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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ｏｄｅｘ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标准

的背景、制定进程以及中日韩三国针对紫菜标准争论的焦点问题，重点分析了亚洲区域紫菜标准对我

国紫菜产业发展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结合我国紫菜产业发展现状，作者提出了持续性跟踪和

积极参与紫菜国际标准的制定，加强对紫菜产品中重金属和扑草净等污染物的安全性评估等具体措

施和建议，以期为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定紫菜加工业发展规划和制修订紫菜产品标准等方面提供

理论依据和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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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紫菜的国际贸易概况

紫菜是我国主要的经济海藻之一，是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氨基酸、高蛋白和低脂肪的营养保健型海洋食

品（姜　桥等　２００５；张全斌　２００５；俞静芬等　２０１１；郭　雷　２００９）。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紫菜生产量

位居前三位的国家（柳　波等　２００３），中、日、韩三国紫菜产量之和占全球总产量的９６％以上，三国紫菜的国

际贸易量占全球的９８％以上，主导了世界紫菜产业的发展方向（安载学等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徐中平等　２０１２）。

目前，紫菜国际贸易遍及全球的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条斑紫菜。据统计，全球

除中、日、韩三国自身消费外，国际市场贸易量约为１．０５～１．２０万ｔ（当前紫菜国际贸易中以张为计量单位，每

张以３ｇ计，约为３５～４０亿张），约占全球条斑紫菜总产量的１８％～１９％。其中，中国条斑紫菜的７０％进入国

际市场，出口量约为６０００～７５００ｔ（约２０～２５亿张），约占国际市场贸易总量的６０％；韩国出口量约为２４００～

３０００万ｔ（约８～１０亿张），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２５％以上；日本紫菜则以本国消费为主，出口量仅约４５０～

７５０ｔ（约１．５～２．５亿张），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６％（李　博等　２０１２；安载学等　２０１１；陈蓝荪　２００５ｂ）。中、

日、韩三国在国际紫菜贸易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国都在致力于扩大国外的市场，紫菜国际贸易量逐年增长

（李晓川　２０１１）。

２　犆犃犆亚洲区域紫菜标准立项及工作进程

２．１　犆犃犆亚洲区域紫菜标准的立项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紫菜贸易中的竞争愈演愈烈（陈蓝荪　２００５ａ）。由于缺

少国际标准，紫菜的国际贸易都是进出口双方根据产品的规格、品质等要求签订合同来约束贸易产品的付货质

量（张卫兵等　２００５；陈永生　１９９８）。为了规范紫菜产品质量、促进国际贸易，紫菜国际标准应运而生，并将成

为紫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要内容。中国紫菜出口量占我国条斑紫菜总产量的７０％，占国际市场贸易总量

的６０％以上。因此，紫菜标准制定将对中国的紫菜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２０１０年９月，韩国联系中国食品法典联络点，协商制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ｏｄｅｘ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Ｃｏｍ

ｍｉｓｓｏｎ，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国际标准等相关事宜，告知韩国将在第１７届ＣＡＣ亚洲协调会上提出制定ＣＡＣ紫

菜国际标准的提案，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针对韩国的提议，我国科研、教学、管理及行业协会等各方一致认为

“鉴于目前我国紫菜产业的发展水平及产品质量状况，制定ＣＡＣ紫菜标准的时机不成熟，特别是中国紫菜在

国际贸易中频频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受阻”，决定暂不支持韩国的提案。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在第１７届亚洲协调会上，韩国联合日本提出了制定ＣＡＣ紫菜标准的提案，但由于意见不

统一，会议达成决议“韩国向水产及水产加工品专业委员会（Ｃｏｄｅｘ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Ｆｉｓｈ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ＣＦＦＰ）第３１届会议提交新工作建议，如果ＣＣＦＦＰ不支持此建议，则可将制定紫菜产品区域标准的建议提交

给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下届会议”。

２０１１年４月，在第３１届ＣＡＣ的ＣＣＦＦＰ年会上，针对韩国提出制订ＣＡＣ紫菜国际标准提案，经过与会各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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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讨论，最终决议是“制定紫菜产品ＣＡＣ国际标准的条件不成熟，建议将紫菜产品制定为区域标准”。

２０１１年７月，在第３４届ＣＡＣ大会上，通过了由韩国牵头制定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标准的提案，由此拉开

了中、日、韩三国联合制定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标准的序幕，引起了我国管理、科研、行业协会等多方对紫菜产

业的关注。

２．２　制定犆犃犆亚洲区域紫菜标准的工作进程

２０１１年９月，韩国通过中国ＣＡＣ联络点，正式邀请中国及日本共同参与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标准制定工

作，并提出在三国轮流召开有关会议商讨紫菜标准事宜的建议。我国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渔业局等

各主管业务司局决定我国参与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标准的制定，成立了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标准起草工作领导

小组和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并提出了我国参与标准起草的相关对策及建议。我国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牵头参加ＣＡＣ亚洲区域紫菜标准起草工作。

经过三方多次沟通与协商，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５～２９日在韩国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主要针对韩国起草的亚洲

区域紫菜标准（第一稿），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修改意见，会后各国又对韩国修改完成的亚洲区域紫菜标准

（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将意见发送至韩国。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６～１９日，三方在中国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由于中、日、韩三方对本国紫菜产业都有所顾及，

特别是考虑本国紫菜生产消费的特点及相关利益，在会议中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草案。韩国作为标准起草牵头

国家，同意不向第１８届亚洲协调会提交标准草案。同时，韩国代表团表示将向本国政府有关部门汇报标准起

草进展情况后，再考虑是否继续牵头制定亚洲区域紫菜标准。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日，在ＣＡＣ第１８届亚洲协调会（ＣＣＡｆｏｒＡｓｉａ，ＣＣＡＳＩＡ）上，韩国汇报了紫菜标准立项的

过程以及与中国、日本共同制定紫菜标准的进展情况和三方存在的分歧，并表示由于时间有限，未能准备恰当

的文本，要求会议同意成立一个电子工作组，在下届会议上提出标准草案（第３步）。日本提出在紫菜标准制定

过程中，各国对紫菜中重金属等污染物的风险评估问题分歧较大，要求对此进行风险评估。最后会议通过决

议，成立一个电子工作组，开展紫菜标准制定的有关工作，主要工作包括：１）起草紫菜标准草案，提交给下届会

议；２）研究《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ＣＯＤＥＸＳＴＡＮ１９３１９９５）是否适用于紫菜制品并提交给下

届会议讨论。由此，拉开了亚洲区域紫菜标准制定第二轮工作的序幕。

３　中、日、韩三国针对亚洲区域紫菜标准争论的焦点问题

３．１　标准的范围

３．１．１　紫菜的品种

韩国提出的标准草案中，所涉及的产品种类为红藻属的６种紫菜，分别为条斑紫菜、坛紫菜、甘紫菜、长紫

菜、列紫菜和圆紫菜；最终采纳我方意见，提出仅适用于“可食用的紫菜属的紫菜”。

３．１．２　可添加其他食用海藻比例问题

韩国根据本国产业情况，提出可掺加其他可食用海藻所占比例不超过紫菜即可；遭到中国反对，提出应小

于２０％；日本同意中国意见，建议分等分级。

３．２　质量因素

质量因素包括感官、异物、尺寸、灰分、水分、酸价及过氧化值等质量参数：标准中取消了灰分指标，我方认

为指标应进一步验证，并要求韩国提供酸价及过氧化值的测定方法；日本反对标准中对异物、尺寸和水分含量

的规定，认为：一是对异物的表述应参照紫菜产品等级划分原则；二是由于紫菜制品有各种形状，因此无需确定

紫菜制品的具体尺寸；三是应将一次干燥产品的含水量由１５％降到１３％，将二次干燥产品的含水量由７％降

到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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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食品添加剂问题

对于干紫菜加工过程中的消泡剂和调味烤紫菜加工过程中的食品添加剂问题，三方未达成共识：韩国允许

在紫菜一次加工中使用消泡剂（定义为加工助剂）；我方表示不允许干紫菜一次加工中使用任何食品添加剂（包

括消泡剂），调味紫菜中的添加剂应该直接引用ＣＡＣ相关标准；日本同意干紫菜加工过程中不允许添加消泡

剂，但对调味烤紫菜，建议进行调研，在各国生产企业实际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明确添加剂的种类和限值。

３．４　污染物及农残限量问题

韩国制定的标准草案中直接引用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和污染物委员会的相关标准，我国表示赞

同；但日本以确保人类健康和消费安全为由，建议增加重金属（如：镉）和农药（如：扑草净）残留指标，表示若在

产品标准中不能制定限值，将向ＣＡＣ农药残留和污染物委员会提出申请，开展紫菜产品中重金属和农药残留

的风险评估及标准制定工作。

在第一阶段中，韩国牵头起草的亚洲区域紫菜标准草案中规定了干紫菜、烤紫菜和调味紫菜的技术要求、

生产过程控制、检验规则、标签等。其中质量要求中对干紫菜、烤紫菜和调味烤紫菜的水分含量分别规定为≤１５．

０％（二次干燥≤７．０％）、≤５．０％和≤５．０％（仅限于油炸产品），调味烤紫菜中规定了酸价（≤４．０ｍｇＫＯＨ／ｇ，仅限

油炸产品）和过氧化值（≤６０．０ｍｅｑ／ｋｇ，仅限油炸产品）；污染物和农药残留的要求参考ＣＡＣ相关标准的规定

等。

４　制定亚洲区域紫菜标准对我国紫菜产业及国际贸易的影响

亚洲区域紫菜标准的制定是紫菜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促进世界紫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利

于促进紫菜产品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减少贸易障碍；有利于保护世界各国紫菜产品消费者的利益。但对我国紫

菜产业而言，现阶段必将产生如下影响：

４．１　国际贸易

目前亚洲区域紫菜标准正在制定过程中，按目前贸易现状，我国紫菜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特

别是２００４年中国赢得了被誉为“中国贸易壁垒调查第一案”的“江苏紫菜案”，为中国紫菜输日打开了大门

（陈蓝荪　２００５ｃ）。但在２００６年发生的输日紫菜“扑草净事件”，却又遭遇了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的伏击，随

着我江苏省紫菜协会提出的“江苏新紫菜案”于２００７年告胜，成功打破了日本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日本政

府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６日宣布将紫菜中扑草净限量标准由０．０１ｐｐｍ放宽到０．１４～０．１９ｐｐｍ（食品商务网　

２００７）。扑草净事件的胜利，表明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中国的紫菜产品质量符合规定，可以进入日本市场；但从

消费者的层面，由于媒体的宣传及过度宣扬，导致在日本普遍传达着中国紫菜产品不安全的信息；从紫菜产品

的层面，此事对中国紫菜在日本市场的负面影响较大，短期内不能消除；从日本紫菜从业者及产业界的层面，不

希望中国的紫菜进入日本及国际市场，从而冲击日本紫菜产品。

在国际上主要进口国利用其技术优势，一直在寻找中国紫菜的质量安全隐患，无论是农、兽药残留、微生物

或者是重金属等各个方面（丛大鹏等　２００３），而且在前期亚洲区域紫菜标准制定过程中，三方在紫菜主要质量

指标上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日本屡次提出紫菜的重金属、农药残留的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目的是保护本国

紫菜养殖和加工企业，挤占我国紫菜的国际市场份额，遏制我国紫菜国际贸易。

４．２　紫菜产业

我国紫菜的主要品种为条斑紫菜和坛紫菜，其中条斑紫菜主产区为江苏省，坛紫菜主产区为福建省（沈　豹

２００４；王奇欣　２００５；周粉娣　１９９７）。条斑紫菜以外销出口为主，产品形式为干紫菜、烤紫菜及调味烤紫菜

（华雪峰等　２００４）；坛紫菜是我国的特有品种，产品形式以干紫菜原料为主（包括汤料），少量为调味烤紫菜。

产量高于条斑紫菜，但价格远远低于条斑紫菜，产品以内销为主，但近年出口量也不断增加（王奇欣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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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我国紫菜养殖水环境指标低于日本、韩国；从产出的紫菜原料看，也确实存在某些指标如杂质、

杂藻、重金属、农药残留等，与日本、韩国相比不容乐观的状况，若不积极应对，势必直接影响产业的持续发展。

从近期看，在制定亚洲区域紫菜标准过程中，如果指标不与我国产业情况相符合，会导致我国紫菜产品质

量不合格问题的发生。

从长远看，制定紫菜国际标准对推动我国紫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是利大于弊，有利于我国紫菜企业提高

生产管理方式、加强紫菜产品品种的开发研究、扩大紫菜产品的消费渠道，缩小与日本、韩国紫菜产业的差距。

通过参与国际紫菜标准的制定，促进我国紫菜加工技术的提高及产品的多样化，拉动我国紫菜产品的消费，推

动我国紫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５　对策与建议

５．１　持续性跟踪并参与紫菜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在现有参与紫菜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上，持续跟踪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将日本、韩国的紫菜标准与

我国现行紫菜相关标准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当前国际上和亚洲紫菜生产、国际贸易及消费状况以及标准情况，

确立我国参与制定亚洲区域紫菜标准基本方针及工作思路。把握标准制定工作的主动权，从而最大程度地为

我国紫菜产业争取利益，保护我国紫菜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５．２　加强对紫菜质量安全评价的基础研究

在参与亚洲区域紫菜标准制定过程中，日本多次提出要对紫菜中污染物进行风险评估，这也是我国消费者

及业内对紫菜产品质量安全性的关注（吴成业等　２０１１）。建议进行以下相关内容的研究：

１）对紫菜原藻和加工品中镉、铅、扑草净等污染物进行食用安全性评估，利用海藻富集、吸附微量元素及重

金属的特点（常秀莲等　２００２；陈小霞等　１９９９）研究紫菜自身对镉、铅、扑草净吸附性以及对生物体内重金属

等促排作用，紫菜中镉、铅、扑草净的生物体毒理性等，正确评价紫菜中镉、扑草净的食用安全性，从而为确定海

藻中镉及扑草净的安全限量提供科学依据。

２）根据海藻中元素形态多样化的特点（赵艳芳　２０１１）对紫菜中各种元素进行分析，特别对高含量的元素，

应进行形态分析及不同形态化合物的毒理学试验与评估等。

３）重点对日、韩两国的紫菜样品加以分析与研究，对过去已经遭遇的和以后可能重现的类似的“技术壁垒

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储备（张美如等　２０１２）。

５．３　加大对水产品国际标准跟踪研究的支持力度

水产品在我国农产品出口中占有重要位置，且水产加工品的管理权限明确属于农业部的职能范畴，这更加

凸显了参与水产品国际标准制定的重要性，持续稳定的跟踪是掌握话语权的关键。因此，建议有关部门继续加

大对水产领域国标、行业标准及ＣＡＣ标准的扶持力度，特别在人员培训、队伍建设及经费方面给予有关政策

上的倾斜和支持，确保能够有一支稳定的队伍对特定标准开展持续跟踪和研究，为参与水产国际标准制定有更

大的话语权和引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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