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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价海鲜打起“亲民”牌

“昨天买了6只大生蚝，不到40元，家里
小朋友很爱吃，直呼没吃够。这不，今天我
再来买点。”记者在北京一家盒马鲜生门店看
到，标价 9.9 元一只的“盒马北纬 39 度蚝王”
很受消费者欢迎。家住附近的陈女士一边挑
选生蚝，一边对记者说：“今年鲜活海产品价
格明显有走低趋势，尤其体现在生蚝、鲍
鱼、海参、三文鱼这些贵价高端海鲜。”

盒马店员告诉记者，除生蚝外，罗氏
虾、南美白对虾、厚切三文鱼、贻贝等海鲜
也是消费者常回购的产品。“今年罗氏虾很
火，许多客人买回去火锅涮煮或者做糟卤，
味道很好。”该店员说，“厚切式的三文鱼也很
受消费者喜爱，以往大多是整只或薄片三文
鱼卖得好，今年厚切挪威三文鱼往往每天都
能售空。”

一只 2-3 两的山东烟台梭子蟹不到 30
元、南美白对虾一斤 29.5元、挪威三文鱼切片
100 克 29.9 元、鲜活鲍鱼一斤约 50 元……门
店里，贵价海鲜打起“亲民”牌，不少消费者
表示这个夏天可以实现“海鲜自由”了。

在海滨城市，海鲜价格走低趋势更明
显。记者在山东省青岛市一家海鲜自助餐厅
看到，水产缸内鲜活鲍鱼、龙虾、生蚝、蛏
子等海产品不仅可供客人挑选，店员还在旁
边支起了手机支架和补光灯，通过直播的形
式在线“沉浸式”卖海鲜。“我们店里这些海鲜
不限量畅吃，人均不到 200 元。直播卖出的
海鲜与市场同价，大多是同城范围内，线上
下单 2 小时内送达。”该店员说，“通过这样的
方式，不仅可以带火餐厅，吸引客流，还能
增加收入。”

盒马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日，盒马
首届“挪威可生食三文鱼节”在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合肥 7 个城市同
时开幕。“作为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的鱼类代
表，越来越多的进口三文鱼‘跳’上国人餐
桌，其价格也逐年下降、愈发亲民。”该负责
人说，通过三文鱼价格，可以观察到整个进
口海鲜市场的变化。

目前，国内市场进口的三文鱼主要来自
挪威和智利。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 年，
中国共进口了超9.3万吨大西洋鲑，同比增长
46%。其中 2023 年中国进口冰鲜大西洋鲑增
长强劲，实现了超 8 万吨的进口量，同比增
幅高达 63%，同年中国超越日本和韩国，成
为挪威冰鲜三文鱼在亚洲最大的市场。

“盒马三文鱼价格在今年7月创下新低。”
该负责人说，“店内 290 克装挪威三文鱼切片
价格同比下降了30%；200克装挪威三文鱼腩
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了20元左右。”

国产海鲜产量增加、进口
海鲜采购效率更高

“海鲜价格走低，包含供求关系变化等多
方面因素。”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超对记者说，“最主
要的原因是产量增加，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海
产品养殖技术快速发展，为价格下降提供了
空间。”

从国内市场看，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对记者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蓝色粮仓”建
设持续推进，优质海产品供给稳定增长。上

半年，全球首个漂浮式风渔融合项目“国能共
享号”平台投产，深远海养殖装备“经海七号”
和三文鱼陆基循环水养殖成功出鱼，中国海
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超5%。

不久前，首批70吨全陆基养殖三文鱼经
过约两年的养殖，成功“游”入国内生鲜市
场。这批产自浙江宁波的三文鱼来得并不容

易。3 年前，宁波象山引进北欧（中国）鲑鱼
RAS 陆基养殖项目，占地面积约 300 亩，计
划用 3 年左右时间，对分批次从冰岛进口的
三文鱼卵进行全陆基孵化养殖，最终投入国
内市场。

“我们采取人机协作的方式管理鱼池，使
用高端专业设备，全方位把控水质变化、鱼
的生长情况，并采用世界一流的循环水养殖
系统，模拟大西洋鲑鱼的自然生长环境，调
节水流，刺激鱼群运动，确保其健康成长。”
诺帝克水产（宁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基地
内产出的首批大西洋鲑鱼平均每条重 5 公斤
左右，已经上市销售。待基地进入平稳生产
后，每周供应量可达70吨，今年产量预计超
3000吨。

从国际市场看，打通整条海鲜采购链
路，也是“打下”进口海鲜价格的重要原因之
一。“今年 3 月开始，我们就打通了挪威三文
鱼的整个供应链，一方面把成本降低 30%左
右，另一方面采购效率更高，原来三文鱼从
挪威到中国大约需要 91-92 个小时，如今只
需要72个小时。”盒马全国水产采购负责人刘
胜兵对记者说，“今年初开始，盒马开启源头
合作和大单采购的模式，预计全年对挪威三
文鱼的采购规模将达到70万条。这为稳定供
给、全链路最优成本、最快流转效率给予了
充分保障。”

加速形成三产融合发展体系

“做好‘海的文章’，是近年来国内发力的
重点。”董超表示，海产品养殖在中国已并非
简单的养鱼、卖鱼，而是加速形成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注重全产业链开发，做大做强深海
网箱养殖、海水种业等相关产业，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金融支
撑，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提升海洋牧场信
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促进海洋牧场可持
续发展。”董超说，“在此推动下，海洋经济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养殖发电“两不误”，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
探索了一条新路。近日，阳西县的明阳阳江
青洲四海上风电场内，全球首台导管架风机
与网箱融合一体化智能装备“明渔一号”再次
成功投苗，正式开启第二季养殖示范。

“这是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的一
次成功实践。”“明渔一号”项目技术总工程师
任重进对记者介绍，该装备采用风渔深度融
合设计，配置智能化渔业养殖系统，实现智
能投喂、智能监控监测等功能，有效解决了
深远海渔业养殖用电难、看护难、风浪大、
成本高等难题，可大幅降低项目运营成本，
明显提升项目整体效益。

任重进介绍，本次投苗相比第一季体量
更大，是去年的近 10 倍，试验的鱼种也更
多，达到了 5 种。“有金鲳鱼、金头鲷、黑
鲷、红鳍笛鲷，还有一些黄姑鱼，我们预期
今年会取得大概8万-10万斤的收获量，预计
会在10月中旬左右收获。”任重进说。

作深“渔旅融合”，养殖企业也在积极谋
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
勒克县三文鱼养殖基地内，新疆天蕴有机农
业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制定了“渔
旅融合”的发展规划。“一方面，依托温泉养
殖基地，助力建设滨水生态休闲区，带动喀
拉苏乡打造三文鱼渔家村，形成康养、露
营、餐饮、垂钓等旅游业态。”该负责人说，

“另一方面，规划在吉林台养殖基地逐步建成
国际会议中心、温泉度假酒店、四季光伏采
摘园、直升机停机坪等设施，打造渔旅融合
样板区。”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并非一日之功。董超
建议，应加快完善规划建设，以种业为特
色，以养殖业为主导，以配套产业为基础，
加快完善形成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总体布局。

“同时，还应加快推进海水鱼苗种业基地建
设，加快建设现代渔港，完善产地仓储保鲜
设施、冷链集配中心等配套基础设施，加强
科教产业资源引进与整合，助推海洋牧场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董超说。

更多绿色电力有了“身份证”！
国家能源局 7 月 31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国家能源局核发绿
证 4.86 亿个，同比增长 13 倍。其中，
风力发电 1.97 亿个，常规水电 1.02
亿个，太阳能发电 1.33 亿个，生物
质发电 5435 万个，其他可再生能源
发电 1.65 万个。这意味着越来越多
绿色电力有了自己的“专属身份证”。

所谓绿证，指的是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证书，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的“电子身份证”。它是对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所发绿色电力颁发的具有
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也是消费
绿色电力的唯一凭证。通常来说，1个
绿证对应 1000 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
量。经营主体购买一个绿证，就意味
着其消耗了1000千瓦时的绿色电力。

购买绿证需要支出一定成本，
市场各方为啥愿意为之埋单？记者

了解到，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企业
面临严格的碳排放限额，需要履行减
排责任，实现绿色转型。对于部分进
出口企业，消费绿电、形成绿色标识
更是成为其树立绿色企业品牌形象
的重要手段。因此，购买绿证作为绿
电消费记录颇受经营主体青睐。

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
中心副主任陈静介绍，自 2017 年实
施绿证制度以来，已累计核发绿证约
7.07 亿个，其中风力发电 3.15 亿个，
常规水电 1.02亿个，太阳能发电 2.29
亿个，生物质发电 6068 万个，其他可
再生能源发电 2万个。今年上半年，
绿证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全国参与
绿证市场交易的买方企业和个人主
体 3.9 万个，同比增长 4 倍，交易绿
证 1.6 亿个（其中随绿电交易绿证
7737 万个），同比增长 6 倍。其中，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最“火”，分别

核发绿证9539万个、6413万个。
“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完善绿

证制度相关政策的出台，绿证与能
耗双控政策衔接更加紧密，绿证应
用场景不断扩展，绿证交易市场活
跃度显著提升。”陈静介绍，上半
年，购买绿证数量最多的企业买入
绿证810万个，排名靠前的买方企业
集中在电力、热力、燃气、制造业
等行业，排名前 20 的企业共购买绿
证 4772 万个，占总交易绿证数量的
30%；售出绿证数量最多的企业卖出
绿证227万个，排名靠前的卖方企业
主要分布在吉林、内蒙古、四川、
黑龙江、山西、宁夏、甘肃等地；
排名前20的企业共售出绿证1984万
个，占总交易绿证数量的12%。

记者注意到，前不久，国家绿
证核发交易系统正式上线运行，通
过一个账户、两类数据、三个环

节，实现以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
构数据为基础核发绿证，为提高核
发质效、推动绿证核发全覆盖提供
支撑。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所谓“一个账户”，就是参与交易
的主体在系统中建立实名绿证账
户，包含建档立卡数据、持有绿证
信息、交易划转绿证信息等，成为
绿证核发交易的“权威底账”。“两类
数据”，即系统数据由基础数据和填
报数据两类组成，基础数据由国家
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及北京、
广州、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的相关
系统平台实时传输，填报数据由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或项目业主按需
自主填报。“三个环节”，即绿证核发
事前初核、事中自动比对、事后异
议处理等三个环节实现全流程闭环
管理，确保核发工作准确可靠。

“今年 6 月，在国家绿证核发交
易系统上线运行之际，南方区域达
成全国最大规模的单批绿证交易。
广东能源集团、深圳能源集团等654
家经营主体达成 2482 万个绿证交
易，折合电量约248亿千瓦时。”陈静
说，“我们将继续引导大型国有企
业、跨国企业、外向型企业通过购
买和使用绿证实现绿色电力消费，
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双碳’
目标实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上半年中国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超5%，进口海鲜采购链路畅通——

更多平价海鲜“跳”上百姓餐桌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挪威三文鱼降价 30%、南美
白对虾价位大幅下降……这个夏
天，消费者们发现海鲜价格更

“亲民”了。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
数据显示，随着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养殖发展迅速，中国海
产品供给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年
上半年，中国海水养殖产量同比
增长超5%。海鲜价格是怎么“打
下来”的？海产品养殖有什么门
道？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上半年，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4.86亿个——

绿证交易越来越活跃
本报记者 廖睿灵

▶8月1日12时，在黄海和东海
部分海域，桁杆拖虾、笼壶类、刺
网和灯光围（敷）网作业率先结束为
期 3 个月的伏季休渔。图为 8 月 1
日，渔船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国家
中心渔港出海作业。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7月30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甬舟铁路地下58米深处，
“甬舟号”盾构机顺利完成200环的掘进施工。甬舟铁路西起宁波
东站，东至定海区白泉镇，全长约77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其
中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采用两台盾构机分别从宁波和
舟山相向掘进，是目前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图为工人在
查看盾构机掘进作业情况。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辽宁省大连市蛋坨子岛周边海域是刺参
原种场保护区。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和大连棒棰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下，该保
护区已成为海产品“种子银行”，刺参数量超 100
万头。图为工人在辽宁大连棒棰岛海产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整理海参产品。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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