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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水产养殖业的不断发展,传统养殖技术带来的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以工业化循环水养殖

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养殖技术取代传统养殖技术将成为一种趋势。文章依托国家鲆鲽类产业技

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在鲆鲽类主产区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从供求的角度对大菱鲆循环水养殖

技术的推广现状进行分析,根据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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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产养殖业在我国渔业乃至整个大农业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

到6699.65万t,其中养殖产量达到4937.90万t、

占总产量的73.70%,海产品养殖量从1978年的78
万t增加至2015年的1875.63万t[1]。水产养殖

业的发展使海产品不再由单一的海洋捕捞业供给,

弥补海洋捕捞受自然因素制约的不足,为海洋渔业

资源减轻负担。

随着人类对动物性蛋白质需求的提高所带来

的海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水产养殖业不断发展,

传统的流水养殖模式以个体经营为主,其投资规模

较小、设施条件不完善、技术含量不足,尤其是其一

次性排污养殖流程严重影响养殖环境,导致地下海

水资源匮乏、海产品质量隐患、海水污染浪费严重

等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水产养殖业的转型要

依托于先进技术的武装。从根本上转变养殖方式

作为转型的必经途径,可推动水产养殖业走向可持

续发展之路[2]。本文以大菱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

术为例,基于供求视角对大菱鲆循环水养殖技术推

广现状进行分析,以期反映出渔业节能减排技术推

广的成效和不足。

2 水产养殖技术发展及推广影响因素

随着水产品养殖技术的提高,消费者对海洋环

境和海水养殖产品的质量安全日益关注,工厂化循

环养殖技术应运而生并逐步完善。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技术是一种商业化、无污染、高度集约化的养

殖方式,融入生物学、环境工程学、信息学等多学科

知识,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相互交融的技术系统;

通过技术主动控制水环境实现海水资源循环利用,

具有水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小、海产品质量高、虫
病害较少、养殖密度高等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的

可持续发展养殖方式[3]。

然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并不是当前主流

养殖方式。本文以理性行为理论(TRA)、计划行为

理论(TPB)、技术接受模型(TAM)为理论基础,对
影响该技术推广的因素进行分析。理性行为理论

(TRA)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行为前会通过各种

信息来考量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作为其理论继

承,计划行为理论(TPB)增加“行为控制认知”这一

概念;技术接受模型(TAM)提出2个决定性因素,

即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基于上述3个理论选取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

别、受教育程度、环境认知程度、对于循环水技术的

采纳意愿、技术培训情况、技术传播方式、技术政策

支持。在对采纳循环水养殖技术影响因素分析的

基础上,对调查问卷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3 水产养殖技术需求调查

3.1 数据调查来源与说明

3.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为2015年8月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

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在山东省青岛市、烟台市、

日照市、莱州市、潍坊市、昌邑市、乳山市、荣成市、

招远市,河北省昌黎县,江苏省赣榆县,辽宁省葫芦

岛市、东港市,天津市汉沽区对大菱鲆养殖户的调

查数据。采用面对面问卷访谈形式,共调研230家

养殖户,收回有效问卷223份。

3.1.2 样本特征

养殖户样本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性别方面,男性198名(占

89%)、女性25名(占11%)。年龄方面,平均年龄

在51.8 岁,大 部 分 集 中 在 40~60 岁 (约 占

84.3%)。受教育程度方面,主要集中在高中学历,

共98人(占43.9%);其次是初中学历和小学学历,

分别是53人和39人(分别占23.8%和17.5%);文

盲28人(占12.6%);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人数

较少,分别是4人和1人(分别占1.8%和0.4%)。

3.2 技术需求调查

假设自变量Y 表示是否愿意参与实施养殖节能

减排项目,X1表示是否知道养殖过程会对生态环境

造成影响,X2表示是否知道国家、行业有关节能降

耗、减少排放的规定和标准。经计算可得,Y 与X1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0<0.05,即X1对Y 有显

著影响;Y 与X2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0<0.05,

即X2对Y 有显著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养殖户对环境保护的认

知程度,即是否知道养殖过程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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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及是否知道国家、行业有关节能降耗、减少排

放的规定和标准这2个方面对其技术需求有一定影

响。此外,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比较关注的问题主

要是水质,占样本总量的35%;其次是水量,占样本

总量的23%;其他包括资金、土地、养殖技术、病虫

害防治、苗种、饲料等。

3.2.1 养殖户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

68%的养殖户知道养殖过程会对生态环境造

成影响,仍有32%的养殖户没有意识到水产养殖带

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养殖废水排放标准、养殖

水质标准等国家、行业有关节能减耗、减少排放的

规 定 和 标 准,知 道 的 养 殖 户 仅 占 样 本 总 量 的

40.3%,不知道的占59.7%。可见,养殖户对环境

保护的认知程度并不理想,尤其是对相关规定和标

准的了解情况较差。

3.2.2 养殖户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

通过调查可知,已采纳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

的养殖户只有21人,占样本总量的9.4%;而愿意

参与实施节能减排项目的养殖户为181人,占样本

总量的81.2%。这表明养殖户对于循环水养殖技

术等节能减排项目的参与意愿较强烈,但实际采纳

的较少。

针对循环水养殖技术采纳难点进行调研,有

109人认为资金是主要困难,占样本总量的48.9%;

有95 人 认 为 技 术 是 主 要 困 难,占 样 本 总 量 的

42.6%;有19人认为占用土地面积太大、后期运行

成本高等其他原因是主要困难。由于循环水养殖

技术设备前期需要较高投入,资金问题成为技术采

纳的重要瓶颈。

3.3 技术供给调查

从大菱鲆循环水养殖技术的供给角度,本文主

要针对政府相关部门在技术培训、技术传播以及技

术金融支持方面进行分析。

3.3.1 技术培训情况

技术培训是提高养殖户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

最有效的途径。经调查,接受过各类养殖节能减排

培训的养殖户有148人,占样本总量的66.4%;未

接受过培训的有75人,占样本总量的33.6%。通

过走访发现,部分地方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开展相关

培训。

从接受过培训的养殖户来看,有25.1%认为培

训效果非常好,有助于了解和掌握节能减排技术;

有54.3%和20.6%的养殖户认为培训效果一般甚

至较差,说明目前节能减排技术培训普及程度不理

想,培训效果有待提高。

3.3.2 技术传播方式

为了解养殖户提高养殖技术的途径,调查中列

举同行交流、看书上网查询、参加相关培训以及协

会或合作社技术指导4个主要方式。结果显示,养

殖户提高养殖技术的主要方式是同行交流,之后依

次是看书上网查询、参加相关培训、协会或合作社

技术指导。这说明基层渔业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

力度和深度还不够,广大养殖户缺乏有效的技术指

导,技术推广服务有待进一步提高。

3.3.3 技术政策支持

养殖户中取得贷款的只有57人,占样本总量的

25.6%。通过访谈发现,大部分养殖户并非没有贷

款意愿,而是由于缺乏抵押质押、担保等难以取得

贷款,进而影响技术引进。

4 结论及对策

4.1 结论

4.1.1 需求主体角度

养殖户对环境保护认知程度不理想。调研过

程中,养殖户普遍反映取水用的海井越打越深、抽

出的海水质量下降,进而更易引发鱼病等问题,导

致投入产出率降低。养殖户一方面对环境保护采

取漠视态度;另一方面又被环境污染所困扰。传统

养殖技术如静水养殖、流水养殖等都存在养殖废水

废料直接排放的问题,由于是近海养殖,未经处理

的养殖废水废料直接排出,对海水的污染非常严

重。此外,仍有部分养殖户对国家、行业有关节能

降耗、减少排放的规定和标准并不了解,认为自身

的养殖行为与环境保护关系不大。淡薄的环境保

护意识和贫瘠的法律知识都不利于节能减排技术

的推广[4]。

资金问题是养殖户参与实施节能减排项目的

瓶颈。循环水养殖技术具有养殖密度大、存活率和

饵料利用率高的优点,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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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单位产量总成本低,再加上环境外部成本,无论

是企业经营还是社会福利都优于传统养殖方式。

但循环水养殖的车间投入成本较传统养殖高,大部

分养殖户无力承担高昂的前期投入费用,以致对采

纳新技术难以付诸实际行动。

4.1.2 供给主体角度

技术扩散途径单一。渔业技术的扩散途径影

响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技术推广途径的不同对于

养殖户接受和采纳新技术的效果产生的影响也不

同。便捷化、规范化、专业化、全面化的推广途径更

容易让养殖户接受和采纳新技术,顺畅的渔业技术

供给渠道有利于推动新知识、新技能的传播推广[5]。

目前养殖户对于养殖技术信息的获取主要依靠同

行交流,虽然付出的时间、金钱成本更低,但可信的

沟通渠道以及更为直接全面的沟通方式更有利于

技术信息的消化吸收。由于养殖户普遍年龄较大、

文化素质不高,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差,对传统

养殖方式的依赖性较高,再加上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的指导,使新技术在推广的广度和深度上十分有

限,加大了技术推广难度。

政策支持力度较小。由于养殖业具有高风险

以及养殖用地多为租借,养殖户缺少银行贷款抵押

物,致使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无论是扩建厂房还是

更新设备,所需资金都很难通过贷款方式获取[6]。

此外,循环水养殖技术的政策补贴也未普及,只有

一些发达地区的龙头企业才能获得相关补贴;对于

采用传统养殖技术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养殖户也未

采取处罚措施,无法通过环境外部成本制约养殖过

程中的环境污染行为。

4.2 对策

4.2.1 提高养殖户素质水平,减少技术推广阻力

养殖户作为最基础的农业生产单位,其教育水

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将有利于减少现代农业技术

的推广阻力,促进新品种、新技术的传播。因此,政

府相关部门不仅要对新品种、新技术本身加大投

入,更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充分利用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契机,促使养殖户自愿

参与实施节能减排项目。

广泛开展养殖户综合素质提升培训。优化养

殖户知识体系,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媒介使养殖

户掌握渔业政策、法律法规,通过技术培训等途径

向养殖户传播农业知识、农业政策,通过讲座宣传

及监督引导,帮助养殖户树立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

的观念[7]。

深入开展农业技术实用培训。着重加强养殖

户技术专业水平,采用更贴合实际、易于接受的培

训方式,关注养殖户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加强互动交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有针对性

的培训。

4.2.2 拓宽技术推广途径,提高技术扩散能力

我国渔业节能技术推广多依靠行政指令。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为渔业技术的推

广提供更多渠道,培训方式也从研讨班、讲座等到

现场示范、技术面授、个别访谈等,越来越精准化、

多样化。

调整推广机构的职能。鼓励非政府机构参与

渔业节能减排技术推广环节,形成和政府推广机构

良性竞争的局面。加强村干部、专业养殖户、农业

合作组织及龙头企业的枢纽、桥梁作用,使渔业节

能减排技术的推广更快更有效[8]。

拓宽推广机构服务领域。通过技术讲座、现场

示范等方式,充分利用新兴媒体,提升推广效果,向

养殖户提供最新科技成果。根据养殖户的需求,创

新培训模式,对渔业节能减排技术推广过程中的问

题及时反馈[9]。

4.2.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养殖技术转型

渔业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推动,

行政指令式推广方式要被服务型推广方式所取代。

以服务技术的采纳主体为技术推广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根据养殖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的难点,通过

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推动技术的扩散推广[10]。

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渔业节能减排技术的

运用对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

府理应作为技术研发推广的投资主体,在高效落实

财政拨款的同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对于采纳循

环水养殖等节能减排技术的养殖户采用直接现金

补贴、排污费减免等方式,着力解决技术推广过程

中资金困难的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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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渔业节能减排技术采纳的优惠政策。政

府相关部门应将以循环水养殖技术为代表的渔业

节能减排技术作为鼓励发展的技术,加大扶持力

度,为技术推广创造有利条件。主要是对循环水养

殖技术运用所需要的建设用地、水电交通等给予一

定的优惠,调动养殖户对渔业节能减排技术采纳的

积极性。

加大对渔业节能减排技术的金融支持力度。

金融机构及政府相关机构设立水产养殖业贷款,尤

其针对养殖户进行技术改造时的设备购置和工程

建设提供便利资金,通过提高额度或放宽担保抵押

条件,大力支持集约高效的节能减排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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