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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渔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文章在对2000—2019年近海渔业资

源和水域环境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剖析近海渔业存在的问题,如海水养殖资源浪费严重、海洋捕捞

过度、渔业专业人才流失和水域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提出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近海渔业从传统

产业型向业态创新型转变、资源掠夺型向资源养护型转变和单一生产型向产业链型转变的建议,

以期为我国近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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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stainabilityindevelopmentofinshorefisherieswerecriticaltothegrowthoffishery
economyinChina.Byanalyzingthecurrentstatusofinshorefisheryresourcesandtherelateden-

vironmentsfrom2000to2019,itwasfoundthattheinshorefisheriesinChinawerefacing
seriousproblems,includingseverewasteinmariculture,overfishing,professionallaborlossand

waterenvironmentpollution.Thestudyproposedthattheinshorefisheryshouldbaseonthecon-

ceptofgreendevelopment,andfocusonthetransformationsofinshorefisheryfromtraditional

industrytoinnovativetype,fromresourceexploitationtoresourcereservation,andfromsingle

inexpectationofprovidingreference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inshorefisheri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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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300万km2余的主张管

辖海域,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6900余个,其中无

居民海岛6500余个,大陆岸线长达18000km[1]。

我国海洋生物资源丰富,以海洋生物为主体的海洋

生态系统是人类重要的食物蛋白来源,也是渔业发

展的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民的粮

食安全和营养水平不足的问题[2]。近海渔业是我国

应对饥荒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支撑产业,也是建

设生态文明和保护海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3]。然

而,近年来,由于近海水域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

粗放、渔业资源衰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水产

养殖问题日益严峻,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愈显恶

劣[4]。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对于水产品来源和质

量安全问题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实现近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党的

十九大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重申“两个一百年”

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既为现代渔业的发展设定

了方向,同时也为转变渔业发展方式和加快绿色

渔业建设奠定了基础[5-6]。鉴于目前的生境退化

和水域污染已危及渔业资源的健康和生存活力,

影响了人类活动,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渔场

和生态环境刻不容缓。在必要的情况下,所有重

要的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鱼类栖息地都应该得到

尽可能多的修复和保护,如湿地、红树林、珊瑚礁、

盐水湖、育苗区和产卵区等,必须以最佳方式恢复

和保护它们。当前,我国已采取了规划和建设海

洋保护区、海洋牧场示范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等保护性措施,希望改善和优化近海生态环境,

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

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

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7]。同时,绿色发展作为一种

可持续性战略理念,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导作用,

引领我们在克服困难的时刻增强发展力量,从而有

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

的发展,且这种科学发展模式具有管全局、管根本、

管长远的优势。当前,在全国乃至全球实施生态文

明建设的背景下,发展绿色渔业必不可少,不仅为

渔业供给侧改革提供了重要途径,也为重塑渔业发

展形象提供了新思路。

本研究基于近20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和《中

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梳理我国近海渔

业资源和水域环境状况,结合制约近海渔业发展的

突出问题,提出了基于绿色发展的现代渔业应对策

略,以期为近海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和渔业环境现状

1.1 近海渔业现状

1.1.1 水产养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产养殖业长期遵循“以

养为主”的方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后掀起了

5次海水养殖浪潮。现阶段,我国水产养殖总产量

已超过5000万t,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水产品养殖

产量超过海洋捕捞产量的国家。截至2018年年底,

我国水产品总量达6457.66万t,比2017年增长

0.19%,而 捕 捞 产 量1466.60万t,却 同 比 下 降

4.73%,养殖产量是捕捞产量的3.41倍。全国水产

养殖面积718.95万hm2,同比下降3.48%,淡水养

殖面积是海水养殖的2.52倍。

在国家政策倾斜和精准科技投入的支持下,我

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迅速,近年来相关的研究也多有

报道。秦宏等[8]指出资源过度消耗和养殖污染是导

致海水养殖生态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王春晓等[9]

研究认为我国投入的资源优化配置存在不足之处。

赵领娣等[10]也认为应提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

水养殖资源利用率,对实现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2010—2019年的海水

养殖产量与面积的数据来看,我国养殖产量呈不断

增长的趋势,而养殖面积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

(图1),其中,2019年海水养殖面积降至近10年最

低的204.31万hm2,而 产 量 却 比2014年 增 加 了

291.97万t。从单位面积产量来看,2014年以后单

位面积的产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幅(图2),表明我国

2014年以前海水养殖业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

而过去5年海水养殖能力与以往相比得到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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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图1 2010—2019年海水养殖产量与面积变化

图2 2010—2019年单位面积产量变化

1.1.2 海洋捕捞现状

我国海域辽阔,为捕捞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近年来,我国捕捞渔船主要是拖网和刺网等

作业方式,捕捞海域集中在东海和南海。然而,我

国的渔业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机动渔船数量和总

功率不断增加,造成海洋渔业资源面临着越来越大

的生态重建压力。过去20年,我国机动渔船数量在

2013年以后有下降的趋势,总功率虽有小幅度波

动,但整体仍处在较高水平(图3)。

1999年,农业部提出了实现渔业资源“捕捞零

增长”的要求[11]。但历年数据显示,高强度的捕捞

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10—2017年我国海洋捕捞

产量 总 体 呈 上 升 趋 势,捕 捞 产 量 从 2010 年 的

图3 2000—2019年我国机动渔船数量变化

1203.59万t增加到2017年的1328.27万t,捕捞

产值也从2010年的1272.1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

1977.22亿元。正是由于长期居高不下的捕捞强度,

导致 了 部 分 渔 业 资 源 严 重 衰 退,甚 至 灭 绝。自

2017年开始政府陆续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出台了

更为严格的休渔政策,捕捞产量在2018年和2019年有

所回落,而捕捞产值却出现了逆增长(图4)。

图4 2010—2019年海洋捕捞产量与海洋捕捞产值变化

1.1.3 渔业从业人员现状

渔业从业人员主要由专业、兼职和临时从业人

员3种类型组成。其中专业从业人员在整个渔业从

业人员中占据主导地位,可细分为捕捞从业人员和

养殖从业人员等类型。渔业从业人员是推动我国

渔业产业蓬勃发展的主力军,在养殖和捕捞等方面

都做出了巨大贡献。2000—2019年数据显示全国

渔民人均纯收入稳步增长(图5),而全国渔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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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专业从业人员数量近

年逐年下降,兼职从业人员数量下降更加明显,而

临时从业人员数量却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图6)。

图5 2000—2019年渔民人均纯收入变化

图6 2000—2019年专业、兼职和临时从业人员变化

1.2 渔业水域环境现状

良好的渔业水域环境是渔业资源发展的先决

条件。我国的渔业水域环境状况堪忧,部分区域情

况仍在持续恶化,已成为制约近海渔业资源实现绿

色发展的主要障碍。近年来,随着我国蓝色产业的

高速发展,水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陆源污染、渔业自身污染和船舶污染是造成渔

业水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12]。其中,陆源污染是

近海渔业水域环境污染的首要原因,来源于工业、

农业和 城 市 污 水 排 放 以 及 固 体 废 弃 物 倾 倒 等。

2009—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

放总量呈上升趋势(图7),其中污水排放量最大的

是综合排污口,工业污染源次之,生活污染源最小。

2018 年 全 国 直 排 海 污 染 源 污 染 排 放 量 高 达

86.64亿t,比2017年增长了36%,持续升高的污水

排放量严重影响了近海渔业资源的栖息地、产卵场

和索饵场等环境。同时,固体废弃物的倾倒不仅加

重了水域环境的污染,而且也对海洋生物构成了威

胁。固体废弃物通常被称为海洋垃圾,是世界上所

有海洋环境中最普遍和增长最快的污染物之一,塑

料垃圾是其首要污染物,自1950年以来平均每年以

近10%的增长率增长[13-14],导致众多水域环境承

载力出现超负荷现象。2019年,我国对49个区域

开展了海洋垃圾(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底

垃圾)监测,结果显示80%以上都是塑料垃圾,且海

底垃圾中塑料垃圾占比高达92.6%,主要是渔线、

塑料袋和塑料绳等。此外,养殖过程中因缺乏专业

规划和管理,造成养殖密度过大、饲料投喂过量以

及滥用鱼药等方面的问题也加剧了水质恶化。船

舶运输作为海上的重要交通工具,对水域环境和海

洋生物也存在威胁,近年海上燃油泄漏事件频繁发

生,造成了大片渔业经济物种死亡,2013—2016年

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达到0.64亿元。

图7 2009—2019年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变化

2 存在的问题及剖析

2.1 海水养殖低效,资源浪费严重

我国海水养殖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但仍然存

在不足之处。养殖户主要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多数实

行粗放式养殖模式,产业规模较小且布局分散。这种

发展模式缺乏品牌竞争力,在适应不同发展需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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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困难,不仅会导致大量资源浪费,而且也增加养殖

户的成本。海水养殖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主要体现在水

资源、饵料、用药、劳动力等方面。以2009年为例,海水

平均养殖密度为0.85kg/m2,其中,鱼类1.06kg/m2,甲

壳类0.32kg/m2,贝类1.04kg/m2,藻类1.59kg/m2。

而国 外 在 水 深0.5~1m的 情 况 下,养 殖 密 度 是

25kg/m2[15],是我国的近30倍。吕兑安等[16]指出渔

民通常会采取提高投饵率的方式来获取更高的收益,

但是鱼类等养殖生物仅摄食部分饵料,导致大量残饵

沉积在底部,既浪费了饵料也污染了水体。因此,为

了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节约成本,我国水产养殖业必须

走工厂化养殖道路,但目前总体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养殖设备比较落后,循环水养殖等先进技术尚未大量

普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17]。

2.2 捕捞强度居高不下,资源无序开发

政府为限制渔民的捕捞强度,制定了燃油补贴政

策,这种政策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捕捞船只的数量,

但机动渔船的总功率持续攀升,捕捞能力也不断提

升,对海洋环境和资源造成了相对更大的影响。以浙

江舟山渔场为例,舟山市的机动渔船数量呈现逐年减

少的趋势,由1992年的12114艘减少至2018年的

7286艘。然而,机动渔船的总吨位却由41.74万t增

加到127.48万t,总 功 率 由80.88万kW 增 加 到

182.26万kW。海洋捕捞总量明显上升,从1992年的

58.17万t增 长 到2018年 的146.41万t,增 长 约

1.5倍。根据历年舟山水产品产量分析来看,1980年

传统四大海产之一的大黄鱼产量高达35139t,10年

后其产量骤降至65t,进入21世纪以来大黄鱼近乎

灭绝,产量呈现量级下降趋势正是由于捕捞强度居于

高位,长期作业破坏了野生大黄鱼的产卵场和索饵

场,导致了如今野生大黄鱼的产量一直处于低产状

态,即使开展一定增殖放流工作,但仍然收效甚微。

出现以上现象的深层原因主要是渔业资源具有

公共产品属性,无偿的开发和利用渔业资源实际上使

其成为“公地悲剧”,保护和管理资源无法跟上利用的

速度。此外,由于跨区域间捕捞的流动性较高,对渔

业资源的过分需求必然超过持续捕捞资源的总量,最

终导致近海渔业资源面临减少甚至枯竭的局面。

2013年媒体大量报道的“东海无鱼”现象就是对近海

渔业资源衰退的一种广泛社会关注。

2.3 专业从业人员流失,科技支撑弱化

近5年全国渔民收入呈稳步增长,但从事渔业

的专业化人才数量却在减少。2015年从事渔业的

专业化从业人员有781.45万人,而2019年则下降

至720.58万人。林香红[18]指出影响我国海洋渔业

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投入生产要素和科技进步(全要

素生产率)两大部分,投入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固定

资产投入和海洋渔业劳动力投入两个部分,其中专

业化从业人员在海洋渔业劳动力中最具有代表性。

因此,渔业专业化从业人员的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我国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支撑力量。

与这种现象相背离的是渔业新兴产业的不断兴起,

即利用渔业领域相关的高科技成果和国家重大发

展措施下所形成的科技化、集约化产业[19]。近海渔

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新兴产业有增殖渔业、渔业

服务业(苗种繁育业、水产流通业)、休闲渔业、碳汇

渔业等。专业化从业人员流失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传统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发展以及经济效

益的可持续增长。

2.4 近海水域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频发

水域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近海的养

殖业和捕捞业。近年环境公报也显示,我国近海水

域环境污染严重,富营养化程度高,赤潮频繁发生,

海洋环境灾难频率高。2019年我国近海共发生了

38次赤潮,累计受影响面积达到1991km2,东海发

生频率最高,高达31次。与2018年相比,我国赤潮

发生次数增加了2次,受影响面积增加了585km2。

除此之外,幽灵网具的增加也对海洋生态环境和生

物资源均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因废弃渔网缠绕海

龟和海豚等海洋生物而导致死亡的案例屡见不鲜。

近海水域环境和滩涂底质被污染的主要原因就

是化学工厂的废水排放和社区生产生活的废物倾倒。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化工厂有3万余家,其中有

2万余家位于长江沿岸,4000余家位于黄河流域[20]。

海上石油开采、油船泄漏、陆上油田废水和落地油最

终均汇入海洋造成了大面积水域污染,带来的社会影

响和生态灾害后果同样不可估量。例如,2011年

6月,中 海 油 渤 海 湾 油 田 发 生 泄 漏,它 覆 盖 了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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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km2的海平面,相当于渤海面积的7%。事故导

致海域出现大面积赤潮,840km2海域水质急剧下降,

对近海居民日常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3 近海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对策

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近海渔场已

成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近海渔业的最根

本目标是实现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问

题分析,需要充分融合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渔业权

制度建设、渔业管理创新等3个方面的要求。有效

解决办法是必须实现3个基本方向的转变,即由传

统产业型向业态创新型转变,资源掠夺型向资源养

护型转变和单一生产型向产业链型转变。

3.1 传统产业型向业态创新型转变

传统渔业主体结构分散,家庭渔户居多,存在病

害严重、产量低、效益差的弊端。这种产业模式忽略

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导致传统渔业养殖污染严

重,造成了资源极大浪费。想要实现转变首先就需要

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调发展,提高海水养殖利用

率。因此,业态创新型渔业转变迫在眉睫,主要向

4种发展业态转变,即基础产业要生态、相关产业要

延伸、融合产业要文化和服务产业要强大。业态创新

型转变过程中融合多个要素,具有科学化、集约化,有

利于将传统海水养殖中的资源浪费降到最低,实现资

源利用最大化。现如今海水养殖主要以工厂化循环

水养殖为主,有利于减少资源浪费,发挥当地的区位

优势,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自然资源是有限资源,必须意识到要对资源可持

续发展做出努力。渔业资源的80%以上被人类作为食

物消耗,少部分被用于其他用途。未来可将渔业资源

利用多元化,例如开发生物医药、保健品、化妆品等用

途。付秀梅等[21]研究认为提高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率

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发海洋特色药物。但是由于政治、

经济、技术等因素,我国海洋相关的生物医药发展处于

较低水平,虽然近年来产业增加值略有上涨,但一直低

于1.5%,我国医药生物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3.2 资源掠夺型向资源养护型转变

海洋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渔业资

源作为不可再生的海洋资源,在我国沿海地区的经

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久以来,在人

们的传统观念中,海洋渔业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可

以无限地被开发利用,然而这种一味追求经济效益

的掠夺式行为已经超越了海洋渔业资源的局限,无

法实现可持续发展[22]。因此,将资源掠夺型转变为

资源养护型,关键在于寻求一条适合海洋渔业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对渔业资源的环境保护。

例如,根据沿岸渔场特点科学规划,可分为海洋保

护区、养殖渔场区、海钓渔场区、休闲渔场区和海洋

牧场区等5类。政府对每个渔场区逐步实行总量控

制(TAC制度),即根据维持现状和合理开发的原

则,确定船网工具指标双控总量。

养鱼先养水,渔业资源的质量与近海水域环境的

好坏息息相关。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改善水域环境:

①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做好入海入河排污口整治工

作,严格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23],做到标准排放。对

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减少使用含污染物的产品,尽量

使用环保型材料等,降低对渔业资源及栖息环境造成

的破坏程度;②在水污染管理方面,我国的海洋环境

污染制度并不健全,没有明确的条例处罚相对应的污

染程度,因此政府管理部门要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的

综合治理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污染“必追究、

必处罚”;③在水环境保护方面,切实可行地应用和推

行绿色、环保的捕捞方式,减少渔具对水环境质量和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损害。除此之外,尽量降低污染、

浪费、遗弃物、遗弃渔具所造成的渔业资源损耗量。

3.3 单一生产型向产业链型转变

所谓单一生产是指每个行业都只生产一种产

品[24]。单一生产模式存在竞争力弱,资金周转难等

弊端,因此,需将单一生产型转换成产业链型。产

业链模式具有提高渔业资源附加值和质量、增强渔

业发展竞争力、水产品流通以及增加居民就业机会

等优势。践行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产业的大力推

进,建议分别从上、中、下游3个方面形成产业链模

式:①上游产业(提供养殖和捕捞的渔业资源产业)

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关键地位,主要内容是供应原

材料。现如今,我国的海水养殖已成为海产品的主

力军,为保障海产品供应稳定,应制定更加有效的

策略,督促各地区加快建立水产品追溯系统,让消

费者买得放心,吃得放心。尤其受新冠疫情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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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我国居民水产品购买渠道有所变化,部分居民

对集贸市场的信任感有所下降,倾向于去超市、水

产品专卖店等地购买[25]。②中游产业(水产品加工

业),通过加工水产品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但是,

目前加工技术仍比较薄弱。另外,品牌效应也不

高,为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品牌信赖,中游产业仍

有待进一步加强。③下游产业(面向消费者出售的

产业),以餐馆和沿海城市为主,从过去的生产主导

型向服务主导型转变,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向内陆地

区餐馆和家庭销售较少,产业效益不高[26]。当前,

产业链存在重出产水产品而轻服务质量的弊端,而

提高服务质量更有利于增加顾客满意度,带来大量

回头客。因此,渔业从单一生产型向产业链型转变

的过程需要关注每个阶段的动态,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整体协调发展。

4 结语

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

争。我国近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要以绿色发展为立足

点,吸纳和培养专业人才加速创新型产业的发展。从业

人员的能力对一个产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教

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是提高人员能力的两个重要途径,应

当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增进从业人员对渔业的认识。

渔业专业化从业人员的流失对渔业经济势必会造成一

定的影响。因此,留住和稳定现有专业人员的同时,还应

该加大增殖渔业、水产品加工等产业投资力度,提高渔业

专业化从业人员待遇,吸引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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