全球化大环境 中求 发展：因此，对我 国渔 

、l 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我国加入 

WTO对我 国渔业有利有弊，从总体和长期看则是 

利大于弊 可以说既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 

对挑战，最终将促进我国渔业的持续发展。 
一

、加入 wT()后 给 我 国 渔 业 发 展 带 来 的 机 

遇 

1．享受 WTO现有 成员已经享有 的好处 ，改 

善水产品的出口环境 ，享受绝大多数国家无条件 

的最惠国待遇，享受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减少 

歧视性待遇，利用 WTO的有关机制解决贸易争 

端等 ，优化我国水产品出门的外部环境 。同时 ，在 

我国渔业参与国际化的进程中，为我国有效利用 

国际水产品市场和渔 资源创造有利 的国际环 

境 

2．利 用 wT0成 员的 资格 ，可 以直 接参 与 

WTO的多边谈判以及 WTO新规则的制定。改变 

过去被动遵守和执行他人谈判所制定的规则的局 

面。相反 ，可以在充分发表意见的情况下 ，自主参 

与制定新规则，这明显有利于在多边体制下争取 

和维护我国自身的利益。通过参与，还可及时、及 

早地了解国际、国外技术和管理的动向，及时瞄准 

赶超 目标 ，少走弯路 ，得到过去得不到的东西。 

3．有利于扬长避短，加速调整渔业产业结构。 

加入 WTO后 ，可以在中央关于发展水产“以养为 

主 ，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 ，各有侧重” 

的方针指引下，充分发挥我国水产烹饪饮食产品、 

水产保健食品，名优水产品等特色风味水产品的 

独特优势 ，出口优质高值水产品 ，特别是对虾类等 

水产品，进口适销低值水产品。这等于是引进水 

域资源和渔业资源 ，有利于当前我国劳动力密集 

型企业 的发展 。 

4．有利于拓宽渔业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渠道 ， 

加速提高渔业的科技水平和渔业生产的科技含 

量。加入 WTO后 ，一方面 ，外资进入中国将会更 

加容易，而伴随着这些投资，往往能带来最先进或 

较先进的渔业技术。这有利于提高我国渔业的管 

理水平和生产水平 ，提升我国水产品的质量；另一 

方面，与国外渔业教育 、科研 、技术的交流合作将 

更为紧密和频繁，有利于促进我国渔业科技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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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提高我国渔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 ，这将带动我 

国渔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渔业综合素质的增强。 

5．有利于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我国渔业经济 

体制的改革。可以根据 WTO的基本原则 ，参照 

国际规范进一步深化我国渔业和渔村经济体制的 

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建立和完善 国 

内渔业宏观调控体系。另外，WTO规则对贸易体 

制规范化的相关要求 ，对加速水产 品外贸体制和 

国内流通体制改革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 

对于实现我 国渔业 的现代化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 

用 。 

二、加入 WTO后我 国渔业发展所面临的挑 

战 

1．国内水产品市场面临向外更加开放 的压 

力。虽然我国水产品市场放开较早，有的水产品 

进 口税也降得较低，但是我国并无优势的水产生 

产和加工企业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这种冲击 

主要表现在质量和价格两个方面 ，世界渔业发达 

国家价廉质优的水产品及其加工品必将会来争夺 

市场，而且增加进 口还会增加外汇支出负担。 

2．国家水产 品标准化工作可能受到被动调 

整，调整空问也将受到规则的约束 ，给水产的生产 

和加工企业造成很 多被动 因子。加入 WTO后， 

我国不仅要面对 国外水产品的进 口，还要大量出 

口水产品 ，竞争主要体现在品质和商品性的竞争 

上。比如 ，美国每年 出口水产品约 30万吨，出口 

贸易额约 30亿美元。而我国 1998年仅出口水产 

品 100万吨，出口额只有 29、7亿美元；2000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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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产品 153万吨，总额才 38．3亿美兀 这说明 

今后应将水产品竞争的重点放到质量上来，要按 
一 定的标准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分级 而这与水产 

品的标准化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存这方面我国 

还有相当差距 ，技术法规更需健全 所以，这方面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3．水产品安全问题将是今后必须十分重视的 

一 个重大问题。所谓“安全”，这里指的是生产无 

公害的水产品，指的是牛产符合食物安全质最标 

准的水产品。随着我国农产品发展的供求平衡， 

丰年有余之后 ，食物的质量安全问题 已成为人们 

普遍关注的热点 ，食物中不能含有污染物 ，农药残 

留、重金属离子 、致病微生物等不能超标。人世 

后 ，这个“安全”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食物安全 

问题”将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包括水产品 

出口的一个严重 的贸易壁垒 ，对此我们必须高度 

重视。因此 ，对水产生产和加工企业使用添加剂 、 

药品 、生产环境等都需要作出严格的要求，否则将 

直接影响我国水产品的出口。 

综上所述 ，我国加入 WTO，就水产 品的竞争 

而言，要大力发展无公害水产食品乃至有机食品， 

建立激励和竞争机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树立品 

牌意识 ，提高水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采取多种经营 

机制 ，搞活市场，使企业更有活力；树立正确的国 

际营销观念 ，提高产品的档次、质量．改进包装和 

装潢 ，完善计量 ，以适应国际市场、 

栏 目编辑 汤惠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利用稻田饲养金鱼 ，让粮农致富 ÷ 
÷ 
； 在稻 田里放养金鱼 ，可以减少螟虫 、稻螟蛉等害虫对稻禾茎叶的危害 ，改善稻 田的牛态环境 ，预防某些疾 

} 病的传播；金鱼的排泄物可作为肥料促进水稻的生长。这种稻鱼共生互利的农业生产模式为农业增产、农民 

} 增收展现了美好的前景。INb、OYU(总第36期)上有一则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水产科研所2001年在千亩稻田 j 
j 中进行“稻田养殖金鱼”试验喜获成功。不但每亩收获了 500多尾金鱼，还产 出 r 400 kg无农药和化肥污染 

j 的优质大米，为产稻区农民创造了一种稻鱼互利的高效立体生态农业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1＼成功范例： i 
i 今年，朝阳市一些农民纷纷同该所取得联系，谋求合作。他们决定在自己承包的百亩稻rU巾放养一f，『万尾金 ； 

； 鱼夏花。 ÷ 
上海郊区水稻的种植面积数 以万亩计 ，发展稻田养金鱼潜力极大 ，若 以 l／10的稻 田面积 、亩产金鱼 600 ； 

； 尾，每尾售价0．7元计算(如搞出口贸易，产值更高)，其产值就相当可贵，农民_u丁从中得列实惠一 

÷ 我国有着悠久的稻田养鱼历史，所以在稻田里饲养金鱼，从技术上来说，难度并不大 只要举办 一些短期 
t 培训班 ，发送一些技术资料 ，再给以适当的现场辅导 ，稻 田养金鱼～定能蓬勃地 _)f展起来 ： j 

j (上海市水产学会 严噌富)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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