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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通过对我国海区渔业现状的分析
,

指 出振兴我 国海 区渔业的一条有效途径在于

发展围 网作业
。

根据世界渔 业资源现状和我

国 目前具备的海洋渔 业基础
,

认为发展我国

远洋渔 业
,

围网作业是一项 易起 步
、

易 见

效
、

前景 良好而 又切实可行的措施
。

围网捕捞是 目前世界渔业的主要渔法之

一
,

年产量 占世界海洋渔业总渔获量的三分

之一以上
。

用长带形网具在水中包围鱼群
,

收拢下方
,

并用起网机把网逐步收纹上船
,

以达到捕捞 目的的围网作业方式
,

一网可获

数
一

百吨甚至上千吨渔获物
,

是捕捞集群性较

强的中上层鱼类效率最高的作业方式
,

被渔

业发达国家视作为提高海洋渔业产量的重要

渔法
。

我们在发展外海渔业和远洋渔业过程

中
,

应充分注意到围网作业的重要性
。

一
、

我国海区渔业资源现状与围网作业

之作用

长期以来
,

我国海区渔业作业 结 构 单

一
,

片 面追求渔获产量
,

过度捕捞
,

使底层

鱼类资源严重衰退
,

渔获质量不断下降
,

渔

获产量徘徊不前
。

然而
,

虽然 由于捕扮过度

造成衰竭的底层鱼类资源因种种原因一时难

以恢复
,

但尚有较为丰富的中上层鱼类资探

存在
。

据调查
,

我国近海有可捕量为 60 一70 万

吨的鳗鱼资源
,

鱿
、

鳗
、

白姑鱼及始
、

鳗等鱼类

也有一定潜力
, ’我国外海有2 00 一 3 00 万吨以

始
、

够
、

鲜等中上层鱼类为主的鱼类资源
,

外洋性远东拟沙丁鱼资源也正处于高峰期
,

近 JL年
,

口 本 周围水域的中上层鱼类资源

也出现了明显上升
。

因此
,

从客观上讲
,

我

国海区及外海海域的中上层鱼类资源是较为

丰富的
,

只要我们注重开发利用
,

就能保持

渔获产量的稳定和增长
,

同时也能对保护和

逐步恢复海区底层鱼类资源起积极的作用
。

我 国的围网渔业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

70

年代以后发展尤为迅速
,

现在群众性的小型

机帆船围网仅浙江省就有肠 O多组
,

围 网 生

产成为全年第二大渔汛
,

虽然由于船
、

机
、

网等原因
,

渔场范围小
,

作业时间短
,

渔获

产量也不高
,

但经过相应的改革提
.
高后

,

就

能扩大渔场
,

延长渔期
,

较大幅度提高贻够

鱼产量
,

还可以有效地围捕近海鳗鱼
。

提鱼

是加工鱼粉和冷冻小包装的好原料
,

如充分

开发利用
,

可望加工成5一 10 万吨优质鱼粉
,

促进养殖业的发展
。

我国的大型机轮 围网 自70 年代初发展 以

来
,

先后开发了连东
、

大沙
、

沙外
、

闽东等

渔场
,

捕捞技术和渔获产量逐步提高
。

近几

年
,

各海洋渔业公司引进
、

建造了数艘机械

化水平较高的围网渔轮和海水冷却运输船
,

更新助渔侦鱼设备
,

采用新材料
,

制作新网

具
,

使围网的捕捞水平又进一步提高
,

具 备

了深海
、

外海各渔场 作业的能力
,

并取得了

对外洋性远东拟沙丁鱼有效捕扮的成功
。

但

总体来说
,

大型机轮围网的捕捞机械和运输

配套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

基于此
,

国

家应采取优惠政策
,

鼓励 国营海洋渔业公司

大力发展围网作业
,

改进并完善海水冷却运

输船等配套设施
,

大规模开发海区中上层鱼

类资源
,

发展外海渔业
,

提高渔获产 量 进



而加入世界海洋中上层鱼类资源 的开 发 行

列
,

J反为远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

发展我国远洋渔业与围网作业之利

远洋渔业建筑在适于远洋作业的渔船设

备和远洋渔业资源基础之上
。

由表 1 可见
,

世界海洋潜在渔获量最大的是南极磷虾
,

其

次是中上层鱼类
,

再次是底层鱼类
.

南极磷

虾营养丰富
,

价值很高
,

但由于海况恶劣
,

箭要特种渔轮和技术方能捕捞
,

目前只有苏

联
、

日本少数国家能进行商业性生产
。

底层

鱼类是各国传统捕捞对象
,

由于长期过度开

发
,

在许多海区 已呈衰退
,

目前只有鳍鱼资

源尚有相当潜力
,

但需现代化大型拖网加工

船才能进行有效的远洋捕捞
.

而 中 上 层 鱼

类
,

大多数种类食物链很低
、

生命周期短
、

种

类交替快
、

补充群体大
、

绝对可捕量大
,

能

承受较大的捕捞压力
。

泅游在印度洋
、

太平

洋
、

大西洋之间的金枪鱼类
,

经济价值很高
、

世界主妥渔业国家竞相开发
。

表 1 世界渔业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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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
,

到本世界末
,

全世界需 1 1 3 4 0

万吨鱼类供应
,

而 目前只有70 00 多万 吨的渔

获量
。

因此
,

必须通过养殖业 的发展和对蕴

提高鱼产量
,

才能满足人类 的需求
,

而养殖业

的发展决定于以鱼粉为主的动泛妙性饲料的提

供
,

中上层负类 中的小型多骨鱼类可以用来



围网
、

变水层拖网
、

曳绳钓等
,

其中围网捕

捞效率最高
。

日本是世界上最注重于发展围

网开发中上层鱼类资源的国家
,

围网渔业产

量由70 年代初的1 7 8
.

2万吨发展到 80 年 代 初

的3 00 多万吨
,

占海洋渔业总产量的三 分 之

一
,

其 中围网捕捞的金枪鱼近 10 万 吨
。

沿海

各国在合理利用底层鱼类资源的同时
,

也非

常重视中上层鱼类资源开发利用
,

有的国家

甚至要求我国帮助
。

鉴于我国目前还缺乏适

于远洋深海作业的大型拖网渔轮
,

而具备适

于海洋上层作业的围网渔轮及机械设备和捕

捞技术的实际情况
,

发展远洋渔业
,

派 出围

网渔轮开发世界海洋丰富的中上 层 鱼 类 资

源
,

是一项易起步
、

易见效
、

且发展前景良

好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

目前
,

正在开发和有待开发的中上层鱼

类资源丰富的渔场有大西洋东 北
、

西 北 渔

场
,

太平洋东北
、

东南渔场 以及阿拉伯海
.

据我国现有的围网基础
,

要开发金枪鱼类尚

有一定难度
,

而开发其它中上层鱼类是完全

可行的
,

只要我们选择合适的渔场和经营方

式
,

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
,

就能产生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三
、

我国远洋围网渔业发展前最初探

各种远洋渔业必须在经济效益明显
,

能

盈 利创汇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发展
,

为社会提

供更多的鱼产品
。

关于远洋围网渔业的发展

和经营效益
,

国外无详细资料报道
,

国内又

无经验可鉴
,

因而难以较为确切地评估
。

从

国际市场来看
,

中上层鱼类的价格比传统食

用鱼类低 (沙丁鱼何吨在25 0美元以 下 )
,

但我国对集群性中上层鱼类的围网捕捞技术

已十分完备
,

定能获得高产
,

价格虽低
,

只

要薄利多销
,

同样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下面
一

设想了一种我国远洋围网渔业的发展模

式
,

来进行探 讨
。

海 查 该

鱼
、

竹荚鱼
、

蛤鱼为主
,

并基本属于未开发

的处女渔场
;

另一方面
,

渔场靠近产鱼国
, ·

燃料供应方便
,

成本低
;
再者

,

该海域周围

都是第三世界国家
,

适于价格低廉的中上层

鱼类的销售
。

2
.

经 营方式 围网是一种协调性很强的

高产作业方式
,

必须要有岸基设施或冷藏加

工船配套
。

因此
,

首先要通过渔业外交
,

以

独资
、

合资
、

提供鱼货等方式在阿拉伯海沿

岸国家取得岸基立足点
;

二是建立 并 发 展

鱼产品销售系统
,

这一点对各种远洋渔业都

十分重要
,

到现在为止
,

我国由于缺乏这方

面经验而吃亏不小
,

应予足够重视
;

三是考

虑建立 以罐头
。

鱼粉
、

鱼油为产品的加工厂或

配备加工船
,

以提高经济效益
.

3
.

经 济效益 在阿拉伯海进行远洋围网

作业
,

由于处女渔场中上层鱼类资源丰富
,

一组围网 (一艘网船
、

二艘灯光船 ) 与一艘

海水冷却运输船
、

一艘日速冻量为 48 吨的冷

藏加工船组成 的船队
,

年生产 8 0 0 0吨 以上鱼

货是完全可能的
,

如 以每吨 150 一 2 00 美元的

价格销售
,

产值达 120 一 1 60 万美元
,

五艘船

年成本估计约 1 10 万美元
,

则可盈利 10 一50 万

美元
,

如考虑加工升值部分
,

盈 利 还 会 增

长
。

远洋围网渔业的经营发展和其他各种远

洋渔业一样
,

有一定的风险
,

风险的大小直

接影响着经营发展的成功
。

对于上述模式的

远洋围网渔业
,

可 以通过渔业外交谈判与加

强销售来尽量减小风险
,

取得最大的成功
。

因此
,

国家放宽政策
,

给予远洋渔业企业涉

外事务和在外贸易方面的 自主权是十分重要

的
。

考 参 文 献

川 !亚夏l
、

杨 承烈
, 1 0 8 3 ,

围网渔业在我国海

洋渔业调整中的地位及其发展途径的探讨
,



舟山群众渔业渔轮

生产的现状及其

发展前景

商 全 发

(浙江舟山市水产局 )

19 8 7年止
,

全市群众渔业共有旧渔轮刊对
,

分属5家渔业公司
,

其中秀山渔业公司 4对
,

岱

山渔业公司2对
,

六横渔业公司 3对
,

虾峙渔业

公司2对
,

啄泅渔业公司3对
。

实际投产 11 对
,

共产鱼 1 1 3 6 7
.

9 4吨比 19 8 6年增加 8 1
.

7 1肠
,

平均每对渔轮产鱼 10 3 3. 5吨
,

占全市群众渔

业捕捞产量的3 肠
,

产值达76 0万元
,

平均每对

渔轮产值 69 万元
,

其中岱山县渔业公司 2 对

渔轮平均产值达80
.

7万元
,

盈利 12
、

5万元
,

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

目前
,

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
,

逐步淘汰旧渔轮
,

全市群众渔业旧

渔轮还剩有9对
,

新增了 270 马力小渔轮4对
,

改造后小渔轮 2对
,

这些渔轮都已陆续 投 入

了外海生产
。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
,

群众渔业发

展外海渔业势在必行
,

而在向外海推进中
,

钢质渔轮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生产工具
.

群众

渔业经营渔轮生产历史不长
,

在舟山还只有

3 一 4年的时间
,

而且规模也不大
.

但它是关

系到群众渔业外海生产的发展和海洋渔业振

兴 的一件大事
,

已引起渔业界有关人士的极

大关注
。

舟山群众渔业渔轮生产的情况究竟

如何 ? 现就舟 山市群众渔业渔轮生产发展的

实践
,

对此作一简述
。

一
、

发展概况

舟山市群众渔业渔轮的生产
,

最早是从

1 9 8 3年开始的
,

当时定海县水产公司捕捞队

组建渔业公司
,

租用了部队一对 G00 马 力 的

旧渔轮
,

1 9 8 4年又从上海渔业公司购进了两

对 25 0马力 的旧渔轮
.

19此年开始
,

先后有嵘

泅
、

岱山水产公司捕捞队
、

秀山乡
、

六横
、

虾峙区成立了渔业公司
,

从天津
、

上海
、

舟

渔等国营渔业公司和部队购进旧渔轮
,

经过

大修和特俭后独营或合营进行外海生产
,

到

二
、

生产效益

舟山市群众渔业渔轮生产
,

虽然发展只

有3 一 4年
,

规模并不大
,

但其效益还是 比较

明显的
,

发展前景也是广阔的
。

从渔轮生产的经济效益来看
,

前两年由

于刚开始经营
,

渔场不熟悉
,

技术不熟练
,

再加上后方设施不配套
,

经济效 益 不 够 理

想
,

除秀山
、

虾峙等公司略有盈余外
,

其余

几家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
。

到了 19 8 7年
,

群众渔业渔轮生产均有盈余
,

其中岱山渔业

公司2对渔轮
,

产量 1”0
.

3吨
,

产值达 16 1
.

4

万元
,

盈利25 万元
。

秀山渔业公司投产 3 对

渔轮
,

平均每对捕捞盈利3
.

5万元
;

六 横 渔

业公司3对 (其中1对
一

于该年9月卖出)捕捞盈

利6万元
。

如果把冷库加工的利润返 回 给 生

产渔轮
,

那么 1 9 8了年渔轮生产的经济效益更

为显著
。

从群众渔轮作业海区来看
,

主要是在江

外
、

舟外
、

温台外海 以及对马
、

钓鱼岛等渔

场
,

同机帆船作业的传统渔场相比
,

向外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