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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深加工 废物变成宝
出口形势不乐观，水产企业“苦练内功”探索新方向

“ 当‘ 台
风’将要来临
的时候，我们
需要的就是做
好各项准备，
而不是继续观
望。”外贸形势
不景气，烟台
安德水产有限
公司董事长丛
滋 岗 自 有 办
法，安德水产
已经开始多条
腿走路，预计5
年内将有七成
产品走进国内
市场。“积极转
型的企业才能
最 终 生 存 下
去。”

外商下单谨慎

短单增了三成

隔本报记者 孙芳芳 田连锋
qlwbsff@vip. 163 .com

烟台安德水产有限公司目
前近九成业务在国外市场，水
产品主要销往日本、俄罗斯等
国。

“以前订单一个接一个，经
常都是客户追着我们跑，但是
从2008年以后几乎都是我们世
界各地追着客户跑。”20日，说
起现在的外贸形势，烟台安德
水产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章光远
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严峻。

据了解，2011年烟台市水
产加工企业发展到423家，出口
产品28 . 9万吨，出口额15亿美
元，占全市大农业出口额的近
一半。在外贸形势不景气的情
况下，水产品行业很难独善其
身。

“11月初刚去参加了大连
的渔博会，无论外国客商的数
量还是订单量都不如往年。”章
光远介绍，渔博会是水产品外
贸出口的一个缩影。

“现在外商比价情况特别
严重，下单也更谨慎。”章光远
介绍，外商在下单前都会要求
水产企业报价。随着外贸形势
的趋于紧张，外商在各个企业
间的比价情况更为严重。

“而且之前行业内许多订
单都是按年计算的，而现在呢，
一个月左右的短单越来越多。”
章光远介绍，行业内短单量由
原来的一成猛增到现在的四
成。

做好深加工

价值翻几番

出口形势不乐观，不少企
业开始琢磨如何“自救”。章光
远介绍，目前国内水产品深加
工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深
加工不足”。

“就拿一条鱼来说吧，目前
一条鱼的利用率只有 6 0%左
右，也就是说只有鱼身部分被
利用起来了，其他的鱼骨、鱼皮
等部分基本上都被作为废物处
理了。”章光远介绍，一条鱼经
过简单加工后，可以做成烤鱼
片、鱼丝等产品。制作工艺简
单，附加值也很低。

经过深加工的产品就不一
样了，它的附加值会跟着噌噌
往上涨。“同样一条鱿鱼，如果
简单制作成鱿鱼丝，价格可能
每袋只有8块钱，但是进一步深
加工制作成罐头后，价值就翻
了两三番。”

章光远介绍，水产品深
加工是他们正在探索的一个
新方向，但是现在面临着技
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像
鱼骨、鱼皮都有极大的可利
用价值，加工出来的产品都
有很高的附加值，但是上这
样一条生产线可能动辄就要
上千万元。”章光远介绍，水
产品深加工领域的商机被众
多水产企业看在眼里，但是
动辄上千万元的设备以及高
端的技术成了阻碍他们进入
这个领域的“门槛”。

“多条腿”走路

看重国内市场

在 外 贸 需 求 减 少 情 况
下，东南亚等市场的竞争也
给国内企业带来不小压力。

“东南亚市场的优势主要体
现在劳动力成本上，他们的
用工成本要比我们低得多。”
章光远说，在外贸形势不好
的情况下，外商比价现象就
会十分普遍，这样在劳动力
上占有优势的东南亚市场就
会在价格上占得先机。

要想和同类东南亚企业
竞争，就要千方百计地压缩
劳动力成本。上马自动包装
生产线，成了章光远下一步
的打算。“上线后人力成本能
从原来的三成降到一成。”

除了压缩成本，企业还
要千方百计拓展市场。“以前
我 们 的 出 口 市 场 主 要 在 日
本、俄罗斯，国外业务能占到
九成多，几乎所有的鸡蛋都
放在一个篮子里了。”烟台安
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丛滋
岗认为，在如今的外贸形势
下，单纯依靠国外市场风险
很大。

考虑到这些因素，安德
水产开始“多条腿”走路。“除
了日本、俄罗斯，公司将继续
开拓东南亚、欧美市场，此外
还将逐步向国内市场倾斜。
大概在5年左右，将国内市场
的份额由原来的一成提高到
七成。”章光远说。

安德水产的工人正在赶一批出口订单。
记者 孙芳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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