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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水养殖业是我国最重要的海洋支柱产业之一,在国民蛋白质供给、粮食安全保障和带动沿

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发展现代海水养殖业是构建现代海洋产业技术体系,落实

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文章通过梳理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轨迹,分析国外发达国

家海水养殖业的产业发展现状和经验,厘清制约我国海水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提

出了在当前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下推动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快速转型升级的路径对策建议,即加强产

业顶层规划设计、构建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培育现代海洋种业、持续推动养殖模式升级和实施品牌

化战略,提升产品附加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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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culture,whichisoneofthemostimportantmarinepillarindustriesofChina,plays

animportantroleinnationalproteinsupply,foodsecurityandpromotingeconomicandsocialde-

velopmentofcoastalareas.Also,developingmodernmaricultureisanimportantmeasureandef-

fectivewaytobuildmodernmarineindustrytechnologysystemandevenimplementthestrategy
ofOceanicGreatPower.Inthispaper,thetrajectoryoftheworld'smaricultureindustrywasclar-

ified,thecurrentsituationandexperienceofthemaricultureindustryofdevelopedcountrieswas

analyzed,andthekeyproblemswhichrestricted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

China'sfuturemaricultureindustrywerelisted.Atlast,thepathwaytopromotethe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ndupdatingofChina'smariculturewasanalyzed,thecountermeasuresands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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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ionsunderthebackgroundofOceanicGreatPowerstrategy wereproposed,including
strengtheningthetop-levelplanninganddesignoftheindustry,buildingandimprovingthesys-

temoflawsandregulations,cultivatingthemodernmarineseedindustry,continuouslypromo-

tingtheupgradingofmariculturemodel,implementingthebrandstrategy,andimprovingthe

addedvalueofproducts.

Keywords:OceanicGreatPower,Maricultur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e,Sustainable

development,Pathwayanalysis

0 引言

人类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海水养殖的记

载,海水养殖和海洋捕捞共同构成了当今海洋渔业

的主要内容。近现代以来,随着繁育、养殖理论和

技术的进步,海水养殖种类、面积和单产量都不断

提高,海水养殖总产量也稳步提升,向人类社会提

供了举足轻重的优质蛋白质,为世界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作为重要水产品来源之一的海水捕捞业产量出现

波动并长期增长乏力,海水养殖业被视为“能为全

球食品安全和经济增长产生持续利益”的重要突破

方向[2],是未来确保人类蛋白质供应和拓展食物来

源的不可替代的途径。

1 世界海水养殖发展概况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主要国家的海水

养殖技术较为先进,养殖产量和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均居全球领先地位。但是,随着发达国家实现渔业

捕捞现代化,以及受有关法律法规制约等影响,发
达国家海水养殖业的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增长缓

慢,海水养殖产量增加量并不高,而且占世界海水

养殖总产量比重逐渐降低[1]。但得益于完善的法律

法规、先进的遗传育种技术和渔业设施工程技术以

及成熟的产业发展理念,发达国家始终占据世界海

水养殖产业科技发展高地,引领世界海水养殖产业

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政治环境趋于稳定,

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为发展海水养

殖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中,以中国取得成绩最

为卓著,通过攻克海藻、对虾、扇贝、鱼类和海参重

要养殖品种的繁育和养殖技术,先后掀起了海水养

殖“五次浪潮”,并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水养殖

产量超过海洋捕捞量的国家和世界海水养殖产量

最大的国家[3]。近年来,随着世界贸易和经济全球

化的深化,许多发展中国家海水养殖业不断兴起,

并逐步发展成为本国的明星产业,例如厄瓜多尔的

对虾养殖业、智利的三文鱼养殖业、印度尼西亚的

海藻养殖业以及泰国、越南等国的对虾养殖业等,

通过海产品养殖和出口为本国带来丰厚的外汇

收入。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养殖国家,2019年

海水养殖总产量达2065.3万t,同比增长1.68%,

海水加工产品1776.1万t,同比增长0.1%,出口创

汇200亿美元以上,对全世界水产养殖发展格局具

有重要影响作用[4]。总结过去几十年我国海水养殖

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政策的

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养为主的水产政

策,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放宽

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文件之后,我国水产业有

了明确的政策基础,进入了快速发展通道。二是科

技进步。我国海洋生物科学家以海洋生物分类学

为起点,不断开展海洋经济动植物的生物学和人工

养殖原理研究,先后攻克了海藻、对虾、大菱鲆、扇

贝和海参等重要经济物种的人工繁育技术和养殖

方法,为之后海水养殖的“五次浪潮”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三是养殖空间的不断拓展。随着养殖工程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可养殖物种的增加,在潮间带和

浅海开展养殖的配套工程技术也不断进步,形成了

浅海浮筏养殖、围堰养殖、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

等养殖技术体系,极大扩展了海水养殖范围和空

间,为海水养殖产量提升提供了空间保障。四是巨

大的市场需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我

国居民对水产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为海水养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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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基础。另外,随着海藻

化工、水产品加工、保健品等行业的兴起,也加大了

对海藻、水产品下脚料等原材料的市场需求,加速

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快速扩张。

虽然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海水养殖产业自身

快速扩张,我国海水养殖产业暴露了许多新问题。

例如养殖结构不合理、养殖种质退化、养殖空间紧

张和环境污染严重等,海水养殖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都有所下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

胁。在当前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要求既要注重提

高海洋的开发能力,又要注重优化海洋开发格局,

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经济布局、环境整治和灾害防

治、开发强度与利用时序,以及近岸开发与远海空

间的拓展,对海洋产业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

求。因此,推动海水养殖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既是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海洋强国

战略的重要举措。

2 基于CiteSpace软件分析国内外海水养殖

的研究现状

  本研究以“MarineAquaculture”和“Mariculture”

为主题词,在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

索2016年10月到2020年10月的文献,共检索出

3379篇文献。按照国家或地区的文献发文量来看,

中国累计发表876篇,占发表文献总量的25.93%,

排名居世界第一位,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在海水养殖

领域的科技创新活动较为活跃。紧随其后的国家

分别是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挪威、意大利、加拿

大、法国、英 格 兰 和 巴 西,发 表 文 章 数 量 依 次 为

451篇,267 篇,250 篇,230 篇,193 篇,188 篇,

178篇,149篇和143篇,占该领域发文的比例依次

为13.35%,7.90%,7.40%,6.81%,5.71%,5.56%,

5.27%,4.41%和4.23%,同当今世界海水养殖强国

基本一致。以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依旧占据了世

界海水养殖领域研究的前沿,而发展中国家虽然近

年来海水养殖产业发展取得较大进步,但除了中

国、巴西等新兴大国外,在海洋养殖科研领域的创

新活动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按照研究方向的文献发文量来看,主要集中在

海洋与淡水生物学、渔业、环境生态学、生物技术和

应用微生物学、海洋学、其他科技主体、兽医学、微

生物学、工程和农业等学科,发表文章数量依次为

1196篇、1072篇、879篇、269篇、259篇、204篇、

176篇、161篇、144篇和113篇,占该领域发文的比

例依 次 为 35.40%、31.73%、26.01%、7.96%、

7.67%、6.04%、5.21%、4.77%、4.26%和3.34%。

从以上结果来看,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和渔业作为海

水养殖的基础学科,依旧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主要内

容和方向。环境生态学排名第三位,较高的研究热

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年来随着对环境保护越来

越重视,对海水养殖的环境生态效应研究逐渐成为

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

学研究的兴起也反映了现代生物学和微生物学同

海水养殖的学科交叉融合,也预示了未来生物技术

和微生物技术的进步对海水养殖产业发展的潜在

推动作用。另外,在兽医学、微生物学、工程等研究

热点同海水养殖产业病害防控、养殖工程化等产业

难点基本相对一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水养殖未

来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走势。

基于上述检索文献,利用CiteSpaceⅢ 软件的

“TimeLine”功能进行了时间线图谱分析,描绘了海

洋养殖领域的前沿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海底沉积

物、抗生素耐药基因、海虱、三文鱼、微生物群落、微

藻、海草和可持续性发展等是过去5年海水养殖领

域的主要的热点聚类标签,表明上述研究热点无论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都对海水养殖的现状产生

了较大影响和扩展。同时,从时间维度来看,海水

养殖从2016年的生长、存活、养殖环境互作、抗病等

更加关注养殖本身的传统研究方向,逐渐过渡到

2019年的海洋微塑料、基因注释与预测、基因组学、

微生物学、生态系统等新兴研究热点,根据上述研

究热点发展轨迹,预示着海洋环境保护同海水养殖

在未来会产生深度融合,并催生全新的科研热点和

产业发展方向,为海水养殖科技产业未来的布局和

发展提供了参考。

3 世界发达国家海水养殖产业发展现状

发达国家中海水养殖产业科技居世界领先地

位的主要有挪威、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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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等国,养殖品种主要包括大西洋鲑、真鲷、牡

蛎、金枪鱼、对虾和藻类等。上述国家海水养殖自

然资源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各具特色,但产业发展

普遍具有小而精,配套体系成熟完善,以及生态友

好、高度集约、机械化和产业附加值高等共同特征,

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总结有以下几

个特点。

3.1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高度发达

发达国家法律法规体系整体相对完善,在水产

养殖领域也构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内容

涵盖渔业资源保护、行业准入和水产品质量控制等

多个方面,渔业机构执法严格高效,有效确保本国

海水养殖产业依法有序发展[5]。总结发达国家法律

法规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严格的市场准

入和过程管理。发达国家普遍立法实行养殖许可

证制度,政府严格按照水产养殖对环境影响的评估

结果,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和容量,严格控制养殖许

可证的发放数量。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挪

威陆续出台了《海水渔业条例》《水产养殖法规》《放

牧法规》《防止污染的保护法规》和《港口和航道法

规》等法规文件。根据这些法规,鲑鱼和虹鳟的海

水养殖和海洋牧场都制定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国家

通过严格发放许可证对海水养殖产业整体布局和

调控[6]。日本在制定众多渔业资源法基础上,针对

水产养殖也制定了《养殖生产法》《持续性养殖生产

确保法》《沿岸渔场开发法》等规范海水养殖行为的

法律[7]。二是严格的生态和环境保护要求。挪威针

对养殖过程中环境影响和病害控制,制定了水产养

殖设施操作和安装的规定,明确限制鱼类养殖中抗

生素的使用和如何处理死鱼等。另外,1996年,挪

威启用了饲料配额许可证机制,通过限制海水养殖

中饲料的最大使用量来实现对生产总量以及对环

境影响和鱼类健康等问题的调控。1999年,挪威渔

业当局确立了冷水珊瑚礁的保护条例,禁止故意或

无意破坏珊瑚,同时,渔业当局还与其他单位和环

境局高度合作,揭示各种活动的有害影响,防止将

有害物质丢进大海。2009年实施的《海洋资源法》

明确规定了生态系统方法作为挪威渔业管理的强

制要求。日本于1999年制定了《可持续生产养殖确

保法》,该法明确要求各地区制订渔场改善计划,要

求各渔场改善养殖环境,从而通过减少释放入海水

中的有机物,减少渔场的环境负荷[8]。2014年,日

本又出台了《内海渔业振兴相关法律》及实施细则,

将恢复生态环境及渔业环境提高到国家立法层

面[7]。三是高度重视水产品质量安全。挪威的成功

经验和惯例是严格实行欧盟的有关规定。根据欧

盟的协定,按照欧盟有关食品加工业的卫生标准,

挪威采用欧盟有关动物卫生问题法规和欧盟有关

海产品生产的安全和质量的法规[9]。1999年以来,

对进口欧盟地区外国家的水产品采用欧盟边界控

制机制。挪威水产品加工业根据(国际)食品规范

委员会建议的 HACCP原则实行自检系统[10]。日

本从2002年开始着手建立水产品可追溯体系,水产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与 GAP(良好农业规范)、

HACCP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国际标准等规

定有机结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显著

提高了水产品的质量控制效果[8]。

3.2 海洋基础种业高度发达

强大的海洋苗种是海水养殖产业健康持续发

展的根基。挪威、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把海水

养殖遗传育种列为本国重点研究方向,通过对海洋

种业长期系统的投入和建设,分别在不同养殖品种

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有些成果对本国甚至世界海

水养殖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挪威的大西洋

鲑、美国的凡纳滨对虾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挪威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启动了大西洋鲑

和虹鳟的选育计划,政府投资建设了遗传研究中

心,组织科研力量对这两个品种开展有关生长、营

养和病害防治的遗传研究,研究计划取得了显著效

果。经过选育的虹鳟养殖群体生长速度达到野生

群体的两倍,同时喂养成本下降了25%[11]。20世

纪80年代中期,大西洋鲑和虹鳟的选育开始走向商

业化,AquaGen育种公司开始主要负责遗传改良的

大西洋鲑和虹鳟的苗种生产,但政府继续对这个项

目提供50%的资金支持。随着更多的私人育种公

司开始育种计划,挪威的鲑鱼和鳟鱼育种产业投入

更加多元化,社会化和商业化育种产业体系日益成

熟[12]。经过长期努力,挪威当前的鲑鱼和鳟鱼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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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对挪威乃至全世界的

鲑鱼和鳟鱼产业具有决定性支撑作用。

美国对虾养殖产业并不发达,但美国拥有世界

上最发达的对虾育种产业。为摆脱对虾病毒病的

威胁,1989年美国农业部把无特定病原(SPF)和抗

特定病原(SPR)虾苗作为优先资助项目。依托美国

先进的海洋生物育种技术研究基础,SPF项目通过

严格的检疫和隔离手段,培育出无特定病原的种虾

和虾苗,并建立了系统的凡纳滨对虾SPF亲虾和苗

种生产基地,为世界养殖企业提供高健康虾苗[1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针对凡纳滨对虾的生

长性能和桃拉综合征病毒(TSV)抗性开展了选择

育种,经过多代选育后,SPR选育群体抗TSV的存

活率达到92%~100%[14]。通过多角度的科学实

验,美国在对虾亲虾培育及育种领域都取得了卓越

的研究进展,并将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生产,有效

解决了全球性、灾难性的对虾病毒性疾病的威胁,

建立起世界领先的对虾健康安全养殖技术体系。

当前,美国基本垄断了世界凡纳滨对虾亲虾的市场

份额,牢牢占据了对虾养殖产业链的上游,赚取了

丰厚的经济回报。

3.3 路基循环水养殖先进高效

路基循环水养殖(RAS)最早兴起于欧洲,随着

养殖工程技术和水处理技术的进步,在美国、日本、

加拿大等国家都有较为广泛的应用。RAS养殖具

有养殖效率高、环境影响小、人工成本低等优势,但

建设成本较大,较为适合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海岸

空间紧张和人工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

国家RAS工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①工艺流程多样

化,不同的养殖对象和养殖规格所采用的养殖模式

不一样。②养殖装备标准化,尤其是关键水处理技

术大同小异。③操作管理规范化,面对复杂的设

备,生产操作流程日益规范化和标准化[15]。

在欧洲,随着水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前沿生

物工程的运用,单位水体产量不断提高,投资成本

和运营成本不断降低,工厂化水产养殖系统已经普

及鱼、虾、贝、藻、软体动物的养殖。中北欧地区是

最广泛应用RAS系统的地区之一,越来越多渔业养

殖企业采用这种养殖方式,养殖品种涵盖大西洋

鲑、虹鳟、欧洲鳗、暗斑梭鲈、红点鲑、鲟鱼、罗非鱼

和欧洲龙虾等品种,RAS已经成为当地主要的渔业

生产模式之一。法国的大菱鲆苗种孵化和养殖几

乎都采用循环水工艺,鲑鱼、欧洲鲈鱼的封闭循环

水养殖也开始进行生产实践,其中,循环水养殖欧

洲鲈鱼常规养殖产量35kg/m3,最大产 量 可 达

80kg/m3,日新水添加量小于总循环水的10%[16]。

西班牙AquacriaArousa公司的大菱鲆工厂化养殖

场的养殖效率高达265kg/m3,被认为是欧洲RAS
最成功的典型案例之一。2020年,Norcantabric公

司开始建设西班牙的第一个三文鱼RAS系统,计划

在面积25000m2 的工厂中年产3000t的三文鱼。

美国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研究一直处于较

高水平,根据不同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两条风格迥异

的研究技术路线,一种是高集成循环水养殖系统模

式,主要是通过使用各种自动化设施对养殖用水进

行处理,并通过高精度的水质监控反馈系统运行状

态,大大降低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但建设和运营

成本较高。另外一种是经济型循环水养殖模式,通

过简化的水处理设备,采用简单的处理方式以降低

成本获取较高经济收益[17]。从20世纪60、70年代

开始,美国工厂化养鱼迅速发展,主要以利用冷流

水养殖虹鳟和大规模工业化养殖条纹鲈、黑斑石首

鱼为主。另外,美国还进行了其他养殖模式的探

索,例如上面养菜下面养鱼的“鱼菜共生”养殖模

式,亚利桑那州鱼菜共生系统每立方米水体可产罗

非鱼50kg,上面无土栽培生菜,一年可种十茬。工

厂化养鱼因此也被美国政府列为“十大最佳投资项

目之一”[18]。近年来,美国在对虾养殖领域发展了

跑道式封闭循环水养殖系统、三阶段养殖系统、基

于微藻的循环水养殖系统和多层式循环水养殖系

统等多种先进的对虾养殖系统,对虾单位养殖产量

最高可达20kg/m3[19]。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路基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系统的研究与实践。在鲑鱼和鳟鱼苗种培育

研究中发现,同期鲑鱼幼苗在流水育苗系统中的体

重为50~70g,在循环水育苗系统中可达到140~

170g,循环水养殖苗种具有显著的生长优势[18]。

当前,日本大部分养殖品种苗种的孵化和育成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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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循环水工艺,完全取代传统的流水育苗模式。

日本的封闭式循环水养殖系统代表了世界上最先

进的设施装备系统,实现了海水养殖业像制造工业

中一样的流水作业,广泛使用大型机械和自动化、

智能化设备,具有技术成熟、产量稳定,效益显著等

优点,通过循环水养殖模式养殖鱼类、贝类和甲壳

类海产品年产量达120万t[20]。

3.4 深远海网箱养殖模式逐渐成熟

深海网箱养殖拓宽了养殖海域,扩大了养殖容

量,改善了养殖条件,优化了网箱结构,强化了抗风

浪能力,有利于减轻海岸带养殖压力,恢复沿海原

用于海水养殖的农田或湿地,减轻渔业捕捞力度,

对保护海水养殖生态子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2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海洋工程装备

自动化、信息化,环境监测、新能源等众多交叉学科

知识进步,深远海网箱在抗风浪能力、科技水平和

产量效益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发达国家的深远海

网箱养殖业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英国、日本、韩

国、挪威、芬兰、瑞典、加拿大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22]。当前发达国家的深远海网箱具有以下发

展趋势:一是结构设计越来越合理,容积朝大型化

发展。二是新材料广泛应用,综合抗风浪能力越来

越强。三是信息化、智能化等科技集成度越来越

高。四是向养殖工船等综合功能平台演变。例如,

挪威设计并委托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建

造的HexBox平台是最新开发的一个深远海渔业

养殖综合体,平台直径90m,总高度35.5m,空船重

量5400t,养殖鱼量200万条,适用水深100~

200m,综合考虑到了成本、重量、可操作性和灵活

性,并基于混合动力解决方案和绿色能源生产,实

现了最佳的功率效率,代表了在近海恶劣环境地区

进行海水养殖的高水平技术。

4 我国海水养殖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4.1 缺乏健全的政策法规体系

我国渔业领域立法工作起步晚、发展慢,法律

法规体系总体上不健全。当前,我国的海水养殖生

产活动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水产苗

种管理办法》等少数国家法规,以及地方省、市自行

制定的渔业相关的法规,例如《山东省海洋渔业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辽宁省渔业管理条例》《江苏省

渔业管理条例》等,有些海水养殖发达省份,例如山

东省出台了《山东省浅海滩涂养殖管理规定》《山东

省渔业养殖与增殖管理办法》等针对性较强的法规

文件,对海水养殖具体内容进行了界定和约束。随

着海洋牧场等新养殖业态的出现,有些地方也随之

出台了相对应的法规文件,例如连云港市制定了国

内第一部海洋牧场相关法规《连云港市海洋牧场管

理条例》,山东省出台了《山东省海洋牧场观测网管

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文件。虽然我国海水养殖相关

的法律体系不断进步和完善,但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海水养殖相关法律法规数量依旧偏少,而且法

律内容大多面向宏观渔业,针对海水养殖的法律法

规极少,不同法律之间存在明显管理空白地带,通

过法律法规约束指导海水养殖生产活动难度大。

因此,我国渔业管理部门通常需要大量的行政命令

或政策加以补充,行政命令或政策存在较大时限性

和随机性,对执法部门造成较大执法难度。随着我

国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海水养殖领域也亟待构建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行业的规范和引导,

加快推动海水养殖业进入法制时代。

4.2 水产种业不能有效支撑海水养殖业发展

强大的水产种业是海洋养殖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我国历史上“鱼、虾、贝、藻、参”5次水产浪

潮,无不是首先通过攻克相关苗种繁育推动实现了

后期大规模养殖产业化。随着养殖空间挤压和种

质资源的衰减,通过原种引进模式已不能有效推动

产业进一步发展。为此,我国海水养殖领域科学家

在主要海水养殖物种中开展了大量的育种理论和

技术研究,累计培育了海水养殖新品种100余个,有

效促进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但相对发达国

家水产种业发展情况,结合考虑我国庞大海水养殖

体量,我国水产种业尚不能有效支撑我国海洋养殖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问

题:①我国培育的海水良种产业化程度低,大多数

停滞于推广示范阶段,后续市场化资金、人员等资

源缺乏,存在较大产业化推广难度。②水产品种培

育效率偏低。受我国科研体制的影响,水产新品种

大多由科研院所或高校通过政府项目培育,市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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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明显偏弱,企业在良种培育过程中仅起到参与

或辅助作用,整体技术研发基础与能力较发达国家

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随着近海环境变化和海洋渔

业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加大,水产种业成为制约海水

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短板现象越来越明显,亟

待构建完善高效的水产育种研发和生产体系,夯实

我国水产养殖发展基础。

4.3 养殖模式亟待升级

养殖模式直接决定海水养殖产业发展空间和

潜力。随着浅海伐式养殖、网箱养殖、离岸池塘养

殖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海水养殖经历了从海岸

带到近海的大规模扩张阶段,通过持续扩张,我国

从南到北几乎开发了近岸所有的适养空间。在特

定历史时期下,上述养殖方式为我国海水养殖产业

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我国沿海地区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水养殖产业同其他产业、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海水养殖的后

续发展空间和潜力受到明显制约。通过增加养殖

密度和养殖容量等方式不但不能显著提高产能,反

而导致养殖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和病害频发,加剧

了海水养殖产业矛盾的暴发。为改变上述产业困

境,近年来,海水养殖科研工作者和从业者主动开

展科技攻关,探索并形成了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

集约化工厂养殖等新的养殖理念和模式。例如好

当家、中集来福士、明波水产、山东海洋发展集团等

龙头企业纷纷开始布局深远海养殖领域,为海水养

殖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和空间。但是,受生产理

念、技术水平和生产成本等多因素制约,新的养殖

模式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推广,产业仍然以粗

放型传统养殖模式为主,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未

得到根本扭转,亟待通过科技创新和现代管理推动

海水养殖模式全面迭代升级。

4.4 养殖产品附加值低

我国海水养殖从总产量到总产值长期居世界

第一位,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水养殖产品的

价值普遍偏低。①由于我国海水养殖规模的不断

扩张和养殖模式的固化,我国现行海水养殖品种结

构不合理,养殖品种缺少合理规划和布局,养殖产

品同质化严重,导致产品过度竞争,一定程度上拉

低了产品的经济价值;②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

断深入,我国海岸带和近海环境污染问题非常突

出,海水质量受到显著影响,海水养殖产品安全问

题和隐忧较多,尤其是面对西方国家较高的产品检

测标准,我国近海养殖产品出口西方国家时很难达

标,在国际上形成了生产低端产品或不安全产品的

整体形象,极大地制约了我国海水养殖产品的价值

链的提升;③由于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尚处在发展初

级阶段,产业中以不规范小型企业或养殖户为主,

现代化大型企业偏少,导致产业整体不注重通过品

牌战略和深加工战略提升产品价值,产品多以附加

值低的初级产品直接供应市场,长期形成了我国海

水养殖产量大而附加值偏低的总体局面。

5 产业升级路径对策建议

5.1 加强产业顶层规划设计

根据我国沿海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总体要求和

海水养殖的内在发展规律,制定我国海水养殖的发

展总体规划和细分领域的专项规划,明确海水养殖

的未来发展战略,从中长期发展目标、应用研究、关

键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统一部署。统筹传统养殖

模式、新兴养殖模式、海洋生态环保以及同其他海

洋产业的关系,组织实施“传统养殖模式提质增效

+新型养殖模式推广”的双线升级行动,根据海岸

带、近远海资源和生态环境特点,合理规划布局现

代海水养殖示范区,大力推进休闲渔业、海洋牧场、

深远海养殖、路基循环水养殖等新兴养殖模式,积

极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和生产潜能。构建海水养殖

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海水养殖与环保产业、碳汇产

业等新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海水养殖走环境友好型

和社会友好型路线。

5.2 构建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对海水养殖业相关立法研究工作。同发

达国家有关渔业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现有的海水养

殖相关法规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当产业

发展出现问题后才采取相关补救或整改措施,对产

业发展的引导或规范效果较差。要借鉴发达国家

的经验,从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从源头上梳

理并完善鼓励支持绿色水产养殖的经济政策、科技

政策、环境政策和税收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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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海水养殖专门法律法规,规范

行业进入标准或门槛,提高产业发展过程控制水

平,使法律法规能真正起到引导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的作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现有法

律的普及推广工作,不同地方根据自身现实条件,

从环境保护、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和提升产品质量等

角度,着力研究制定海水养殖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

地方政府规章制度,构建从宏观到微观健全的、各

具特色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推动我国海水养殖走全

面法制化道路提供坚实法律基础。

5.3 培育现代海洋种业

先进的海洋种业是海水养殖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也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海洋战略新兴

产业。发展我国现代种业:①加强对海水养殖品种

野生群体的保护。成立原种自然保护区,制定相关

管理措施,防止过度捕捞、环境恶化以及养殖群体

或外来种入侵等造成群体灭绝或种质退化,建设海

洋生态牧场和科学放流相结合,积极保护和恢复生

物群体多样性。②加强海洋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

关。基于市场需求,充分发挥现有科研机构科技优

势,选择影响面广、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的“技术瓶

颈”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推动育种优势资源集成与

共享,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海洋良种研发体

系。③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繁、推”海洋

良种体系。鼓励企业与研究机构展开多方面灵活

合作,共同开展商业化水产良种的研发计划。推动

企业加大自身技术研发投入,建设企业原良种研发

中心和原良种场,加强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主

动开展水产良种的商业化技术研发工作,更多地承

担苗种商品化生产、销售的下游产业任务。④保护

海洋原良种知识产权。健全以新品种权为主的海

洋良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品种权执法,加强

新品种专利保护和信息服务,加大对水产原良种的

直接产权保护。

5.4 持续推动养殖模式升级

高度重视养殖模式升级可能带来的下一次海

水养殖革命的可能性,统筹推进传统养殖模式改良

和新兴养殖模式试验与推广。推动养殖模式升级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①充分考虑浅海浮筏养

殖和池塘养殖等传统养殖模式存量基数大、采用范

围广的现实情况,其牵涉的经济、社会、民生和生态

等问题错综复杂,养殖模式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

不能搞一刀切,需要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加强近海

生态养殖理论与技术研究,提升近海养殖的工程化

水平,推动海岸带立体养殖、前海多营养层级养殖、

海洋牧场等新养殖模式渐进替代传统平面养殖,提

升近海海水养殖生态效益和生产潜能。②加强对

深远海网箱养殖、养殖工船、路基工厂化养殖等养

殖关键技术的攻关与集成,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养殖

工艺,降低新兴养殖模式的生产成本,加大新兴养

殖模式和业态的推广示范,加速开拓海水养殖未来

战略发展空间。③探索在公海开展深远海养殖的

法理基础,推动深远海网箱和养殖工船等新兴养殖

模式同国防、环境监测等其他海洋事业相融合,拓
展海水养殖在新时代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和内涵。

5.5 实施品牌化战略,提升产品附加值

产品质量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最终体现,产品附

加值的高低决定了产业模式的含金量。针对我国

当前海水养殖产品低经济价值、低附加值产品多的

问题,当务之急要实施品牌化战略。梳理并筛选我

国海洋渔业优势产品,基于市场机制推进品牌论证

与定位,依托行业支柱企业,打造海水养殖业“名、

优、特”品牌产品矩阵。研究构建品牌产品下沉销

售渠道,以产品可溯源、政府信誉背书等措施对品

牌产品实现赋能,提升海水养殖产品质量和附加

值,拉开基层市场产品层次,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带

动渔业高端市场发展。研究构建品牌效应的逆向

回馈机制,提升海水养殖从业者的品牌意识,促进

产品质量标准提升与多元化,推动海洋渔业全产业

链条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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