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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态势及启示
尹

海洋渔业地区所有制结构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主要海

洋渔业地区浙江省舟山群岛的渔业所有制结

构
,

发生了纷繁交错的变动
,

传统的单一公

有制
,

正被新的多元所有制所替代
,

劳动者

生产资料结构更加完善
,

配置更合理
,

更适

合当前的渔业生产力的发展
。

一
、

变动悉势

我国的渔场实行国有制
,

因此这里我们

仅以最能表达资产
、

经营实力的渔船吨位拥

有量和年产量作为考核指标
,

分析其变动态

势和格局
。

以前
,

我国渔区在
“

一大二公
’

信条束缚下
,

从 50 年代后期起
,

只有国营

和集体两种所有制
。

但在
“

六五
”

期间
,

受

其特有的规律支配
,

所有制发 生 了一些变

动
。

1
.

国营企业不断壮大 继 1 979 年以补

偿贸易方式
,

引进外资 800 多万美元
,

组建

国营第二海洋渔业公司之后
,

又陆续建立了

各 县海洋 渔业公司
,

国营海洋渔业公司 由

198 0 年的两家增加到 6 家
,

同时通过国家

投资
、

自有资金积累
、

多渠道集资
,

更新设

备
、

渔船
,

使生产力不断壮大
,

在技术
、

资

金
、

综合经营上处于优势地位
,

目前拥有渔

轮
、

机动渔船 17 2 艘约 2. 7 万吨
,

年产量增

至 7
.

1 万吨
。

与 19 8 0 年 比较
,

由占全社会

渔船总吨位的 7 %
,

渔获量的 14 %
,

上升

到占 10
.

7% 和 1 6
.

7 %
。

2
.

集体渔业日益巩固
、

发展 50 年代

中期建立的渔业
“

大队所有制
” ,

一般以村

落
、

岛屿为单位
,

几经变动
,

大体维持 200

多个核算单位
,

平均每核算单位约 3 0 0 多个

渔民
。

这几年和农村不同
,

规模向
“

两极分

化
” ,

一部分更加大型化
,

如原以螺门村部

分渔民为基础的螺门
“

渔工商
” ,

通过内引

外联
,

以富带穷
,

已发展成为
“

产供销
“

一

条龙的
“

渔工商
”

综合经 营的区域性舟山第

三海洋渔业公司
。

由 1980 年的近百户
,

资

金 10 0 万元
,

扩大到 30 0 多户
,

10 0 0 多 万

元
,

而一部分则分解为
“

对船核算
” 、

小型

化
,

但不管怎样
,

多数适应海洋渔业生产商

品化
、

专业化
、

社会化的需要
。

维系着原来

的
“

大队所有制
” ,

提取一定比例的公共积

累
。

年提取约 13 0 0 余万元
,

发展较稳定
,

19 8 5 年拥有渔船 7 3 6 7 艘
,

2() 万吨
。

年产量

32
.

2 万吨
,

与 19 8 0 年 比较
,

由占社会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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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吨位的 90 % 和年产量的 85 %
,

下降到 占

80 % 和 75
.

9 %
,

相对 比重缩 小
,

但仍是 主

力军
。

3
.

个体
、

家庭企业渐趋活跃 这几年

由于放宽政策
,

渔民有选择职业的相对自由

度
,

一些 离开集体和新进人就业年龄的渔

民
,

自筹资金组成个体
、

家庭企业
,

由子经

营灵活
,

市场应变能力强
,

发展较快
。

19 85 年

拥有渔船 2 871 艘
,

2
.

1 万吨
,

年产量 2. 3 万

吨
,

与 19 8 0 年 比较
,

由占社会渔船总 吨位

的 3% 和年产量 的 1%
,

上 升到 占 8
.

4 % 和

5
.

4 %
。

4
.

其他形式的经济也竞相崛起 ¹ 中

外合资企业
, 19 8 5 年 8 月

,

为进一步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

管理经验
,

促进我国外

海
、

远洋渔业的发展
,

由舟山第二海洋渔业

公司
、

中国银行舟山国际信托咨询公司和 日

本国大洋株式会社合资建立了
“

舟洋渔业合

营公司
” ,

总投资 73 9 万元
,

中方占 55 %
,

日方占 45 %
,

现有渔轮 16 艘
,

30 50 吨
,

年产量

约 86 01 吨
。

º 混合型企业
。

由跨地区
、

部

门的国营
、

集体
、

个人联合投资的企业也有

发展
,

以从事加工业为主
,

如六横岛的忠和

水产冷库
,

是由国营粮管所和渔民周忠和集

资经营的 (附表 l)
。

表 l 舟山渔区所有制结构变动状况

所所有制制 现 有有 年产量量 渔船吨位位 劳动力力

结结构类型型 企业数数 比重%%% 比重%%% 比重%%%

(((((个))))))))))))))))))))))))))))))))))))))))))))))) 11111119 8 000 19 8 555 19 8 000 19 8 555 19 8 000 19 8 555

合合 计计 79 555 10 000 10 000 10 000 10 000 10 000 10 000

国国 营营 666 l444 16
.

777 777 10
,

777 6
.

555 10
.

555

集集 体体 47 111 8 555 7 5 999 9 000 8 000 9 1
.

999 8 000

个个 体体
·

40 777 lll 5
.

444 333 8
.

444 1
.

666 8
.

999

中中外合资资 lllll 22222 0
.

99999 0
.

555

二
、

变动特征
·

渔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

是在渔区的广

大干部
、

群众解放思想
,

端正对社会主义认

识
.

积极探索 中国式渔业新路子 中
,

调整生

产关系使之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藕合
,

有

其 自身的产业特征
。

1
.

发展的层次性 海洋渔业是开发性

事业
,

生产场所在海上
,

而海洋又具有三维

特性和平面外延的无限性
,

可分渔船捕捞业

和海水养殖业
。

捕捞渔业又可分沿岸渔业
、

近海渔业
、

外海
、

远洋渔业
,

及底层作业
、

中上层作业等等
。

由于外海
、

远洋包括过洋

性 国际渔业
,

需要渔船船型大
,

设备先进
,

因此投资量大
,

风险大
,

人均至少 10 万元

以上
,

所谓资金的障壁问题
,

在 目前只能由

国家投资和经营 ; 而近海海洋资源依然有一

定的丰度
,

原有的集体渔船
、

技术已具备开

发能力和相应的效果
,

继续 以村落或 岛屿的

集体
、

联合体经营为主
,

相反
,

沿岸渔业包

括潮 间带 的滩涂养殖
,

适合 于小型渔船作

业
,

投资少
,

见效快
,

渔场离市场近
,

商品

率高
,

宜 由个人
、

家庭经营
, J

筒之
,

形成一

个以水介质为分界线 的
,

以投资量
、

渔船大

小为区别的相应 的各种所有制的 自然布局
,

具有明显的发展的层次性
。

2
.

组合的不稳定性 由于海洋渔业有

一定的风险性
,

同时减少 了行政干预
,

尤其

是个人
、

家庭经营和联合体
,

组合具有相对

的不稳定性
,

据随机抽样调查
,

周年变动率

在 6 % 以上
。

3
.

目标的求实性 海洋渔业的产品是

鱼虾贝类
。

随着国民收人的提高
,

有支付能

力的需求 日益旺盛
,

市场供不应求
, 系

“

短

线
”

产 品
,

同时
,

放开以后
,

价格上升幅度

较大
,

渔业比较利益成倍提高
,

因此刺激国

家
、

集体
,

个人竞相投资
,

劳力
、

技术
、

资

金纷纷向海洋渔业转移
,

其目标是为了获得

更大的超额利润
。

近几年创造新价值约 3亿

元
,

劳均 325 5 元
,

高于种植业
。

其 中国营

11 %
,

集体 19 %
,

个 人
、

家庭经 营 3%
。

这是由于国营和集体实行的
“

渔工商
”

综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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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

使鱼产品多次增值
,

形成了相应的规模

效益
,

而个人只以产品直接投入市场
,

且捕

捞
、

生产能力小
,

收益也低
。

国营企业从维

护我国海洋权益
,

保护近海资源出发
,

大部

分渔船
,

生产时间已转移远离岸线的外海生

产
,

因此成本大
,

投资利润率低于集体企

业
,

当然
,

国家则还从安排市场
、

缓解
“

吃

鱼难
” ,

增强公海 中的竞争力
,

提高在世界

渔业中的地位出发
,

努力增加渔业投人
。

这

几年 由国家和地方融 通资金 20 00 多万元
,

兴办 了 4 家渔业公司
,

保证了北京
、

上海
、

天津等大城市海水产品供应
。

从这几年的实践看
,

无论是 国营
、

集

体
、

个人
、

家庭经营
,

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

渔业中
,

都具有各 自的适应性和扩张力
,

国

营渔业由于装备优良
,

劳均提供商品鱼量高

于集体
、

个人的 69 一160 %
,

并且大部分优

质鱼产品仍纳人计划轨道
,

为保证重点城市

和特需作出了贡献
,

但资金 占用量大
,

资金

利润率低于集体企业
。

集体企业 自实行生产

责任制和水产品价格提高后
,

经营效益十分

优良
,

资金利润率名列前茅
,

上交税收也有

增加
。

而个人
、

家庭经营则不需 国家投资
,

贷款也最少
,

完全依靠群众的力量
,

小本经

营
,

在丰富市场供应方面
,

发挥补缺 的作

用
。

至于中外合资企业
,

正在试验之中
,

不

过
,

总的来说
,

怎样对各种所有制进行科学

的评价
,

运用哪些经济
、

技术
、

社会
、

生态

指标
,

有待探讨
。

但从整体看海洋渔业的发

展
,

安排了大批劳动力就业
,

增加了社会水

产品供应量
。

19 8 5 年产量达到 42
.

5 万吨
,

比 19 8 0 年增加 3
.

1 万吨
,

上升 7
。

8%
,

全

区按排海上劳动力 1
.

8 万人
,

如包括相关连

产业增加就业的共约 3 万人
。

同时海洋捕捞

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渔区加工业
、

商业
、

服务

业的繁荣
。

事实有
.

力地说明
: 由于我国还处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

不但必须实行按劳

分配
,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竞争
,

而且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

还要在公有制为主

— 4 一

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三
、

儿点启示

海洋渔业地区所有制结构变动状况
,

为

正在开展的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 的

启示
。

1
.

所有制改革和价格改革正在交叉进

行
,

在经济理论界
,

目前正展开着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还是所有制改革先行的讨论 海洋

渔业地区的实践证明
,

我国的经济改革在价

格改革部分已经出台的同时
,

所有制改革也

在一些部门
、

地区悄悄地进行着
,

两者互为

交叉
,

并产生积极的正效应
。

目前正朝着有

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轨道

运行
,

不可逆转
,

可以说
,

这也是我国
‘。

对

外开放
,

对内搞活
”

方针指导下的不 以人们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现象
、

是社会主义制

度自我完善的基本内容
。

2
.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只要实行所有权

和经营权分开
,

实行企业管理规范化
,

层层

承包
,

同样富有微观基础的活力和生机 近

几年来
,

国家减少 了渔业企业产品的指令性

调拨量
,

使企业有更多的产品支配权
。

利改

税
,

增加技措资金
,

在企业内部实行新的用

工制度
,

推广 渔村的
“

三定二奖
”

(定产值
、

定工分
、 一

定成本
、

超产奖
、

节约成本奖 ) 的

成功经验
,

克服干与不干一个样的
“

大锅饭
”

倾 向
,

拉 开收人 档次
,

高低 由原来 的 卜

1
·

3 之 比
,

扩大到 1 : 4 之 比
,

真正实行多

劳多得
、

不劳不得
、

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

则
,

因此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渔工
、

干部的积

极性
、

创造性
,

保证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

人翁地位
,

使企业经营意识
、

竞争观念和开

拓精神明显增强
。

显示 了一定的优越性
,

取

得 了比较好的经济效果
,

人均创造新价值

量
,

国营高于集体 28 %
,

更高于个人
、

家

庭经营
、

的 1
.

3 倍
。

舟 山渔业公司在全国 17

个海洋渔业企亚中
,

各项经济指标
,

名列之

首
。

所 以
,

笔者认为
,

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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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资源开发与小城镇建设

朱 枝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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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的滩涂开发实践
,

使人们开始认

识到
,

开发滩涂资源与建设滩涂小城镇有着

十分密切 的关系
,

凡是滩涂小城镇建设得

好
,

周围滩涂就开发利用得好 ; 反之
,

大片

滩涂仍然沉睡在那里
。

开发滩涂资源
,

必须

以小城镇为依托
。

加强沿海滩 涂小城镇建

设
,

对加快滩涂资源开发
,

加快发展外向型

经济
,

具有重要意义
。

加快滩涂开发的一项

重要措施

江苏苏北沿海滩 涂 占全 国滩 涂面积的

1 / 7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6 % 以上
,

贯通

南通
、

盐城
、

连云港三市的海门
、

南通
、

如

东
、

海安
、

东 台
、

大 丰
、

射阳
、

滨海
、

响

水
、

灌云
、

东海
、

赣榆等 14 个县 (市)
,

构

革方向
,

应是在所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前提下

的承包制
,

而不是股份制
。

这是因为一方面

社会还不具备购股能力
,

另一方面即使实现

了股份制
,

虽然增加了国家
、

企业和个人之

间相互制约的因素
,

但企业或个人股东在短

期 内仍不能拥有实际意义上的决策权
,

也
‘

不

能实现摆脱行政干预
、

增 加企业活力的 目

标
,

克服企业短期行为
,

只能用企业管理规

范 化
、

制度化
、

法律化来 约束而不是股份

制
。

股份制 由于按期支付利息或分红
,

还会

强化短期行为
。

3
.

在重视物质利益刺激的 同时
,

要重

视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 的商品经济不很发

达
,

但有 50 0 0 多年 的文明历史
,

我 国人民

自古以来养成了勤劳
、

朴素的美德
。

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
,

强化商品经济意识
,

需要一

个渐进的过程
,

改革的着眼点不能只是
“

钱
”

和过分强调发财致富
,

而是人
,

在于需要有

一班具有科学管理
、

德才兼备
、

善于联系群

众的领导群体结构
。

包括知识
、

专业水平
,

判断决策能力
,

业务劳动能力
,

人际关系能

力
,

组织协调能力
。

凡是这方面素质较好的

单位
,

企业就会有活力和生机
,

反之
,

则不

管是何种所有制
,

采取什么样的与职工利益

直接的制度
,

都会破产
、

倒闭
,

如舟山渔区

的个体
、

家庭经营渔业 的破产率最高
。

因此

为保证改革卓有成效
,

笔者认为
,

当前在设

计企业改革方向时
,

还应考虑精神文明建设

的可能因素
,

造就一个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而奋斗型 的人材辈出的 良好环境 和竞争机

制
,

这是符合中国人的伦理观念
、

价值观

念
、

实实在在的
“

生财
”

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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