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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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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贝类养殖技术的提高, 贝类养殖种类与养殖方式日趋多元化, 养殖规模逐步扩大, 养殖产

量不断增加, 现已成为中国水产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中国贝类养殖发展现状的分析, 将贝类

养殖风险归纳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与技术风险等四类, 并对四大风险的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 提

出了建立贝类养殖“一体两翼”风险控制体系的基本构想。最后, 从政府扶持、团队建设、科技攻关、

融资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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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贝类养殖大国 , 贝类养殖种类繁多 , 养

殖规模较大的有 20余种, 包括栉孔扇贝、海湾扇贝、

虾夷扇贝、贻贝、厚壳贻贝、长牡蛎、泥蚶、缢蛏

等, 产量较高的有牡蛎、扇贝、蛏和贻贝等。中国贝

类苗种的选择与培育大致经历了“天然采捕—半人

工采苗—全人工育苗”的过程, 滩涂贝类人工育苗技

术也取得了突破, 为贝类养殖的苗种来源提供了保

障。贝类养殖方式现已呈现多样化, 主要包括浅海筏

式养殖、滩涂养殖(底播养殖、插竹养殖、立石养殖、

栅架式养殖和围网养殖等)、池塘底播养殖、室内工

厂化养殖等。 

近年来 , 中国贝类养殖规模逐步扩大 , 在供应

优质蛋白、优化居民饮食结构、提高渔民收入、增

加外汇收入、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

2015年海水贝类养殖面积达 152.66万 hm2, 较 2000年

增长 89.91%, 年均增长 5%, 其中以扇贝(42.64%)、牡

蛎(27.89%)、蛤蜊(9.27%)的养殖规模最大, 养殖面积

较 2014 年分别增长 5.14%、6.1%与 1.73%[1]。贝类产

量不断增加。2015年中国贝类养殖产量达 1 384.6万 t, 

占养殖水产品总量的 28%, 海水贝类养殖占贝类养

殖总产量的 98%。贝类的食物供给能力日益增强, 据

测算, 2015年中国贝类提供蛋白质与热量达 57.65万 t、

3 512.28×1010 kJ。养殖品种逐渐形成以牡蛎、蛤、扇

贝为主, 以贻贝、蛏、蚶等为辅的品种结构。养殖种

类区域集聚明显, 已形成了以山东(扇贝与贻贝)、福

建(牡蛎)、广东(螺)、浙江(蚶与蛏)为主的海水养殖

种类区域格局, 主产区养殖产量达 1 084.41 万 t, 占

海水贝类养殖产量的 79.8%。贝类产品出口规模也日

益扩大, 外汇收入不断增加。2014 年中国贝类出口

总量与产值达 27.29 万 t、17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6.53%、26.19%[2], 出口总额占水产品一般贸易出口

额的 10.59%, 较 2013年增长 26.19%[1]。另外, 贝类

养殖具有碳沉积作用, 通过利用海水中的 HCO3
-形

成碳酸钙贝壳和滤食摄取水体中的悬浮颗粒有机碳, 

促进贝类个体软组织生长等方式达到固碳的作用效

果[3], 生态功能不断凸显, 每年可减少大气中二氧化

碳增加量的 0.012%[4]。 

贝类体内富含氨基酸、多糖、牛磺酸和多种微

量元素, 具有保护视力、抗肿瘤、抗衰老、抗凝血、

降血脂、提高免疫力等功能[5], 将贝类开发为功能性

食品、营养食品、保健品等的潜力巨大。然而, 受低

加工技术的影响 , 中国贝类产品主要以鲜销为主 , 

贝类加工仍处于初级开发阶段。贝类加工产品主要

以传统食品(占贝类总产量的 5%~10%[6])为主, 包括

冷冻品(例如冷冻扇贝柱)、干制品(例如蚝干)、罐头

(例如烟熏类罐头)、腌制品、调味品(例如蚝油)等, 其

中冷冻品占 70%~75%[2]。 

近年来 , 中国贝类养殖虽然取得了较快发展 , 

但众多学者认为贝类养殖始终面临着赤潮、绿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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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7]、水域污染与生态系统失衡[8-9]、资源衰

退[10-11]、食品安全[12-13]等问题, 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

贝类养殖的风险, 阻碍了中国贝类养殖的健康、持久

发展。本文在分析中国贝类养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对中国贝类养殖面临的风险进行分类与剖析, 并就

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深入研究, 最

后提出了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的保障措施。 

1  中国贝类养殖面临的风险 

贝类养殖既有一般水产品面临风险的共性, 也

有其自身个性。本文从贝类的养殖过程归纳了贝类

养殖存在的风险种类, 主要包括自然风险、生态风

险、经济社会风险与技术风险, 并对风险来源进行了

深入分析。 

1.1  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在贝类育苗、底播、成长等过程

中遭受自然灾害后所造成的损失。贝类主要以滩涂

或浅海为生产区, 易受到台风、风暴潮等气象灾害, 

赤潮、绿潮等环境灾害以及病害的影响。台风或风

暴潮会导致海平面急剧上升, 严重破坏近海渔业基

础设施、海岸工程等,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015年中

国沿海地区共发生风暴潮 10 次, 其中台风风暴潮 6

次, 温带风暴潮 4次, 水产养殖受灾面达 81 170 hm2。

赤潮或绿潮均会中断水域食物链, 威胁海洋生物生

存, 赤潮或绿潮生物死后, 尸体分解消耗溶解氧, 致

使鱼虾贝类等因缺氧而死亡。2015 年沿海地区共发

生赤潮 35次, 累计面积达 2 869 km2; 绿潮灾害影响

中国黄海沿岸海域, 2015 年 5~8 月份, 覆盖面积达

594 km2[14]。海洋环境灾害、不规范的养殖行为与海

域水质污染 , 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贝类病害 , 造成

贝类养殖减产。随着对贝类病害预防治疗的深入研

究, 近年来大规模病虫害暴发频率逐渐降低。总体来

看 , 中国开展的海洋防灾减灾工作 , 有效降低了海

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的影响, 但由于自然灾害监测技

术低水平或不准确性, 自然风险始终是制约中国渔

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影响因素。 

1.2  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是指因养殖水域生态环境遭受污染而

造成贝类养殖减产, 主要由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引

起的。外因主要是指由陆源污染引起的养殖生态破

坏, 陆源污染主要包括工业废水、废弃物、农业用水

和生活污水等向各流域沿海区排放造成的养殖水域

污染[15]。《2015 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5

月和 8月分别对 101个和 93个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

水质进行监测, 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

水水质标准的占监测总数的 65%与 72%。排污口邻

近海域水体中的主要污染要素为无机氮、活性磷酸

盐、化学需氧量和石油类, 个别排污口邻近海域水体

中重金属、粪大肠菌群等含量超标[16]。82%的排污

口邻近海域的水质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的水质

要求。随着陆源污染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加剧 , 沿海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 处于亚健康或

不健康状态的区域达 86%[15]。内因主要是指贝类养

殖行为不规范引起的养殖自身污染: 例如在室内育

苗、工厂化养殖中, 投饵量与用药量控制不合理会增

加残饵、药物残留, 导致水质恶化; 在海区养殖中, 

如果养殖密度过大 , 超过了养殖区生态容量 , 会导

致海区生态环境恶化或老化的严重问题 [17], 加之贝

类自身产生的大量排泄物(粪便), 超过了养殖水域

的自净能力, 也会造成水域污染。同时, 贝类养殖活

动也会破坏湿地、红树林及其他敏感水生活动, 影响

贝类养殖区域的生态系统, 造成水域环境污染、生物

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风险。 

1.3  经济社会风险 

经济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水产品价格

波动、经济贸易条件、社会监督、政策干预等因素

变化所导致贝类养殖的经济损失与社会矛盾的激

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贝类市场信息的不对

称使得贝类企业难以根据市场信息变动及时调整养

殖品种与生产规模, 无法利用市场机遇或未能合理

规避生产风险, 造成的贝类减产与经济损失。二是由

于缺乏市场、社会、舆论监督, 劣质贝类苗、饵料和

药物等生产资料畅行无阻, 扰乱了贝类养殖生产秩

序, 引发社会矛盾与经济纠纷。三是经济形势或政策

的变化影响贝类生产。例如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渔

业政策等经济环境的变化都会给贝类生产和经营造

成损失; 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贝类出口国的非贸易壁

垒等外在因素直接影响贝类的对外贸易, 一定程度

上也会造成贝类养殖的经济损失。另外, 食品安全

问题是贝类养殖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主要原因在

于滤食性贝类的生理特性和简单的净化措施难以

降低贝类体内蓄积的海洋毒素、细菌与病毒、重金

属及其他污染物的数量, 加之对贝类食品卫生监管

不善 [18], 导致大量不合格贝类产品流向市场, 危害

消费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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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指贝类在苗种改良、人工繁殖、水

质管理、饲料加工、养殖密度、病害防治、机械化

养殖、鲜活贝类运输、精深加工等技术的推广与应

用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在贝类育苗过程术中, 对温

度、密度、水域生态系统的调控等技术的熟练程度

直接影响贝苗的成活率 , 在撒播幼苗过程中 , 底播

的密度也会影响贝类成活率; 在后期贝类产品销售

过程中, 贝类净化技术与流通技术直接影响贝类产

品营养价值与品质 , 如果技术手段不成熟 , 净化技

术不合理, 导致贝类体内微生物致病菌、海洋毒素、

重金属及污染物含量超标, 易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另

外, 由于贝类养殖技术的局限性或因管理措施不当

也会导致贝类养殖减产与经济损失。贝类养殖的多

样化, 养殖水域、方式和时间形成了彼此相互关联与

影响的技术体系, 如果某一环节技术不成熟或者生

产者技术不熟练, 极易造成贝类养殖减产。 

2  中国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的构建 

贝类养殖风险制约中国贝类产业的持续发展。

养殖风险的适当控制 , 有利于保障居民饮食安全 , 

提高贝类养殖收入 , 净化贝类养殖水域 , 优化海域

生态环境等。如何降低贝类养殖风险呢？本文认为

可以通过构建动态的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来保障

中国贝类养殖的健康发展。 

2.1  构建原则 

2.1.1  综合性原则 

贝类养殖风险贯穿于贝类产业始末, 从贝类养

殖产业链的整体角度, 准确识别贝类养殖风险产生

的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 根据风险特点及传染机制, 

统筹解决贝类产业产前、产中与产后等三大阶段存

在的风险 , 通过技术衔接 , 将各阶段风险控制方法

与策略优化整合, 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风险控制要

坚持陆海联动、统筹协调原则, 实现陆域产业与贝类

养殖业共同控制风险发生。 

2.1.2  前瞻性原则 

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要根据贝类养殖过程中

出现的新问题、新风险, 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实现自我

修复与完善。应用贝类养殖的新技术, 要科学评估可

能存在的风险 , 评估结果通过后再实施 , 不得滥

用。通过与养殖风险控制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开展

技术交流与合作, 提高中国贝类养殖风险控制的技

术水准。 

2.1.3  适宜性原则 

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要具有可行性, 能准确客

观地识别、预警与控制风险。体系构建要体现产业自

身发展特征 , 切忌盲目照搬 ; 要体现贝类养殖的生

态、绿色发展需求, 保障贝类养殖的持续发展。风险

控制体系的应用要因地制宜, 结合区域贝类养殖发展

环境与特点, 适时进行调整与优化, 切忌生搬硬套。 

2.2  基本框架 

根据贝类养殖的产业特性与养殖风险的客观

性、损害性、可测定性, 以降低风险发生率、减少风

险损失、保护生态环境, 进而实现贝类养殖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 , 构建适合中国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 , 

即“一体二翼”体系(图 1)。“一体”指风险控制的

主体系统, 主要包括风险识别、预警与应对子系统及

风险信息反馈与追溯机制。“两翼”是主体系统的辅

助系统, 主要包括贝类养殖产业数据库与贝类风险

控制技术的研发与推动体系。 

2.2.1  主体系统 

(1) 基于贝类产业链建立养殖风险的识别系统, 

通过分析贝类养殖活动确定风险来源, 准确识别贝

类风险类型; 分析与归纳自然风险、生态风险、经济

社会风险与技术风险的引致因子, 制定合理的贝类

养殖风险识别图谱。加强中国贝类生产区域管理, 通

过校企合作, 重点开发贝类养殖监测技术(例如自然

灾害预测、水质、环境、卫生等), 实时为贝类养殖

风险识别提供可靠依据。 

(2) 建立由贝类专家、企业与养殖户组成的多元

平台 , 多方位分析与评价贝类养殖风险程度 , 构建

完善的贝类养殖风险评价与预警体系, 根据贝类养

殖监测获得原始数据, 科学设计贝类养殖的自然风

险、生态风险、经济社会风险、技术风险的预警等

级 , 通过计算机技术 , 建立动态风险等级预警预报

机制[5]; 加强贝类养殖风险信息交流平台建设, 汇总

贝类养殖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并进行客观评价。加强

养殖水域质量监控的持续性, 有效使用和分析监控

数据 , 建立科学合理的水域质量预警机制 , 通过提

高水域质量 , 降低贝类重金属含量 , 为贝类提供安

全健康的养殖平台。 

(3) 建立完整的贝类风险应对体系 , 分析贝类

养殖所面临的不同风险的性质与产生来源, 具体设

计风险规避、转移与应对的应急计划; 坚持从风险根

源处消除风险产生环境, 合理控制贝类养殖密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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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 

Fig. 1  Risk Control System of Shellfish Culture in China 

 
播厚度、饵药使用量, 减少产生风险的潜在因素, 科

学规制贝类养殖规范与程序, 实施进行抽样检测与风

险预测; 完善风险产生后的卫生管理制度, 通过生物

技术消除风险发生后遗留的潜在危害因素; 完善生态

风险补偿机制, 建立由政府主导、企业或养殖户投保

的多方位生态补偿机制, 保障水域生态环境健康。 

(4) 加强风险控制体系的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

加大科学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等)投入, 通过

技术手段准确地监测贝类生长过程, 获取关键数据, 

并依据贝类养殖风险评价体系, 科学、准确地预测贝

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另外, 基于“互联网+”, 通

过现代网络技术, 建立贝类养殖信息传递与反馈机

制 , 及时准确地掌握贝类市场信息 , 根据有效的市

场信息, 制定合理的贝类养殖区域规划。建立完善的

贝类产品追溯机制, 通过收集贝类养殖的基本信息, 

建立贝类产品识别牌(内容主要有产地、产出时间、

责任人或机构、监测指标等), 实现贝类养殖信息的

互通共享。当产品出现问题时, 能够及时反馈给责任

人, 保障贝类产品消费的安全性。 

2.2.2  辅助系统 

(1) 贝类养殖数据库。收集贝类产业发展数据, 

尤其是养殖所涉及的水域生态环境(水质、温度等)、

养殖密度等数据 , 通过三级水环境监测网络 , 利用

监测信息和数据, 完善贝类养殖 GIS 数据库[19], 注

重数据库的完整性建设, 设计贝类养殖的全产业链

指标体系 , 建立健全贝类养殖数据体系; 注重贝类

养殖的大数据建设, 建立贝类养殖数字信息存储平

台 , 通过技术创新与研发 , 筛选有效数据存储于贝

类养殖产业数据库中; 通过引进或联合培养的方式, 

加强贝类养殖数据统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与

相关数据库(例如海域)衔接, 实现数据互通共享。 

(2) 贝类养殖风险控制技术的研发体系。注重风

险控制技术研发体系的组织建设, 通过校企合作方

式, 建立由政府扶持、高校科研院所与贝类养殖企业

为主体的贝类养殖风险控制研发团队。通过“产、

学、研、用”模式, 培养或引进复合型高端贝类人才; 

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推动贝类风险控制技

术研发平台建设 , 增加人才与技术投入 , 为贝类养

殖风险控制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3  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的保障

措施 

3.1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综合运用税收、补贴等政策手段, 优化贝类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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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环境。一是加大补贴力度。贝类养殖风险控

制属于具有高技术特征的产业活动。有关养殖企业

或研发机构应享受政府补贴与财政支持的优惠政

策。此外, 政府可以考虑设立贝类养殖发展专项基金, 

以项目申请的形式支持对贝类养殖风险控制的研

究。二是完善相关公共服务。以贝类养殖所在海域

为重点 , 建设海洋环境监测预报系统 , 及时提供满

足生产需求的气象水文环境信息。建设贝类养殖综

合试验场, 提供各类风险监测与控制装备试验测试

的基本服务。申请建立国家级贝类养殖示范区, 通过

示范效应带动贝类产业健康发展。三是建立贝类可

追溯信息体系, 发展“互联网+贝类养殖”风险控制

技术 , 依托贝类养殖从育苗到销售的产业链 , 建立

全程可追溯的信息系统。 

3.2  加快高水平人才团队建设 

一要完善贝类人才培育机制, 加强与中国海洋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等水产类高校或研究所的合作与交流, 优

化校(所)企的合作模式, 注重学科交叉性、复合型人

才培养 , 以贝类专业化人才培养为抓手 , 创新人才

培养机制,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二要制定贝类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 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计划, 有计划、

分批次地引进贝类养殖或风险管理人才; 转变人才

引进理念, 由单一人才引进方式向人才团队引进方

式转变。三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保障机制, 保障贝

类养殖风险管理人才的合法权益, 通过优化人才引

进的奖励和保障机制, 形成一支稳定性强、创新能力

高的贝类养殖管理人才团队。 

3.3  集中力量进行科技攻关 

围绕贝类养殖风险控制设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以生产育苗、设施养殖、底播养殖、生态养殖为重

点, 选取代表性品种, 开展涵盖苗种、饲料、病害、

物流、养殖管理等全方位的技术攻关, 形成相对完善

的、具有较大实用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技术体系。加

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借鉴美国、欧洲、日本、东南亚

等国家在水产养殖最佳管理实践(BMPs)等方面的有

益经验, 重点在水域生态环境保护、贝类养殖操作规

范和日常管理、病害防治、水产品质量体系等方面

进行贝类养殖风险控制的交流与合作, 逐步完善中

国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依托中国海洋智库建设, 

成立专业化贝类产业发展智囊团, 集中专家、人才的

优势, 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贝类养殖风险控制体系

的建设问题, 为贝类养殖风险控制的实践与应用提

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3.4  建立风险控制投融资机制 

完善财政、金融、保险“三位一体”的贝类养

殖风险投融资机制。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 

优化政府财政支持的方向与方式, 发挥好财政杠杆

的引导带动作用, 根据贝类养殖特点培育多元化投

融资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拓展投融资渠道, 

注重金融业务创新主体的多元化, 充分发挥银行等

金融机构的主渠道作用,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贝类养殖业发展, 培育形成政府投入为主导、民间投

资为辅的投资体系。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 建设贝类

养殖风险防控基金, 积极推动众筹、互联网金融等新

兴融资机制发展, 探索贝类养殖保险制度, 建立政策

性保险与商业化经营相结合的贝类养殖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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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ement in shellfish farming technology has resulted in a larger increase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quaculture species, the breeding methods, and the breeding scale of shellfish. Consequently, the output of shellfish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shellfis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ellfish breeding industry in China has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of risk in 

shellfish culture: natural, ecolog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The sources of these four categories 

of risks were analyzed in depth.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scheme of constructing “One Body 

Two Wings” risk control system of shellfish culture. Finally, the authors suggest the safeguard 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support, talent team-building, scientific problem-tackling, and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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