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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优化辽宁省海水养殖业的产业结构,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

在分析辽宁省围海养殖现状的基础上,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2个方面论证围海养殖的用海效益,

并对退出机制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围海养殖规模较大,已对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造成

不良影响;通过建立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计算投入产出比,围海养殖的生态效益较低;以围海养殖

海参为例,通过分析其单位产量、单位产值和养殖面积,综合考虑产业贡献和养殖方式对比的情

况,围海养殖的经济效益降低;由于用海效益总体较低,围海养殖的逐步退出势在必行,应采取清

退或清除的方式,针对不同类别科学建立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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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optimizetheindustrialstructureofmaricultureindustryinLiaoning
province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thehigh-qualitydevel-

opmentofmarineeconomy.Basedontheresultswhichtheanalysisofthepresentsituationofthe
cofferdammaricultureinLiaoningprovince,thepaperdemonstratedthebenefitsofthecofferdam

mariculturefromtwoaspectsofecologicalandeconomicbenefits,andputforwardsomesugges-
tionsonthewithdrawalmechanism.Theresultsshowedthatthescaleofthecofferdammaricul-

tureinLiaoningprovincewaslarge,whichhadcausedadverseeffectsontheecologicalenviron-

mentofoffshorewaters.Theecologicalbenefitsofthecofferdammariculturewerelowbyestab-
lishinginput-outputindexsystemandcalculatinginput-outputratio.Takingtheseacucumberof

cofferdammaricultureasanexample,byanalyzingitsperunityield,perunitoutputvalu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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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area,thesituationofindustrialcontributionandcomparisonofcultivationmodeswas

comprehensivelyconsidered.Inaddition,theeconomicbenefitsofthecofferdammariculturewere

reduced,andthegradualwithdrawalofthecofferdammariculturewasimperativebecauseofthe

overalllowefficiencyofthecofferdam mariculture.Thewithdrawalmechanismshouldbeestab-

lishedscientificallyaccordingtodifferentcategoriesbymeansofclearanceorremoval.

Keywords:Mariculture,Ecologicalbenefit,Economicbenefit,Input-outputratio,Withdrawal

mechanism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养为主”的渔业生产方针

指导下,我国将渔业发展重心由捕捞业转向养殖

业[1]。作为我国传统优势产业,海水养殖业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海产品需求[2]。辽宁省是我国海

水养殖业大省,近年来围海养殖的规模迅速扩张,

由原来的大连市近岸海域发展到从鸭绿江口到葫

芦岛的整个辽宁省近岸海域[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前提是摸清现状、分析问题以及找到改革路径。

对于大规模的围海养殖,亟须通过实际调查对其用

海效益进行科学论证,从而明确其发展方向。

1 辽宁省围海养殖现状

根据2017年遥感影像的提取和统计结果,辽宁

省围海养殖面积达11.27万hm2,较集中在辽东湾

顶部大凌河口至双台子河口、复州湾至普兰店湾、

大刘家镇至大郑镇以及青堆镇和菩萨庙镇等近岸

海域,占用滩涂面积约37%,占用大陆岸线长度约

50%。规模化和工厂化的围海养殖有利于养殖者

抵御风险、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但也存在诸多生

态环境问题,例如:消耗大量海域空间资源,一些海

滩几乎被完全侵占;缩窄主要河口口门,影响河道

的行洪和泄洪功能;破坏河口湿地典型生态系统;

改变近岸海域的海水动力环境,降低海水的交换能

力和分解能力,清理粪便或污渍须定期使用药物化

学降解,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氮磷比重失衡,生态

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

2 围海养殖的用海效益

2.1 生态效益

为分析辽宁省围海养殖的生态效益,本研究建

立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表1)。

表1 辽宁省围海养殖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决策层 目标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投入

生态资源

生态环境

空间资源 海域使用面积×海域使用金

岸线资源 岸线使用长度×渔业用海岸线基准价格[4]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浅海、滩涂、河口和海湾使用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单价[5]

海水环境 近岸海域劣化海水体积×海水水质治理费用

海水动力环境 海水动力变化的海域面积×围海养殖设施拆除费用

产出 海产品 养殖产出 主要养殖品种的产值

围海养殖在项目寿命期内的投入产出比的计

算公式为:

R=K/I
N =1/R

式中:K 为总投入价值;I 为总产值;N 值越大,生

态效益越高[6]。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作为核算依据,辽宁省围海

养殖的投入产出比R=12,即 N=0.08,表明其生

态效益较低。

2.2 经济效益

海参 是 辽 宁 省 围 海 养 殖 的 主 要 品 种 之 一。

2008—2016年辽宁省围海养殖海参的总产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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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万t、总产值超过36亿元[7],其发展情况基本

可以反映全省围海养殖的经济效益。

2008—2016年辽宁省围海养殖海参的单位产

量、单位产值和养殖面积如图1至图3所示。

图1 2008—2016年辽宁省围海养殖海参的单位产量

图2 2008—2016年辽宁省围海养殖海参的单位产值

图3 2008—2016年辽宁省围海养殖海参的养殖面积

由图1至图3可以看出,2008—2012年随着全

国海参养殖的蓬勃发展,辽宁省围海养殖海参的单

位产量和单位产值都有所提高;由于近岸海域的生

态环境被逐渐破坏,2012年后围海养殖海参的养殖

面积不断增加,但单位产量却逐年降低,单位产值

受其影响也有降低趋势,表明围海养殖海参的经济

效益有所降低。

辽宁省围海养殖大多由村委会以集体所有的

形式将海域承包给养殖公司,再由养殖公司进行生

产。围海养殖属于农业范畴,国家不对其征税,且

围海养殖不能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其对海水

养殖业发展的贡献较低。

此外,近年来辽宁省海水养殖业逐步向自然养

殖(开放式养殖)转移,已完全能够满足公众对海产

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围海养殖的经济效益

带来冲击。事实证明,与围海养殖相比,自然养殖

在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同时,可提高养殖产量和质

量,有利于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建议

辽宁省围海养殖已对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造

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且用海效益总体较低,属于过

剩和落后产能。因此,围海养殖的逐步退出势在必

行,这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应积极研究退出机制并抓紧组织实施。

本研究提出“2个层面”和“5种分类”的退出机

制建议。“2个层面”即清退和清除:清退是采取拆

除或退养的方式,协调解决围海养殖的历史遗留问

题;清除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拆除围海养殖设施。

“5种分类”即针对未确权的围海养殖、废弃的围海

养殖、单体或规模较小的围海养殖、生产方式粗放

的围海养殖以及严重影响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围

海养殖,分别建立不同的退出机制。此外,为保障

围海养殖退出机制的有效实施,建议制订相关管理

办法、统一评定标准以及开展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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