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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的博弈、气候变
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新技术、新业态的
涌现，塑造了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的复杂多变
格局，也导致我国农产品出海出现新的变化。

如何进一步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
业内人士认为，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是有
效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的
途径。譬如，荷兰通过科技引领和制度创新
占据高端市场，在种业上加强产学研合作，利
用拍卖制度稳定市场价格；新西兰聚焦单品
整合资源，通过政府统一管理和市场化运作
增强品牌影响力等。

推动科技创新，培育示范企业，支持龙头
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积极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作为农业出口大市，青岛近年
来打出一套“组合拳”，为农产品加速出海持
续探索创新，让全球餐桌增添了许多青岛味
道，也为中国农业全链出海“加速破圈”探索

了经验。
全产业链出海，包括产品、技术、服务，涉

及企业类型、主体数量更多，是青岛设施农业
进一步发力的方向，需要多方资源融合形成
合力。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政策
端，青岛在全国率先实施农业“标准化+”战
略，创建标准化示范基地，提升农企市场竞争
力。在农产品产地源头，政府设立专业且精
密的检测站点，配备先进检测设备与专业技
术人员，对各类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开始
严格质量把控。例如，针对蔬菜种植基地，检
测人员会定期对土壤肥力、水质状况及农药
残留等多项指标全面检测，确保农产品生长
环境符合绿色、安全标准。

在农产品流通环节，青岛借助现代信息
技术，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追溯体系。每一批
次农产品都被赋予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其

种植、采摘、加工、运输等全过程信息都被详
细记录在案。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可迅速通
过追溯体系精准定位问题源头，及时采取措
施处理，有效防止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保障出
口农产品质量安全。截至目前，青岛 1000余
家企业通过 BRC（英国零售商协会）等出口
质量体系认证，青岛获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此外，青岛还出台一系列针对农产品加
工企业的补贴政策，对于积极实施技术改造
升级、开展质量认证、拓展国际市场的企业给
予资金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支持，激发企业提
升产品质量与拓展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通过政企联手，共同发力，成功突破国际
标准壁垒，使得青岛设施农产品赢得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与更高的声誉，为青岛农业国
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青岛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乡村

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中华教授认为，青
岛农产品出口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全球经
济复苏和国际市场需求增长，尤其是在共建

“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青岛农产
品的国际份额有望得到进一步拓展。出口企
业要加大在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布
局，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合作，为自
身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随着国际市场挑战愈来愈多，各国的绿色
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不断更新。为应对这些
挑战，青岛农产品出口企业要进一步加大科技
研发投入，提升青岛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品牌
知名度和美誉度，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品牌输
出转变，以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空
间。此外，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企业要积极探
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供应链管
理，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实现农产
品出口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加速破圈，适应农业全链出海

青岛打出一套“组合拳”
助推设施农业全链出海

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青岛
农产品出口433.3亿元，增长8.7%。农
产品出口足迹遍及全球173个国家和地
区，编织出一张庞大而紧密的国际市场
网络。

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

青岛在全国率先实施农业“标准
化+”战略，创建标准化示范基地，提升
农企市场竞争力。在农产品产地源头，
政府设立专业且精密的检测站点，从种
植、养殖环节开始严格质量把控。在农
产品流通环节，青岛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追溯体系。

出台一系列补贴政策

对于积极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开展
质量认证、拓展国际市场的企业给予资
金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支持，激发企业提
升产品质量与拓展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

突破国际标准壁垒

通过政企联手，共同发力，成功突破
国际标准壁垒，使得青岛设施农产品赢
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高的声誉，
为青岛农业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平度尚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产品质量，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每
年 转 化 鲜 果 蔬 上 百 万 吨 ，产 品
70%以上用于出口；青岛七彩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工厂化模
式，实现墨瑞鳕全人工繁育，设
施渔业科技成果从“书架”转化
到“货架”，产品返销澳大利亚；
作为一家专注于食用菌全产业链
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山东艾泽
福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远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外汇收入达
3500万美元……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深入推进，青岛特色农产品也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出口通道
逐步畅通，优势设施农产品纷纷走
上“世界货架”，进入国际市场。

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
青岛农产品出口433.3亿元，增长
8.7%。农产品出口足迹遍及全球
173个国家和地区，编织出一张庞
大而紧密的国际市场网络。

从“农产品出口”到“农业出
海”，青岛设施农业正经历的转型，
不仅是概念上的简单升级，更是在
内涵与外延上的不断拓宽。面对
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复杂多变，
青岛设施农业正以积极灵活的策
略穿越周期，寻找农业出海的新路
径、新模式。 青岛农产品出口，尤其是设施农产品的

出口，在全国独树一帜，这离不开稳定且充足
的产出。在青岛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分
布着多达 1088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以及 355 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还有数
以万计各类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如此
高密度的经营主体聚集，为青岛从竞争激烈
的全国农产品出口中脱颖而出提供了强大
保障。

在青岛康丽源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种植
大棚里，负责人匡永帅正跟农户一起探讨蘑菇
种植技术。受父母影响，匡永帅从小对蘑菇种
植耳濡目染，积累了丰富经验。2015年接手合
作社经营管理后，他意识到单纯靠大棚种植食
用菌发展空间有限，依靠优质菌棒打开更大的
市场才是合作社长远发展的突破口。

“2017年进入韩国市场以后，我们发现韩
国香菇市场大、种植户零散，为方便菌棒推
广，就在韩国建立了第一个种植样板基地，通
过一段时间运行，在展现产品的同时也打开
了销售市场。我们出口菌棒的同时，还先后

建立了三个种植基地，开始了‘出口＋当地
种植’的复合型销售模式。”依靠这种销售模
式，匡永帅在澳大利亚悉尼也建设了一处合
资农场。如今，随着合作社不断发展，吸引
了越来越多农户加入，从原来的 50户发展到
200 多户。合作社菌棒品种也从最初的 2 个
发展到 13 个，已出口到西班牙、波兰以及北
美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胶州蘑菇成功走向
了世界。

除了设施种植业，设施畜牧业近年来也
在青岛快速崛起，养殖品类、规模、技术都有
长足发展，不仅丰富了设施农业出口品类，也
扩大了青岛设施农业影响力。

上午 10点，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养殖场的鸡舍内光线柔和，一只只白羽肉鸡
或卧或站，悠闲自在。自动不间断喂料线，精
准的温湿度控制……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
的养殖环境，确保了这群白羽鸡的“小康生
活”。“在九联肉鸡养殖场，一个工人可以管理
1座标准化鸡舍、2万只肉鸡，肉鸡生产环境完
全实现自动化控制。”公司党委书记王恒虎

介绍。
作为国内起步最早的肉鸡养殖加工企业

之一，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早早凭借
区位优势开始了海外市场探索。

莱西市商务局局长张旭介绍，20世纪 90
年代是全国肉鸡行业高速发展时期，莱西市
鼓励龙头企业发展，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抓住机遇，探索了“公司+合作联社+农
场”的养殖方式，提高了规模化和产业化水
平；同时依托青岛港口优势，发展出口贸易，
先后打开了欧盟、日本等市场的大门。“在鸡
肉产品领域，我们占据全国出口总量 1/4 份
额，已经连续 16年居全国第一。”公司营销总
监张伦茂说。

除了在肉鸡、猪肉等传统优势出口领域
地位稳固，青岛在特色养殖产品领域出口实
力也不容小觑。

位于西海岸新区的青岛康大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养殖、食品加工、生物
科技等于一体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公司深耕农业产业发展 30余年，兔肉出

口占全国总量 70%以上，成为中国兔行业领
航者，产品远销日本、欧盟和美国等3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海洋渔业是青岛的传统优势产业。青岛
积极践行大食物观，围绕海洋设施渔业不断向
广度和深度进军，推进现代设施渔业高质量发
展。得益于设施渔业的发展，“舌尖上的青岛
海洋味蕾”正变得越来越丰富，不断抢占国内
外市场。

在陆域，青岛陆基渔业设施加速转型升
级，以工厂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传统渔业养殖
升级改造，推动集约化、设施化发展，工厂化
养殖水体达200万立方米。

在海上，青岛作为我国最早提出海洋牧
场理念的城市，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驶入快
车道。目前青岛在建海洋牧场达 27处，其中
21处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总数位
居全国第二，约占全国 1/8。同时，青岛不断
扩大深远海养殖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全国唯
一的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推动全市
深远海养殖水体突破170万立方米。

全面发力，打开广阔国际市场

青岛之所以能从激烈的出口竞争中脱颖
而出，离不开设施农业过硬的产品、技术。瞄
准细分赛道，深耕产品质量，不断创新蝶变，正
是青岛实现出口农产品量质齐升的关键所在。

走进平度市蓼兰镇的山东七河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化香菇产业园，一座座标
准化智能温控菌菇培养大棚尽收眼底，高大
的出菇架上摆满了香菇菌棒。“园区每天香菇
菌棒产量达7万多棒，主要发往海外市场。”产
业园负责人王东波介绍，如今，七河生物培养
的香菇菌棒已经出口到 70多个国家，占据了
全国香菇菌棒出口市场60%以上份额。

这些香菇全部使用公司自主研发的菌
种。“之前国内菌种长期依赖进口。2013年，我
们成立了七河生物技术研究院，与上海农科
院、省农科院、山农大等农业科研机构和高校

合作，致力于菌种研发，已拥有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菌种。”王东波介绍，目前七河生物
拥有一支超百人的研究团队，每年都进行新菌
种实验，致力于培育出“菇伞大、菇肉厚、菇腿
短”的高品质香菇，以丰富国内外消费者餐桌。

在设施渔业领域，“青岛力量”举足轻
重。青岛累计培育水产新品种占全国总数1/4
以上，不少曾经无法养殖的品种，青岛都已成
功攻关。例如，青岛七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破解墨瑞鳕繁育、养殖难题，这种以前只能依
赖进口的澳大利亚“国宝鱼”，如今已实现“中
国产”。

在养殖设施方面，青岛成功研发我国首
个深远海大型渔业养殖装备“深蓝1号”网箱，
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1号”以及我国应用海域最远、适用水深

最深、养殖水体最大、功能性能最先进的大型
深远海养殖网箱装备“深蓝 2-2 号”网箱，以
养殖设施创新带动深远海养殖高质量发展，
加快引领第六次海水养殖浪潮兴起。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青睐，企
业需要不断自我加压，将越来越多的国际“通
行证”握在手上。

作为专业从事 FD（真空冷冻干燥）冻干
果蔬精深加工出口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冻
干食品赛道“隐形冠军”，平度尚好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冻干果蔬、航空航天食品、体育运动
功能性食品等百余个品种，每年转化鲜果蔬
上百万吨，产品 70%以上用于出口。公司总
经理郁东兴介绍，企业正与高校合作，从种苗
的组培上发力，自源头提升产品品质，将产品
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让更多设施农产品走出去，产生更大价
值，青岛还有一个“比较优势”，那便是上合
示范区、青岛自贸片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
赋能。

位于莱西的青岛鲁林脱水蔬菜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天然食品配料业务，生产的调料广
泛供应肯德基、雀巢等国际品牌，每年对美国
出口额达 5000万美元。不仅出口产品，企业
还将投资目光瞄准了海外。去年6月，企业与
哈萨克斯坦签署投资协议，在当地打造集种
植、初加工、深加工、出口贸易、全球销售、全
球服务、全球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白洋葱
种植生产基地。

在青岛，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力上合示范
区、青岛自贸片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扬帆出
海，耕耘广袤的国际市场。

多方赋能，提升硬核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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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七河生物菌菇种植
车间内的标准化智能温控菌菇
培养大棚。

图②：青岛康大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养兔基地。

图③：青岛九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养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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