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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生态荒漠化问题,促进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建设海洋牧场正成为世界

各沿海国家的重要选择。山东省发展海洋牧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文章从空间

布局、运营管理和配套保障等方面分析了山东省海洋牧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管

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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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facetheincreasinglyseriousdesertificationinmarineecologyandpromotethetrans-

formationandupgradingoftraditionalfisheries,marineranchingisbecominganexcellentchoice

incoastalcountriesworldwide.CoastsofShandongprovinceareidealplacesformarineranching
duetotheadvantagedanduniqueenvironmentalconditions.Inthepresentstudy,thecurrentsitu-

ationandmainissuesofmarineranchinginShandongprovincewereestimatedandanalyzedin

termsofspatialarrangement,operationsmanagement,andancillarysafeguards,relativemanage-

mentcountermeasureswereproposedcorrespon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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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原因造成的海洋生态荒

漠化问题日益显现[1-2],保护海洋环境,恢复海洋生

态,已成为众多沿海国家的战略选择。改变传统的

海水养殖模式,建设现代海洋牧场,是实现渔业资

源稳定和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海洋牧场,即在一

定海域内,基于生态学原理营造多营养层级的海洋

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开展生物资源养

护和海水增养殖生产的渔场。海洋牧场是保护和

增殖渔业资源,修复海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

根据《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提出

的“建立海洋牧场示范区”的部署安排,2007年以来

中央财政对海洋牧场建设项目开始予以专项支持。

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发展海洋牧场,加强人工鱼

礁投放”。目前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已形成一定规

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显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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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牧场建设也存在引导投入不足、整体规模

偏小、基础研究薄弱、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与国

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山东省是我国的海洋大省、渔业大省,发展海

洋渔业生产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和厚实的基础条

件。烟台、威海、青岛等海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尝试人工鱼礁试验,中途因资金、管理等多方面原

因中断[3]。2000年前后,以人工鱼礁为代表的海洋

牧场民间投资逐渐复苏,近年来政府也加大了海洋

牧场建设方面的投入。本研究通过分析山东省海

洋牧场建设的现状和海洋牧场建设存在的问题,对

山东省海洋牧场规划和建设提出了建议。

1 山东省海洋牧场建设现状

1.1 海域环境现状

山东省海域跨渤海和黄海,海岸线长3345km,海

域面积约15.96万km2。山东沿海属暖温带季风气

候区,受海洋影响,具有明显的海洋性和大陆性过

渡气候特征。沿海入海河流众多,均为季风区雨源

型河流,分属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及山东半岛独流

入海水系。近海水文状况受陆地与河流影响显著,

表现了北温带边缘浅海的特点,近海分布具有明显

低盐特征的沿岸水系。2016年监测结果表明,符合

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14.68万km2,

约占全省海域面积的92%,海域的海洋沉积物、海

洋生物质量基本保持良好状态。优越的自然环境

为山东省发展海洋牧场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1.2 海洋牧场建设现状

2005年山东省启动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以

来,大规模实施以近岸经济型人工鱼礁为主的海洋

牧场建设工程,加大了增殖放流力度。2014年山东

省发布了《关于推进“海上粮仓”建设的实施意见》

提出实施以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和藻场建设为主要

内容的海洋牧场建设工程,恢复渔业资源,改善海

域环境,把海洋牧场打造成为“海上粮仓”核心区。

山东省紧抓国家渔业发展战略机遇,拓展发

展思路,高标准推进海洋牧场建设,海洋牧场由原

始的“投石造礁”逐步向生态型海洋牧场转变。截

至2016年年底,省级及以上财政扶持资金累计投

入6.73亿元,带动社会资金14.09亿元,建设投

资额百万元以上的人工鱼礁区240余处,面积超

过1.9万hm2,投放礁体1500万空方;累计投入增

殖放流 资 金9.5亿 元,放 流 各 类 海 洋 水 产 苗 种

468.7亿单位,全省秋汛回捕增殖资源产量51.7万t,

实现产值165.1亿元,经济效益显著。海洋牧场建

设也促进了传统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带动了观光

渔业、休闲渔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渔

民的生活质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威海、烟台、日照等地5处海洋牧场项目效果调

查结果显示,人工鱼礁对于改善水质、增殖海域经

济生物资源具有显著的作用,建礁后礁区浮游生

物、底栖生物数量及栖息丰度呈上升趋势,礁区生

物量及生物丰度明显高于对照区[3]。海洋牧场建

设,有效限制了底拖网捕捞作业[4],保护了礁区生态

系统。礁体为恋礁鱼类、底栖生物、藻类的繁衍生

长提供了优良的环境条件,从而达到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质量、提升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作用[5-6]。

2 海洋牧场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空间布局问题

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建设以近岸经济型海珍

品养殖或增殖为主,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离岸生

态型、公益型、装备型海洋牧场的建设尚处于起步

阶段。部分地区海洋牧场选址没有进行充分的论

证,选型不科学,规模不合理,海洋牧场设计不符合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导致海洋牧场超出海洋环

境的承载力,与其他用海活动冲突,不利于海洋综

合利用和管理,未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2.2 运营管理问题

海洋牧场管理者往往片面追求产量和经济效

益,导致海洋牧场在恢复海洋生态环境、养护渔业

资源等方面的作用被忽视[7]。海洋牧场的运营管理

模式单一粗放,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标准体系,

缺乏专业性管理人才和团队,产业链建设不够完

善,重投入轻管理现象仍然存在[8],考核指标仅仅体

现在苗种放流数量、礁体投放规模、资金投入量等

方面,而对海洋生态效益、文化特色资源等指标鲜

有关注。

2.3 配套保障问题

随着山东省海洋牧场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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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套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当前发展需求,亟待修

订完善。海洋牧场建设规划与地方规划和行业规

划的衔接工作有待加强。海洋牧场建设缺乏有效

的融资机制,融资渠道有待拓宽。海洋牧场装备能

力不足,配套的服务设施和功能尚不完善。海洋牧

场的灾害防御及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海洋预警预报

和防灾减灾体系等需要健全和提升。

3 海洋牧场管理对策

3.1 优化空间布局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应充分考虑海域自然资源

禀赋、环境承载力、渔业资源和渔业产业特点,合理

确定渔业增养殖型、生态保护与修复型、休闲观光

型、综合型等海洋牧场的建设类型,海洋牧场的空

间布局应符合海洋生态红线、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

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的管理要求[9],并且避免交通

运输用海、油气开采用海、海底工程用海及其他海

洋工程设施和国防用海等发生冲突。

3.2 创新运营管理模式

创新海洋牧场的经营方式,将海洋牧场建设的

主体逐渐由政府向社会转变,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

作用,多途径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海洋牧场特别是

生态保护与资源修复型海洋牧场的建设中,培育壮

大海洋渔业龙头企业和渔民专业合作社,实现海洋

牧场的企业化运营,规范海洋牧场建设后的管理运

营。建立从苗种、驯化、育成、采捕到销售的海洋牧

场全产业链条的连续数据采集和全过程追溯技

术[1,10],重视品牌建设,提高海洋牧场产品的附加

值,构建基于“互联网+海洋牧场”的生产流通体系

和综合管理平台。鼓励专业化研究团队和研发平

台的建设,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海洋牧场建设

研究机制。

3.3 完善配套保障体系

加大科技投入,整合山东省涉海科研力量,加

强海洋牧场的生态机理、材料工艺、施工技术等方

面的研究,构建基于“物联网+海洋牧场”的海洋环

境监视监测系统[11],实现对海水化学环境、沉积物

环境、海洋动力环境等关键因子的立体在线监测,

实时掌握监控海域的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提

升海洋牧场的生产管控和防灾减灾能力。建立多

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方式,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

金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参与海洋牧场

建设。

4 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已在海洋领域全面铺开,推进

海洋牧场建设对于促进山东省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加快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海洋牧场,是实现山东省实现

渔业资源稳定和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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