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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系统梳理了海洋牧场的概念以及国内外海洋牧场的发展概况,并详细分析了山东省海

洋牧场建设的发展现状。加强海洋牧场建设将推动山东省继藻、贝、虾、鱼、参五次海水养殖浪潮

之后的第六次海水养殖浪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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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ystematicallypresentedstheconceptionanddevelopmentsurveyof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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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

Keywords:Marineranching,Developmentwaveofmariculture

1 前言

山东省海域面积和陆域面积相当,是我国的渔

业大省、海洋经济强省,在海水养殖领域始终走在

全国前列,引领了藻类、对虾、贝类、鱼类、刺参五次

海水养殖浪潮的发展,对促进沿海地区渔业经济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山东省渔业经历了“捕捞渔

业—养殖渔业—牧场渔业”3个主要发展历程。每

个发展历程代表了海洋生物资源的状态以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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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理念的变化。针对山东省

海洋渔业面临的资源枯竭、陆源污染加剧、生态环

境恶化、近海发展空间被挤占等问题,渔业发展亟

须转方式调结构,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生产

绿色安全新产品,成为现代渔业发展的新要求,建

设海洋牧场(MarineRanching)无疑成为现代渔业

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方式。海洋牧场是近30年来

发展起来的海洋生物养殖新兴产业,是包含苗种繁

育、健康养殖、生态环境、工程材料、信息与渔业管

理科学等为一体的陆海统筹的生产管理综合体系,

也是多层次、多结构和多功能的系统工程[1]。

海洋牧场对于恢复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增殖渔

业资源、发展新兴渔业产业,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意义。海水养殖

和海洋牧场仍然是解决我国渔业资源问题的重要

途径[2]。

2 海洋牧场的概念及国内外发展概况

2.1 海洋牧场的概念

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人员对海洋牧场的

研究内容、要达到的目标等要素不尽相同,所以对

海洋牧场的概念也各不相同,反映了人们对海洋牧

场的认识还在不断地探索和深入。据统计,关于海

洋牧场的概念至少有23种,其中国外有11种,国内

至少有12种[3]。

“海洋牧场”一词于1971年首次出现在日本水

产厅“海洋开发审议会”文件中,其概念为“海洋生

物资源中一个能够持续生产食物的系统”,此后,日

本、欧美、韩国等不同学者对海洋牧场的概念都提

出了不同的表述,但大多围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国内学者围绕海洋牧场建设的内容、方式、管理、捕

捞等,由抽象到具体,也对海洋牧场的定义进行了

界定和陈述[4-10]。随着海洋牧场科学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人们对海洋牧场的定义越来越清晰。梁

君[3]定义海洋牧场:在特定自然海域内,通过一系列

人为干预手段而形成的可控并实施有计划采捕的

水生生物资源管理型渔业生产系统。杨红生[10]定

义海洋牧场: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海洋工程

技术,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在特定海域科学培育

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包特力根白

乙[1]定义海洋牧场: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

物控制手段以及生产支持保障技术,选定广阔的海

洋区域而放养育肥经济海洋生物并按需采捕,在人

为管护之下以实现水产品可持续生产的系统化场

所。2017年 发 布 的《山 东 省 海 洋 牧 场 建 设 规 划

(2017—2020年)》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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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综述上述观点,对于海洋牧场的定义,包含几

个共性之处:①海洋牧场建设需要在特定的海域内

进行,应该包括苗种选繁育和加工等相关的陆地区

域;②海洋牧场需要多学科融合发展进行科技支

撑,包括基础生物学、环境工程学、材料学、鱼类行

为学、声学、渔业设施、信息与管理等;③实现增殖

品种(藻类、贝类、鱼类、刺参等)生产的可持续化和

产品优质化;④海洋牧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人

为干预实现该系统中效益最大化。

2.2 海洋牧场国内外发展概况

世界海洋发达国家一直致力于研究海洋牧场

建设,日本、美国、俄罗斯、挪威、西班牙、法国、英

国、德国、瑞典、韩国等均把海洋牧场建设作为振兴

海洋渔业经济的战略对策。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

提出“栽培渔业”的概念,1971年提出海洋牧场的构

想,1978—1987年日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

“栽培渔业”计划,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

场———日本黑潮牧场。美国的海洋牧场是以垂钓

性休闲增殖渔业为主,于1968年正式提出建设海洋

牧场的计划,并从1972年开始实施;1974年在加利

福尼亚附近海域通过投放碎石、移植巨藻建立小型

海洋牧场。韩国在1998年开始实施海洋牧场计划。

我国海洋牧场化建设的倡导者是著名海洋生物学

家曾呈奎院士,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海洋

农牧化的发展方向,并提出“水产生产必须走以农

牧化为主导的道路”[12],此外,我国10余名院士与

专家联名建议“尽快制订国家行动计划,切实保护

水生生物资源,有效遏制水域生态荒漠化”。我国

经济藻类、虾类、贝类、海珍品等苗种培育和健康养

殖技术的逐步成熟完善,五次海水养殖浪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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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洋牧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海洋

牧场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以人工鱼

礁建设和增殖放流为主[13]。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截

至2016年,全国已投入海洋牧场建设资金55.8亿

元,建成海洋牧场200余个,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42个,涉及海域面积超过850km2,投放鱼礁

超过6000万m3。近期农业部正式印发了《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年)》,规划

到2025年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78个,累计

投放人工鱼礁超过5000万 m3,海藻场、海草床面

积达到330km2,形成近海“一带三区”(一带:沿海

一带;三区: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的海洋牧场

新格局,标志着我国海洋牧场建设工作驶入了快

车道[14]。

3 山东省海洋牧场的发展现状

山东省海洋牧场的发展起步较早。山东省内

诸多科研机构早期的研发技术及成果为山东省海

洋牧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60年代的

海带“夹苗移栽”成功,70—80年代的乳山湾对虾增

殖放流,90年代的栉孔扇贝底播等,都是海洋牧场

发展的雏形;21世纪初,经济生物种类如鱼类的增

殖放流活动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海洋牧场各项关键

技术的研究和攻克;2005年启动实施了“渔业资源

修复行动计划”,开展人工鱼礁投放、增殖放流等工

作,海洋牧场建设快速发展;2014年山东省启动

“海上粮仓”建设,山东人工鱼礁建设引导方向由经

济型转向生态型,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各类海洋牧场240余处,面

积超过1.9万hm2,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14处,占

全国总数1/3。建设了海洋牧场观测网,设立23处

海底观测站,实现了对海洋牧场的“可视、可测、可

控”。全省已有16座海洋牧场平台投入使用,在建

或准备建设的30座,数量在全国保持领先,第六次

海水增养殖浪潮正在兴起。海洋牧场渔业一改过

去依靠资源消耗型、扩张盲目性、产品单一性的传

统海水养殖模式,升级实施绿色立体养殖,保护了

海洋生态环境,生产出供不应求的优质渔业产品,

拉动了休闲海钓产业发展,满足了大众对亲海、观

海、游海的美丽海洋环境的需要。

2017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制定并发布了《山

东省海洋牧场建设规划(2017—2020年)》,为山东

省海洋牧场的发展提供了依据、思路和保障。同

时,山东省地方标准《海洋牧场建设规范》正式颁

布,是我国第一部海洋牧场建设地方标准,可为山

东省海洋牧场建设提供相应技术支撑。

山东省海洋牧场建设起步早、发展快、成效显

著,同时任重道远。建设中凸显出一些问题需要面

对和解决,以保障后续健康可持续发展。①海洋牧

场建设缺乏科学严谨的管理和后保障机制。目前

海洋牧场建设重人工鱼礁投放和增殖放流等前期

投入,但缺乏长期监测[13],因此对牧场区建设前后

生境的变化,综合效应的评估,投放生物补充及捕

捞策略的制定等都需要跟进研究和管理规范的制

定。②海洋牧场建设中的某些关键技术需要攻关

和配套。海洋牧场建设不是单纯的人工鱼礁投放

和生物的增殖放流,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牧场

区域的适宜性、增殖放流物种的选择、良种培育、适

宜性评估以及鱼类行为学、计算机科学和渔业管理

等,都需要进行关键领域的研究和突破,以支撑海

洋牧场的可持续发展。③虽然国家和省市都陆续

发布了海洋牧场建设规划,但一般都以政府和企业

为主,公众参与度较低,建设主体单一,后期管理费

用较高,企业压力较大。应尝试建立以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多样化模式,吸收社会投资,

共同经营,建立分红机制,实现多赢。

4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

分在山东省渔业领域主要体现在:近海局部海域污

染严重;大陆自然岸线优质岸线利用已近极限;近

海渔业资源种类急剧下降。传统的渔业生产模式

不论从环境方面、产品质量与安全方面还是经济投

入与产出方面,都日渐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创新发展绿色养殖模式———海洋牧场渔业发

展势在必行。实践证明,海洋牧场的建设和发展已

经彰显效益:从社会效益看,海洋牧场的发展亦将

带动其他相关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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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据调查数据投礁型海洋牧场礁区基础生产力提

升了64%,生物量增长5.3倍[15];从产品质量看,海

洋牧场生产的海产品质量优、价格高,受欢迎度高。

因此,海洋牧场建设已彰显出较大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意义,必将引领山东省继藻、贝、虾、鱼、参五次

海水养殖浪潮之后的第六次海水养殖浪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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