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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上牧场 振兴海洋渔业经济 

杨 瑾 ，王 维 
(1．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所 青岛 266071；2．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 青岛 266000) 

摘 要：文章叙述了建设海洋牧场的重要意义，通过介绍国外发达国家海洋牧场 

的发展过程和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现状，提出我国海洋牧场建设要兼备增殖放流和现代养 

殖的优点，做到既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又要保证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并为国内海洋 

牧场建设提 出了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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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海域内，建设 

适应水产资源生态的人工栖息场所，采用增殖 

放流 、移植放流 的方法将生物苗种经过 中间育 

成或人工驯化后放入海洋 ，利用海洋 自然生产 

力进行育成，并建立一整套系统化的渔业设施 

及管理手段 ，通过鱼群控制技术 和环境检测技 

术进行科学管理以增大资源量，改善渔业结构 

的一种系统工程和未来型渔业模式。即有计划、 

有 目的地 海上放 养鱼虾 贝类 的大型 人工渔场 。 

海洋牧场是从渔猎时代发展到人工控制的放牧 

式养殖时代的转变，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 

海洋牧场的目的：其一是为了提高某些经 

济品种的产量或整个海域的鱼类产量，以确保 

水产资源稳定和持续的增长。其二是在利用海 

洋资源的同时重点保护海洋生态 系统 ，实现可 

持续生态渔业经济的发展。 

l 建设海洋牧场的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增加渔业资源，改善生物质量 

海洋渔业资源 的过度捕捞 ，导致 了海洋资 

源 的枯竭 。海洋牧场是通过人为地制造和管理 

海洋生态系统 ，为海洋生物的生长 、栖息 、索 

饵 、繁殖提供 良好 的 生态 环境 来 吸 引野 生 生 

物 ，或人工选育驯化和科学管理优 良品种 ，将 

人工繁殖的苗种 经中间培育放养到海洋 中，增 

加优质苗种数量 ，摄取天然饵料生物 ，且不使 

用化学药物。这样既可以大幅度增殖渔业 资源 

量 ，又 确 保 了 水 产 品 的 质 量 好、食 品 安 全 

可靠 。 

1．2 有利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优化海洋产 

业结构 

在建设海洋牧场过程中，通过投放人工鱼 

礁 、种植大型海 草 (藻 )等 方式 ，遵循 自然规 

律，重建 “海底森林”，修复或重建已被破坏了 

的生态环境 ，最 终实 现海 洋生 态 的 良性循 环。 

同时 ，建设海洋牧场还可保 持生物多样性 ，优 

化海洋产业结构等，提高沿海土地利用率。也 

可为海洋旅游业、休闲渔业提供 良好的渔业资 

源和场所，推动传统渔业结 构转型 ，提 高海洋 

捕捞的经济效益。 

1．3 有利于缓解高油价和 200海里管辖权体 

制的冲击 ，发展资源管理型渔业 

随着 200海里专属经济 区制度 的实施 和燃 

油价格的上涨 ，我国外海渔场大批 丧失 ，大量 

渔船挤压在沿岸和近海渔场 ，而沿 岸的海 水养 

殖又受到 围垦和临港工业发展 的不断蚕食以及 

污染 、病 害 、品质退 化及 食 用 安 全 等种 种 制 

约 。因此 ，我国沿岸和近海渔场面临强大 的捕 

捞压力和严峻的生态压力 ，渔 民的生存空 间大 

大压缩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实施海洋牧场计 

划，发展生态渔业，实现渔业资源的增殖、增 

产，促使海洋渔业走向 “家畜放牧”式的时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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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海洋牧场的发展 

从 2O世纪 9O年代 以来 ，全世界 17个重点 

渔区中已有 13个渔区处于鱼群枯竭或产量急剧 

下降状态，海洋牧场已经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发 

展渔业、保护 资源的主攻方 向之一。 目前， 日 

本 、韩国、挪 威、美 国、英 国、加 拿 大、俄 罗 

斯和瑞典等国均把栽培渔业作 为振兴海 洋渔业 

经济的战略对策，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人工育 

苗放流 ，恢 复 渔场 基 础 生 产 力 ，取 得 了显 著 

成效。 

日本 1971年在海洋开发审议会上第一次提 

出海洋牧场 的构想，1977—1987年开始实施 

“海洋牧场”计划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每年进行 

大规模 的人工鱼礁 和藻礁 的投放 ，并建 成了世 

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 日本黑潮牧场。 

日本水产厅还制订了 “栽培渔业”长远发 

展规划，其核心是利用现代生物工程和电子学 

等先进技术，在近海建立 “海洋牧场”，通过人 

工增殖放流 (养)和吸引 自然鱼群，使得鱼群 

在海洋 中也能像草原里 的羊 群那样 ，随时处于 

可管理状态。1994年在鹿儿岛县加计品麻岛， 

利用两个河 口湾 ，兴建金 枪鱼海 洋牧场 ，用 于 

蓄养来 自海上捕来的幼鱼，养成亲鱼后采卵， 

以解决人工种苗的来源 ，人工 育苗的幼鱼 向西 

南海区放流。日本每年投到人工鱼礁的资金就达 

589亿 日元 (折合人民币 42亿元)，中央政府和 

县政府、市町村各负责 5o 。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日本沿岸 2O 的海床已建成人工鱼礁区， 

2003年北海道地区秋季大马哈鱼的捕捞量猛增 

到 5 500 t。 

至今 ，日本沿海已有 2／3海域 ，107个 地方 

不同程度建设 了海洋牧场，实施 “海底 田园 

化”，共建鱼礁 5 000多座，总计 468万 hm。， 

总投资 12 008亿 日元，使 日本的近海渔业产量 

从 2O世纪 7O年代 470万 t增加到现在 780万 t， 

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韩国 1998年开始实施 “海洋牧场”计 划 ， 

所投国家经费共计 240亿 韩元，其 中研 究费用 

13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亿元)，设施费用 110 

亿韩元 (约合人 民币 0．9亿元 )。在庆 尚南道统 

营市首先建设 了核心 区面积约 20 km 的海洋牧 

场 (2007年 6月竣工)，取得了初步成功。在这 

片海域 中，建 设人工 渔礁 1 000多个 ，放流平 

铀、许 氏平鱼由等水产种苗 1 300万尾 ，据评估 ， 

目前该海域 的资源量 已超过 900 t，比事业初期 

该海域的资源量增 加了约 8倍 。随着水产资源 

的增加，近海渔 民的收入 已经从 1998年 的 

2 16o万韩 元 (约 合人 民 币 18万 元) 提 高到 

2009年 的 2 731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 23亿元 )， 

增长率达 26 。通过建设海 洋牧场 ，也促进 了 

韩 国海洋水产 技术的发展。其 中有关人工鱼礁 

和种苗生产等所使用 的技术 获得 40多项专利 。 

今后韩国将把统营海洋牧场的成功经验积极推 

广到全罗南道的丽水、忠清南道的泰安、庆尚 

北道的郁进和济州等 4个地区的示范海洋牧场 

的建设中去。韩国有关方面为实现海洋渔业的 

可持续发展，已制订了自2000年到 2050年在沿 

海全部建成海洋牧场的5O年计划。 

美 国于 1968年 提 出 建 造 海 洋 牧 场 计 划， 

1972年付诸实施 ，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起 

海洋牧场，利用 自然苗床，培育巨藻，取得效 

益。美国计划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将人工鱼 

礁的投放海区，由近海逐渐扩展到外海，逐渐 

将整个大陆架建成 “海洋牧场”，进一步改善海 

底生物栖息环境口]。 

此外，挪威、澳大利亚等渔业发达国家以 

及意大利、西班 牙等几十个 国家都开展 了海洋 

牧场建设和研究 ，取得了明显成效 。 

3 我国海洋牧场的发展状况 

我国资深院士曾呈奎先生早在 1981年就提 

出了 “海洋农 牧化” 的设想 ]，成 为我 国海 洋 

牧场初期 的蓝 图。近些年来 国 内海洋牧场建设 

也是方兴未艾 ，辽 宁、山东 、江苏 、广东 和海 

南等地都建成了较大规模的海洋牧场，海洋牧 

场在全国范 围内已成 为一种振兴渔业可持续发 

展 的新趋势 ，使 得我国的海水养殖产量 不断提 

高，有效地缓 解了因资源不足 而导致 的捕捞产 

量下降所带来的需求压力。 

2004年 ，大连獐 子岛渔业集 团股份有 限公 

司与大连水产学院投入 3 000多万元 ，开始合作 

海洋牧场建设 项 目，利用物理 与生物的方法 与 

技术营造海藻场，修复与优化海珍品生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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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场所 ，同时设置人工鱼礁、人工藻礁 ，对 

刺参 、海胆、皱纹盘鲍和扇 贝等海珍品的栖息 

环境进行修复与优化。 目前 ，该 公司每年用 于 

此方面的费用近 1 000万元l_4]。这是大连獐子岛 

渔业集团公司拥有中国第一个 1 500 km。海洋牧 

场 ，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生态海洋牧 场，年产海 

珍品可达 5万 t。未来的几年内，该公司将 以獐 

子岛为核心 ，在大连长海县建设 2 000 km。现代 

海洋牧场 ，并辐射大连 ，带动辽宁经济的发展 。 

山东青岛将按规划在青岛海域建设 12处人 

工鱼礁 以及一 处海洋牧场。总投资 6．7亿 元的 

开发区石岭子礁海域人工鱼礁项 目于 2010年 5 

月正式开工。其 中一期工程建设期 限 3年 ，计 

划投资为 2．2亿元 ，计划 在岩礁海底海 域建设 

人工鱼礁 3O万空 方，礁 区面积 超过 200 hm 。 

“空方”指的是留给鱼儿的活动空间面积，工程 

建好后 ，主要 吸引海参、鲍 鱼、黄鱼、黑头 和 

牙鲆等珍贵海产品。混凝 土构件会在海底 附着 

上水生物，水生物可提供 海产 品养殖所需 的饵 

料，改变以前的传统养殖模式，与天然海产品 

基本没有差别。通过放种增加养殖，建成后的 

人工鱼礁可提供超过原有资源 20倍的海洋渔业 

资源，缓解青岛渔业资源再生能力差的现状。 

该项目的建设还可丰富前海一线旅游产业的发 

展，对于修复海洋资源、促进山东省委提出的 

“蓝色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据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今后 5年将依据青岛市海洋功能区划，合理 

选定人工鱼礁建设区，科学规划人工鱼礁区建 

设规模与结构布局，重点布局建设大管岛、斋 

堂岛、大公岛、灵山岛、竹岔岛和石岭子礁等 

12处鱼礁区和崂 山湾海洋牧场 区，计划到 2015 

年，建成 5个人工鱼礁区；到 2020年，建成全 

部 12个人工鱼礁 区和一处海洋牧场。 目前已开 

工的人工鱼礁项 目还有 即墨马儿 岛和胶南斋堂 

岛项 目E53。 

青岛市～直大力实施渔业资源修复工程，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不断扩大增殖放流规模 ，在 

近 5年已累计放流各类水产苗种 16亿多单位。 

其中 2010年就安排资金 1 300多万元 ，投放海 

洋增殖苗 5．7亿单位 。 

我国浙江渔场曾是世界 闻名的渔场，20世 

纪 6O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计 划经济年代，在全 

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 ，一年四季，北上 、南下 ， 

几万条渔船，数十万渔民，都集中来到这一渔 

场，经历着恢复、发展、开发和掠夺等各个历 

史性阶段的演变。几十年的酷渔滥捕把原来的 

以大小黄鱼 、带鱼 和墨鱼等 “四大家鱼”为主 

体的各种水产资源十分丰富的著名渔场搞得名 

存实亡。 

在2010年召开的全市渔业大会中舟山市委 

书记梁黎 明指 出 “要用发展工业的理念来发展 

渔业 ，用建设 工业园 区的思路来发展 渔业，实 

现渔业现代化发展”。建设浙江近海牧场的 目标 

是：即把原来 31。一27。N、123。E以西直到浙江 

各县区最东面住人岛为止 ，总面积 26万 km 的 

浙江近海渔场全部改变为 “近海牧场”。通过 

“近海牧场”把浙江近海渔场生态逐步修复起 

来【．6]。通过努力要达到 2O世纪 6O一7O年代的境 

况水平 。 

4 国内海洋牧场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海洋牧场正在蓬勃兴起， 

但我国的海洋牧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建 

设当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4．1 明确目标，逐步发展 

我国海洋经济学 家、中国海洋大学刘洪滨 

教授认为：“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 ，就要建设真 

正意义上的海洋牧场。我们现在的海洋牧场只 

是投放人工鱼礁 、增值放流 ，还 不是真正意 义 

上的海洋牧场。真正的海洋牧场要兼备增殖放 

流和现代养殖 的优 点，既保护 了 自然生态 ，又 

可以保证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刘洪滨 

教授所言真正的海洋牧场，其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都十分可观 ，但 由于建设周 期长 、前期投 

入大等原因，推行起来 会遇到一定 的 困难。海 

洋牧场建设要有计划 、有步骤 的建设 ，做 到科 

学规划 、合理安排、逐步发展 。这样既能缓解 

投资大、建设周期 长的难题 又能做到真正 的海 

洋牧场。 

4．2 转变思想观念 ，提高认识 

海洋牧场不但是 “海洋农 牧化”的进一步 

完善和提升 ，也 是 由粗放 型、无序 开发利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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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资源向集约化 、综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转变 ； 

由掠夺性开发海洋资源 的传统 渔业 向环 境友好 

型、可持续发展 的现代 渔业转变 的重要途径之 

一

。 在海洋牧 场的建设 中需要 多部 门的协调配 

合 、共同努 力、共 同发展 。不但 要 转 变思 想 ， 

还要增强认识 ，从理论上或生 产实践认识上还 

需完全统一。 

4．3 加强环保力度。预防海洋污染 

近年来，我国沿海的污染加剧，尤其是水 

域水质的氮、磷超标，造成富营养化产生赤潮。 

我国近海赤潮 的发生率 、面积一直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在几个江、河人海口及舟山海域、渤海 

湾海域等 ，赤 潮 给海 洋生 物 带来 了灭 顶之 灾。 

解决赤潮的有效措施，一是加大洗涤剂禁磷的 

力度，沿海地区不但洗涤剂禁磷，在有江河流 

域的地区也应该洗涤剂禁磷；二是加强市政排 

水管网的建设，将污水统一由污水处理厂处理。 

还要增加污水处理的能力，尤其是污水处理厂 

要建有除氮、除磷的设施。 

4．4 加大科研力度 。科学发展建 设 

海洋牧场建设包括 生态环境建设 、目标生 

物的培育和驯化、监测能力建设、管理能力建 

设和配套技术建设等，是一庞大的系统工程。 

要依靠一整套系统化的渔业设施和管理体制， 

如人造上升流、人工种苗孵化、自动投饵机、 

气泡幕、超声波控制器、环境监测站、水下监 

视系统和资源管理 系统等 ，需要 人们利用先进 

的科技力量。我 国的海洋牧场建设 跟 国外发达 

国家相比，其发展规模、技术及管理手段都存 

在着很大 的差距 。因此 ，不但 要学 习和借鉴 国 

外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技术；还要加强对海 

洋牧场建设的研究，尤其是海岸工程技术、鱼 

类选种培育技术、环境改善修复技术和渔业资 

源管理技术的研究，并将其成果尽快推广应用 。 

这 4项技术共 同支撑 了海洋牧场 的建设与发展 ， 

是海洋牧场建设的核心技术 。 

5 结束语 

2006年初 ，国务院颁布实施 《中国水生生 

物养护行动纲要 》，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切实加强国家生态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 

利用水生生物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 

项战略举措，对渔业资源保护、渔业生态建设 

和渔业可持续发展 有着重大意义。随着我 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 口不断增长，水产品市场需求 

与资源不 足的矛盾 El益突 出，以及我 国水生生 

物资源严重衰退，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部 

分水域呈现生态荒漠化趋势，增殖和合理利用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已经成 

为一项重要而 紧迫 的任务 。因此 ，发展海洋牧 

场是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1] 李立红 ．发展我省生态渔业 建设海洋牧场浙江政 

协网~EB／OL]．(2009一O3—11)[-2009—10—11]． 

httpt 7www．zizx．go．cr1． 

[-21 贾晓平 ．增殖放流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作用研究报 

告[-N3．中国渔业报，2008--08—18(3)． 

L3J 陈立群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种模式：海 

洋牧场[J]．海岸工程，2006，25(4)：72—73． 

C4J 叶鹏 ．中国最大的生态海洋牧场诞生[N]．大连晚 

报 ，2009—12—17(4)． 

[5] 原野，吴薇 ．青岛投资 6．7亿海中建人工鱼礁 打造 

海洋牧场IN]．青岛早报，2010--04—30(2)． 

E61 普陀区老年科协渔业组 ．关于建造海上牧场的初 

步探讨[EB／0L]．(2009一l0一l1)[2010—04— 

15]．http；／／ww w．ptof．gov．e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