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教学                                                                                          

 143 

珲春因地制宜发展海洋经济，探索海产品加工出口新路径 

张高磊  赵云双 
（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全球海产品

市场规模也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珲春市海产品出口贸易迎

来转型升级新机遇。目前，随着传统海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增加，

跨境电商成为提高产品出口竞争的新优势。本文旨在研究跨境

电商如何与海产品出口贸易相结合，以改善珲春海产品贸易现

状，助力珲春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 

1.珲春海产品加工出口与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1.1 研究背景： 

珲春在图们江下游地区，其作为吉林省国家级边境经济合

作区、长吉图开发开放的桥头堡、国家“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城市，被誉为东北亚地区“皇冠上的明珠”。自珲春边境经济合

作区成立以来，通过深化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完善城市

职能、创新沿边开放新体制等途径，为今后成为工业基础雄厚、

海陆运输发达、内外贸易活跃、基础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城市提

供良好的铺垫。而如何实现将示范区现有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的加速器，将是今后任务的重中之重。 

1.2 珲春海产品加工出口现状 

目前，入驻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水产工业园区的各类企业

已近二百家，其产品畅销东北亚、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1]。珲春

已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海产品加工集散基地。二零一五年珲

春海产品加工量为十七万吨；二零一八年珲春海产品产值逾九

十亿元，带动八千多人就业；二零一九年，全市从事海产品加

工及贸易的企业共有七十一家，进出口贸易额达二十点九亿元

人民币。受疫情影响，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四月，珲春市的海产

加工和商贸服务企业已复工或复产的约三十九户，进出口贸易

额已达三点九亿元。二零二一年，珲春口岸进出口商品三百二

十万吨，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其中，进口俄罗斯帝王蟹、

冷冻鱼类等海产品十九点六万吨，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点

一。珲春市海产品加工产业产值增速达百分之五十点六。据统

计，二零二二年，珲春“海洋班列”全年进口俄冷冻海产品十

七点八万吨，是二零二零年的六倍[2]。“珲字号”的品牌在国际

市场上不断拓展，不仅能够实现珲春海洋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于经济的增长也能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如下图所示，近五

年珲春的出口加工区贸易额约占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五十，可

见发展海产品加工出口对于珲春发展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 

2015—2019 年珲春出口加工区贸易占比图 

 

图 1 数据来源：珲春综合保税区数据整合 

2015—2019 年珲春外贸进出口总值图 

 

图 2 数据来源：珲春综合保税区数据整合 

1.3 珲春市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珲春与国内外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合作不断升级。菜鸟首公

里揽收、对俄大包专线业务迅速壮大，珲春市成为阿里巴巴菜

鸟认证的对俄国际干线物流节点城市。京东全球售备货协同仓

落户珲春，开展跨境电商备货出口、全国一体化通关等俄向保

税边境仓备货商业快递出口业务，累计出货量近零点八亿元。

珲春-俄符拉迪沃斯托克机场-莫斯科传统公路与航空联运和珲

春-俄远东公路网-莫斯科-欧洲的跨境电商包裹 TIR 国际公路

运输专线实现稳定运行。TIR 国际公路运输专线使珲春至莫斯

科的转运期限从二十五天压缩至十五天，并有力提高了货物至

俄莫斯科地区的尾程派递速率，顺利开辟珲春经俄罗斯到欧洲

诸国的跨国货物转运途径。从今年一月至十月，货物运输共二

百零四车次，总额约为八点九四亿元，仅为全州跨境电商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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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三八。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扶持国境港口

发展的优惠政策。珲春积极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区、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延边跨境进出口中心等重点项目，

跨境电商备货、孵化、展销、集聚等能力进一步提升[3]。珲春东

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区获批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入驻九十五家电

商、物流、外贸、进口零售企业。积极研发线上 B2B 商业供应

链、云服务、保税产品与电商货品账本流转系统、智能仓库配

送系统，以及跨境电商保税出口及退货服务等系统平台。 

2.珲春海产品加工出口与跨境电商面临的问题 

2.1 海产品加工出口面临的问题 

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问题 

海产品加工生产有着高标准的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规范。珲

春地处三国交界之处，经济发展较差，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差，

企业投资也较少。目前，珲春水产品加工型企业大多以中小型

企业为主，外商投资企业占比较少，且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

比增长缓慢。对于想要发展深加工海产品出口的珲春来说，困

境较大。如果所生产的产品达不到国内外市场的质量和安全标

准，可能会面临退货的风险或直接的惩罚性措施。在建设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的“浑字号”方面，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问题

是一个必答的题目。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随着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各国

相继出台食品安全法。如今，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

发展的目标，绿色食品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在当下，珲春海产

品主要依赖进口。在食品安全上，由于日本在 2023 年 8 月 24

日不顾全世界国家的反对，冒着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风险，坚

持排放核污水，珲春水产品的来源令人担忧。在生产过程上，

海产品加工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并产生大量的污水，污水如何处

理、海产品废弃物怎样处理、是否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影响生态

环境等问题日益引发公众的关注。 

贸易政策和法规 

各国的贸易政策和法规可能会对海产品的加工和出口产生

影响。关税、配额和贸易限制等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出口产生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中美产生贸易摩擦，出口型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可能需要满足某

些认证和标准。如果得不到这些认证，出口将面临困难，贸易

战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变化进而会影响出口业务。 

竞争压力激烈 

全球海鲜市场竞争激烈，其他海产品出口强国拥有完整的

产业链，在价格、质量、品牌等方面拥有优势。珲春的海产品

加工企业发展规模较小，还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品牌影响力

有限。在面对这种竞争环境，亟需寻找发展的新出路。 

2.2 跨境电商面临的问题 

通道建设相对落后， 口岸通关能力较弱。 

珲春的铁路、公路、铁路的等级都不够先进，运输效率也

很低。与珲春相比，绥芬河、满洲里、丹东等城市是跨国联运

铁路的重要节点，铁路运输效率极其出色，更具备更大的更新

改造空间。满洲里和绥芬河的铁路运输，以及丹东口岸的陆、

海、空全面及多样的客货运输，使得它们的运营更加便捷，可

以更好的满足国际贸易的需求;相比之下，珲春的交通运输网络

还有待改进，珲春与省内重要交通枢纽联接距离更远，缺乏有

效的窗口带动效应，尽管可以暂时实现借港出海的目标，但是

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得运营效率受到限制。珲春市的内陆

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其他同级城市还要慢，与丹东、绥芬河、满

洲里城市相比，珲春市的基础设施和检测系统都相当薄弱，这

些都给珲春跨境电商的发展带来了挑战。由于该地区的经济规

模较小，边境贸易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 

区域经济体量较小，边境贸易发展水平较低。 

珲春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虽然不及满洲里和绥芬河，但仍然

以朝鲜为主要贸易对象，而且由于受到制度、交通、基础设施

等多方面的限制，珲春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此

外，珲春的贸易种类也较少，产品的附加值也不高，且通过珲

春口岸的贸易额度较小，珲春的经济发展并未达到理想的水准
[4]。此外，珲春的口岸建设比其他城市落后，早期的发展速度比

其他城市滞后，这些都导致了珲春的商业活动缺乏多样性和活

力，这种市场环境就会给当地的商贸及企业带来极大的困扰。

珲春的贸易结构面临着一些难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该地的出口

商品质量较差、售价较低、附加值也较小，这使得该地的外贸

容易遭遇来自进口国的贸易障碍[5]。另一个难题是，珲春的贸易

模式偏向旅游交易，而其他行业的贸易活动相对落后，这表明

珲春的实体经济仍处于萌芽阶段，缺乏支撑其长远发展的动能。 

产业合作的层次较低， 无法实现产业集群化效应。 

尽管珲春口岸已建立起俄罗斯、韩国以及其它国际性的工

业园区，并努力拓宽国际贸易渠道，以促进双方的共同繁荣，

但是，目前该地区的产业联动水平还远远落后，尚无像绥芬河

边境林业合作区一样形成完善的可以推动该地的经济增长的国

际贸易网络。珲春的产业集群架构不够紧凑，缺乏规范性，导

致其难以达到像丹东这种大规模的产业集群，也没有办法发展

出具有竞争力的工商联盟。 

珲春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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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珲春海产品 “珲字号”品牌建设，根据国际市场行情

变化建立独自品牌和品牌的成长以及发展策略。同时，要提高

对海鲜深加工的重视， 围绕海产品形成成品加工、深加工、废

物再加工等一体化环保型产业链；培育新市场，针对不同的消

费群体研发多种消费产品，提高海洋深加工食品的附加值；增

加在海鲜的发展和改造中的资本、科技支持；通过运用政府提

供的各种优惠政策来加强同国外市场中富有知名度的企业的合

作，以达成共赢的目的。 

市政府应抓住 RCEP 发展的机遇，鼓励珲春海产品加工型

企业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业务，加强跨境电商企业孵化和

人才培养；对接国家“丝路电商”合作机制，发挥珲春跨境电

商实验区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供应链与资源优化；支持海产品

加工型企业在跨境平台上开店，自建 “珲字号 ”独立站‘积

极出台支持跨境电商的优惠政策，借助吉林省满天欣科技有限

公司、敦煌网吉林省公司等平台在省内深耕多年的优势引导珲

春企业在其跨境电商平台上网开店，借助其电商平台拓宽销售

渠道；发挥宁波全球资源贸易通吉林省公司的优势，发挥“珲

字号”更好在全球宣传推广。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政策，把中欧班列、扎鲁比诺港作为新

形势下珲春市对外贸易发展重要载体，争创建设珲春海铁联运

中心，以中欧班列、扎鲁比诺港促进“新电商”产业发展，实

现“新电商”与中欧班列、扎鲁比诺港的良性互动、跨越发展。

珲春市政府与邮政、海关、中铁沈阳局、哈尔滨局等部门建立

有效沟通，协调各项通关手续，开通最快办结速度的绿色通道，

全力争取班列计划列数，积极地推进加工出口型企业积极融入

中欧班列与从扎鲁比诺港出口。对于海产品出口型企业来说，

海运时间长，空运价格高且运能有限，而海铁联运具有运输成

本低、运能相对稳定、时间较快、灵活性强的优势，能够有效

帮助企业保订单、稳市场。 

 
图片来源：吉林省人民政府 

 

图片来源：吉林省人民政府 

结束语 

珲春市，被誉为“东北亚皇冠上的明珠”，地处中俄朝三国

交界的边境窗口城市，凭借通关口岸与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加

持，在我国水产品出口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珲春市必须利用

好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根据全球的市场经济状况对当前水产

品出口发展状况进行认真剖析，发掘其中存在的影响出口的不

利因素，着力开辟更广阔的市场，建立"独立站"运营+海铁联运

的国际贸易模式，以促进水产品出口的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 

[1]冻品攻略，《吉林省挥春市成为我国海鲜产品集散地_海

产专题_betway88》搜狐网。 

[2] 李 鑫 . 勇 力 潮 头 踏 浪 行 [N]. 图 们 江 报 ，

2022-03-24(001).DOI:10.28797/n.cnki.ntmjb.2022.000122. 

[3]代黎黎.延边州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N].吉林日报，

2022-12-12(006) 

[4] 沈悦东北三省同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现状及发展

前景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9):36-39 

[5] 谢合亮.黑吉两省边境贸易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7:25 

作者简介：张高磊（2004—），男，河南濮阳人，吉林外国

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学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赵云双（1977—），女，吉林长春人，硕士，吉林外国语大

学国际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出口等研

究。  

基金：吉林外国语大学 21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2110964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