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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水产品交易市场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以国内某水产城为例 

殷沛丽
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为了推动水产品交易规范发展，以国内某水产城为例，实证调研现代水产品交易市场。调查显示，

该水产城存在码头效率不高、交易区空间面积不足、门市部配套设施不完善及电商区规划销售不清晰等问题。针对

以上问题提出，通过合理改造码头、借鉴日本长崎拍卖模式、建立公共交易区“菜篮子”模式、综合冷链物流模式

的开发以及“B2B”“B2C”模式的综合应用等促进水产品交易市场的规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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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发展高速提升之际，关注“三农”也成了中国现阶段的重中之重。而渔业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现阶段，中国渔业在新要求新方向的促使下，也在飞速升级，向现代渔业靠拢。其中，以国

内某水产城作为现代水产品交易市场的案例缩影进行研究。该水产城自创立以来，正因背靠强有力的资源储备，靠渔船的直接捕

捞上岸，原产地一手新鲜买卖交易，造就了其“靠水吃水”的传统经营模式。这样的经营现状是资源优势给予的，但与此同时，

居安思危下，是否传统的经营模式可以契合如今快速发展的社会趋势，是否可以挑战经过无数次历练创新成型的他种经营模式。

现今，水产城正面临着新老交替，亟需快速的转型升级，社会的快速发展，供需关系的逐渐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造就

了人们对优质水产品的大需求，同时，在互联网经营模式的浸润下，新电商网络平台的冲击下，水产城内部正进行着逐步的升级

更新，与此同时，更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1 国内某水产城内部情况简要概述 

该水产城占地面积大，涉及租户广，与此同时也面临系列问题。水产城一楼背靠码头，渔船在停泊后由国际水产城统一经营

的货运设施，将水产货物运送到个人经营商家门店中，由个体经销商进行初次的分拣打包。鱼鲜货物的分拣区主要靠近码头，门

店设施简陋，多数只有小型的冷冻设备，生鲜水产门店中一般配有定量的恒温水池，通过加冰加海水精达到模拟的水产环境，短

时间内供养活鲜水产货物保鲜。由于生鲜鱼鲜的水产货物流通性较快，大多数货物放置于商户门前的空地，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同时该水产城对租户的三包管理较差，货物随意堆放，腐烂发臭的残次品随意丢弃地面。此外，市场也没有统筹安排统一的卫生

清洁工作，导致市场卫生状况不尽如人意，港口边的道路崎岖不平，积水混杂污水加上来往的大型客货车，市场环境“脏乱差”

现象严重。 

电商园区则正在招商引资建设过程中，现共有门店二十余家，基础交易模式大同小异，为线上下单，网购等，贩卖的商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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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鲜鱼鲜为主，活鲜以贝类居多。 

在实地调研走访时，通过其中一家电商门店了解到，现在的门店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均有入驻，订单也多以团购为主。门店内

配有操作区、会客厅、冷库、休息区等，操作间内配备清洗、充氧、以及快递包装设备等。散货、平台拼单等鲜活产品冷链运输

多数为顺丰快递，少部分中短距离中等量(几十到几百 kg不等)冰鲜运输会使用客运。店铺内商家自设有速冻间保温库，但多数

只能设置基础保温库，承载不了高荷载的速冻，也建立不了冷冻库。前期规划未考虑电商区域，因而也并未建立专业的冷链设

备，而现在区块经营门类改变，需要在店铺内部进行二次设计装修，在安全物品管理堆放、鲜活运输等方面都衍生了一系列问

题。调研的另一家商铺商品定位为中高端产品，打造经营独立品牌，与前家商户相比店铺区域划分上增加了电商营销直播间、产

品包装设计、以及线上客服等工作区域。总体来说，水产城内部独立运营品牌的商铺较少，而多数商铺利用平台抱团取暖的情况

居多。 

2 水产城内部设施问题 

2.1码头基础设施装备滞后 

渔船靠岸离不开码头，码头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决定了码头上交易活动的优质程度，码头的规划与管理决定了交易活动的质

量与效率。该水产城内现存码头数量相对于实际需求，仍“供小于求”，需要同时租赁别家码头，用于拓展交易运输。据此，码

头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渔船因为场地有限，无法安置，不能在该水产城附近靠岸。在船与船的动态链接下，不间断的船来船往，

交易地区也涉及到了宁波、山东等地。据初步统计，每年的八月份，单日就有近百艘船靠岸，其中还并未将数量密集的运输小船

包含在内，平均一年(除禁渔期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渔船靠岸。巨大的交易额的冲击下，现今的码头数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

的靠岸交易。但考虑到码头的运营成本与资源的合理利用，如何在技术方面对码头进行升级改造成为了该水产城规划的燃眉之

急。在卸货的水产品中，活鲜与冰鲜的比重约为一比三，其中当属活鲜的要求条件最为苛刻，首当其冲的考虑点就是活鲜的死亡

率，每批活鲜的平均死亡率在 5%以上，因此需要更快的卸货速度，在较高的死亡率下，如何快速有效地抢占时间，就是抢占活

鲜的每一寸价值，也是进一步增加经济效益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消费者对活鲜品质的追求，新鲜的海鲜才足够肥美好吃，因

而针对活鲜的肥度又延伸出来新的卸货要求。一旦海鲜离开海水，肥度就呈现质的下降，活鲜的抢购，抢的是时间，抢的是速度，

抢下来的也是品质。正因为活鲜的这些特质，在活鲜上岸的同时，速度的提升也是对经济效益最显著的回报，如何高效解决码头

出现的各项问题，仍待大家理性分析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改善措施。 

2.2活、冰鲜交易区场地面积狭小，冷库待升级 

活鲜、冰鲜门店前场地主要是打包、理货、交易场地，现存面积对于商铺个体而言可用空间不足。活鲜交易区现存场地整理

装卸面积不足，如果远距离装卸，存在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过高的问题。冰鲜交易区缺少装货地，大批量货车入库没有停车位，

场地资源紧张。每年的八月、九月，是秋蟹上市的高活跃月，现存的交易市场内面临面积狭小、停车拥挤的问题。冰鲜交易区内

的百余家商户，仅有少数商户装备了小型冰库，而其中 90%以上亟待升级更新。一些品质鱼类，如带鱼、鲳鱼、墨鱼等经过冷冻

后，经济价值则会大大降低，对于商户来说，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2.3门市部海水冷却系统待改革 

在门市部的配套设施中，需要完善升级的是海水冷却系统。据初步了解，拥有简易冷却系统的商家门店并不多，如果能做到

集中制冷，统一规划冷却场地，将大大减少商家在该方面的资金输入，而水产城若修建统一的冷却制冷系统，集中收费，不仅自

身能有所获益，对于水产城进一步发展也有极大裨益。原先的冰、海水精的需求量极大，大批量的水产品入库，则需要大批量的

冰和海水精来维持水环境，以进行养殖和短暂存储，那么，大量的冰与海水精的存放场地在统一冷却系统修缮后，将大大节省空

间，以往需要大面积堆积冰和海水精的场地就可以交由商家自由利用，最重要的是，改革了原先的系统，高度统一了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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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门市部销售公共冷库需求量增加 

每年的水产品有一定的捕捞淡旺季规律，每年的八月份至春节，以国庆节和春节为销售旺季，在开春产量逐渐下降。每年的

八九月份大量虾类上市，冷库的需求在这时得到集中体现，而蟹类则主要以冻死蟹为主，主要销往内陆市场作为火锅香辣蟹等的

原料。十月以后红膏蟹上市，在第二年开春鲳鱼、小黄鱼等鱼类上市，冷库的储存量也急速上升。门市部销售方面，首要是销售

活鲜，活鲜销售剩余进入代冻环节，代冻需求量较大。现存冰鲜部(门市部无法租到)确实存在公共冷库需求，旺季和淡季都有较

大需求的储存量。其中一部分作为冰鲜交易商短期储存，另一部分进入长期冰冻区，作为下个季度或者长期销售储配量。 

2.4产区内部冷库缺乏统一安置 

在水产城内，船队与商户紧密合作，船队捕捞上岸，商户进行销售，在销售环节后期，剩余产品避免不了要进行冷冻处理，

因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有冷库需求。在缺乏统一市场冷库安置的前提下，不乏有商家自行改造，但水产城作为统一规划的主体领

头人，如何为商户提供进一步的便利成为水产城方亟待解决的问题。 

2.5电商区发展现状及冷链物流运输规划 

水产城内从事电商或电商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租户近百余户。近年来，由于电商行业的高速发展，电商以其门槛低，附加值

高的显著优势，带动了渔民的工作方向转变，传统的“渔一代”主要以从事市场经营为主，而现今的“渔二代”则逐渐向电商结

合领域转变。店铺内基本自建有保温库，高荷载的速冻甚至冷冻库尚不能建造安置，大批量的冷冻冷藏还是安置在市场外。电商

针对冰冻冷鲜产品有长期的储存需求，现有的经营模式下，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水产品的时效性要求极高的条件下，导致顺丰“一

家独大”，需要考虑引入例如京东等公司与其竞争，从而促使水产城内在物流运输方面形成良性竞争圈，带动水产城的冷链物流

发展。 

3 现存问题待解决措施思考 

3.1水产城码头待解决问题规划 

3.1.1考虑码头自动化的可能性 

合理考虑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升级加工改造，通过技术考评找到适当的改造方案，在满足码头高流量的需求，准确有效接收货

物的同时，节约时间成本，提升码头作为基础设施的承托作用，在融合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节约运营所需要的成本[1]。目前，国

家大力推进港口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智慧港口建设。在所有的沿海省市中，多数省市都逐渐建立起港口集团，在一方面整合资源

的同时，尽量避开同质化的低层竞争[1]。 

如何在旧的传统模式中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改革创新，自动升级成为新时代的码头代名词。在现今，需要进行智慧

化的码头建设，结合科技进步，通过对技术的改革创新与升级，针对靠岸港口的水域进行扩宽[2]，加强水域的清理工作，增高岸

桥，当然这需要一系列后续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一项不小的工程。 

3.1.2参照日本长崎的水产品拍卖 

日本长崎是日本最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地之一，是与中国距离最近的日本海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中国与日本的海鲜文化交

流就在这里流传，长崎也是日本锁国期间少数通行的港口，因而现存还有较多的文化烙印。长崎鱼市场是日本最大的产地水产批

发市场。渔民在捕捞水产品上岸后，经过简单的分门别类，将各类品种放入保温箱中，保温箱内置冰和灭菌海水，尽可能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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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新鲜。通常在早晨五点开始拍卖，拍卖场地干净整洁，水产品排列有序，商户与买家佩戴有专门区分的帽子，市场内有专

门的市场部门来计量一天的拍卖产入产出，在分装部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简易的流水化操作线上进行分拣包装。这对于现在

的水产品交易市场是极富参考价值的，如何做到渔民捕捞到户过程的合理有序，工作环境简洁卫生，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操作流

水线融入日常操作工程中，减少工作量，大大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将投入资金转向科技研发领域，在科技为先的当代社会，谁

先掌握科技，谁就拥有进一步的主导权，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学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涵盖在其中的先进思想。 

3.2公共交易区冷库“菜篮子”功能 

正是因为水产城优越的地理位置，且产品市场与产品捕捞源泉地距离较近，各项人力物力成本相对较低，在相比于其他市场

在冷库租金方面价格类似的前提下，商家肯定首选水产城作为冷库库存地。在冷库的安置分布方面，预留给各家商铺相应的空

间，在考虑到场地和电力的前提下，给商户自由发展空间。同时考虑在公共区域增加蔬菜保存区，做到真正的“菜篮子”工程。

还需考虑分布正常储存冷库和珍贵水产品品种储存冷库区，按照温度作为衡量冷库的区分，参照日本长崎市场的冷库区分储存

标准，划区域进行冷冻保存。此外，还可以在冷冻库门口划分粗加工场地，进行出租。在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增添了珍贵水产品

储存区，可以带动珍贵水产品的销售贩卖，提升水产城销售品质。同时进一步拓展水产城远洋渔业[3]，在带动经济方面的效果可

想而知。 

3.3电商区未来规划发展及合作模式 

3.3.1综合冷链处理合作模式 

现有的合作模式是以快递为主要合作模式。应考虑与中通云仓、京东物流等综合类水产品合作，建立一个综合类冷链物流基

地。在合作方式上，以合资的方式进一步运行，水产城作为国资企业，以土地入股，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在水产城内，合作营

销商品主要还是以水产品为主，一方面，现有水产城内水产品交易量足以支撑供应基地流量，另一方面产品附加值高。在合作经

营方式方面，需要考虑到政府出台对应政策，若与其他快递合作，是否考虑以招商引资的项目引进，这也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

题。 

3.1.2加大财政投入，综合开展“B2B”“B2C”模式 

首先在财政方面，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电商区的快速发展是极为必要且势在必行的。其次是关于水产城的数字化提升，针

对“人”、“车”、“货”数据的采集和应用，通过软件硬件方面的提升，例如全链路产品智能化 IOT平台，打造一个智能物联

网，充分释放 IOT 的潜力[4]。推广物联网+渔业管理模式，加快在渔业方面的数据管理产生资源的互联共享，一方面开放一方面

建设，实现养殖捕捞方面的集约化模式、监测控制系统方面的数字精确化模式、在设备装置上达到工程化模式。第二块是 B2B开

展线上交易平台，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加快运营网上交易系统，充分服务于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三块是 B2C，带动现今的

线下门店体验服务区块，开展例如天猫旗舰店，海洋水产业资源馆等系列相应对应销售渠道，以面对面接触消费者的方式，促进

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所需水产品的各项指标。开展冷链物流业务，将新能源列入冷链运输范畴，在内部实施试营业，以及针对长

途运输的试运营。 

4 结论与启示 

中国渔业目前正处在转型发展期，渔业生产仍以个体、单船为主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美丽富饶的各地渔场，背靠

渔场的水产城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升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着经济飞速发展，尤其旅游业。近几年来蓬勃发展，过度捕

捞、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的日益匮乏。前些年，浙江省提出了“修复振兴浙江渔场”计划，加大了对“三

无”渔船的打击力度，之后又规定了休渔期，但休渔期一过，出海的渔船就和“春运”一样，几个月休渔期产生的效果在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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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消耗殆尽。本来应该资源丰富，发展迅速的各沿海地区现在却陷入了困境。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水产城作为中国海洋科技

脚下一块资源富饶且逐渐开发发展地，所面临的困境依然不容小觑，如何在现有渔业的集合优势发展下，通过改革创新达到快速

发展，仍待我们摸索找到行之有效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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