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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及近海养护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发展远洋渔业成为增加海水产品

供给、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实现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文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历程:按照产量、产值、作业海域、远洋渔业产业结构等指标对其进行阶段划分,

依次分为空白期(1949—1971年)、积极筹备期(1972—1984年)、起步期(1985—1990年)、快速发

展期(1991—1997年)、调整期(1998—2006年)、优化期(2007年至今)6个阶段,并分析其阶段特

征;发现国际渔业合作、远洋技术革新、近海渔业政策和政府补贴引导构成了远洋渔业不同阶段的

演进动因。结合当前我国远洋渔业所处阶段的特征和国内外渔业环境,对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趋

势进行预测,即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趋势体现在如下三大转变,①由渔业资源依附型转变为科技资

源驱动型;②资源消耗型转变成资源创造型,推进海外“蓝色粮仓”建设;③资源破坏型转变为资源

养护型,树立负责任远洋渔业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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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theDevelopmentofPelagicFisheriesinChinasince
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tage

Characteristics,EvolutionandTrendPrediction

LIUFang,YUHuijuan

(ManagementCollegeof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China)

Abstract:Withthedepletionofoffshorefisheryresourcesandthefurtherimplementationofoff-

shoreconservationpolicy,pelagicfisheryhasbecomeastrategicchoicetoincreasethesupplyof

marineproducts,improvethedietarystructureoftheresidentsand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

mentoffisheriesinChina.Thispaperreviewedthedevelopmentofoceanfisherysincethefoun-

dingofnewChina,accordingtotheyieldandoutputvalue,waters,fisheryindustrystructureand

otherindicatorsonthestagesdivision,whichwasdividedintosixstages,includingblankperiod
(1949—1971),activepreparatoryperiod(1972—1984),initialstage(1985—1990),rapiddev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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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period(1991—1997),adjustmentperiod(1998—2006),optimizationperiod(since2007),

andanalyzeditscharacteristic.It wasfoundthatinternationalfisherycooperation,ocean

technologyinnovation,offshorefisherypolicyandgovernmentsubsidiesguidanceformedthedif-

ferentstagesoftheevolutionmotivationofoceanfishery,combinedwiththecurrentoceanfishery
development,thecharacteristicsofthestageandthedomesticandforeignfisheriesenvironment,

somepredictionweremadeonthedevelopingtrendofpelagicfisheriesinChina.Chinaspelagic

fisherydevelopingtrendwasreflectedinthefollowingthreemajorchanges:(1)fromthefishery
resourcesdependenttypeto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resourcesdrivingtype;(2)fromthecon-

sumptiontypetotheresourcesofcreativeresources,promotingtheoverseasconstructionof“the

bluegranary”;(3)fromthedestructionofresourcestypetotheresourceconservationtype,estab-

lishingresponsiblecountryimageofoceanfishery.

Keywords:Pelagicfishery,SincethefoundingofthePRC,Stagecharacteristics,Evolutionmoti-

vation,Trendprediction

1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阶段划分及特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可划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 1949—1971年:空白期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以恢复渔业生产为指

导的水产工作总方针,要求尽快恢复渔业生产,增

加水产品的供给,改善渔民收入水平。此时,海洋

渔业生产的重点在于沿岸和近海,对远洋渔业几

乎没有涉及。究其原因,当时我国的近海水产资

源比较雄厚,可供开发利用;同时开发近海水产资

源对设备、资金、技术及人员素质的要求都较低,

这对于刚刚恢复渔业生产的新中国更具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

1.2 1972—1984年:积极筹备期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渔业水产事业取得了

长足进步,1972年我国海水产品产量达291.4万t[1],

较1950年的54.6万t,增长了433.7%。其中,海洋

捕捞产量265.8万t,海水养殖产量25.6万t,海水

产品的捕捞养殖比为18.4∶1,近海渔获量占捕捞

渔获总量的90%以上,近海开发过度而海外开发不

足的状况十分严峻。而此时,世界远洋渔业正步入

高潮,产量达世界渔业总产量的1/4[2]。近海资源

的日益减少,海外丰富的可开发资源,使得发展远

洋渔业的构想提上日程。

1972年农业部至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到,为了保

护和合理利用浅海渔业资源,提高水产品质量,海

洋渔业必须尽快向外海发展。我国远洋渔业事业

已进入国家政策层面进行探讨。

1973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

合法地位。我国开始正式参与到世界海洋渔业活

动中,在国际上为我国开展远洋渔业、参与国际交

流与合作获得了合法权益。

1980年国家水产总局组团赴澳大利亚、新西

兰、所罗门、基里巴斯4国进行考察。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次公派出国考察远洋渔业问题,提出

了发展我国南太平洋金枪鱼钓渔业和有关渔业合

作的意见,但受限于技术、资金,尚无力开展远洋

渔业。

1983年国家提出“远洋渔业在近期要有所突

破,国家要给予支持”。在我国海洋渔业30余年发

展的基础之上,根据实际可能,重新提出了“开辟外

海渔场,开发远洋渔业”的问题。

1984年中国与几内亚比绍签订第一个远洋渔

业协定。为我国远洋渔船奔赴西非提供合法依据,

标志着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开启的幕后准备工作已

基本完成。

在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积极筹备阶段,近海渔

业资源由于乱捕滥捕、开发过度等遭到了严重破

坏,使得我国渔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扭转片面捕

捞、忽视保护和增值资源的倾向,休渔期政策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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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进一步推动了发展远洋渔业事业的讨论。近海

渔业政策指导方针的转变,肯定了发展远洋渔业的

必要性。政府的积极作为是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

特征:一方面,国家出面对外积极寻求国际渔业合

作,开辟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另一方面,对内实行政

策引导和扶持,组织远洋渔业考察学习团,培养远

洋渔业专门性人才,鼓励远洋渔业事业的发展。

1985年,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开赴西非捕

鱼,揭开了中国远洋渔业发展的序幕。同年,上海、

大连、烟台渔业公司先后派出渔船开赴白令海峡的

公海水域,进行远洋捕捞作业,开始了我国远洋公

海的捕捞生产,迈出了我国公海渔业的第一步,至

此,我国的远洋渔业事业全面开启。

根据1985—2015年的远洋渔业产量[3](图1)、

远洋渔业产业结构(图2)和国家渔业政策的变动情

况,可将1985年以来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划分为4个

阶段。

图1 1985—2015年我国远洋渔业产量折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图2 2000—2015年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结构演进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洋年鉴、中国渔业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1.3 1985—1990年:起步期

起步期,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以过洋性渔业

为主,大洋性渔业发展不足;远洋渔业以拖网作业

为主,主要分布在西非、北太平洋、西南大西洋及南

太平洋等海域;远洋渔业产量较低,在海洋捕捞总

产量中的比重小,如1990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为

550.89万t,远 洋 渔 业 产 量 为 17.91 万t,占 比

3.25%;在渔业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与

21个国家建立渔业合作关系,开展鱿鱼钓和金枪鱼

钓项目;远洋渔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大,充分

依托国有渔业企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上的优

势推动我国远洋渔业的较快发展是这一阶段的显

著特征;国家对发展远洋渔业给予了高度重视,

1989年3月,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产业政策中,把

远洋渔业列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大力发展远洋

捕捞。

1.4 1991—1997年:快速发展期

经过5年的艰苦摸索,我国的远洋渔业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远洋渔业产量从1991年的32.35万t
快速增长至1997年的103.7万t,短短7年时间,产

量增加了71.35万t,增长率高达320.56%。快速

发展期,我国的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仍以过洋性渔业

为主,大洋性渔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远洋渔业作

业方式仍以拖网作业为主,鱿鱼钓、金枪鱼钓项目

进展顺利,作业区拓展到日本海、印度洋、中西部太

平洋及南太平洋等海域;渔业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

重大进展,加入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

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等渔业组织,与美国、

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积极磋商公海合作捕捞项

目,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国进一步加深渔业合

作,为我国远洋渔业发展争取了友好的国际环境;

远洋渔业产量增长较快,如1997年,我国海洋捕捞

产量为1385.38万t,远洋渔业产量为103.7万t,

占比7.5%,较起步期的海洋捕捞总产量中远洋渔

业产量占比上升了一倍;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目标的

确立,鼓励了民营渔业企业加入到远洋渔业事业

中来。

国家对远洋渔业事业发展的支持由重视、关注

转向具体促进政策的落地。相继出台了支持远洋

渔业企业的优惠补贴政策,确立远洋渔业企业资格

认证制度,并对拥有远洋捕捞渔获的企业免征企业

所得税,确保国家对远洋渔业的支持精准有效、落

到实处,鼓励更多的渔业企业走出国门,从事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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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作业。

1.5 1998—2006年:调整期

面对世界渔业资源逐年减少的趋势,如何在远

洋渔业产量一定或减少的情况下,保证其产值不变

甚至增加,对我国远洋渔业提出了调整优化结构、

提高效率、效益的挑战。1998年12月30日,农业

部在渔业专业会议上决定:我国1999年海洋捕捞计

划产量实行“零增长”,即保持在上一年的产量水

平。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从以往抓生产规模的扩大

和产量的增加,转向注重结构的优化和质量效益的

提高,至此,我国远洋渔业事业进入到调整期。

该阶段,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

破,大洋性渔业比重不断增加,2006年,与过洋性渔

业产量基本持平,打破了长期以来过分依赖过洋性

渔业发展远洋渔业的失衡局面,表明我国远洋渔业

产业结构调整成就显著;远洋渔业作业海域涉及太

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及3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

属经济区;调整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远洋渔业产业

链的拓展,由单纯捕捞渔获的原料提供行业向捕

捞、运输、初级加工等行业转变。远洋渔业海外基

地建设为远洋渔业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以中水集

团为例,截至2006年,公司共建立两个海外基地和

10余个海外办事处,实现了远洋渔获的初级加工、

冷藏,远洋渔船补给、修坞、停泊以及渔获的集散贸

易等功能,大大提高了远洋渔获的经济价值,促进

了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调整期,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远洋

渔业结构调整工作,把发展远洋渔业作为贯彻实施

“走出去”发展战略和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渔民

转产转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加大了对大洋性公海渔

业的开发力度,增加了公海渔业资源探捕和超低温

冷藏设备研制和开发的投入,加强了对远洋渔业企

业的宏观管理和引导。

1.6 2007年至今:优化期

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

程,经过9年调整期的努力,基本摆脱了以过洋性渔

业为主导的局面,实现了大洋性渔业与过洋性渔业

的均衡发展,我国的远洋渔业事业进入追求低资源

消耗、高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优化期。

在优化期,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远洋

渔业产量稳中有升。以2015年为例,远洋渔业产量

达219.2万t,占海水捕捞量的16.67%;远洋渔业

作业区开拓至南极海域,远洋渔业国际合作持续推

进,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远洋渔业合作项

目,在世界远洋渔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建设成果显著,截至2015年

底,我国具有远洋渔业资质的企业达160家,共成立

了100多家驻外代表处和合资企业,建设了30多个

海外基地[4],极大地保障了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产

业链延伸及市场开拓取得进展,截至2012年年底,

我国国内远洋渔业产品专业加工厂已达20多家,远

洋产品市场拓展至郑州、重庆等国内中西部地区[5]。

国家继续助力远洋渔业事业的发展,批准建立

舟山和沙窝岛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促进远洋渔获

的精深加工与贸易,推动远洋渔业由捕捞、初级加

工向捕捞、精深加工转变,提升我国远洋渔业竞争

力;远洋渔船更新建造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2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渔船

更新改造、加强渔业装备研发”,在国家和各地扶持

政策带动下,远洋渔企积极建造、更新渔船,远洋渔

船装备水平显著提升。

2 推动我国远洋渔业进阶的演进动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大致经

历了空白期、筹备期、起步期、快速发展期、调整期

和优化期6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是诸多要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图3),但在不同的阶段,起主导作

用的演进因子不同。

图3 远洋渔业发展影响因素

2.1 远洋渔业演进动因的阶段分析

2.1.1 空白期向筹备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渔业的发展重点在沿岸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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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在我国过度开发近海渔业资源的同一时期,世

界上的渔业强国纷纷投身于远洋渔业事业,进行外

海渔业资源的勘探开发,开辟了众多远洋渔业作业

海域,大大拓展了远洋渔业的发展空间。近海渔业

资源的过度开发与远洋渔业资源开发不足的矛盾,

引起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注、思考,推动着我国

远洋渔业事业进入到筹备期。

2.1.2 筹备期向起步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国际渔业合作的顺利开展对我国远洋渔业事

业进入起步阶段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外渔业

合作项目的达成,为我国的远洋渔船提供作业海

域,并在远洋渔船维修、补给、停泊方面提供支持,

而且为远洋渔获开辟了销售市场;另一方面,积极

参与各类国际渔业组织,为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发展

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维护我国远洋渔业的合法权

益。政府积极作为是推进我国远洋渔业事业进入

起步期的另一重要动因,通过与多个国家洽谈渔业

协定事宜、寻求国际渔业合作,公派人员出访渔业

强国,学习远洋渔业发展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为我

国远洋渔业的发展积累经验、夯实基础。

2.1.3 起步期向快速发展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推动我国远洋渔业事业

步入快速发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

立和完善,经济环境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加自由,远

洋渔业参与主体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和民

间资本进军远洋渔业,为远洋渔业发展带来资金、

技术和人才。国家对远洋渔业扶持政策的落地,分

担了远洋渔企的海外风险,鼓励更多的远洋渔企走

出去。

2.1.4 快速发展期向调整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远洋渔业处于结构严重失衡

的状态,过洋性渔业比重高达80%以上,大洋性渔

业发展严重不足。在发展初期,依赖过洋性渔业发

展远洋渔业符合国际上大多数渔业强国发展远洋

渔业所采取的非均衡路径。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应

当逐步扩大大洋性渔业的比重,使得大洋性渔业与

过洋性渔业实现均衡发展,而我国尚未实现两者的

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入渔国日益严苛的捕捞条件、

多变的政策也大大限制了过洋性渔业的发展,迫切

需要发展大洋性渔业来调整远洋渔业产业结构。

此外,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国家

出台的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约束下,为实现远洋

渔业的发展,需改变单一的捕捞作业为捕捞、加工、

销售相结合作业,提高远洋渔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2.1.5 调整期向优化期演进的动因分析

经过调整期的各方努力,我国大洋性渔业得到

快速发展,并于2006年与过洋性渔业产量基本持

平,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这一时期,世界

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十分严峻,特别是公海资

源乱捕、滥捕的加剧,使得世界渔业资源锐减,国际

社会关于公海捕捞资源养护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

各类国际渔业组织也相继出台配额政策、入渔条件

限制政策对渔业资源进行保护。在远洋渔业资源

日益减少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远洋渔业资源养护与

利用开发的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

一,如何实现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我国

面前亟须解决的课题。

2.2 远洋渔业演进动因的整体分析

在推动远洋渔业发展的演进动因中,以远洋渔

船为代表的机器设备的改进与技术创新对远洋渔

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统计整理我国1998—

2014年远洋渔业产量与远洋渔船数量的面板数据

(图4),发现两者之前存在密切联系,远洋渔船数量

和远洋渔业产量大体保持一致的波动性。可见,远

洋渔船的数量规模在我国远洋渔业的演进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图4 1998—2014年我国远洋渔业产量与

远洋渔船数量变动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洋年鉴、中国渔业年鉴数据整理所得.

政府的积极作为贯穿了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

全过程,成为推动远洋渔业阶段演进的持续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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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远洋渔业从筹备到壮大、从非均衡发展到结构

优化都受到政府有力的引导和扶持,国家和地方政

府在财政、税收上给予远洋渔业极大的政策优惠,

并将其发展纳入中长期规划,从战略高度部署远洋

渔业事业。

3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趋势预测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远洋渔业事业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已成长为世界远洋渔业大国,但同时

也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远洋渔业正处于优化

期这一关键时期,渔业资源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

盾突出、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矛盾加剧等问题

亟待解决,这意味着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将紧紧围

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展开。我国远洋渔业的发

展趋势体现在三大转变上。

(1)转变远洋渔业增长方式,由渔业资源依附

型转变为科技资源驱动型。类似于传统渔业,远洋

渔业具有资源依附性的特点[6],其产量变化同世界

渔业资源状况息息相关,也受到远洋渔船装备、资

源勘探能力、捕捞技术等硬件资源的影响。

长期以来,直接捕捞产值占据着我国远洋渔业

产值的绝大部分,意味着我国远洋渔业的增长仍是

依附于渔业资源的消耗。面对世界渔业资源锐减

的趋势,加之海外基地建设滞后,远洋渔船冷藏、加

工装备欠缺等问题,使得未经挑拣或加工的远洋渔

获直接以原料形式供给市场,大大降低了远洋渔获

的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导致远洋渔业效益流失严

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通

过远洋渔船更新改造、加强资源勘探开发和捕捞技

术的创新,在降低捕捞作业成本、提高捕捞效率的

同时,实现远洋渔获的分拣、冷藏和加工,延长远洋

渔业产业链,实现渔业资源依附型向科技资源驱动

型转变。

(2)资源消耗型转变成资源创造型,推进海外

“蓝色粮仓”建设。目前,我国以捕捞为主的远洋渔

业对渔业资源的消耗较大[7],随着渔业合作国入渔

条件的日益严苛、国际渔业组织对公海捕捞约束的

加强,限制了过洋性渔业和大洋性渔业的发展。在

渔业资源再生方面,国内“蓝色粮仓”建设积累了可

供借鉴的丰富成果,寻求海外渔业养殖条件适宜的

国际合作项目,推进海外“蓝色粮仓”建设,积极发

展海外养殖,实现渔业资源的再生。将海外“蓝色

粮仓”基地打造成为集养殖、捕捞、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体,向全球供给优质海产品,实现我

国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3)资源破坏型转变为资源养护型,树立负责

任远洋渔业大国的形象。远洋渔业是我国渔业外

向化发展的重点产业,不同于近海渔业,远洋渔业

需要“走出去”和别国打交道,需要广泛地参与国际

合作和交流[8],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和入渔国、世界

渔业资源均联系紧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要

兼顾各方利益,以益于入渔国和世界渔业资源的养

护和增殖为己任,树立负责任远洋渔业大国形象。

通过实现渔业资源依附型向科技资源驱动型转变、

资源消耗型向资源创造型转变,我国远洋渔业的发

展将不再以消耗渔业资源为代价,不再以渔业资源

环境的破坏为牺牲,我国远洋渔业便走上了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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