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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海参行业市场竞争模式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涵盖行业
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
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
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911/804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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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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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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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全球有900多种，我国约140种。其中印度
洋、西太平洋海区是世界上海参种类最多、资源量最大的区域。我国海参分布在温带区和热
带区，温带区主要在黄渤海域，主要经济品种是刺参，也是我国最为知名的海参种类，热带
区主要在两广和海南沿海，主要经济品种有梅花参等。其中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海南岛是
我国热带海参的主要产地。海参在各类山珍海味中位尊“八珍”，还具多种中医特指的补益养
生功能。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40多种海参化学成分的研究表明海参体内不但富含
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酸性
粘多糖、皂苷和胶原蛋白等，而且海参活性物质的药理活性十分广泛。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海参行业市场竞争模式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海参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海参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海参行业市场运
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海参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海参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海参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海参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
参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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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上下游产业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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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中国的海域范围
2.1.3中国的海底地貌
2.1.3中国海域环境评价
2.2海洋水质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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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海洋渔业水域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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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概况
2.3.3中国海洋经济渔业资源分类
2.3.4中国海洋渔业生物资源存在的问题
2.4经济及社会环境分析
2.4.1全国人口结构状况
2.4.2国内市场消费情况
2.4.3国内宏观经济概况
2.4.4国外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第三章2015-2019年海洋渔业发展分析
3.12015-2019年海洋渔业背景行业分析
3.1.1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3.1.2中国海洋经济运行现状
3.1.3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
3.22015-2019年全球海洋渔业发展现状
3.32015-2019年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现状
3.3.1渔业总体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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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海洋渔业产品产量分析
3.5中国海洋渔业存在问题分析
3.6推进海洋渔业发展的策略分析
3.6.1提升海洋渔业发展建议
3.6.2推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探析
第四章2015-2019年海水养殖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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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国海水养殖业发展综述
4.1.1自然环境分析
4.1.2发展现状分析
4.1.3存在问题分析
4.22015-2019年海水养殖业上游行业分析
4.2.1苗种供给情况
4.2.2水产饲料发展状况
4.32015-2019年中国海水养殖面积分析
4.42015-2019年中国海水养殖产量分析
4.52015-2019年贝类养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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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015-2019年海参养殖分析
4.6.1海参产业的基本特征
4.6.2海参产业的基本格局
4.6.3海参市场的供需分析
4.6.4海参养殖工艺技术分析
4.72015-2019年海水养殖业其他品种分析
4.7.1藻类
4.7.2鱼类
第五章2015-2019年海洋捕捞及远洋渔业发展分析
5.12015-2019年海洋捕捞业发展现状
5.1.1海洋捕捞业的发展变迁
5.1.2海洋捕捞技术发展分析
5.22015-2019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分析
5.32015-2019年中国远洋渔业总体发展状况
5.3.1远洋渔业的发展基础
5.3.2远洋渔业的发展现状
5.3.3远洋渔业的产量产值
5.3.4远洋渔业的产业环境
5.4中国远洋渔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5.4.1存在问题分析
5.4.2发展建议分析
第六章2015-2019年水产加工分析
6.12015-2019年水产品加工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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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水产品加工业发展基础
6.1.2水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
6.1.3水产品加工业发展展望
6.22015-2019年中国水产品加工业运营分析
6.2.1水产品加工行业经济规模
6.2.2水产品加工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6.2.3水产品加工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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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真空冷冻干燥技术
第七章2015-2019年海水产品市场销售分析
7.12015-2019年全球海水产品市场消费分析
7.1.1全球消费市场发展现状
7.1.2全球市场消费特征分析
7.22015-2019年中国海水产品市场消费分析
7.2.1消费市场概述
7.2.2消费特征分析
7.2.3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7.32019年海水产品市场行情分析
7.42015-2019年中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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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2019年全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分析
7.4.22019年全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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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辽宁省海洋渔业政策环境分析
8.1.4辽宁省海洋渔业相关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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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业务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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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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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海洋渔业融资现状
11.3.2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支持研究
11.4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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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中国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12.1.1发展形势
12.1.2发展目标
12.1.3重点任务
12.1.4区域布局
12.1.5重点工程
12.1.6保障措施
12.2中国海洋渔业发展前景分析
12.2.1中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趋向
12.2.2中国远洋渔业未来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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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
13.4.4《出口水产品加工企业注册卫生规范》
13.4.5《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13.4.6关于对进口部分水产品启用《合法捕捞产品通关证明》
附录：
附录一：渔业统计指标解释
附录二：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
附录三：渔业安全生产“十二五”工作规划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12019年我国管辖海域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各类海域面积（平方公里）
图表22019年我国管辖海域水质等级分布示意图
图表32015-2019年夏季我国管辖海域未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各类海域面积
图表42019年我国管辖海域海水中活性磷酸盐分布示意图
图表52019年我国管辖海域富营养化海域面积（平方公里）
图表62019年我国管辖海域海水富营养化状况示意图
图表7河流入海监测断面水质类别统计
图表82019部分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
图表92015-2019年不同类型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
图表102015-2019年海水增养殖区域综合环境质量等级比例
图表112019年海水增养殖区综合环境质量等级
更多图表见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911/804658.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911/804658.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