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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海参，属海参纲，是生活在海边至8000米的海洋棘皮动物，距今已有六亿多年的历史，海

参以海底藻类和浮游生物为食。海参全身长满肉刺，广布于世界各海洋中。我国南海沿岸种

类较多，约有二十余种海参可供食用，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齐名，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

。海参不仅是珍贵的食品，也是名贵的药材。据《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味甘咸，

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海参具有提高记忆力

、延缓性腺衰老，防止动脉硬化以及抗肿瘤等作用。随着海参价值知识的普及，海参逐渐进

入百姓餐桌。生活环境决定海参品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海水养殖连续近30年保持高

速发展态势，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海水养殖生产国，是世界主要渔业生产国中海水养殖产

量超过海洋捕捞的唯一国家。海水养殖业在我国大农业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在一

些沿海地区，海水养殖已经发展为当地农村的支柱产业，成为经济发展和渔民生活水平提高

的重要动力。随着中国渔业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渔业生产国。目前我

国海参行业产值已超过500亿元。  

      由于多数南方人对海参并不了解，先行的酒店消费将产生示范和教育作用，并最终带动家

庭消费的快速增长。由于海参价格消费价格相对较高，以中等收入及以上人群将成为海参消

费的主要群体。根据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2009年我国中等收入人口为2.3亿人。

若2020年达到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届时我国中等收入人口将达到约6亿，成长空间超过15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更加重视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海参家庭消费的潜力将得到进一

步挖掘。此外，海参加工业的发展使得家庭处理海参更加便捷，也将促使家庭海参消费进一

步普及。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海参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

四章。首先介绍了海参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海参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

中国海参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海参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

想对中国海参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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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