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4卷 第21期
2024年  11月          

科 技 和 产 业
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         Vol.24

,No.21
Nov., 2024

中国海参产业链发展现状
庞秋婷1,刘 宁2,张云龙1,耿美琳1

(1.烟台市芝罘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山东 烟台264000;2.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山东省

海洋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山东 烟台264006)

摘要:海参是一种高蛋白质、低脂肪、营养丰富的海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等领域。对中国海参产业链发展

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首先,对海参市场需求、产量、养殖技术、产品类型及品牌进行分析,发
现海参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然后,从海参养殖、加工、销售环节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最后,针对海参产业链

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战略和政策建议,以促进海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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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参,又名刺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与燕

窝、鲍鱼、鱼翅齐名,被誉为海珍品之首,具有极高

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1]。海参作为食物具有低糖、
低脂、低胆固醇、高蛋白等优点,其体内活性物质,
如多糖、皂苷、多肽等,具有较好的抗肿瘤、降血压、
降血脂、降血糖以及调节免疫力的功效[2-4]。近年

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海参作为一种高档保健食品逐渐受到人们的

关注和喜爱。据报道,2023年国内海参全产业链市

场规模为1326亿元[5],作为单一产值最大的海产

品,海参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包括育种、
养殖、加工、流通及销售,对于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6]。近年来,很多学者对海参单一产

业环节进行研究分析[7-11],或对局部地区海参产业

链进行研究[12-13],对全国海参产业链发展分析较

少。赵斌等[14]深入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国海

参产业发展及影响,而新冠肺炎疫情后,海参产业又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实地走访国内海参

主产区调研等形式,对国内海参全产业链发展进行分

析,总结海参产业链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相应

的发展建议,以促进海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海参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分析

1.1 海参消费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随着饮食多元化,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海

参及其制品的需求日益增长,2022年京东线上海参

销售总规模突破8亿元,增速超过50%[15]。主要原

因包括:一是海参自身滋补功效,被广泛认为有助

于提升免疫力、滋润皮肤、延缓衰老等,因此受到健

康追求者的青睐。二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

提高,消费水平也随之升级,为海参消费提供经济

基础,特别是中等收入家庭对于海参的需求量不断

增加,推动了市场的发展。三是受中国传统宴会文

化影响,各种商务宴请、婚庆宴席等场合中,海参都

是不可或缺的高档食材之一,被誉为“三大件”之
首。需要注意的是,消费者对于海参的品质、来源

和加工方式等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因此市场竞争不

断加剧。
1.2 海参产量逐年增大

据近年来《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显示,2003—
2022年全国海参海水养殖总产量整体呈增长态势,
由3.9万t增至24.9万t,涨幅超5倍。辽宁、山
东、福建“三足鼎立”的趋势更为明显,如图1所示。
特别是以福建霞浦为养殖核心的南方区域发展速

度迅猛,养殖效率极高,以2022年海参产量为例,福
建以占全国0.64%的养殖面积生产出产量约占全

国18.36%的海参,每亩海参产量高达1.9t。随着

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工养殖海参成

为海参供应的主要来源。笔者实地走访大连壹桥

海参网箱养殖基地,5m×5m养殖网箱单箱产量可

达100kg。霞浦地区也开始转变传统吊笼养殖方

式,开展大网箱养殖模式实验,2023年1月由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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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2年全国各区域海参产量占比

种业与大连海洋大学、烟台大学专家共同在霞浦七

星鱼排试验成功并通过验收。海参产量稳步增长

满足了居民当下的消费需求,使海参从高端餐饮走

向大众餐桌。
1.3 海参苗种培育水平不断提升

在20世纪50年代张凤瀛等[16]就开始了刺参

人工繁育技术研究,80年代确立了工厂化人工育苗

工艺[17],其后相继开展了养殖技术研究,至21世纪

初初步形成了产业规模[10],培育出了多个抗逆性

强、高产、适合不同地区和不同模式养殖的刺参新

品种,如“水院1号”“崆峒岛1号”等,大幅提高了

刺参生长速度和养殖产量[18]。2023年12月,由福

建省水产研究所海参创新团队和福建一嘉苗业有

限公司合作培育的仿刺参“福参1号”新品系F3代

秋苗顺利通过专家组现场验收,填补了中国南方地

区仿刺参育种和育苗的空白,标志着福建省在海参

(仿刺参)秋季规模化苗种繁育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对推动南方海参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19]。
1.4 海参加工产品日益丰富

表1[14-16]显示,海参加工方式多样,目前市场上

的海参制品主要有盐干海参、淡干海参、盐渍海参、
冻干海参和即食海参等[20-23]。干海参和即食海参是

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海参制品。除此之外还有海参

肽、速发海参等多种形式,由于其不需要复杂泡发程

序,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除了海参体壁,海参性腺

也可食用,海参生殖腺俗称“海参花”,其中富含大量

游离氨基酸,味道非常鲜美[24],其蛋白含量和不饱和

脂肪酸(以EPA即二十碳五烯酸为主)含量丰富,营
养成分不亚于体壁,目前主要是直接冷冻,也有包裹

在海参体壁中打造原味即食产品。
1.5 海参品牌日益增多

海参产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以辽参品

牌优势最为明显。根据CNPP品牌榜中榜大数据

等第三方统计,目前国内十大海参品牌,其中除好

当家外,均为辽参品牌,辽参品牌影响力可见一斑。
各地政府为了推广海参品牌,以品牌带动产业发

展,纷纷出台相关政策。2023年烟台市出台了《烟
台市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
2025)》,培育十大海参领军品牌,提高品牌企业和

品牌产品的层次和知名度,在政策的支持下,明威

海参、野生岛海参、海和金标海参等品牌逐渐进入

大众视野。

2 海参产业链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1 海参养殖环节问题

2.1.1 良种覆盖率不足

随着国内海参养殖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优良

海参苗种的需求量逐年增大,虽然国内已审定6个

海参新品种,但却存在“有种无业”的问题,国内海

参良种覆盖率不到30%,规模化制种能力不足[25]。
首先绝大多数海参苗种多使用养殖区原有苗种繁

育,缺少品种选育和改良,苗种种质退化严重,生长

速度下降,抗病力低[26-27]。其次对优良刺参原种保

护欠缺,缺少有效保护手段,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

的现有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中有8处

表1 海参体壁加工主要环节及特点[14-16]

海参加工

方式
加工主要环节 产品优点 产品缺点

淡干海参 去脏-清洗-淡盐水煮制-干燥 有效地保留营养成分,易贮藏、方便携带 食用前需进行煮制泡发,操作复杂

盐干海参
去脏-清洗-饱和盐水反复盐浸泡

煮制-干燥
易贮藏、方便携带

营养物质易流失,食用前需进行煮制泡发,
操作复杂

冻干海参 去脏-清洗-冷冻干燥
有效地保留营养成分,复水即可食用,操作

简单,口感好
成本高

即食海参 去脏-清洗-调味-速冻-包装 有效地保留营养成分,食用方便 口感较软,保质期较短,需冷冻贮藏

盐渍海参 去脏-清洗-煮制-加盐搅拌-冷藏
成本低、操作方法简单,多为海参加工中重

要的中间品
需冷冻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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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刺参原种进行了保护,但很多保护区设置后管理

不到位,野生刺参的生物资源集聚下降[20]。最后在

养殖过程中存在育种与育苗脱节、育苗与养殖脱

节,导致了规模化高品质刺参苗种缺乏,“育、繁、
推”一体化的种业体系建设不足。特别是在北参南

养的形势下,福建省海参苗种长期依赖北方供应,
缺乏耐高温等特性,推进暖水性海参良种选育及新

品种 (系)产业化繁育进程迫在眉睫[19]。
2.1.2 养殖规模有所缩减

近年来,在城镇化建设推进和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的双重压力下,大连、烟台、威海等地大量的海参

育苗大棚、海参养殖池塘、养殖网箱被拆除,沿海养

殖空间大幅缩减。根据中渔协海参产业分会报道,
2023年9月,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养殖区域———大

连金普新区玉兔岛、金州湾等地违法养殖网箱全部

拆除,总量超过150万口,涉及海参苗和成品1.5万t
以上,极大影响了2023年海参产量。2024年5月

福建最大的海参养殖地———霞浦县也发布了《关于

霞浦县超规划网箱养殖整改的公告》,要求从2024
年5月开始到2026年12月底前完成霞浦县湾内海

域超规划网箱等养殖设施清退,这势必会导致霞浦

海参养殖规模和产量降低。
2.1.3 养殖管理模式落后,质量安全存在隐患

走访大连、烟台、霞浦等地调研发现,海参养殖

主体多为家庭养殖户,存在基础设施装备简陋、从
业人员学历低、缺少刺参健康养殖控制技术、管理

粗放、养殖信息化不强等问题;养殖户养殖过程中

安全用药意识不强,面对重大养殖病害应对能力欠

缺,乱用药的现象严重。
2.1.4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压力大

池塘、工厂化、浮筏吊笼和浅海网箱等海参养

殖方式都面临投饵、用药、排水等操作过程,这些过

程产生的废料、废水都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巨大

压力。即便是大规模水面放养,长期集中的单一养

殖会导致养殖区内生态多样性遭到破坏,进而对生

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28]。同时,自2023年8月,日
本政府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其中放射性物

质会成为长期的污染源,导致消费者对水产品安全

性产生怀疑[29]。
2.2 海参加工环节问题

2.2.1 海参标准化体系不健全

国内现行的《干海参(刺参)》(SC/T3206—
2000)及《干海参等级规格》(GB/T34747—2017)
标准,仅对干海参的理化指标包括蛋白质、水分、

盐分、水溶性总糖,复水后干重率及含砂量进行了

规定,对海参多肽、多糖、皂苷等重要活性物质未

进行规定,而仅通过这些标准无法准确认定海参

品质好坏。通过走访各地海参市场,发现市面上

销售的海参产品,很多包装、规格基本相同,价格

却相差悬殊。以淡干海参为例,价格为(1000~
10000元)/500g,价格相差10倍;同样大小的淡

干海参,有的40头/500g,有的80头/500g,有的

泡发可增重10倍以上,有的泡发后只能增重3倍,
这就说明在海参加工过程中,标准不同导致成品

规格不同、价格不同。
2.2.2 家庭式小作坊过多,假冒伪劣产品普遍存在

前文提到海参养殖多为家庭散户,而这部分家

庭散户收获海参之后,多沿用传统的加工方法进行

海参加工,直接售卖,部分业户加工环境简陋、缺乏

卫生管理、对食品标准不了解、生产的海参质量不

稳定,有的甚至为了固形增重,在加工过程中添加

高糖、高盐,影响海参品质。同时,由于海参溯源体

系尚未建立,有的企业为了扩展销路,假借辽参之

名卖福建等地海参,以底播海参名义卖养殖海参,
各种套路层出不穷。
2.2.3 加工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海参加工目前缺乏标准化的加工流程和

设备,热加工过程中操作不当将会导致海参营养成

分流失,从而造成品质和口感的下降,影响了产品

质量和竞争力[20]。二是海参精深加工产品少且类

型单一,市面上95%以上的海参产品都是以海参固

形物形式售卖,以海参活性肽和活性多糖为基础开

发的胶囊等营养保健类产品少。三是对海参副产

物利用不够,海参花、海参内脏等副产物约占海参

总量的50%,且营养成分与体壁相似,但在加工生

产过程中,海参副产物往往被丢弃,造成极大的资

源浪费和环境污染[30-31]。
2.3 海参销售环节问题

2.3.1 海参销售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

目前国内海参销售主要依赖线下传统渠道,消
费者日常接触少,对海参总体认知有限,又因其价

高,购买时相对谨慎,一般是购买知名度大的品牌

货或者是通过朋友购买,新型电商平台等营销渠道

容易被忽视。在走访烟台海中宝海参批发市场过

程中了解到,海参专卖店多是老顾客购买或者老带

新,对新客户的吸引度不够,客户群体成长艰难。
中国海参电商品牌规模总量还有待提高,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淘宝在线店铺有1451家海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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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牌店铺有实际销量,其中月均销量为0~100单

的海参电商品牌店铺1272家,高销量店铺占比仅

有12.3%。
2.3.2 仓储流通配套还需加强

海参自被捕捞起,到餐桌前,中间很多环节都

需要低温储存,如拉缸盐海参要在-12℃运输存

储[32],现在市面上较多的即食海参也需要冷冻运输

存储[33],这就要求有强大的海参冷链运输体系,运
输时避免断链,否则将会影响产品品质、价格及企

业的品牌和形象。万凤娇和邱志成[34]研究发现,农
产品冷链物流效率差异明显,海参主产区只有山东

位于第一梯队,其他产区应提高冷链物流专业化水

平,为海参运输做好基础保障。

3 发展建议
3.1 加强海参种质保护,培育刺参新品种

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利用工作,由政府主

导开展海参种质资源普查,建立海参种质资源库,
加强对海参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开展日常巡查,
适当开展增殖放流,保护自然海参资源,完善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深入开展海参育种技术研

究,在传统育种的基础上,围绕生长快、抗逆性强、
适合暖水性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现代分子育种及基

因育种,实现良种新突破。
3.2 提升海参养殖环节技术水平

加大对海参养殖技术研究力度,包括养殖附

着基、底质改良剂、人工饵料、微生态制剂、池塘增

氧设备等设备开发,提升养殖基础配套设施水平,
以便更好地提高养殖密度,减少病害,提高产量,
保障食品安全。培育规模化养殖示范基地,推广

大企业+养殖户、海参合作社等先进的养殖技术

和管理模式,在苗种、饵料、用药等方面统一采购,
严格把关,将大企业先进的养殖经验及质量标准

推广至养殖户,提高水体空间利用率、养殖效益、
产品质量。
3.3 加强海参加工环节技术创新,完善产业标准

积极开展产学研创新,在海参初加工方面,加
大对海参加工技术的研发投入,向数字化、智能化

发展,建立标准化的加工流程和设备,提高产品的

加工效率和品质稳定性;海参精深加工方面,加强

基础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挖掘海参潜在的营养和

药用功效,特别是海参副产物在保健、饲料、化肥

等方面的应用,最大化实现海参资源的高值化利

用。推动海参产业育苗、养殖、加工各环节标准

化、规范化进程,进一步完善海参各类产品质量标

准,适当添加重要的理化指标,改变海参产品良莠

不齐现状。
3.4 拓海参展销售渠道和市场推广

建立完善的销售网络,拓展线上线下多渠道销

售,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线上借助微

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大力推送海参产品,讲
好海参故事,宣传海参文化、生产方式、加工技术、
品质特征、营养功效、食用方法等,提升海参电商品

牌的曝光度,让消费者了解海参,认同海参、购买海

参;同时鼓励企业成立专业的线上运营团队,通过

海参云捕捞直播、5G(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工厂直

播等线上形式,让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海参品质,
获取消费者品牌信任度及认同感。在线下方面,鼓
励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在西安、武汉、长沙等中西部

地区大城市设立专营店、加盟店等,提高品牌知名

度,拓宽中西部市场;另外积极组织参与海参消费

体验活动,如海参节、海参博览会等,提高消费者的

兴趣和专注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海参,进而提高其

到店消费的概率。
3.5 加强海参产业政策支持和产业合作

一是在《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等规划中合理规

划养殖区,为海参养殖留出发展空间,保证海参产

量稳步增长。二是持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在育

种、精深产品研发、加工设备智能化、养殖尾水处

理、品牌宣传、线上销售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建
立良好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市

场拓展。三是建设海参加工产业特色园区,将冷

链仓储、研发加工、电商直播、云仓物流、供应链金

融等汇聚一处,引导产业要素聚集发展,延伸产业

链条,形成区域化、产业化、更大规模化的预生产

和配送基地。四是加强金融政策支持,一方面是

创新发展海参养殖保险,以应对病害、极端天气对

养殖户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支持银行等金融机

构推出海参贷等特色金融产品,解决企业、养殖户

融资难问题。
3.6 加强海参质量安全监管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进一步提高养殖户、加工

企业食品安全意识,做到养殖期间安全用料用药,
加工严把原料、加工及出厂关,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二是渔业部门及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养殖环节、
加工环节及市场流通环节各类海参制品的抽检力

度,依法查处养殖用药不规范、海参生产掺杂掺假、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海参制品等违法行为。三

是利用区块链等数字信息化技术,构建海参产地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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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库,建立健全海参全产业链可追溯体系,逐
步实现海参养殖、加工、流通等全产业链全过程可

追可溯,以避免出现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不良

现象。

4 结论
海参产业链作为一种重要的海洋经济资源,具

有巨大的潜力和市场前景。然而,目前国内海参产

业链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为了促进海参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拓

展,完善产业链各环节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强政

策支持和产业合作,以提高海参产业链的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鼓励消费者加大对海参产

品的认知和了解,提高对海参的消费意识,推动海

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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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tatusofSeaCucumberIndustryChaininChina

PANGQiuting1,LIUNing2,ZHANGYunlong1,GENGMeilin1
(1.YantaiZhifuDistrictModernMarineIndustryDevelopmentPromotionCenter,Yantai264000,Shandong,China;

2.ShandongMarineResourceandEnvironmentResearchInstitute,ShandongKeyLaboratoryofMarine
EcologicalRestoration,Yantai264006,Shandong,China)

Abstract:Seacucumberisakindofseafoodwithhighprotein,lowfatandrichnutrition,whichiswidelyusedinfood,medicineandother
fields.ThedevelopmentstatusofChina’sseacucumberindustrychainisdeeplyanalyzed,andthecorrespondingdevelopmentsuggestionsare
putforward.Firstly,themarketdemand,production,breedingtechnology,producttypeandbrandofseacucumberareanalyzed,anditis
foundthatseacucumberconsumptionmarkethasgreatpotential.Then,theexistingproblemsandchallengesareanalyzedfromtheaspectsof
seacucumberbreeding,processingandmarketing.Finally,accordingtothedevelopmenttrendofseacucumberindustrychain,the
correspondingstrategyandpolicysuggestionsareputforward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seacucumberindustry.
Keywords:seacucumberindustrychain;seacucumberculture;seacucumberprocessing;seacucumbersales;high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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