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占地球表面积70％的海洋，是孕育人类

生命的摇篮，又是全球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在当今社会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三

大问题时，人类生存的欲望和社会的进步，使

得世界沿海国家普遍将资源丰富的海洋视为新

的生存、发展空间，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联

合国第4l届大会也确定2l世纪为海洋开发的

新时代。海洋被誉为人类社会生存的第二空间

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根基。一场以海洋资源开
发为目标的“蓝色革命”已经引发。江泽民同

志曾号召全国人民开发“蓝色国土”，李鹏同

志也曾要求各级政府“管好、用好海洋”，朱镕

基同志在“十五”规划报告中指出：“没有强大

的海洋经济，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

国”。江苏省海岸线较长，浅海、滩涂辽阔，

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并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和雄厚的经挤基础。这些将是海洋渔业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仝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后备基础。

一、海洋已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1粮食和耕地危机

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

口，这种特殊的国情注定了粮食生产在我国有

着特殊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粮食形势严峻之

所在，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16

亿，粮食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国力的增强和

全球的安定都将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江苏省

是全国人口密集的省份之一，人多地少，近年

来耕地年均减少3．3万hmz左右，人口年均增

加50万上下，目前人均耕地只有600m：，且

今后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严重。
2．开发海洋，解决食物问题

人口爆炸、环境恶化、资源衰竭及众多原

因引发的粮食问题，已是红灯闪烁、警钟紧

鸣，许多沿海国家已将战略目光投向了占全球

面积70％的海洋．因为海洋每年繁殖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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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达400亿t，比陆地上耕地提供的食物

多上千倍。全世界每年提供的海产品约有30

亿t，足以养活300亿人口。一个以开发、利

用海洋生物资源为标志，解决人类食物问题的

“海洋牧场”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二、存在的问题、现状厦潜在优势

1．经济海洋渔业资源遭到破坏

渔业资源不足已成为全球性严重的生态问

题，江苏省海域内的渔场面积15．4万kmz，近

两年来的近海捕捞量稳定在35万t左右，但

传统的大、中型海洋经济鱼类的捕获量已明显

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资源规模越来越少的小

型鱼、低龄鱼和低值鱼。如江苏省的中国对

虾、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鲳鱼及水中“软

黄金”的鲤鱼和螃蟹苗等资源量已大为减少．
几乎形不成鱼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流失

的农药、化肥、除草剂、海上船舶油污，以及

育苗、养殖用水的排放人海，使得海水水质和

濉涂底质污染日趋加重，海水富营养化和赤潮

等现象时有发生，且发生范围和危害程度越来

越大，这些对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水增养殖带来

了不利的影响。同时还导致了病害的发生，如

对虾病毒病(1993年我国因该病而减产
9 25lt，经济损失达9亿元)、文蛤“菊花病”、

紫菜大面积病烂及硅藻附着症对江苏省的海洋

渔业生产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2．海岸带自然环境欠佳

江苏省海岸线长达953．9km，而粉砂淤泥

质海岸就占了90％以上，长达884km，且有

不少岸段为侵蚀性或淤长性海岸，整个海岸线

平直，内湾及保护屏障很少，海区海水浑浊，

这些都给海洋渔业尤其是海水增养殖的品种结

构、规模、生产和管理带来很多不便。

3．江苏省海洋渔业开发的地位及意义

海洋渔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开发潜力，
目前一直是扛苏省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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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在海洋经济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增长速

度超过了海洋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海洋渔业的

快速发展，无疑对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对解

决江苏省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强区域共同发

展、缓解粮食供应紧张、丰富“菜篮子”、提

高生活水平、解决劳动就业、促进社会安定、

增加出口创汇、带动整个苏北地区的发展、提

高江苏经济的整体实力等，都将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4．潜在优势

作为全国重要的海洋省份之一，江苏省海

岸处于我国海岸及其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中枢

部位，处于我国“Tf”字形经济格局的两个节

点及其中间部位，战略位置重要，区位优势显

著。南临经济大都市——上海，南接长江的北
人海口——南通，北为新噩欧大陆桥的东桥头
堡、被《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列为三个海洋特

殊开发区之一——连云港。同时，江苏省科技
力量集中、学科设置齐全。江苏省苏南、苏中

地区具有雄厚的经济和工业优势，但人多地

少，资源有限，而江苏省东部沿海则有
5 100krn2的滩涂，约占全国的1／4．居沿海各

省、市、自治区首位，是江苏最大的一块土地
后备资源，且滩涂及浅海资源丰度和密度分别

处于全国第一、第二位，综合指数列全国第三

位，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已围潮上带中尚有

133kin2未开发，潮上带高滩还有600km2未

围，且每年尚以13kin2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3 934km2潮间带和辐射沙洲中，尚有
1 333km2可用于贝藻养殖。15m等深线以浅

浅海面积2．44万k][1-i2，占全国浅海总面积的

20％。其利用率更低。江苏省海域具有较为丰

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全国八大渔场江苏省就有

其二。同时，由于该地区工业相对落后，城镇

化水平较低，乡村劳力资源较为丰富．这种互

补作用，无疑对区域共同发展、全省一盘棋发

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海洋渔业则是目前江苏省

海洋产业中最具有开发实力和潜力优势的首选

项目。

三、措施及策略

1．犬力推进渔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加快海洋渔业现代化进程

随着海洋捕捞零增长的实施，海洋渔业的

海洋开发与管理

重点将转向远洋捕捞和海水增养殖业，2002

年海水增养殖面积达到15万hm。，养殖产量

达到36．4万t，比1997年分别增长41．8％和

161．6％，海水养殖在海洋渔业中的比重也由

16．4％提升为37．5％。从目前世界海洋渔业的

发展趋势看，它已由“猎捕型”向管理型、培

育型、增殖型过渡，这也是海洋渔业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应该在加强近海的

环境保护，减轻其受污染的程度，并积极改善

其生态条件的同时，在江苏北部的连云港海域

加大人工鱼礁的构建和投放，大规模建设海州

湾生态功能保护区．营造“海底森林”，以达

到海州湾渔场的生态保护，建设新的人工渔

场，发展生态海洋渔业．建设“海洋牧场”。

加强对已经稀有的地方重要经济海洋渔业资源

的增殖放流，达到其资源的有效恢复和町持续

利用。加快实施减船转产，开拓外海和远洋捕

捞，但重中之重应放在人工海水增养殖上，因

为捕捞毕竟是受资源量限制的，必须通过人工

海水增养殖来弥补这种缺憾，这是最积极的做

法。海水增养殖亦已越来越受到超过海洋捕捞

的重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计划到

2010年江苏省海水养殖产量和占海洋水产总

产的比例分别达到50万t和50％。大力推进

浅海域开发，尤其是抗风浪深水网箱养殖。大

力发展水产品精细深加工业，它不仅可以提高

水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还能全

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对外贸易发展，而且

还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全民收入。大力发展休

闲渔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休闲渔业已成为满足城乡居民物质文化消

费的新兴产业．成为特色渔业中的崭新领域和

渔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如结合连云港创建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和海滨城市的特点。可建一大型

“海底世界”。不断加快海洋渔业二、三产业

的发展，以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江苏省

海洋渔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2．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科技兴海(渔y’
步伐

无数生产实践证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

改变。核心是由粗放型走向以科技投入为主的

集约型、质量型、效益型，科技进步在渔业现

代化建设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严格来说，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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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种类的大规模发展均以科技的突破为先

导。例如紫菜养殖业(如冷藏网技术和全浮式

紫菜养殖)，最后是全自动大型紫菜加工机械

设备的产生，所有这些科技的进步，都使紫菜

养殖迈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江苏省

1995年的科技贡献率仅为45％，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更低于浙江省的52．6％。近年海水养

殖的迅速拓展，更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前些

年起主导作用的优惠政策和增加投入等发展因

素的作用将更趋减弱。因此．各级领导应特别

抓住2003年“全国农业科技年”这一契机，

狠抓“四个刨新，一个加强”，全面推动“科教

兴渔”，把科技进步作为发展水产的“先行工

程”和重中之重来抓，并在思想上、组织上、

政策上、资金投入上、落实上、监督管理上下

工夫，真正地视科技为水产发展的支柱。加强

科研攻关与推广、培训相结合，壮大科技队

伍，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服务化

进程。提高管理者和生产者的业务素质和实践

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使科技进步在建设“两高

一优”渔业中发挥更强大的作用，才能使“科

教兴海”战路得以实施。浙江省“十五—前三

年计划每年安排1亿余元的财政专项资金扶持

海洋开发．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海洋与渔业科
研和开发。1998年，山东省专门成立了山东

海洋工程研究院，分管副省长兼任研究院理事

长，省科技厅厅长兼任院长，充分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对海洋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山

东省科技发展计划中，每年直接投入海洋科研

的经费均在500万元以上。江苏是海洋大省．

但海洋科技的整体实力和布局远落后于山东和

浙江两省，应整合全省海洋科技资源，优化资

源配置，尽快组建省海洋大学和海洋开发研究

院，构筑人才高地，并于北部的连云港市尽快

成立海洋渔业高新技术科研开发基地，为江苏
省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决策提供全面的科技支

撑。

3．太力推进海洋渔业经济国际化战略，加

快外向型海洋渔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加入WTO及经济全球化、一体

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国内化和国内市场国际化

的趋势已越发明显。因此，要以发展无公害水

产品生产为重点，进～步推进渔业质量安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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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快修订渔业质量安全标准和生产技术规

范，抓好渔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启动水生动

植物检验检疫工作。我国加人WTO后，更应

加强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过程中药物使用的

管理，严格控制药物残留，在养殖、加工全过

程中，引用IS09001和HACCP等标准体系，

加快订单型和外向型海洋渔业的发展，提高海

洋渔业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质量，全面提高江苏

省海洋渔业产品出口创汇的竞争力。

4．深化渔业体制改革，充分挖掘内部潜力

目前，江苏省海洋渔业生产有较大部分是

个体松散型经营方式，从而造成产销脱节、产

品市场竞争力差、应变能力弱．以及时有发生

的丰产不丰收等不利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渔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推广“公司+渔户”的生产模式，加快集

约化、集团化经营转变，走产业化道路。即所

谓“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
企业化管理”，这种将“千家万户”的渔民同

“千变万化”的广阔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的模

式，也是一种效果较好的“集千家资、聚千家

力、致干家富”的方式，它使资金、技术、劳

力、资源等得到优化配置，较好地解决了发展

海洋渔业的资金投入和利益分配问题．极大地

调动了广大渔民生产经营积极性，有效地促进

了渔业生产力的发展，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5．太力推进依法治海，依法兴渔
在建立健全江苏省相关立法的同时，更应

加强依法行政和监督管理，加强海洋渔业执法

队伍的建设，规范执法秩序，加强海洋渔业环

境、海洋渔业资源的监测和管理力度，加强海

洋渔业执法力度，促进海洋渔业综合管理工作

再上新台阶。形成依法治海、依法兴渔的有效

机制，真正将海洋渔业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

化、法制化轨道，为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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