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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人们对饮食的营养及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在人们不只满足于温饱后，开始对于鱼肉蛋奶

等高营养食品有了更高的追求，这直接带来了水产

品消费量的不断增长。水产品具有高蛋白、高不饱

和脂肪酸、低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等特点，营养丰

富。水产品相比畜肉，含有更多的蛋白质，且蛋白质

的消化吸收率也更高，因此深受众多家庭的喜爱。

但是，随着水产品消耗量、生产量的不断增多，

安全问题也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尤其是近几年

较为多发的水产品中激素、抗生素等超标问题，给

消费者们带来了较大的困扰。为了防止在质量安全

方面的监管不足，引起对水产品行业发展的阻碍，

应尽快对该问题进行管理控制。

1 现状及问题

1.1 养殖环节的药物滥用

我国水产品行业很少有企业进行大规模养殖

生产，多为家庭作坊式小型生产养殖。这些数量多、

规模小的水产养殖者通常质量安全意识较弱，很难

严格遵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进行药物的限量使用。

同时，他们对于政策的更新，药物使用限量的变动

很难第一时间了解，或得到信息的更新。这些问题

都很大程度地导致了水产品生产源头环节的安全

质量难以保证，生产养殖过程难以监管等问题。

药物滥用包括不遵守药物使用限量、不遵守鱼

药休药期、使用禁用药物。这些药物在水产品体内

的残留，会在人们食用这些水产品的过程中，转移

到人体内并不断堆积，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危

害生命[1]。相关部门早在 2002年就将氯霉素、孔雀

石绿等一些会对人体有致癌、致畸等副作用的药

物，列为禁用药行列，禁止在食用性动物的养殖环节

中使用或添加[2]。但是，许多个体养殖户为了防止或

者控制病害、感染等问题在养殖过程中发生，减少或

避免经济损失，仍然会在养殖过程中选择使用氯霉

素或孔雀石绿等抗生素。甚至一些商家，会在了解该

类型抗生素禁用的情况下，在销售的过程中，向养殖

水产品的循环水中加入一些抗生素，以延长水产品

在销售过程中的存活时间，减少经济损失。

1.2 水污染的加剧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生存离不开水，而对于水产

品而言，水是它们直接生存的环境，水质的好坏将直

接决定水产品的存活时间和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生产及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曾经一度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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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的重视，水体污染问题也曾十分严重。水体

污染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水体中大量水产品非正

常得病死亡，水域周围环境恶化等。例如 2007年的

太湖蓝藻暴发，造成大量鱼虾死亡，其根本原因即

为污水随意排放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使得蓝藻疯

长，在水体中释放出蓝藻毒素，造成鱼虾大量死亡。

区域性的水体污染，会在水循环的作用下扩散

至河流湖泊，对整个水系统都造成影响。影响水体

中水产品和水域周围植物的正常生长，如若人们食

用了这些受到污染的食物，有害物质在人体内堆

积，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目前水污染问题已经受到社会的重视，各项治

理措施也正在大力实施。但是，过去对水源造成的污

染，水体自身很难快速恢复过来，因此目前水污染问

题，仍是影响水产品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1.3 水产品相关法规仍不够完善

在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我国近几年逐步

建立起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监管方式和流程更

为规范合理。随着水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我国

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的确有了进一步完善，且各项规

则的制定也顺应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及水产品市

场的发展，但是对于水产品质量问题的预警措施、

管理机制仍不能够完全有效地实施及推行。

且对于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各项标准仍制订得

不够完善，监督处罚机制不够健全，制定法规到推

行的进程缓慢，各项细节措施的实施有难度。上述

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水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效

率的低下。

1.4 消费者的关注度不足

我国水产品种类多，分布广，多为中小型生产，

难以统一监督管理。在实际监管操作中，有较多的

漏网之鱼，尤其在农村或城市边缘地区。大家购买

的水产品多为野生捕捞，或私人养殖，在水产品的

质量安全方面，呈现出无人监管、消费者也不重视

的问题。

在城市居民中，虽然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得

到了一定的普及，但是人们更加注重的仍然是水产

品的价格问题。而目前市面上得到安全质量认证的

绿色产品或水产品，价格相较普通产品会较高，消

费者选择的时候，往往仍将价格放在第一位，并不

太注重未经安全认证的产品会有一定的质量安全

风险。

同时，由于受消费者历来消费方式的限制，目

前大多数消费者消费水产品仍以活体购买为主。认

为活体水产品在新鲜程度及安全保证方面，都会较

冰鲜或冷冻水产品更为令人放心。受此观念限制，

消费者并没有很好地了解活体水产品在销售之前

的运输保活方式，是否会对活体水产品造成不良影

响，或是冰鲜水产品及冷冻水产品的保鲜时间及方

式。仅通过个人经验及直接的感官感受来片面认为

该水产品是否安全仍是不够的。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即使消费者发现购买到的

水产品具有一定的质量安全问题时，仍仅有 28.83%

的消费者会有维权意识，会将该情况向有关部门进

行反映维权[3]。更多的人则选择不做反映，这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出了全社会性的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

这不仅不利于消费者自身的权益，更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有关部门对于市场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利于

各项政策的跟进及优化。

2 应对质量安全问题的对策

2.1 养殖运输环节控制用药

对在养殖运输环节经常需要使用的药物，要进

行进一步的优化，加大科研投入，尽可能地进一步减

小药物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重点关注水产品

使用的营养剂，治疗水产品中流行疾病类的药物，以

及运输环节使用的调节水产品生理活性的渔用麻醉

剂等，提高我国在渔用药剂方面的核心技术。

通过对药物的改进，使养殖运输等环节可以更

为放心地使用药物，避免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也可

以在消费端，给消费者带去更放心的水产消费品。

对在水产养殖和运输环节药物的使用量，也需

要更加严格地控管，通过监管药物购买流通的渠

道，来监管养殖户对于药物的使用量与使用频率，

对于不正常的购买量与购买频率进行严格的调查。

在水产品的流通环节设置检测关卡，只有水产品体

内的药物残留在合格标准内或无残留，才能进入到

下一步骤的流通或销售。

同时，加大药物使用限量标准的宣传，推荐通过

减少养殖密度，从根本上减少水产品中传染性疾病发

生的可能；通过嘉奖规范生产操作户的方式，从水产

品生产的源头，减少质量安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2.2 重视水污染问题及相关治理方案

水污染问题给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带来了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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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治理水污染能从源头上降低水产品遭受有

毒物质侵害的可能性，是后续整个水产品产业链有

序发展的基础。

首先，需对排放入河流湖泊的各类用水进行严

格的处理和检验，达到合格标准方能排放。减少水

污染的源头问题，目前这方面已经受到了社会各方

面的重视，眼下也在大力宣传及推行。其次，对于水

污染的治理方式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及优化，不

仅需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需要加入新

技术，例如生物技术，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治理。最

后，加强对水质的定期检测记录，出现异常情况及

时进行人为干预，防止因为水体流动造成大规模污

染。同时对养殖户进行合理养殖宣传，防止由于不

合理养殖对水源和水产品造成不利影响。

2.3 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规

首先，加强相关法规的制定，使之更为系统且

确保其可操作性，需要明确各类法律法规的约束范

围及作用效果。强化在水产品生产过程中对于

HACCP的监督，建立以 HACCP为基础的各项体

系，以提高水产行业的整体质量安全水平[4]。

其次，对于部分抽查、检测不合格的水产品，采

取如何处理及处罚措施，需要根据过去的实施情况

进行适当地改进，以发挥法律法规在监管过程中的

真正作用，为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提供更高的保障。

最后，法律法规的制定也需要考虑到新的消费

方式，越来越流行的线上销售给水产品的质量监管

和整体商品可追溯体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律

法规需要紧跟时代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变动，巧用

互联网及大数据平台，两相结合，强化对于水产品

销售各渠道的监管，减少漏洞的存在，维持整个水

产行业的质量安全水平。

2.4 提高消费者的安全及维权意识

消费者的安全意识、维权意识不够强，使水产

品的监督管理部门失去了很有力的一道反馈程序。

反馈不足，监管部门很难真正看到目前现行监督体

系中的漏洞环节，因此，加强消费者的投诉反馈意

识，将会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方式的优化产生十

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新闻媒体需要重视对水产品相关质量安

全问题的报道，有严重质量问题或消费者投诉的案

例，可进行专题讲解[5]。反复向消费者强调水产品质

量安全的重要性，使其相关安全意识有所提高。其

次，更加公开透明地使消费者了解到投诉维权的渠

道，多平台多元化便捷化，减少消费者因为过于复

杂和难以获得维权渠道而放弃对相关问题的反馈。

最后，将相关食品安全知识引入校园课堂，从娃娃

抓起，增强他们对相关质量法规的理解，强化他们

的安全及维权意识，同时让他们能够更加正确地行

使自己的消费者权益。

3 结 语

现阶段，我国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对比

过去已经相对完善和全面，但是仍有漏洞和进步的

空间。无论从法律法规的推广程度，还是检查的力

度及严格程度来说，都仍不足够。为了更好地提高

我国水产品总体的质量安全水平，首先，仍需各个

部门集体提高质量安全意识、法律意识，从后期监

管追责转变到前期自我管理及预警。其次，尝试使

用新兴技术及平台，使监管工作简单化，各项流程

清晰化，责任可落实化。最后，不断向发达国家借鉴

学习，逐步提高质量的标准及要求，使我们的检测

标准逐步向国际化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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