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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藻工业的现状与

发展对策的思考

丁 宝 经

青岛黄海海藻工业公司 青岛

我国海藻工业是 年代末新兴的工业部

门
。

主要以海藻为原料生产碘
、

甘露醇
、

褐

藻胶
、

琼胶
、

卡拉胶
、

海藻食品等产品
。

多年来
,

我国海藻工业的发展
,

不仅满足了

国家对碘
、

褐藻胶
、

甘露醇的需求
,

而且为

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

特别 自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我国海藻工业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大潮
,

得到了迅猛发展
,

并推动了沿海地

区海带养殖业的发展
,

为繁荣沿海地区经济

发挥了重大作用
。

但我国海藻工业由于发展

历史短
,

起步较晚
,

经验不成熟
,

从 目前整

个行业的发展状况看不应乐观
。

本文试图通

过对我国海藻工业发展现状的分析
,

对今后

发展战略及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一些思考和建

议
。

我国海藻工业的发展现状

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海藻工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

它是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螺旋式上升的
,

多年来
,

它经历了三起两落的发展过程
。

年代初
,

到 了 年形成第一次高潮
,

到

年
,

由于盲目扩大生产规模
,

产品质

量次
,

产品积压
,

出现第一次低潮
。

年

起 ,

由于工贸双 方 的 努 力
,

出口量迅速上

升
,

海藻工业由低潮转入高潮
。

但由于国内

粮食增产
,

浆纱胶用量减少
,

销量大幅度下

降
,

以及国内应用技术和市场开发未跟上等

原因
,

到 年又陷入了第二次低潮的旋涡

之中
。

但这次低潮与上次低潮相比有根本的

不 同
,

由于企业内部经过技术改造后有利条

件 增 多
,

生 产 工艺设备日趋定型
,

人员素

质
、

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

产品结

构也有明显变化
,

企业竞争能力提高
,

应变

能力增强
。

因此
,

这次低潮是在发展和进步

的基础上的低潮
,

是发展中 的 新 问 题
。

从

年开始
,

海藻工业便赢得了第三次高潮

的到来
。

由于党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的

出台
,

为企业的发展开阔了新思路
,

再加上

海藻工业产品在国内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
,

并且国际市场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

使海藻工

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

尽管近几年来行

业内部盲目扩产
,

并且受原料
、

能源等因素

的制约
,

但从总 的 情 况 看
,

仍然 持 续 发

展
。

为使我国海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
,

赶超世界同行业先进水平的新路子 ,

使

全行业不断跨跃新的台阶
。

首先要对我国海

藻工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客

观实在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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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藻工业在国际海藻行业 中 的 地

位

世界海藻工业已有近 年的历史
,

而我

国仅有 多年的发展历史
,

在 多年的时间

内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部门
,

对

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

在国

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

已引起了世界

同行业的瞩 目
。

在他们认为
,

中国用 年的

时间
,

走完了他们四五十年的路
。

从发展我国民族工业和对外贸易需要的

角度看
,

海藻工业不仅是我国医药
、

国防
、

农业等最主要的碘的主供渠道
,

而且是出口

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尤其近 年来
,

我国

海藻工业致力于甘露醇
、

褐藻胶产品的国外

市场开发
,

日渐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甘露醇

在国际市场中主要用于医药工 业
、

食 品 工

业
,

我国主要是从海带中提取
,

这 比国外用

甜菜
、

淀粉等原料合成生产
,

在质量上要安

全可靠得多
,

因而我国的甘露醇较早向外出

口 ,

约 占世界甘露 醇总贸易量的
。

从发

展看
,

若每年以 肠 的增长速度递增
,

本世

纪末占居世界第一位是 极有可 能 的
。

我 国

褐 藻 胶 出口发展 速度迅猛
,

平均年递增达

肠
,

近几年 占世界褐藻胶贸易量的 帕以

上
,

已跃居世界首位
。

从发展趋势来看
,

我

国褐藻胶生产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

比拟的
。

首先是我国的原料资源发展潜力很

大
,

海藻的人工养疽受 自然条件制约的因素

少
。

而国外生产商大多数是全部 靠 野 生 资

源
,

有的需进 口 ,

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 自

然条件的制约
。

年美国西岸受到大八洋

热流的影响
,

巨藻大量死亡
,

工厂被迫停产

年
。

年英国
、

挪威一带沿海受环 境 污

染的影响生长了野生毒藻类
,

不得不把大面

积野生海藻弃掉
,

因而造成了原料的短缺
。

第二
,

我们占居着价格优势
,

由于我们的原

料的综合利用较彻底
,

不仅制取褐藻胶
,

而

且还制取碘
、

甘露醇等其他关联产品
。

加之伐

国的劳动力低廉
,

成本低
,

在国际市场上具

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

第三
,

褐藻胶的应用与

它本身的甘露糖醛酸的高低有密切关系
,

甘

露糖醛酸含量高的褐藻胶一直在国际市场上

走俏
,

我国的褐藻胶 以海带为主要原料
,

甘

露糖醛酸的含量很高
,

是各国产品无与论 比

的
,

因而更增强了竞争力
。

中国海藻工业的

异军突起
,

打破了国际市场长期以来只有少

数儿个生产国垄断的局面
。

但是
,

我国海藻工业与世界海藻行业相

比
,

历史短
,

底子薄
,

基本上是依靠 自己的

技术力量探索发展起来的
,

在相当的一段时

间内生产工艺设备不定型
、

不配套
,

造成了

生产水平的相对落后
。

另一方面
,

我国海藻

工业主产经验不足
,

有一 个 消 耗 高
、

成 本

高
、

质量低的过程
。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

技术相对落后
,

再加上南北方的不同条件
,

使整个行业发展很不平衡
,

不少企业的经济

效益正处在低水平
。

山宗
、

青岛海藻行业在全国所处 的 位

置

我国海藻工业现有企业 余家
,

分布在

北起辽宁
,

南至福建
、

海南的沿海
、

近海一

带
,

其中碘厂 家
,

主要分 布 在 辽 宁
、

山

东
、

江苏
、

浙江
、

福建
、

广东等沿海省市
。

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方
,

其中南 方 家 企

业
,

产量 占 肠
,

产值占 肠
。

北方 家企

业
,

占总产量的 帕
,

占工 业 总 产 值 的

汤
。

这种布局的出现
,

主要是因为适合工

业利用的海带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山东
、

辽宁

二省
,

该地的海带量大质高
,

碘
、

褐藻胶
、

甘露醇含量高
,

生产出的产品必然是质优
‘

本低
、

价廉
。

南方沿海不适宜高质量海带的

生长
,

近几年南方各厂原料海带大部分需从

北方采购
,

增加了运输费用
。

加之南方燃料

缺乏
,

对海带中所含耗能大的甘露醇无力捉

取
,

盆良费了资源
,

加大了成本
,

影响了经济

效益
、

社会效益的正常发挥
。

山东海藻工业在全国具有突 出的重妄地

位
。

山东省有十多家海藻工业的骨干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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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沿海特别是烟台一带很适宜高质量海带

生长
,

为山东海藻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一 是接近原料产区
,

运输费用低
,

原

料质量好 二是燃料相对充 足
,

具 有 全 国
“

煤海
”

之称的山礼 和 山 东 的
“

煤乡
”

枣

庄
、

淄博等地提供了较丰富的煤碳资源 三

是山东化学工业一枝独秀
,

完全保证了海藻

工业生产需求 四是气温较低
,

很适宜海藻

加工
,

尤其对褐藻胶的生产 十 分 有 利
。

因

此
,

山东一带生产的海藻产品相对质量好
、

信誉高
、

卖价高
。

年
,

山东海藻工业企

业所产碘
、

褐藻胶
、

甘露醇
,

分别 占全国总

产量的 肠
、

肠和 肠
。

青岛是一个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工业区
,

伴随着我国海藻工业的起步
,

青岛海藻加工

业已发展成为青岛工业行业中争奇斗艳的工

业体系
,

现在愈加显示其活力和勃勃生机
。

青岛市范围内的 家海藻工业骨 干 企业 青

岛黄海海藻工业公司
、

青岛海洋化工厂
、

青

岛海水养殖一场
、

青岛海水养殖二场
、

唠山

沙子 口化工厂
、

舫 山王哥庄化工厂
, 。。

年
,

碘
、

褐藻胶
、

甘露醇产量分别 占全 国总

产量的 肠
、

肠和 舜
,

分别 占山东

总 产 量 的 肠
、

肠和 舜
。

销售

分 别 占全 国 销售总量 的 肠
、

拍和

帕
,

占山东销售总量的 了 肠
、

帕

和 肠
。

以上数字可 以看出
,

青岛海藻加

工业不仅是左右山东海藻加工行业局势的企

业群体
,

而且在全 国海藻加工行业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

目前我国海藻工业发展 中存在的 几 个

问题

缺乏相应的保护政策
,

行业盲 目 扩

产
,

经济效益低下
。

我国海藻工业 自 年

取 消国家政策性财政补贴以来
,

多数企业步

履艰难
,

除北方企业年年维持微利水平外
,

南方不少企业出现亏损
。

另外
,

由于前几年

海藻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走俏
,

致使不少企

业盲目扩产
,

新上企业也年年增加
,

造成了

原料紧缺
,

海藻生产及加工粗糙
,

质量差
。

整个海藻行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
,

导致了生

产过剩
,

产品库存积压
,

影响企业的协调稳

定发展
。

这种局面
,

导致整 个行业优势得不

到充分发挥
,

多数效益低下
,

个别企业濒临

停产
。

近两年内
,

虽经国家宏观调控和行业

指导
,

但这种不顾行业利益
,

急功近利的做

法至今还未
“

煞车
” 。

科研开发工作不适应行业发展 的 要

求
,

制约了海藻工业的发展
。

一

目前
,

我国的

海藻工业基本上还是狭义的海藻工业
,

长期

以碘
、

甘露醇和褐藻胶三种产品为主
。

近几

年来 , 虽经不懈的开拓
,

有褐藻酸
、

琼胶
、

卡拉胶
、

铸造胶等新产品问世
,

但总的还形

不成同三种老产品共同发展或陆续取代老产

品的气候
,

经不住 国内外市场变化的冲击
。

目前
,

国际上海藻工业正在向多品种
、

广应

用
、

探度加工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进军
,

世

界上拥有先进的海藻工业 的 国 家
,

如 美
、

英
、

挪威等国
,

他们仅褐藻胶产 品 就 多 达

多个品种
,

美国海藻胶的应用已 遍 及国

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

仅在食品工业中的用量

就 占总产量的 肠
。

而我国褐藻胶的产品仅

有 多个品种
,

在规格上也未达到系列化
,

大路货较多
,

特别是海藻食品工业的开发不

够
。

鉴于 目前这种情况
,

单靠褐藻胶
“

打天

下
” ,

不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增弦应变能

力
。

由于我国对海藻产品练合利用缺乏相应

的科研投入
,

单凭海藻工业本身有限的科研

力量
,

在开发褐藻胶食品
、

医药方面的应用

市场很有限
。

这个问题
,

阻碍了 行 业 的 发

展
,

致使企业基本上靠国际市场周转
,

缺乏

必要的灵活性
。

外贸现行政策不利于海藻工业 的 发

展
,

且限制了我国海藻工业以最快速度与国

际同行的同步发展
。

目前
,

我国外贸部门自

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缺乏国家计划指导下的

贸易进出口 ,

导致出口价格混乱
,

外贸部门

只抓经济效益
,

民族工业受国际市场和外贸



勺口翻月翻,,

·

海洋与海岸带开发

盲 目引进产品的冲击过大
。

如
,

海藻工业的

主导产品是碘
,

年代从海带中提取碘
,

为

国家缓解了用碘危机
,

这种在关键时刻解决

了国家
“

燃眉之急
”

的重要 物 资
,

十 多 年

来
,

始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

一直由国家

统购包销
。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

因外贸

体制改革
,

改变了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办法
,

而 由外贸部门大量进 口碘
,

致使出现碘的库

存积压严重
,

使整个行业背上了沉重的
“

包

袱
” 。

褐藻胶产品尽管国际市场大
,

但由于

只有外贸部门同国外客商交涉
,

生产厂家对

国外市场了解甚少
,

国家提供 出口服务工作

不够
,

企业也缺乏应有的 自主权
,

加之盲 目

扩产
,

致使 年出现库存积压严重
。

行业管理和企业内部管理还不 适 应

海藻工业的长足发展
。

我国海藻工业经济成

分
、

经济形式多样
,

国营大集体和村镇多种

经济成分并存
,

隶属关系 比较混乱
,

分别隶

属市
、

县
、

镇
、

村四个层次和水产
、

化工
、

轻工
,

重工等四个部门
,

这些问 题 处 理 不

好
,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藻工业的正常发

展
。

在企业的内部管理力面
,

多数企业粗放

式管理
,

缺乏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
,

在

生产
、

工艺
、

质量等管理方面没 有 较 大 突

破
,

只凭积累的经验
,

多数企业片面追求规

模效益
,

对质量效益
、

管理效益缺乏足够认

识
,

缺乏
“

硬功
” 。

这些问题的存在
,

影响

了海藻工业的长足发展
。

在未来的行业发展

中必须加以克服
。

我国海藻工业发展对策的

初步设想

政府应对海藻工业实行政策性保护
,

克

服当前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

为了使海藻工业更好地为国 民 经 济 服

务
,

国家应加强对海藻工业 的 指 导
,

在 方

针
、

政策上保护海藻工业尤为重要
。

例如
,

可否对新产品免税 一 年
,

应用产品在产品

质量提高后
,

允许根据质优价优的原则
,

给

予合理 调整
。

针对海藻工业行业经济效益低

下的问题
,

应从我国海藻工业布局状况确定

主要对策
,

特别对南方企业可根据地区优势

条件
,

利用紫菜
、

沙菜生产琼胶
、

卡拉胶
,

使本地区原料就地加工
,

发展海藻食品生产

及深加工
,

生产具有我国特色的海藻食品
,

国家应对南方的海藻生产企业进行必要的扶

持
。

使这些企业先奠定一定的基础
,

逐步提

高经济效益
。

同时
,

对北方海藻加工企业加

强技术改造
,

建立海带生产基地
,

从原料
、

技术装备等各方面给予宽松的政策
,

并在资

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

从而促进北方企业的

较快发展
。

增加科研开发投入
,

加快科研成 果 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步伐

我国现有海藻工业 自 年归 国家水产

总局管理以来
,

投入 多万元
,

对本行业

进行了普遍的技术改造和企业整顿工作
,

特

别从美
、

日等国引进了 台套关键性 先 进

设备和部分测试仪器
,

使行业工艺设备水平

和产品质量已接近和部分达到国 际 先 进 水

平
。

我国海藻加工行业还形成了一支强大的

科研攻关队伍
,

有全国海藻综合利用研究中

心
,

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横 向 技 术 协

作
。

这些在技术上和科研上奠定 的 良 好 基

础
,

无疑对行业的技术进步是一个推进
。

我

们应加强多方面的配合和协 作
,

在 基 础 研

究
、

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各个方面进行大量

的工作
,

为我国海藻工业的发展提供日益先

进的科技理论基础和积累推动企业发展的后

劲
。

在科研开发方面
,

主攻方向应 该是老产

品的深度加工和褐藻胶在食品
、

医药方面的

住广应用
。

这方面的工作一旦有 突 破 性 进

展
,

我国海藻工业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局面
。

国家应加强对海藻工业的科研投入
,

在资金

使用上
,

重点安排有关科研单位和那些骨干

企业和技术力量比较强
、

经济效益 比较好
,

领导班子 比较稳定的企业
,

要避免
“

撒辣椒

面
”

式的平均主义
。

在技术改造
、

科研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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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引进项 目的安排上
,

应重点考虑提高

产品质量
、

发展多品种
、

开发新产品
、

新用

途
,

但也要适 当考虑 围绕降低消耗
、

节约能

源来采用新工艺
、

新设备
,

以利于全面提高

企业的经济 效 益
,

防 止
“

眉 毛 胡 子 一 把

抓
” 。

各企业应建立和扩大一线科研队伍
,

有条 件的
,

要尽可能建立起 自己的利
一

研所
,

并拿出一定资金
,

搞好科研开发
,

实现科研

成果尽快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

推动海藻工

业的更快发展
。

从保护民族工业 的大局出发
,

调 整 进

出口有关政策

国家要有计划地控制碘的 进 口 ,

优

先保证国内产品的使用
,

要对用碘企业部分

实行计划分配指标
,

由国家统一调拨
,

国家

计委统一控制
。

应对那些素质好
、

条件成熟的 骨 干

企业办理 自营进 出口业务
, 以鼓励企业参与

国际竞争
,

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

协调并加强工贸之间的联 合
,

稳 定

工贸之间的联系
,

建立部分 出口生产基地
,

实现生产
、

出口一条龙
。

这样可 以及时根据

国际市场情况调整生产
,

提高产品质量
,

使

品种
、

规格适销对路
,

并逐步加强对用户提

供高质量技术服务的工作
,

从而提高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

加强外贸部门之间的联系
,

协 调 各

口岸之间的关系
,

稳定产品 价 格
,

并 对 市

场
、

客户根据传统贸易关系进行划分
,

做到

一个窗口对外
,

从而避免国内各口岸在国际

市场上互相竞争
,

自相
“

惨杀
” ,

导致
“

肥

水流入他人田
” 。

同时
,

也可以在货源分配

上合理安排
,

避免不计成本
、

不计质量的抢

货源的情况发生
,

这样做对工贸厂双 方 都 有

利
。

加强行业的联合 ,

向集团化的方 向 发

展
,

促进行业和企业的管理进入新阶段

就世界海藻工业总的趋势看
,

国际海藻

加工业正在向多品种
、

广应用
、

高效益方向

发展
。

而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不断扩

大海藻产品在 国内应用领域
,

首先必需依靠

全社会多行业的力量联 合 研 制
、

开 发
、

生

产
、

推广
、

应用我们本国生 产 的 产 品
。

其

次
,

要不断发挥海藻工 业 协 会 的力量
。

自

年成立中国海藻加工协会 以来
,

协会组

织在行业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促进了

海藻工业的协调稳定发展
,

我们应该进一步

积累
、

摸索经验
,

进一步加强行业联合
,

维

护行业利益
,

加强信息交流
,

拓 宽 合 作 领

域
,

根据行业发展的实际
,

对科技开发工作

进行必要的分工
,

加速行业技术 进 步 的 步

伐
。

再次是国家应加强海藻工业行业的宏观

指导
。

上级主管部门应建立和完善海藻工业

行业各种管理制度
,

将行业纳入制度化
、

规

范化的管理轨道
。

上级主管部门要驾驭对生

产的宏观指导
,

各企业必须在计划范 围内实

行以销定产
,

防止生产发展过快
,

只顾眼前

利益盲 目建厂扩产
,

产品价格下跌现象的再

次发生
,

使我国海藻工业按
“

稳定发展
、

提

高质量
、

增加品种
、

增进效 益
”

的 指 导 思

想
,

协调
、

稳定发展
。

海藻中不少品种含有许多对 工 农 业 生

产
、

人体维持生命活力所不可缺少的
、

或是

陆地上矿
、

植
、

动物所没有的物质和元素
,

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

外都有极为宽广的市场
,

这已为无数事实所

证实
。

海藻及其制品在各行业有着广阔的潜

在市场
,

是一种具有许多特种营养成分的食

品
,

对防止某些心血管病
、

糖尿病
、

营养缺

乏等常见病
、

慢性病有一定作用
,

它在社会

上的需求量定将随着应用技术的发展和人民

生产
、

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