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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防城港海洋渔业经济的跨越发展,文章分析防城港现代海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研究结果表明:防城港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海水养殖业等产业的

发展状况良好,但在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科技支撑等方面存在不足;防城港发展现代海洋渔业应

进一步完善海洋渔业基础设施、加快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加强水产品精深加工和物流贸易、保护

海洋渔业资源、强化科技兴渔以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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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leapfrogdevelopmentofthe marinefisheryeconomyof

Fangchenggang,thepaperanalyzedthedevelopingstatusandexistingproblemsofthemodern

marinefisheryofFangchenggang,andproposedcorresponding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The

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ithadabundantmarinefisheryresourcesandthedevelopmentofma-

rineaquacultureandotherindustrieshadbeeningoodcondition,butthereweredeficienciesinin-

dustrialstructure,infrastructureandtechnologicalsupportofFangchenggang;thedevelopmentof

modern marinefisheryshouldfurtherimprove marinefisheryinfrastructureandspeedup
seawater“greendevelopment”oftheaquacultureindustry,strengtheningofdeepprocessingofa-

quaticproductsandlogisticstrade,protectionofmarinefisheryresources,strengtheningofscience

andtechnologytopromotefishing,andincreasingpolicy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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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防城港地处广西北部湾之滨,是华南经济圈、

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也是由我国内

陆腹地进入东盟地区最便捷的主门户和大通道,还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享有“西南门

户、边陲明珠”的美誉。防城港拥有大陆海岸线

537.8km和海岛海岸线156.6km,岸线曲折,港湾

众多,海洋环境优良,渔业资源丰富;拥有防城港、

东兴、江山、企沙和峒中5个国家一类口岸,具有发

展现代海洋渔业得天独厚的优势[1]。

防城港滩涂和浅海水域广阔,其中滩涂面积约

126km2,0~20m等深线浅海水域面积约1926km2。

境内河流众多,其中较大的河流有防城河、茅岭江、

北仑河和江平江等,充足的淡水注入带来大量营养

盐和有机物质,沿岸滩涂和浅海水域的初级生产力

旺盛。防城港近岸海域是我国南海北部多种经济

鱼类的重要栖息地,是北部湾二长棘鲷和长毛对虾

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重要邻近水域[2-3]。海洋生物资

源较丰富,包括浮游植物130余种、浮游动物230余

种、海洋鱼类500余种、虾类200余种、头足类50余

种和蟹类20余种,还有种类众多的贝类以及其他海

产动物和藻类等[1-2,4-5]。珍珠湾海域并存红树

林[6-7]、海草床[8-9]和珊瑚礁[10-11]三大典型海洋生

态系统,海洋生态环境优越,天然饵料生物丰富,是
鱼、虾、贝类和各种暖水性海洋生物生长和繁衍的

理想场所。广阔的海域空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

源为防城港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提供良好的资源

条件。

海洋渔业一直以来都是防城港农业经济和海

洋经济的优势产业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海洋

经济发展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

政策红利的到来,防城港现代海洋渔业的发展迎来

新机遇[12]。本研究分析防城港现代海洋渔业的发

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防城港现代海洋渔业的

发展对策,以期为加快防城港现代海洋渔业发展提

供参考。

1 防城港现代海洋渔业的发展现状

防城港海洋渔业多年来坚持“以养为主”的发

展方针,积极优化生产方式,适时调整养殖种类,大
力推进生态健康养殖,围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2条主线,发展优质、高效和生态友

好型海水养殖业以及资源保护型海洋捕捞业,建设

面向东盟的水产品加工物流业,开拓多功能休闲渔

业,推进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事业,促进海洋渔业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独具北部湾特色的现代海洋

渔业发展新格局。

1.1 海水养殖业

近年来,防城港海水养殖业由以传统的滩涂贝

类养殖为主逐渐发展形成贝、虾、蟹类和海洋鱼类

等多物种养殖的新格局,养殖种类结构进一步优

化[13-14]。2019年全市海水养殖产量约39.2万t,

占广西海水养殖总产量的27.5%,位于广西第二

位;全市海水养殖面积为154.3km2,海水养殖种类

以南 美 白 对 虾 (Penaeusvannamei)、近 江 牡 蛎

(Ostrea rivularis)、卵 形 鲳 鲹 (Trachinotus
ovatus)、鲈鱼(Lateolabraxjaponicus)和石斑鱼

(Epinephelusspp.)为主[1,15]。

海洋经济鱼类养殖逐步从网箱养殖的传统养

殖模式转型升级为以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为主的

现代养殖模式。珍珠湾海域已成为全市最大的深

海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现有周长为60~120m的

深水养殖网箱300余口,养殖水体达110万 m3,主
要养 殖 种 类 为 卵 形 鲳 鲹、军 曹 鱼(Rachycentron
canadum)和红鳍笛鲷(Lutjanuserythropterus)。

防城港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起步较晚,但发

展较快,近5年来共发展以养殖南美白对虾、石斑

鱼、锦绣龙虾(Panulirusornatus)和褐篮子鱼(Si-

ganusfuscescens)为主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

6家。

1.2 海洋捕捞业

2019年防城港海洋捕捞产量约9.8万t,占广

西海洋捕捞总产量的17.8%,位于广西第二位。全

市现有海洋捕捞渔船2506艘,总功率7.1万kW。

海洋捕捞生产作业的渔场主要在近岸海域,以小马

力渔船刺网和杂渔具等作业方式捕捞近岸经济鱼、

虾、蟹类为主[16]。

1.3 水产品加工贸易业

依托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越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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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区以及边民互市贸易和跨境劳务合作等

政策优 势,防 城 港 水 产 品 加 工 贸 易 业 有 较 快 发

展[17]。2019年防城港水产品加工企业共有15家,

其中规模以上加工企业9家;共有水产冷库11座;

水产品加工总量为13.8万t。

1.4 休闲渔业

防城港以边境旅游试验区为依托、以滨海资源

优势为保障,按照多元化、精品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推进海洋渔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休

闲渔业的文化内涵,使休闲渔业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中得到快速发展。防城港现已初步形成各具特

色的休闲渔业新格局,出现以簕山古渔村一带为典

型代表的特色乡村旅游基地,将休闲渔业打造成具

有防城港特色的旅游品牌[18]。2019年防城港拥有

国家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3家和自治区级休闲渔业

示范基地7家;一年一度的“北部湾开海节”系列活

动实现海洋渔业与文化、生态和旅游等领域的有机

融合,培育出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1.5 海洋渔业资源养护

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防城港在“防城港钢铁项目渔业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自2009年启动)和中央财政渔

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项目(自2012年开始)的支

持下,加快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2016年防城港白龙珍珠湾海域海洋牧场示范

区被原农业部评为广西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19]。示范区总体规划面积450km2,力求打造集

“人工鱼礁+增殖放流+深远海养殖+海上平台+
渔港游艇+休闲海钓+渔船民宿+海域监管”于一

体的综合立体化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示

范区主要在深海资源养护区(海域面积10.4km2)

累计建设并投放鱼礁单体2400余个(约13.8万空

方),增殖放流鱼、虾、蟹、贝类累计达8.4亿尾(只)。

示范区的成功建设对于该海域海洋生态环境的恢

复和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具有显著效果[20-23]。

2 存在的问题

2.1 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防城港海洋渔业以海水养殖业为主,而远洋渔

业、水产品加工业和休闲渔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现

阶段具有相当规模的海洋渔业“龙头”企业极少,产

业规模较小,且大多为“单兵作战”的个体经营,缺

乏产业依存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分散经营

的模式无法及时捕捉市场行情和全面掌握市场动

态,不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制约海洋渔业的加速

发展。

2.2 基础设施有待升级

目前防城港的渔港码头淤积严重,导致港池变

浅和航道狭窄,港口通航环境受到较大影响。渔港

的防波堤和航标等基础设施有待改造,安全隐患突

出。白龙珍珠湾海域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和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业的重要海域,尚未配套专

业的渔港码头和其他渔业基础设施,制约现代海洋

渔业的发展。

2.3 科技支撑有待加强

防城港发展海洋渔业的科技支撑主要为市、县

两级渔业技术推广站,海洋渔业研究机构建设仍处

于起步阶段,海洋渔业科技支撑能力明显不足。对

海洋渔业发展新形势、新技术和新品种等的研究滞

后,海洋渔业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严重制约海洋渔

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缺少先进技术和人

才的引进平台和机制,海洋渔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

3 发展对策

防城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渔业经济的

发展潜力巨大。未来防城港将认真落实“坚持陆海

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在广西北海考察时提出的“打造好向海经济”

指示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

《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

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现代渔业跨越发展的意见》,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基础,全面

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以养为主”,海洋捕捞业、水产品加工业和休

闲渔业相结合的方针,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安全

的现代海洋渔业,促进防城港海洋经济实现跨越

发展[24]。

防城港海洋渔业“三核一区三带”的总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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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其中:“三核”即企沙渔港经济区、双墩渔港经

济区和天鹅湾渔港经济区,“一区”即白龙珍珠湾海

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三带”即东部传统渔业

资源产业带、珍珠湾休闲渔业产业带和江平镇沿海

陆基现代渔业产业带。

3.1 完善海洋渔业基础设施

根据《全 国 沿 海 渔 港 建 设 规 划(2018—2025
年)》的要求,加快企沙中心渔港、双墩渔港和天鹅

湾渔港三大渔港经济区建设,尽快形成以中心渔港

和一级渔港为“龙头”,以二级、三级渔港和避风锚

地为支撑的渔港防灾减灾体系。重点加强渔港防

波堤、护岸和码头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港

区渔需物资供应、船舶维修、水产品加工和交易市

场等经营性服务设施。依托中国-东盟渔业合作网

络,建设并完善远洋渔业综合基地,加强渔船更新

改造,推动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3.2 加快海水养殖业绿色发展

防城港发展海水养殖业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还拥有适宜开展海水养殖的广阔海域和滩涂等空

间资源,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潜力巨大。应积极调整

海水养殖业的产业结构,将特色和名贵种类的养殖

做强、做大;实施海水育苗工程,建设水产原、良种

场和引种中心,提高良种供给能力;合理开发利用

可养水域,因地制宜,有序发展滩涂养殖,积极发展

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贝

类新型浮筏养殖和大水面生态渔业等,进一步扩大

海水养殖面积,发展集约化绿色养殖,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节本增效。

3.3 加强水产品精深加工和物流贸易

培育和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和带动能力强

的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通过提高市场竞争力打

响知名品牌,促进水产品加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完善产业链,实现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的转变以

及由资源消耗型向高效利用型的转变。建设专业

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和水产品物流中心,完善现代水

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提高水产品集中采购和统一配

送的能力。加快建立联结产销的信息系统,构建网

上物流配送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将防城港打造成

面向东盟和辐射内陆的水产品加工基地和物流

中心。

3.4 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依法加强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严格执行伏

季休渔制度,控制近海捕捞强度,优化海洋捕捞结

构[10]。加快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合理投放

人工鱼礁[15],继续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加快海

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海洋渔业执法力度,建

立健全巡航执法体系,统筹安排出航巡逻,组织力

量查处“电、炸、毒”鱼的行为。严格控制渔船在禁

渔区内进行拖网作业,逐步取缔底拖网捕捞方式,

为海洋生物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3.5 强化科技兴渔

整合国内一流海洋渔业科研院所的力量,推进

海洋渔业科研资源汇聚,保障“外脑”参与重点项目

的建设和生产。加强海洋渔业科研课题等的申报,

充分了解本地企业在海洋渔业技术创新发展中的

实际困难,协助企业有针对性地寻找科研团队。深

化政、产、学、研的结合,推进海洋渔业科研院所和

高校的合作,进一步提高海洋渔业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通过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式,加强海洋渔

业科技推广和创新力度,全面提高海洋渔业从业者

的综合素质。

3.6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建立防城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融资担保体

系,借鉴国内外专业化投融资平台的模式,整合现

有资源,采取新建或挂靠托管的方式,加强政府引

导和市场化运作,吸引民营资本投入。积极争取国

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组建集合金融、海洋和法律等

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源团队。配套出台扶持海洋渔

业融资担保发展的优惠补贴政策,不断创新海洋渔

业融资担保的业务品种,完善海水养殖业政策性保

险的相关细节。抓住建立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和

发展冷链经济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

和水产品精深加工,推进海洋渔业三次产业的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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