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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加清晰和客观地认知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情况,促进海洋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推动农

业现代化建设和渔业经济发展,文章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以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为主要

内容,从供给规模、产业结构、地区分布、品种结构和生产方式5个方面,梳理我国海洋渔业的供给

和结构;分析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和渔业资源衰退、海洋

捕捞过度以及海水养殖效率、方式和品种结构不合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建议: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控制近海捕捞强度,

发展远洋渔业;转变养殖发展方式,优化养殖品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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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Chinasmarinefisheriesmoreclearlyandob-

jectively,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marinefisheries,adjustitsstructure,andpromotethe

modernizationofagricultureandthedevelopmentoffisheryeconomy,thispaperfocusedonfive

aspectsofmarinefishingandmarineaquaculture:supplyscale,industrialstructure,regionaldis-

tribution,varietystructureandproductionmode,inthecontextofChinasreformofthesupply,to

sortoutthesupplyandstructureofmarinefisheries,andanalyzethemainproblemsofChinas

marinefisheries.Theproblemsof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destructionandthedeclineof

fisheryresources,excessive marinefishing,andirrationalefficiencyandvarietystructureof

marineaquaculturewereobtained.Onthisbasis,thepaper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forthe

structuralreformofthesupplysideofmarinefisheryinChina:strengtheningmarine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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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protection,rationallyandorderlydevelopingandutilizingmarinefisheryresources;

controlingoffshorefishingintensity,developingoffshorefishing;changingaquaculturedevelop-

mentmode,andoptimizingbreedingspeciesstructure.

Keywords:Marinefishing,Mariculture,Fisheryresources,Fisheryeconomy,Supply-Side

0 引言

海洋渔业是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海

水养殖和海洋捕捞,其转型升级对于海洋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1]。我国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渔场面

积广阔,至2015年拥有渔港96个,分布在浙江省

(22个)、福建省(22个)、山东省(21个)、广东省

(19个)和江苏省(12个)[2]。发展海洋渔业能够满

足人民对海水产品的需要,同时能够促进国防安全

和现代化建设[3]。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2016年农业部提出针对农业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同时提出渔业的结构调整重点。海洋渔业

属于农业的范畴,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应抓住机会

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变革,减小产业发展阻力[4]。

本研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根据《中国

渔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梳理我国海洋渔业的

发展情况,从供给侧的视角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以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建议。

1 我国海洋渔业的供给和结构

海洋渔业即海洋水产业,是人们依托海洋获取

产品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生产活

动[5]。从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历程上看,1978—

1987年,海洋渔业资源较丰富,近海捕捞居于主导

地位,且发展迅速,渔民经济效益较可观;1988—

1997年,随着捕捞渔具网具和造船业的发展,海洋

渔业进入发展黄金期,近海渔场已无法满足需求,

开始 逐 渐 向 外 延 伸 和 扩 大,即 发 展 远 洋 渔 业;

1998—2007年,海洋渔业进入高强度捕捞期,大量

作业渔船和大陆架渔场加速渔业资源的衰退,自

2006年 海 水 养 殖 产 量 超 过 海 洋 捕 捞 产 量[6-7];

2008—2017年,近海呈现资源枯竭、无鱼可捕的

状态。

1.1 供给规模

从产值来看,我国渔业经济总产值由渔业产

值、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产值以及渔业流通和服务业

产值构成,2003—2015年我国渔业经济总产值和增

加值 均 持 续 增 长。海 洋 渔 业 产 值 由 2003年 的

1473.00亿元平稳增加到2015年的5148.67亿

元,占渔业产值的比重基本稳定在约44%,地位较

稳固(表1)。

表1 2003—2015年我国渔业经济总产值、渔业产值和

海洋渔业产值 亿元

年份 渔业经济总产值 渔业产值 海洋渔业产值

2003 5778.83 3323.41 1473.00

2004 6702.38 3796.22 1638.20

2005 7619.07 4180.48 1825.82

2006 8518.19 4509.06 2002.48

2007 9539.13 4956.23 2153.08

2008 10397.50 5520.64 2457.41

2009 11445.13 5937.37 2647.48

2010 12929.48 6751.80 3041.88

2011 15005.10 7883.97 3545.60

2012 17321.88 9048.74 4103.30

2013 19351.89 10104.88 4602.97

2014 20858.95 10861.39 4948.30

2015 22019.94 11328.70 5148.67

从产量来看,我国海水产品产量总体平稳增

长,200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低于水产

品增长率(约3%)。2015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为

6700万t,其中海水产品近3410万t,占比约51%。

海水产品产量变化呈2个阶段特点:2000—2005年

逐年增长,2006年明显下降,2007年开始继续逐年

增长。

1.2 产业结构

海洋渔业包括海水养殖和海洋捕捞。从产值

来看,2005年前我国海洋渔业中海洋捕捞占主导地

位,2005年海洋捕捞产值为883.88亿元,而海水养

殖产值达941.94亿元,首次超过海洋捕捞产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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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水养殖产值占海洋渔业产值的比重日益增

长,2015年海水养殖产值高达2937.66亿元,海洋

捕捞产值为2211.01亿元,其中近海捕捞产值超

过90%。

从产量来看,2000—2005年我国海洋捕捞产量

超过海水养殖产量。自2006年开始海水养殖产量

超过海洋捕捞产量,占海洋渔业产量的比重逐年增

长,到2015年增至约1876万t,平均年增长率约为

5%。海洋捕捞产量自2008年稳步回升,至2014年

才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表2)。此外,近海捕捞虽

仍占 主 要 地 位,但 其 增 速 大 大 低 于 远 洋 捕 捞,

2000—2015年远洋捕捞产量的年均增速约为8%。

表2 2000—2015年全国海洋渔业产量 万t

年份 海洋渔业 海水养殖 海洋捕捞

2000 2538.74 1061.29 1477.45

2001 2572.14 1131.53 1440.61

2002 2646.33 1212.84 1433.49

2003 2685.62 1253.31 1432.31

2004 2767.79 1316.70 1451.09

2005 2838.08 1384.78 1453.30

2006 2509.63 1264.16 1245.47

2007 2550.89 1307.34 1243.55

2008 2598.28 1340.32 1257.96

2009 2681.55 1405.22 1276.33

2010 2797.53 1482.30 1315.23

2011 2908.05 1551.33 1356.72

2012 3033.34 1643.81 1389.53

2013 3138.83 1739.25 1399.58

2014 3296.22 1812.65 1483.57

2015 3409.61 1875.63 1533.98

1.3 地区分布

海水养殖方面,2000—2015年,山东省和福建

省的产量和产值均遥遥领先,辽宁省增长显著,与

广东省不相上下,上述4省的产量占全国海水养殖

总产量的比重平均约为80%;再加上广西壮族自治

区和浙 江 省,产 量 超 过 全 国 海 水 养 殖 总 产 量 的

90%,这与我国4大渔场(黄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

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的区位密切相关[8-9]。

海洋捕捞方面,2000—2015年(除2008年),浙

江省产量始终居于首位,其次为山东省、福建省、广

东省和辽宁省,上述5省的产量占全国海洋捕捞总

产量的比重平均约为79%,低于海水养殖产量的地

理集中度;2000—2008年,上述5省的产量占比呈

下降趋势,2008年后才逐渐回升。

1.4 品种结构

海水养殖方面,2006—2015年的主要品种是贝

类,占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比重平均约为76%,

其次是藻类、甲壳类和鱼类,品种结构基本稳定。

其中,鱼类产量增长最迅速,超过海水养殖总产量

增速。

(1)2015年贝类养殖产量为1358.38万t,主

要养殖地区为山东省、福建省、辽宁省、广东省和浙

江省,上述5省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85%。在贝类

中,产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牡蛎、蛤、扇贝和贻贝,生

产结构较稳定。其中,牡蛎养殖主要为福建省、广

东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辽宁省,蛤养殖主

要为山东省、辽宁省、江苏省、广东省和福建省,扇

贝养殖主要为山东省、辽宁省、河北省、广东省和福

建省,贻贝养殖主要为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福

建省和江苏省。

(2)2015年藻类养殖产量为208.92万t,福建

省产量最高,其次为山东省和辽宁省,上述3省的产

量超过全国总量的91%。

(3)2015年甲壳类养殖产量为143.49万t,主

要养殖地区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山

东省和海南省,上述5省(自治区)的产量占全国总

量的80%。在甲壳类中,虾类约占81%,其中凡纳

滨对虾是主要品种,主要养殖地区为广东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福建省和山东省;蟹类养殖产

量也逐年提高,主要养殖地区为福建省、广东省、浙

江省、江苏省和山东省。

(4)鱼类养殖品种主要为大黄鱼、鲆鱼、鲈鱼和

石斑鱼。2006—2015年,鲈鱼养殖产量占比不断下

降,鲆鱼养殖产量占比有所回落,大黄鱼和石斑鱼

养殖产量占比提升,且增速超过鱼类养殖总产量增

速;广东省产量最高,其次为福建省、山东省、江苏

省和海南省,上述5省的产量占全国总量的86%。

海洋捕捞方面,2000—2015年的主要品种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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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比重平均约为70%,

其次是甲壳类、头足类和贝类;其中,甲壳类和头足

类的产量有所提高,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2015年鱼类捕捞产量为905.37万t,主要捕捞地区

为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甲壳类和头足

类的主要捕捞地区为浙江省、福建省和山东省;贝

类的主要捕捞地区为山东省和辽宁省。总体而言,

海洋捕捞品种的地区分布较稳定。

1.5 生产方式

我国海水养殖作业区域主要在海上,且呈逐渐

增加的趋势,滩涂养殖则逐渐减少,2015年海上养

殖和滩 涂 养 殖 的 产 量 分 别 为 1057.51 万t和

602.16万t。山东省、福建省、辽宁省和广东省既是

海上养殖大省,又是滩涂养殖大省,且海上养殖比

滩涂养殖的地理集中度更高。海水养殖方式主要

为底播养殖和筏式养殖,其次为池塘养殖、吊笼养

殖和网箱养殖,结构较稳定,工厂化养殖和深水养

殖占比较低;采用底播养殖的主要为山东省、广东

省、辽宁省、江苏省和浙江省。

我国海洋捕捞作业海域主要在东海,其次是南

海、黄海和渤海,2015年各海域捕捞产量分别为

499.96万t、373.77万t、335.08万t和103.96万t;

其中,除渤海捕捞产量呈降低趋势外,其他海域捕

捞产量均缓慢提高。海洋捕捞采用的主要渔具是

拖网,2000—2015年拖网捕捞产量占全国海洋捕捞

总产量的比重平均约为48%,其次是刺网和张网,

围网和钓具的捕捞产量较低。采用拖网捕捞方式

的主要为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和福建省。

2 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和渔业资源衰退

近年来,我国海洋渔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海

水养殖形势良好,海洋捕捞总体稳定。与此同时,

高密度的养殖和捕捞带来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和海

洋“荒漠化”的问题,引发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和

服务功能降低。近海渔业资源进入全面枯竭的状

态,尤其是污染破坏了部分经济鱼类的近岸产卵场

和养殖海域的环境,使鱼类的繁殖能力严重下降,

而渔获物的低值化、低龄化和小型化也加剧了渔业

资源的衰退[10]。

2.2 海洋捕捞过度

海洋捕捞业是海洋渔业中发展历史较久远和

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传统产业部门,目前我国存在

过度捕捞,甚至是严重过度捕捞的问题,主要包括

3个原因。①随着捕捞能力的日益增强,渔船吨位

越来越大,作业海域逐渐由沿岸扩展到近海和外

海,作业周期也从季节性扩展到全年性。②渔民规

模庞大,且自发研制各式渔具,存在地毯式捕捞和

横扫式捕捞的现象,这类掠夺式捕捞会带来生态危

机,影响海洋渔业的资源储备;全国专业捕捞渔民

多于养殖渔民,由于捕捞作业技术性强,捕捞渔民

就业面较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转产转业。③海

洋捕捞的相关政策不能有效衔接:一方面,控制渔

船规模,以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另一方面,继续实施

渔船油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海洋捕捞。

2.3 海水养殖效率、方式和品种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确立了“以养为主”的

方针,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并取得历史性的进步。

目前我国海水养殖仍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效率较低。我国海水养殖普遍存在养殖面

积越大、养殖效率越低的情况。如,辽宁省和山东

省海水养殖面积较大,但其单产低于全国大多数沿

海地区;辽宁省、山东省和江苏省是贝类养殖大省,

但其单产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海参等高附

加值海水产品的养殖效率也较低。

(2)方式落后。传统的筏式养殖和吊笼养殖的

效率最高,新型的深水网箱养殖和工厂化集约养殖

的效率较低,“渔光互补”海水养殖和水上发电融合

模式尚处于初试期。此外,养殖废水未经处理即排

放入海,加速了海洋环境的恶化,近岸海域尤其是

养殖密集海域污染严重,鱼病、赤潮和浒苔等灾害

发生频率升高。

(3)品种单一和结构雷同。藻类相对其他品类

在单产上较稳定;鱼类产量增长最快,但其单产波

动最大;新的优良品种较少,名、特、优和高端产品

比例较低。

3 对我国海洋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2015年我国供食用的水产品达5830.51万t,

但国内实际消费量仅为1539.57万t,市场处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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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求的状态。因此,供给侧改革而非总量改革将

是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3.1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理有序开发利用

海洋渔业资源

科学确定海水养殖规模,降低近海海域捕捞强

度,由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转型,促进海洋渔业资

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加快改造提升传统海

洋渔业,调整产业结构,形成渔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提高海洋渔业现代化水平。利

用政策和经济杠杆,发挥渔民组织和集体的作用,

建设生态养殖基地,深度开发海洋休闲渔业和特色

渔业等。

3.2 控制近海捕捞强度,发展远洋渔业

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强度,引导分散的家庭式捕

捞渔民逐步转向海水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严禁非

法捕捞。减少机动渔船的数量和总功率数,在实施

“双控”“双转”和伏季休渔等管理政策的同时,根据

渔业资源的变化情况调整捕捞作业方式,限制张网

和拖网,同时不断开发新渔场、新资源和新作业方

式。大力发展远洋渔业,提升海水产品供给的多

样性。

3.3 转变养殖发展方式,优化养殖品种结构

面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不断衰退和市场对海水

产品需求的持续扩张,海洋渔业的发展趋势应是由

海洋捕捞业向海水养殖业转移。我国海水养殖业

总体有序发展,但仍属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方式

处于由粗放型向优质型转变的过程[11]。应大力推

广科学养殖和绿色养殖,更新升级养殖设施,发展

工厂化养殖和深海网箱养殖,提高海水资源的利用

率,提供优质和安全的海水产品[12]。根据沿海地区

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和技术优势等,科学调整养

殖品种结构,积极推广名、特、优和高端养殖品种,

提高高附加值海水产品的养殖比重。依托科技创

新,积极研发和利用现代信息工程技术和生物技

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组织具有针对性的养殖技

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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