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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重庆市大宗淡水鱼产销形势分析 

                

一、大宗水产品生产情况 

据重庆渔业统计年报，2015 年重庆水产品总量 48万吨，其中养殖

产量 46万吨。监测的四个大宗鱼品种产量分别为：草鱼 9.6万吨、鲫

鱼 9.3 万吨，白鲢 10.7 万吨、花鲢 4 万吨，合计 33.6 万吨，占全市

水产品总量的 70%。 

池塘养殖和大水面的生态养殖是重庆市水产养殖的主要方式。养

殖产量主要来源于池塘养殖。草鱼和鲫鱼是重庆的主养鱼，分别占重

庆水产品总产量的第二和第三位；白鲢在重庆水产品总量位居第一，

花鲢位居第四。花、白鲢的主要产量还是来自湖泊和水库等大水面养

殖，在池塘养殖中，花、白鲢为搭配品种，放养比例通常为 20%左右。 

 

二、2015 年大宗水产品调入调出及市场消费情况 

外地水产品大量调入重庆市场。据重庆盘溪观农贸市场统计，2015

年大宗水产品交易量达 16万吨，其中 80%（约 12.8 万吨）水产品为外

地调入。调入品种主要是花、白鲢（合计调入量约为 12万吨）。另外

还有一部分“长途鱼”未进入盘溪市场而直接销往重庆区县等地。二

者合计，2015年从市外调入重庆的大宗水产品约 18 万吨。重庆地产水

产品外销量较少，据粗略估计，2015 年水产品调出量在 1 万吨以内。     

重庆全年水产品消费总量约 65 万吨，其中地产 47 万吨，调入 18

万吨。 

三、 2015 年大宗淡水产品的价格运行特点 

大宗水产品价格走势呈明显季节性波动。在 5-8月份的生长季节，

鱼价走高；在 9 月到次年的收获季节，鱼价明显震荡下行（见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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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庆市场，9月份—次年的 4月，气温下降或处于较低温度水平，

水产品处于收获季节，加上具有竞争优势的“长途鱼”大量进入重庆，

占据了大部分重庆水产品市场销量，水产品价格下降；而 5-8 月，气

温升高，水产养殖处于生长阶段，市场供应减少，“长途鱼”到货量

下降，地产鱼则择机上市主导重庆水产品市场，水产品价格上涨。 

附图 1. 

 

 

 

2015 年，和往年一样，全国、湖北大宗淡水鱼批发价格走势呈现

4-5 月份和 7-8 月份是全年的价格高点，8 月之后鱼价拐头一路下滑，

月均价同比下跌。 

2015 年重庆大宗淡水产品批发均价与 2014 年相比几乎出现背离

走势。2015 年重庆大宗淡水鱼综合均价出现单边下跌走势，从 2 月份

开始拐头逐月走低（见附图 2）。 

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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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地产鱼价同比下跌。在地产鱼方面，2015 年重庆大宗淡

水鱼产地价格与 2014 年趋势一致，但比 2014 年均价低 5-8%的幅度。

全年来看地产鱼产地价从 2 月份开始逐月走高，直到 8 月份形成拐点

下行（见附图 3）。 

 

 

 

 

 

 

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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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5 年重庆大宗淡水鱼价格走势分析与 2016 年展望 

    2015 年分析 

   从生产来看，新技术推广、养殖周期缩短，单位面积产量上升，水

产品市场供应十分充足，表现出产能过剩，水产品供大于求，鱼价下

跌。2015年，尽管淡水养殖产量总体趋稳，但受经济、政治、国际大

宗水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消费下降，大宗淡水产品价格

近两年始终处于低位徘徊的态势。 

从水产品消费季节来看，春夏夏季消费不旺、秋冬季平稳、节假

日消费量有所增加。主要原因一是气温高、人们消费水产品数量适当

降低。二是外出人群集中节假日返乡的特点、水产品消费数量节假日

增加。 

从养殖效益来看，2015 年尽管饲料价格下跌 5-8%，但 2015年的

鱼价下跌抵消了饲料的跌幅，养殖效益依然偏低。尽管如此，重庆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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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池塘是经土地流转新建，即使养殖效益下滑，但由于投资过大，

要退出转产不易，养鱼成为养殖户唯一选择和出路。重庆是有 30%左右

的水产品输入量，地产鱼价格没有竞争优势，低鱼价压制了养殖效益。 

     近十年养殖成本和鱼价变化来看，2005 年-2014 年，普通大宗全

价配合颗粒饲料价格由 2450 元上升至 5300元，上涨了 116.3%；鱼塘

租金 500 元上升至 1000元，上涨了 100%；工人工资由 800 元/月上升

至 2800元/月，上涨了 251%，电费渔药费用 200 元上升至 500 元/亩，

上涨 150%，鱼塘修建成本由 5500元/亩上升至 9000元/亩，上涨了 63.6%；

大宗水产品的产地均价由 8.6元/公斤上升至 13元/公斤，仅上涨了 51%。 

     据专家估算，2015年重庆仅有 30%养殖户盈利，40%养殖户持平，

30%养殖户亏损。从亏损的养殖企业规模来看，一部分是大规模企业因

投入大容易亏损，另一部分较小规模企业因缺乏竞争力容易亏损，还

有管理不到位也是亏损的重要原因。 

从地产鱼的竞争力来看，重庆地产鱼塘租、饲料高于两湖地区。

尽管 2015年，饲料价格同比下降了 200元/吨，重庆的鱼饲料仍然比

两湖地区同档次饲料高 300-500元/吨。长途鱼在运输过程的活鱼箱中

添加镇静剂（MS-222 鱼用安定剂。备注：该药品使用后即上市，缺乏

足够的休药时期，其到底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尚需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使其鲜度明显优于地产鱼。据盘溪市场监测，外地草鱼比地产草鱼价

格高 0.5 元/斤，江苏异育银鲫比地产湘云鲫高 1元/斤。 

2016 年展望 

大宗淡水产品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基本消费的蛋白类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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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喜食可消化蛋白高的鱼肉，价格十分便宜的四大家鱼、鲫鱼、

鲤鱼等大宗水产品成为了市民的首选。因此，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的情况下，大宗淡水产品始终保持着巨大的消费市场。 

水产养殖业作为完全市场竞争的行业，其发展为丰富菜篮子，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近年来水产养殖业的

快速发展，水产品产量连年递增，水产品过剩的趋势日益明显。 

在市场在资源配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水产养殖业将重新洗

牌。2016 年，大宗淡水产品应在养殖方式上发生变化，比如将集约化

程度较高的高密度高投入的养殖方式转变为以低投入的生态渔业模式，

实现“稳量提质”的目标，通过降低成本，打造品牌，提升水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渔业生产效益将会有所改观，但 2016 年出现明显转变的

概率不大，水产品价格仍然保持低位徘徊和季节性波动格局。 

五、对策建议 

重庆现有水面约 800 万亩，包括水库 217万亩（其中三峡水库 137

万亩、大中小型水库 80万亩），河流 110 万亩，池塘 77万亩，冬水田

400 万亩，长江流经 21 个区县市，流程达 665 公里 。重庆市宜渔面

积约 370 万亩左右，其中三峡水库约 110 万亩，其他水库 45 万亩，池

塘 77 万亩，宜渔稻田 140 万亩。如何发挥重庆的水产养殖潜力并提升

渔业综合竞争力，推进特色效益渔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笔者提出当前

需着手解决的对策措施。 

一是保持适度的养殖规模。一方面，政策上适度控制新增池塘面

积；另一方面养殖企业要根据市场形势变化，改变高密度高投入高产

量的生产模式，适度降低放养比例，减少苗种、饲料、渔药等养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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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量，以提升品质和效益为目标。 

二是多种养殖模式并存。通过以生态渔产业链为抓手、推广池塘

环保健康养殖、池塘鱼菜共生种养、观赏休闲渔产业化等多种生产模

式，积极开展养殖结构调整，降低养殖成本，提高渔业综合效益。 

三是积极开展养殖业主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养殖效益的高低与养

殖者精细化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因此，除对生产者进行技术培训外，

建议加强对经营者管理知识培训，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四是适度调整政策扶持方向。除继续对旧塘等渔业基础设施改造

资金的投入外，建议对水产养殖进行柴油和电力进行补贴。还可以鼓

励发展面积 5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式的渔场。 

五是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发挥作用。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对于强

化行业自律、对外维权、避免不正当竞争、维护价格稳定和市场价健

康发展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渔会组

织的模式，积极引导和鼓励行业协会进一步完善组织、职能、运用模

式和相关制度规范，充分发挥它在渔业生产、经营和与政府、企业、

渔民之间的沟通协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