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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海洋渔业市场竞争态势及发展趋势前瞻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shuichangqilei/286727286727.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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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概况

        1.1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内涵

海洋渔业资源是指具有经济开发利用价值、在我国海域内的动植物的总体。其中鱼类
资源占主要地位。

        1.2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特点

我国不仅是个陆地大国更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辽阔，东临太平洋又有渤、黄、东、
南四海，海岸线，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仑河口，北起辽宁丹东鸭绿江江口，距离长达近
两万公里，海域面积广至四百多万平方公里，大大小小的渔场面积有280万平方公里。

        1.3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的发展状况

对我国海洋渔业立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进行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构建是
现在每个渔业立法工作者所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我国现在的渔业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构
建法律制度困难重重，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困难和挑战存在的同时给我们也带来了
巨大的机遇，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相信在我国这一代海洋渔业立法工作者
的不断努力下，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每个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
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也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海洋渔业法律保护制度。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中国报告网整理
        二、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保障的相关问题

        2.1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保障的历史进程

        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保障的起步阶段

严谨是法律权威性的前提，加强立法语言和法律术语的规范化，就要对每条法律的语
言用词进行反复推敲，避免法律歧义的产生，邀请相关专业立法者进行详细的立法审查，多
多参考专业法律学者和立法者的专业意见，还要在颁布之前进行公示，为法律严把质量关，
发挥社会群众的作用确保每条法律的每个字眼达到既简洁又严谨的效果。这是我国的首个禁
渔期，陆续又相继制定发布一系列法规发放至各省，对于保护沿海资源，维护相关海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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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海洋渔业确立了总体的方针，合理利用
近海，科学开辟外海海域，大力发展水产养殖。

        2.2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主要构成

我国当前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保障的法律渊源众多，在国内方面包括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和一些渔业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在国际法上体现为多国声明公约
和双边条约。

在目前国内关于渔业方面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就是主要围绕着《渔业法》来研究和发展
的。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海洋环保类、渔业资源类、涉外渔业类等相关法律法规。

        2.3海洋渔业资源法律的基本评价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在颁布实施以来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填补了我国在海洋渔
业资源立法上面的空白，具体总结下来产生了如下两个大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保障制度初步形成对我国海洋渔业立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何进行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构建是现在每个渔业立法工作者所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
我国现在的渔业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构建法律制度困难重重，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困难和挑战存在的同时给我们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
我相信在我国这一代海洋渔业立法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每
个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也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海洋渔
业法律保护制度。对于我国的基本的海洋渔业法规制度保障打了很好的基础。

        三、构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法律保障机制

        3.1构建我国海洋渔业法律机制的建议

增加渔业的专门立法数量，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对于我国在海洋渔业法律系统存在的
立法权限模糊，法律法规冲突现象明显的现象，要及时解决。明确立法权限，不同的领域制
定不同的立法，再由这些不同领域的立法体系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海洋渔业立法体系。对于
各个地方机关存在的与法律有冲突的法规规章及时清理废除，严格按照上位法优先的原则，
不得与现行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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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做好相关的调研和前瞻性在制定相关法律的同时加强关于立法的
科学性，做好专门立法的充分调研工作，对于目前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存在的海洋渔业法律问
题做好预备性，起到法律很好的预测作用。具体可以在立法的同时将海洋相关渔业专家召集
到一起参加讨论，多多征询在海洋渔业工作者尤其是第一线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切实保护
渔民等渔业工作者的相关利益，将法律草案的制定权下放到海洋渔业相关领域的专家。同时
不能忽略法律的前瞻性，科学预测未来领域遇到的可能情况，防患于未然。保证法律颁布以
后的稳定性，在保证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避免朝令夕改。

明确立法权限，及时法律系统的清理对于我国在海洋渔业法律系统存在的立法权限模
糊，法律法规冲突现象明显的现象，要及时解决。明确立法权限，不同的领域制定不同的立
法，再由这些不同领域的立法体系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海洋渔业立法体系。对于各个地方机
关存在的与法律有冲突的法规规章及时清理废除，严格按照上位法优先的原则，不得与现行
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做到立法语言和法律术语的规范化严谨是法律权威性的前提，加强立法语言和法律术
语的规范化，就要对每条法律的语言用词进行反复推敲，避免法律歧义的产生，邀请相关专
业立法者进行详细的立法审查，多多参考专业法律学者和立法者的专业意见，还要在颁布之
前进行公示，为法律严把质量关，发挥社会群众的作用确保每条法律的每个字眼达到既简洁
又严谨的效果。

海洋渔业立法要做到与国际接轨根据现在的国际形势制定国内的相关渔业立法紧跟时
代潮流。加强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制定专门的相关立法，把分散的法律法条集中起来，统
一制定完备的海洋生态法律。具体而言例如:建立完善海洋渔业环境评价、海洋渔业水域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海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等制度，完备海洋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管理制度。

        3.2构建我国海洋渔业法律机制的意义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海洋渔业也日新月异。为了使海洋渔业的发展符合当今社会
的发展需要，海洋渔业产业也急需改革。在法治环境日益健全的今天我们国家的法制大环境
越来越好，对于海洋渔业法制的建设是有积极影响的，构建海洋渔业法律机制也符合当今中
国的法治建设思路。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我国的海洋渔业产业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一直的发展，但是也同
样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就如前文提到的海洋渔业捕捞产量居高不下，海洋水域污染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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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缓解都是现在面临的严峻的问题，既影响了海洋渔业的发展问题，也危及到了人类自
身的生存安全。所以通过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建设解决现在的问题就具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
。完善相关立法，科学立法，在符合法治观念合理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思维解决海洋渔业捕捞
问题和治理海洋水域生态环境，使得海洋渔业产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高海洋渔业发展
的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海洋渔业市场竞争态势及发展趋势前瞻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
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海洋渔业综述
1.1 海洋渔业的基本概念
1.1.1海洋渔业研究范围界定
1.1.2 上下游产业链概述
1.2 海水产品的分类
1.2.1 海洋捕捞产品种类
1.2.2 海水养殖产品种类
1.3 水产品统计的基本标准
1.3.1 水产品特征及产量统计范围
1.3.2 产量统计年度和统计者
1.3.3 产量计量标准
1.3.4 养殖产量与捕捞产量划分原则

第二章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环境分析
2.1 海域环境分析
2.1.1海域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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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中国的海域范围
2.1.3 中国的海底地貌
2.1.4 中国海域的地理条件
2.1.5 中国海域环境评价
2.2 海洋水质环境分析
2.2.1 全海海域
2.2.2 近岸海域
2.2.3 海洋沉积物
2.2.4 陆源污染物入海状况
2.2.5 海洋渔业水域污染情况
2.3 海洋渔业资源环境分析
2.3.1 全球海洋渔业资源概况
2.3.2 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概况
2.3.3 中国海洋经济渔业资源分类
2.3.4 中国海洋渔业生物资源存在的问题
2.4 经济及社会环境分析
2.4.1 全国人口结构状况
2.4.2 国内市场消费情况
2.4.3 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2.4.4 全国居民收入及保障情况
2.4.5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第三章海洋渔业发展分析
3.1海洋渔业背景行业分析
3.1.1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3.1.2 中国海洋经济运行现状
3.1.3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
3.2全球海洋渔业发展现状
3.2.1 全球渔业发展综况
3.2.2 全球海洋捕捞渔业
3.2.3 全球海水养殖业
3.3 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现状
3.3.1 渔业总体发展成就
3.3.2 海洋渔业规模状况
3.3.3 海洋渔船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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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海洋渔业从业人员
3.3.5 海洋渔业用海情况
3.4 海洋渔业产品产量分析
3.4.1 总体产量状况
3.4.2 分类产量状况
3.4.3 分地区产量状况
3.5 中国海洋渔业存在问题及建议

第四章海水养殖业发展分析
4.1 中国海水养殖业发展综述
4.1.1自然环境分析
4.1.2 发展现状分析
4.1.3 存在问题分析
4.2海水养殖业上游行业分析
4.2.1 苗种供给情况
4.2.2 水产饲料发展状况
4.3 中国海水养殖面积分析
4.4中国海水养殖产量分析
4.5贝类养殖分析
4.5.1 海水贝类的供给状况
4.5.2 扇贝养殖的产业结构
4.5.3 扇贝市场的需求分析
4.5.4 扇贝的未来发展趋向
4.6海参养殖分析
4.6.1 海参产业的基本特征
4.6.2 海参产业的基本格局
4.6.3 海参市场的供需分析
4.6.4 海参市场的品牌状况
4.6.5 海参市场的竞争状况
4.6.6 重点地区海参养殖情况
4.6.7 海参养殖工艺技术分析
4.7海水养殖业其他品种分析
4.7.1 藻类
4.7.2 鱼类
4.7.3 虾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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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海洋捕捞及远洋渔业发展分析
5.1海洋捕捞业发展现状
5.1.1海洋捕捞业的发展变迁
5.1.2 海洋捕捞技术发展分析
5.1.3 海洋捕捞运销船发展分析
5.2中国海洋捕捞产量分析
5.3 中国远洋渔业总体发展状况
5.4 中国远洋渔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5.4.1 存在问题分析
5.4.2 发展建议分析

第六章水产加工分析
6.1水产品加工业发展分析
6.1.1水产品加工业发展基础
6.1.2 水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
6.1.3 水产品加工业发展展望
6.2中国水产品加工业运营分析
6.3 低值水产品加工及开发利用分析
6.3.1 低值水产品的特点
6.3.2 低值水产品加工发展概况
6.3.3 低值水产品加工发展前景
6.3.4 低值水产品加工发展建议
6.4 水产品精深加工分析
6.4.1 水产品深加工的发展意义
6.4.2 水产品精深加工发展重点
6.4.3 水产品深加工企业发展方向
6.5 水产品保鲜技术
6.5.1 水产品保鲜技术概述
6.5.2 水产品冷却保鲜技术介绍
6.5.3 水产品微冻保鲜技术介绍
6.5.4 水产品冻藏保鲜技术介绍
6.6 几种技术在水产品加工行业的应用
6.6.1 超高压技术
6.6.2 酶技术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6.6.3 臭氧技术
6.6.4 真空冷冻干燥技术

第七章海水产品市场销售分析
7.1全球海水产品市场消费分析
7.1.1全球消费市场发展现状
7.1.2 全球市场消费特征分析
7.1.3 亚洲地区消费特征分析
7.1.4 主要国家消费状况分析
7.2中国海水产品市场消费分析
7.3海水产品市场行情分析
7.3.1 价格走势特点
7.3.2 重点品种价格走势分析
7.3.3 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
7.4中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分析
7.5 海水产品市场渠道分析
7.5.1 消费者购买水产品的渠道
7.5.2 我国水产品重点批发市场
7.5.3 流通渠道体系构建分析

第八章重点地区海洋渔业发展分析
8.1 辽宁省
8.2 河北省
8.3 天津市
8.4 山东省
8.5 江苏省

第九章渔业园区建设发展分析
9.1 山东省
9.2 江苏省
9.3 其他地区
9.3.1浙江省
9.3.2 天津市
9.3.3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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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海洋渔业重点企业分析
10.1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3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4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10.5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概况
（2）主营产品概况
（3）公司运营情况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 海洋渔业投资分析
11.1 投资环境
11.1.1海洋渔业的基本特性
11.1.2 海水养殖的基本特性
11.1.3 加快我国海洋渔业发展意义重大
11.2 投资现状及机遇
11.2.1 全国各地海洋渔业投资动态
11.2.2 我国海洋经济的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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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海水产品市场面临的机会分析
11.3 海洋渔业融资分析
11.3.1 海洋渔业融资现状
11.3.2 金融业“涉海”信贷风险分析
11.3.3 金融业“涉海”带来的负面影响分析
11.4 投资风险

第十二章 海洋渔业发展前景分析
12.1 中国渔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12.1.1发展形势
12.1.2 发展目标
12.1.3 重点任务
12.1.4 区域布局
12.1.5 重点工程
12.1.6 保障措施
12.2 中国海洋渔业发展前景分析
12.2.1 中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趋向
12.2.2 中国远洋渔业未来发展展望
12.32017-2022年中国海洋渔业预测分析
12.3.1 海洋渔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12.3.22017-2022年中国海洋渔业产值预测
12.3.32017-2022年中国海洋渔业产量预测

第十三章中国海洋渔业相关政策分析
13.1 中国海洋渔业的总体法律法规框架
13.1.1综合性法律法规
13.1.2 海洋功能区划方面法律法规
13.1.3 海域使用管理方面法律法规
13.1.4 海岛及海洋资源等保护方面法律法规
13.1.5 水产养殖与捕捞渔业方面法律法规
13.1.6 其他管理、安全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13.2 中国海洋渔业最新政策动态
13.2.1 海域管理政策
13.2.2 海洋捕捞业政策
13.2.3 远洋渔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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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渔业油价补助政策
13.2.5 政策性渔业保险
13.3 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分析
13.3.1 南海争端
13.3.2 东海争端
13.4 中国海洋渔业相关法律法规介绍
13.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13.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13.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
13.4.4 《出口水产品加工企业注册卫生规范》
13.4.5 《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13.4.6 关于对进口部分水产品启用《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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