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和联接全球鱼品贸易信息网络

最近几十年全球鱼和相关产品的出口价值

有大幅增长，从1980年的150亿美元增长到目前

的1 300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

而且这些国家鱼的出口净收入超过了茶叶、稻

米、可可和咖啡的总和。同时，鱼的供应链和

价值链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水产养殖大幅增

长，运输、分销和包装有了巨大改进。与之并

行的是人们对环境问题和可持续性日益增长的

关注。计算机化鱼品销售信息系统是粮农组织

负责采集、评估和发布信息以及国际鱼品贸易

分析的部门，在建立区域信息网络方面有着近

30年的经验。但它更进一步，通过协调全球渔

业信息与贸易促进网，产生乘数效应。它联接

了由85个国家组成的6个区域网络。它提供了所

有人都需要的那种最新的市场和贸易信息－无

论对于政府部委还是市场营销研究机构乃至私

营部门－以便保证供应链各个环节均保持贸易

顺畅开展。

服务于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行业

致力于建立信息网络推动鱼类

市场准入和贸易 

携手85个国家的渔业行业、学

术界和政府机构 

得益于丹麦、欧盟、美国、英

国、挪威、法国、西班牙和其

他资源伙伴的支持

全
世界超过三分之一

的鱼的产量进行国

际贸易，但是在过

去十年间，贸易的

性质发生了改变。全球化和市

场自由化，加上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当地需求上涨，以

及水产养殖生产重要性提升，

对世界渔业行业从总体上带来

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鱼品贸

易。此外，随着贸易自由化，

食物链延长，增加了对质量控

制法规的需求，以确保为消费

者提供安全的产品。

由于渔业行业日益依赖区

域和国际贸易实现销售，对于

那 些 参 与 其 中 的 人 而 言 ， 一

致、独立和可信的市场信息变

得至关重要。粮农组织计算机

化 鱼 品 销 售 信 息 系 统 建 立 于

1984年，被视为是在收集、评

估和发布信息以及分析，从而

为今天全球鱼品贸易参与者提



供公平竞争环境方面的全球领

导者。

新兴经济体增加了鱼
品区域需求

传统上，发展中国家仅向

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如

今，他们也很可能在本区域内

出口以满足区域消费者需求，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

洲新兴经济体内。此外，现在

很大一部分出口建立在水产养

殖基础之上，这是所有食品生

产行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供

给了全世界鱼及渔业产品消费

总量的一半。 

利用信息联接渔业产
业链条各环节 

计算机化鱼品销售信息系

统还在协调全球渔业信息与贸

易促进网方面发挥作用，联接

致力于发展世界渔业的6个独

立的区域渔业信息系统。这包

括中南美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渔业产品销售信息和

咨询服务中心、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的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

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

织、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

洲区域渔产品销售及合作服务

政府间组织、阿拉伯国家的阿

拉伯区域渔业产品市场信息和

咨询服务中心、中东欧的东欧

及中欧渔业发展国际组织，以

及中国的中国鱼品销售信息及

贸易咨询服务中心。 

总体而言，这些区域中心

在实地工作的有超过80名信

息和数据处理、分析及项目管

理的专业人士，他们为世界生

产者和出口者提供技术专长和

能力建设服务。计算机化鱼品

销售信息系统还通过其主要出

版物发布对世界海鲜市场的定

期分析－包括季度《鱼品市场

信息系统要闻》和月度《欧洲

鱼品价格报告》。其《商品快

报》覆盖了大多数广为交易的

海产品品种，《鱼品市场信息

系统研究计划》提供对海鲜市

场的深度研究。

2010年，认识到渔业对于

成员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粮

农组织将鱼类价格指数列入其

他食品指数之中，并首次将鱼

品纳入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农

业预测之中。发展中国家渔业

计算机化鱼品销售信息系统对鱼品

信息网络进行协调，该网络联接由85个
国家参与的6个区域鱼品市场网络。

很大一部分出口量

来自水产养殖业，水产

养殖业提供了全世界鱼

和渔业产品消费量中的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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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产养殖业的巨大发展，以

及其对于国民经济和当地粮食

安全的贡献，当然受益于计算

机化鱼品销售信息系统及其在

全球渔业信息与贸易促进网中

的伙伴所提供的服务。这反映

了发展中国家一旦得到平等的

机会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的

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