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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耕地资源紧缺、农业生产

成本较高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

日本农产品自给率较低。为满足

本国市场需求，日本从国外大量

进口禽肉等农产品，已成为亚洲

地区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客观

而言，由于运输保鲜便利性的不

断提升，加之中国禽肉产品出口

具有较强的价格优势，对禽肉出

口企业拓展日本市场起到极大地

助推作用。据国别报告网数据显

示，2019年，中国禽肉产品对日本

出口总量已超过 21.8 万吨，中国

已成为日本的第三大禽肉产品进

口国。但出于政治需要、保护本国

禽肉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考虑，日

本逐步对中国禽肉产品实施各种

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致使禽

肉出口企业面临检测成本增加、

市场竞争力削弱、产品积压等发

展瓶颈。在此形势下，如何积极应

对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禽

肉产品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禽

肉出口企业与相关部门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禽肉产品出口日

本的现状

就禽肉产品出口量而言，中国

对日本禽肉产品出口量变化趋势

可分为 3个发展阶段（见图 1）。第

一个阶段（1998年 -2000年）：中

国对日本禽肉产品出口始终保持

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这一时期，

中国对日本禽肉产品出口于 2000

年达到最高值，约 35.2万吨。第

二个阶段（2000 年 -2008年）：伴

随泰国和巴西等新兴禽肉产品出

口国的日渐崛起，以及中国境内禽

流感疫情的频繁爆发，日本逐渐开

始减少对中国禽肉产品的进口量，

这一时期中国禽肉产品出口日本

总量具有较大波动性，整体呈现

出急剧下滑趋势。特别是 2008年，

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与

影响，日本自中国进口禽肉产品

总量更是降至最低值，为 13.78万

吨。第三个阶段（2008 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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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8-2019年中国禽肉产品出口日本总量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数据库、国别报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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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禽肉产品总

量整体上表现为波动中增长的发

展态势，并未出现明显的波动起

伏。

就出口金额而言，1998 年至

2019年期间，中国禽肉产品出口

日本总金额的变化趋势与禽肉产

品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具有较高

相似性。具体而言：1998年 -2004

年期间，中国禽肉产品出口量呈现

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禽肉产品

出口金额也呈现出相似的波动趋

势。2004-2019年期间，中国对日

本禽肉产品出口总金额呈现出波

动中增长的发展趋势。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 2004年后，中国鲜冻禽

肉商品出口日本的难度增加，具

备高附加值的禽肉加工产品逐步

成为出口日本的主要禽肉产品，

因而自 2004年以来中国禽肉产品

对日出口总额总体上呈现出上升

态势。

二、中国禽肉产品出口日

本遭遇技术性壁垒的成因分析

（一）内部原因

1. 禽肉安全标准落后。相较

于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中的

农药化学品残留标准，中国在禽

肉安全标准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

一方面，禽肉安全质量国际标准较

少，诸多禽肉产品质量标准均低于

国际水平。如中日在农药、兽药残

留及微生物等限量标准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由表 1可知，中国出口

到日本的禽肉产品中，绝大多数的

农兽药数量、残留兽药限量与日本

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在微生物限

量标准方面，中国出口禽肉产品

在微生物限量标准和检测程序方

面均宽于日本。如中国规定生鲜

禽肉产品中含有的大肠菌群数

（MPN/100g）不允许超过 10.6g，每

100 克冷冻禽肉里含大肠菌群要

求最大限量为 5*10.5g；日本政府

则不允许禽肉产品中检测出大肠

菌群。中国宽松的农兽药与微生

物限量标准，导致出口日本的禽

肉产品难以通过其海关检测，极

易招致日本对禽肉产品实施限制

措施。另一方面，安全检测标准不

全面。当前中国农产品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增加超 124个品种，对应

的 31种检验检疫方法覆盖了 106

种农药，但仍存在 15%的农药因无

方法而暂时不能检测。在较不全

面的检测标准下，中国禽肉难以

得到全范围验证，极易招致日方调

查。

2.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现阶

段，中国禽肉生产仍以一家一户

的粗放式养殖模式为主。数据显

示，存栏量不足三万只的禽类养殖

生产户在禽类养殖企业中所占比

例高达 70%。小规模养殖生产户无

法实现对禽肉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控制，极易产生滥用兽药等问题。

例如，近年来中国频频出现“瘦肉

精”“速生鸡”等食品安全不达标

事件。受到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影

响，部分禽肉出口企业口碑在日本

急剧下降。针对于此，日方在进口

中国禽肉产品时，刻意加大进口检

查力度。并且，中国禽肉产品在出

口至韩国与欧洲国家时，也频繁遭

遇扣留与通报，极大影响出口企业

国际口碑。这促使日本对中国禽

肉产品检验检疫程序日趋严格，

标准限定也更加细化。

3. 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获取

不畅。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

国进入 WTO时间较短，难以全面获

悉日本等国对禽肉产品实施技术

性贸易壁垒的信息，无法与贸易

企业取得及时联系，为日方营造一

个“不负责”形象，招致各类贸易

调查。国内禽肉出口企业了解国

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来自政府

部门及相关信息网站、国内相关行

业及网站、国外相关产品经销商。

但由于这三种渠道存在信息披露

不完善、时效性差等问题，禽肉出

口企业难以及时了解日本出台相

关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法规。受

此影响，禽肉出口企业无法及时

调整出口模式和规模，加大产品

出口风险。据相关数据统计，由于

上海口岸获取日本禁令时间较晚，

出口禽肉产品金额为 349万美元，

较同期下降超 27%；其中鸡肉制品

同期下降 24%。此外，日本经常会

对食品技术性法规进行修订，这

表 1 中日农兽药数量及限量对比表

项目 数量

日本高于中国的农兽药残留数量 52

中日农兽药残留一致的项目 67

日本规定但中国尚未规定的农兽药残留数量 25

日本农兽药残留严于中国的项目 22

日本农兽药残留松于中国的项目 11

中国有限量值规定的农兽药种类项目 69

日本有限量值规定的农兽药种类项目 360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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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按原先质量要求生产的禽肉

产品，在出口时会遭遇“信息不畅

壁垒”。其中，中国约有 40%的禽肉

出口企业“走出去”时遭遇技术性

贸易壁垒，约有 80%的企业是由于

信息获取不畅遭遇技术壁垒。

（二）外部原因

1. 日本保护本国禽肉产业发

展需要。2019年，美国、中国、巴西

禽肉产量分别达到 2300 万吨、

2000万吨、1600万吨，共占全球产

量的 45%，日本占比则不足 5%。日

本政府为满足国内禽肉产品需求，

选择大量从中国进口。由于中国

出口日本的禽肉产品与日本生产

禽肉产品具有较高相似度，导致

禽肉出口企业缩减日本禽肉出口

企业市场份额，阻碍日本禽肉产业

可持续发展。日本为保护本国禽

肉产业发展，选择更为严格的技

术性手段抑制中国禽肉产品出口

日本。

2. 日本食品安全评定程序与

法规较为苛刻。日本关于食品检

测的法规与评定程序十分严格，

已超过国家检测标准与企业内控

标准范围。通常情况下，中国禽肉

产品在出口日本时，需要面临层层

检验，极难一次性满足日本检验检

疫要求。由此，这也成为禽肉产品

出口日本面临的一大难题，具体表

现为：

第一，食品进口评定程序。一

是出口国需要向日本负责进口产

品检疫检测的厚生劳动省进行申

请，以获取出口资格。二是厚生劳

动省主要从微生物、重金属标准以

及农药残留等方面着手，对进口食

品进行检查。这使得禽肉出口日

本遭遇多道检查手续，增加中国

禽肉产品出口成本。

第二，动植物检测检疫法规。

日本动植物检测检疫法规不仅涉

及《GATT1994》以及《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等国际性公约，还包括

《家畜传染病预防法》《植物防疫

法》以及《食品安全法》等日本国

内法律法规。其中，《家畜传染病

预防法》和《食品安全法》是对中

国禽肉出口日本影响最大的动植

物检测检疫法规，其检测范围已超

过中国法律要求的检测范围。

第三，标签和包装要求。就标

签要求而言，进口商品标签需要包

括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经销商以

及配料成分等相关内容。就包装

要求而言，进口商品包装特别是

食品包装必须运用可降解的绿色

包装材料。以包装为例，日本要求

产品包装需贯彻包装材料减量化、

再循环使用、使用后包装体积减少

与减轻环境污染四大原则。而中

国产品出口包装仍面临包装过

度、包装回收率低及包装再生利

用技术落后等问题。该种情况会

导致禽肉产品出口时难以匹配日

本包装要求，进而引发日方对中

国禽肉产品出口实施贸易壁垒。

第四，产品认证制度。日本消

费者普遍具有较高的食品安全意

识，更倾向于购买已通过产品认证

制度的商品。所以，中国禽肉产品若

要立足日本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

需要通过日本的产品质量认证。但

由于日本产品认证标准相对较高，

中国禽肉出口企业需经历较长的产

品质量认证过程，导致企业成本上

升，阻碍产品出口日本。

三、中国禽肉产品出口日

本遭遇技术性壁垒的解决措施

（一）制度保障层面

1.加快完善禽肉出口质量标准

体系。针对中日禽肉产品质量标准

存在较大差距的问题，中国应加快

完善农兽药残留标准、农业化学品

限量标准和禽肉产品检测检疫体

系方面的标准，提高禽肉产品出

口日本的质量。第一，中国应积极

参与到 CAC、IPPC、OIE等大型国际

标准制定机构组织的会议，借助

这些会议了解国际上各项标准的

最新动态。第二，建立禽肉产品从

生产到出口的追溯体系，及时了解

禽肉产品每一环节生产现状，应对

日本高标准要求。相较于日本，中

国禽肉产品追溯体系仍存在较大

差距。对此，中国政府应在了解禽

肉产品生产基础上，强化政策与资

金扶持，助力禽肉加工企业构建禽

肉产品追溯体系，促使禽肉产品追

溯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加快完善

禽肉产品出口质量标准体系。

2.完善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

制。首先，在建立健全技术性贸易

壁垒预警机制时，相关部门需要深

入分析收集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

制定相应对策降低日本贸易壁垒

对中国产品出口造成的损失。其

次，在完善机制内容过程中，政府

部门既要关注日本禽肉产品技术

标准与相关法律变化，也要考虑中

日之间的政治动向因素。最后，政

府部门也可以借鉴世界较为成熟

预警系统 RASFF和RAPEX的经验，

不断完善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

制。

3.加强出口标准认证、认可工

作。第一，行业协会应加大对禽肉

出口企业认证认可方面的培训，了

解国际上针对食品安全的 HACCP

管理体系认证与宗教信仰的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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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认证。第二，行业协会要系统

研究日本对于禽肉进出口采用的

认证认可标准，方便禽肉产品出

口时合理运用相关标准，避免遭遇

技术性贸易壁垒。第三，针对不同

国家需要申报 ENS、产地认证与各

国海关规定认证认可标准，行业

协会应经常对其做出相关解释与

备案，应对他国对中国展开的技术

性贸易壁垒，提高禽肉产品出口收

益。

（二）企业发展层面

1.引导规模化养殖。第一，相

关部门应合理运用政策激励方式，

引导禽类企业进行规模化养殖生

产，扭转当前禽肉行业分散化经

营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规模优

势。第二，政府部门应健全禽类养

殖生产与禽肉出口企业间的协调

合作机制，定期举办各类质量安

全座谈会，强化禽肉出口企业与

中小规模生产养殖户间的技术和

市场信息交流，形成互利互惠的良

性发展。

2. 加快禽肉出口结构调整。

国际禽肉市场多以生禽肉为主要

流通产品，熟食制品流通较少。且

国际针对熟制品标准规定的限制

较少，方便中国熟制禽肉产品出

口。为此，中国禽肉出口企业应调

整产品出口结构，采用深加工方

式，提高产品出口附加值。第一，

中国禽肉出口企业可以转向出口

熟食品。政府应扶持以鸡鸭鱼肉

为原料的企业生产熟食制品，并大

力出口加热即可食用的熟食品。

第二，企业可以生产禽肉保险品

或小包装即食的熟食品。该种方

式能够保障禽肉出口企业继续出

口国外的现状，实现利润增长。

3.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一方

面，企业应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

略。通过禽肉价格、禽肉衍生产品

积极开拓非洲、欧盟以及中东等海

外市场，扩大禽肉产品的出口总

量，以便在遭受日本技术性贸易壁

垒时，调整出口方向。另一方面，

禽肉出口企业应积极布局日本市

场。如企业可赴日本开设禽肉加

工工厂与科研机构，实时把握日本

市场动态，按照市场需求开发全新

禽肉产品，并将日本先进生产管理

经验引入国内同行业中。

（三）争端解决层面

针对日本对中国禽肉产品出

口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禽肉出

口企业应充分发挥 WTO 贸易争端

解决机制，积极参与到禽肉产品贸

易争端谈判中，提高禽肉产品出口

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发挥 WTO

等国际性组织解决贸易摩擦作

用。WTO、联合国等众多国际组织

为成员国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提

供了诸多解决机制。通常情况下，

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忽视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导致产品

在出口过程中易遭受进口国实施

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此，中国可

以通过 WTO、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

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对日方技术

性贸易壁垒。另一方面，积极参与

禽肉产品贸易争端谈判。相较于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更了解禽肉

产业内部行情。因此，中国禽肉产

品出口日本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

时，禽肉行业协会应牵头组建由

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代表以及

法律从业人员组成的谈判团队，

广泛听取多方意见，维护禽肉出

口企业的正当权益。

（四）技术改革层面

1.发挥行业协会调查作用，积

极引入国外先进技术。首先，行业

协会需及时关注日方有关禽肉生

产技术。必要时可与日本建立联

系，开展技术研讨会，以吸收其相

关先进技术理念与知识。其次，在

与日本政府或企业协商之后，行业

协会应立足于本国禽肉企业生产

情况，积极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实

现企业技术革新。最后，行业协会

应与日方企业取得联系，深入企业

开展技术调研，不断加强技术交流

与学习，促使中国禽肉生产技术与

国际技术接轨。

2.转变粗放生产管理方式，加

强企业技术创新。现阶段，中国禽

肉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

壁垒威胁的同时，也面临内部劳

动力成本高、生产加工标准不一、

生产经营管理分散等问题。因此，

为扩大产品的出口规模，禽肉出口

企业可从技术与生产管理方面进

行创新。技术方面，禽肉出口企业

可结合当前新型智能技术，加快内

部生禽养殖技术、禽肉检测检疫技

术与禽肉屠宰加工技术方面创新，

提高禽肉产品出口质量。生产管

理方面，禽肉出口企业可建立现

代化生禽养殖基地，构建“企业 +

基地 +农户”新型禽肉生产管理模

式，逐步转变一家一户的粗放生产

经营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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