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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海洋工程开发等原因致使近海生态环境破坏、渔业资源持

续衰退,严重影响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生态渔业的主要发展方式之一,海洋牧场

近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在海洋牧场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文章从海南

省建设海洋牧场具备的优势条件分析入手,分析了目前的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海南省

海洋牧场的建设类型及主要建设内容,并分析了发展经营策略,以期为海南省海洋牧场建设找到

一条适合的发展道路,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协调、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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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duetooverfishing,environmentalpollution,marineengineeringdevel-

opmentandotherreasons,ecologicalenvironmentwasdestroyedandfisheryresourcesremained

onadownswing,whichaffecte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fisheriesseriously.Asone

ofthemaindevelopingwaysofecologicalfisheryinthefuture,marineranchinghasbeenvalued

bymanycountriesallovertheworldinrecentyears,andmanyvaluableexperienceshavebeenac-

cumulatedinthecon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inChina.Thispaper,fromtheadvantagesof

HainanProvinceinthecon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analyzedthecurrentstatusofthecon-

structionandtheexistingproblems,putforwardtheconstructiontypeandthemaincontentofthe

con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inHainanProvince,andanalyzedthedevelopmentofbusiness



62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strategy,tofindasuitablepathofdevelopmentofHainanProvinceMarineranching,andrealize

thecoordinated,sustainableandrapiddevelopmentofecological,economicandsocialbenefits.

Keywords:HainanProvince,Marineranching,Advantagecondition,Constructiontype,Construc-

tioncontents,Developmentstrategy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人口骤增和陆域资源的

日益短缺,为满足人类日益激增的粮食需求,人们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愈加强烈,过度捕

捞、资源衰退等问题愈发严峻,加之养殖业的自身

污染及沿海城市建设、工业开发,导致沿海生态环

境受到严重破坏,一些鱼贝类、大型海藻等海洋经

济生物资源量严重衰退,某些鱼类资源已经濒临灭

绝。北方海域的一些大型海藻场出现了退化[1-3],

南方海域的珊瑚礁系统也退化严重[4-5],因此改变

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提高

渔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保障近海渔业可持续发

展成为我国渔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代海洋牧场作为一种集生

态优化、资源养护、环境友好为一体的新型渔业产

业模式得到了重视和发展。所谓现代海洋牧场就

是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支撑,运

用现代管理理念与方法进行管理,实现生态健康、

环境优良、资源丰富、产品安全的现代渔业生产方

式。建设海洋牧场,可使海域的生态、环境、资源与

生产处于良好的平衡状态,保障该海域可持续生产

优质海产品,同时也可为发展水中观光、休闲垂钓

等第三产业创造自然条件[6-9]。科学地规划、建设

和管理海洋牧场,会使古老传统的渔业焕发活力,

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能

使辽阔无垠的水域变得更加健康、美丽、富饶。国

内外 也 已 进 行 了 多 年 的 建 设 并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成效[10-23]。

海南是海洋大省,海洋优势得天独厚。伴随着

近年来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海洋牧场建设逐渐

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早在2011年三亚蜈

支洲岛就正式开建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海洋牧场,海

口和三亚等地也开始规划海洋牧场。但海南如何

建设海洋牧场? 如何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益? 本研

究在分析海南省海洋牧场的建设优势、存在问题等

前提下,对海南海洋牧场的建设类型、建设内容、经

营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思考,以期为海南海

洋牧场建设找到一条适合的发展道路。

1 海南省建设海洋牧场优势条件

1.1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海南省海岸线辽阔,其中大陆海岸线占全国

大陆岸线长度的8.99%。海南省管辖海域面积

200万km2,约占我国管辖海域总面积的2/3,其

中按大陆架计算海域面积为83.258万km2,具有

绝对的面积优势。同时海南省近岸海域水质总体

为优秀等级,具有良好的水质条件。众多的岛屿

也是海南特点之一,岛屿个数有280个,合计面积

约930km2,多数岛屿以集群形式分布,为南海开

发和利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建设

海洋牧场的天然优势。

1.2 多样化的海洋生物资源

南海是我国面积最大、物种最丰富的海域,拥

有丰富的热带海洋生物,水产种类多样,是海洋渔

业发展的天然基地。现有资料表明,南海鱼类种类

较其他三大海域总数还多,在海南岛沿岸海域已记

录有鱼类569种,南海北部大陆架海域已记录有鱼

类1064种,南海诸岛海域记录有鱼类521种。海

南省还拥有丰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海南岛沿岸珊

瑚礁分布甚广,约有1/4的海岸线都分布着珊瑚礁,

珊瑚礁面积占全国珊瑚礁总面积的98%以上,西

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多由珊瑚礁组成[24]。这充分说

明海南省海域中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的

多样性,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

1.3 坚实的产业发展基础

海南省海洋产业在近10多年得到快速发展,海

洋产业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海洋渔业

作为传统海洋产业稳步发展,在产业比重中一直保

持第一,自2006年起稳定占主要海洋产业产值

25%以上;海洋旅游业等新兴产业也发展迅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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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海南省第二大海洋产业[25-26]。海洋相关产业

的高速发展为海洋牧场建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产

业基础,有利于海洋牧场的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时海洋牧场也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1.4 优厚的发展政策支持

国家重视海洋牧场建设,在《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93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加强海洋牧场建

设”的要求,海洋牧场技术也是国务院批准实施“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水

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以及“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的重点支持

领域,“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3〕11号)”中也明确提出发展海

洋牧场,大力加强渔业资源保护。海南地方政府也

极其重视海洋牧场建设与发展,2010年,国际旅游

岛建设规划纲要确定了海南省海洋经济重点发展

的战略地位,突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历史机遇。

2012年海南首次在全省海洋工作会议中提出“举全

省之力加快建设海洋强省,为海南绿色崛起提供强

有力的海洋产业支撑”的目标,2013年出台了《关于

加快建设海洋强省的决定》。2012年《海南省海洋

牧场建设规划(2013—2020)》提出了海南省海洋牧

场建设的计划和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海南省对海洋

牧场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更重要的是为海洋牧场

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1.5 巨大的旅游发展潜力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正式推进,给海

南旅游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海南旅游业得以发展

的舞台更加广大。新兴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给海

南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27]。特别是海洋产业文

化与旅游业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既可以提高传

统海洋产业和旅游业经济效益,又可以促进产业模

式的转型,形成更加环保、高产的新兴产业,比如休

闲渔业等。因此将传统旅游业与海洋牧场有机结

合起来,充分利用海南省旅游发展潜力,在大力推

进海洋牧场建设的同时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2 海南省海洋牧场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建设现状

2012年《海南省海洋牧场建设规划(2013—

2020)》中提到海南省计划在8年内在适当海域投放

100万空方的人工鱼礁(平均每个鱼礁约1.5空

方),同时开展人工渔业增殖放流活动,养护海洋渔

业资源,发展休闲渔业,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三亚市计划将建造大东海鱼礁区、双扉

石鱼礁区、东西岛鱼礁区、红塘湾鱼礁区、崖州湾南

鱼礁区等8个海洋牧场区,投放80万 m3 人工鱼礁

和相应的渔业资源增殖流放量,并建立种苗繁殖

场、驯养场等。2011年至今,三亚相继启动了红塘

湾、蜈支洲岛和大东海海洋牧场建设,已建设投放

礁体2.3万空m3,钢质船型礁10艘,在礁区投放价

值200多万元的礁栖性水产种苗[27]。截至目前,三
亚计划建造的8个海洋牧场已建设了4个,其中规

模最大、管理最好的是蜈支洲岛海洋牧场。经过多

年建设,蜈支洲岛旅游区为建设海洋牧场投入资金

量达3000余万元,形成了66.67hm2 的海洋牧场

规模,极大地丰富了海钓、潜水观光等海洋休闲观

光产业元素,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28-29]。

2.2 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几年来海南省大力发展海洋牧场建设,

以蜈支洲岛海洋牧场为代表的一系列海洋牧场区

已初具规模,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随之带来

的诸如科技力量薄弱、资金投入和管理划分不清、

管理与经营模式相对落后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如何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问题成为关系到海洋牧场

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3 海南省海洋牧场建设方式思考

3.1 建设类型

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生态修

复和资源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原则,围绕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建设,

调整渔业产业结构,发展滨海海上旅游,保护近岸

海洋生态系统,通过实施生物技术引进工程、栖息

地改造和增殖放流工程、增养殖品种更新优化工

程,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热带海洋牧场。总体而言

就是建设以资源修复与增殖为基础、以生态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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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为前提、以休闲渔业等第三产业为主要经

济增长点的休闲游钓观光型海洋牧场。

3.2 建设内容

人工鱼礁:海洋牧场建设以人工鱼礁建设为基

础,与北方大多数海洋牧场不同的是,海南省海洋

牧场人工鱼礁的建设在保证其资源修复生态功能

的前提下,应着重考虑人工鱼礁的观赏性和娱乐

性,突出其休闲娱乐价值以吸引游客消费。如可借

鉴墨西哥湾用雕塑构建人工鱼礁,建设海底博物

馆。另外,人工鱼礁材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首

先,人工鱼礁材料要遵循功能性、安全性、耐久性、

经济性和供应性五大原则,在此前提下,可以对其

材料本身加以创新,比如说可以在制礁过程中添加

无毒颜料或荧光材料等,增加人工鱼礁的观赏性,

从而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珊瑚礁修复:众多绚丽多彩的珊瑚礁构成了海

南省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开发珊

瑚礁是海南省海洋牧场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人

工珊瑚礁重建珊瑚礁的活力和生态系统尤为必要。

在建设海洋牧场的过程中要注重人工珊瑚礁的建

设,使之成为海洋牧场中独特的珊瑚礁系统,与休

闲观光旅游业相结合,在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带来

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健康苗种生产:可选择主要经济鱼类及珊瑚礁

鱼类,进行苗种的健康繁育,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

健康优质海洋生物苗种。

增殖放流:宜根据海洋牧场不同功能服务区投

放不同物种。如说在休闲海钓区投放当地主要经

济鱼类,以恢复和提高资源量,而潜水观光等休闲

娱乐区可以多投放一些具有观赏性的海洋生物。

鱼类行为驯化与控制:通过音响驯化控制鱼类

的行为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对海洋牧场区内主要

经济鱼类和观赏性鱼类进行音响驯化训练,控制鱼

类行为,使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达到这样

的效果,在休闲海钓、潜水观光时吸引鱼群过来,可

以有效地提高娱乐性和体验性。

环境监测系统:海洋牧场建设一系列的监测体

系更为重要,就长期发展而言,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是发展一切的根本保障,组建专业的环境监测

人才队伍、配备先进的技术设备、严谨的管理部门、

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等都是保证海洋牧场长

期发展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重要保障。

除此之外,海洋牧场旅游服务设施、服务体系、

科技支撑体系、管理体系乃至文化体系也需要进行

配套建设。

4 海南省海洋牧场的经营及发展策略

4.1 总体发展策略

在生态安全与平衡前提下,在保障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基础上,突出休闲旅游功能为主,兼具科普、

教育、促进就业等社会功能,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

海洋牧场示范区,进一步凸显海洋牧场的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

4.2 经营策略

海洋牧场重在建设,核心在经营和管理,如何

实现海洋牧场的可持续发展,在体现海洋牧场生态

效益的同时,如何突出海洋牧场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是海洋牧场经营管理中的核心问题。

海南海洋牧场有其独特的优势,国内其他海洋

牧场休闲渔业受季节性影响较大,而海南因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可以常年进行休闲渔业活

动。所以说,海南省海洋牧场发展休闲渔业有巨大

的发展空间。因此在经营管理中应着重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

(1)休闲垂钓方面,海上垂钓分为游船钓、岩礁

钓、海岸扩展台垂钓等,每种垂钓方式都配备一定

的基础设施,比如游艇上可以附以酒吧、渔文化现

场展示、海钓鱼类自助烹饪等简单娱乐项目。

(2)体验与观光型项目。利用渔港、浅海、岛礁

的海洋自然生态资源建立海上旅游基地,组织游客

参加海上捕鱼、潮间带采集、海景观光、海上运动

等。通过水下潜水观光,可以领略到形态各异的鱼

礁,热带海域丰富多彩的水下生物、美轮美奂的珊

瑚礁等景观。高端游艇旅游可以为游客制定一系

列的观光体验路线,可以完整、舒适地欣赏、体验每

一处娱乐场所。渔家乐可以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享受渔捞乐趣,同时领略渔村风俗民情、了解特色

渔文化。

(3)休闲观赏项目。借助各种渔乐馆、渔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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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馆、渔业馆、渔船馆和水族馆向游客展示各种

各样鱼类等与之相关的事物,集科普教育和观赏娱

乐为一体。可以专门建立海洋牧场主题馆,设置一

系列趣味性展示,比如以动画形式尤其是可以借助

于先进的VR技术展示人工鱼礁建设过程、模拟海

洋牧场水下景观。同时通过建立海底隧道和海底

博物馆等直观的观赏水下世界,进行水下探险,让

游客直观地感受海洋牧场水下世界,不同主题的海

底博物馆可以给游客带来不同的体验和乐趣。

(4)食鱼文化项目。美食是旅游必不可少的重

要环节,品种繁多的海鲜往往可以吸引众多的游

客,海鲜“鲜、活、优”的特点成为食鱼文化的特色,

形成以品尝海鲜、娱乐、采购为一体的食鱼文化产

业。为游客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游客可以选择自

己加工自己捕获来的海产品,品尝自己亲手加工的

海鲜美食,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海洋

工艺品。

(5)人文教育项目,通过建立各种渔业文化博

物馆、海洋牧场文化馆等场所,将博物馆与海洋文

化有机融合,按时间、鱼种、相关历史等主题来划分

展示区。以时间为主题的展示馆可摆放各个时代

的渔具和具有渔村风格的家具,还可以展示海洋牧

场建设的各个过程或者人工鱼礁从制作到投放到

成为海底世界的一部分的整个过程。以鱼种为主

题的展示馆可陈列各种鱼类标本,并对该鱼种的生

物、生态特性,食用价值以及文化传说等作渲染,提

高游乐者对渔业产业的认识。以相关历史事件为

主题时,可按电影院风格来建造,摆放历史性图片

和资料,播放资料片和历史电影。

(6)其他项目,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以

前许多只有在陆地上才能进行的活动现在已经可

以在水下进行了,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尝试和体验

水下世界的神奇。比如水下婚礼、海底旅馆以及海

底餐厅等,通过建造这些水下设施来吸引游客。充

分学习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结

合海洋牧场特色的建设理念,打造高端海洋牧场休

闲服务设施。

除了以上6个方面的建设之外,可以增加一些

创新性、个性化元素,比如说借鉴当下众筹、私人定

制等概念,将他们应用到海洋牧场中去,拓宽海洋

牧场资金筹措渠道,提高海洋牧场社会参与度,也

对“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科学利用海洋”理念的普

及起到推动作用。比如说人们可以出资买下一块

或几块人工鱼礁的制造权和拥有权等,在不影响其

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作人工

鱼礁、设计成自己喜欢的外形并可以在鱼礁上刻字

等,管理方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可以定期进行鱼

礁的调查和维护,人们也可以不定期过来查看自己

的鱼礁。另外,由于土地资源紧张、人口众多等原

因,政府越来越鼓励“海葬”,人们对“海葬”这种形

式也越来越包容,以往的“海葬”就是将骨灰撒向大

海,而结合海洋牧场可以发展鱼礁墓葬,也就是说

将骨灰融入人工鱼礁中,还可以根据个人要求私人

订制形状、规格、外貌等。这种方式既符合现代社

会发展需要,又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同时还可以为

海洋公益做出一定的贡献。

实现海洋牧场企业化运营,改变目前海洋牧场

建设主要由政府投资的局面,通过与旅游产业相结

合,吸引企业运营海洋牧场,财政资金由直接投入

海洋牧场建设,转向栖息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和

监测评估等方面。推动构建企业、科研院所、渔民

参与的行业协会,形成产业联盟,实现产学研结合,

企业和渔民共同获益,实现海洋牧场、休闲渔业、滨

海旅游等多元融合发展,将是海南省海洋牧场健康

发展及良性运营的必由之路。

5 海南省海洋牧场的发展展望

海南省海洋牧场发展目前已迎来了重要的发

展契机,除了能带来巨大的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

外,海南省的海洋牧场建设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即发挥海洋牧场囤鱼戎边的重要功能,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海南省海洋牧场工程将会在海洋资源

开发与利用、生态修复、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文化

传播、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

也必将在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大力发展海洋牧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

诠释,是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人民增

产增收的重要手段,海南省的海洋牧场建设将大有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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