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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蓝色粮仓”是包含海产品生产、加工及海洋水产资源环境养护等众多关联产业的集合体,是

保障我国粮食和营养安全、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然而,“蓝色粮

仓”关联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给近海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制约了我国

“蓝色粮仓”的可持续发展。文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蓝色粮仓”关联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资源

衰退状况严重、近海捕捞难以维持、养殖环境问题突出、水产品安全问题凸显等问题,并提出了控

制近海捕捞产量,推进捕捞业转型升级、优化海水养殖模式,提高生态和经济效益、加强水产品精

深加工,提高产业价值链、加强渔业资源保育工作、完善各项保障措施等对策,以求为我国“蓝色粮

仓”建设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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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rineFoodSystem”includesnumerousrelatedindustrieslikeproductionand

processingofseafood,andconservationofmarinebiologicalresources.Ithasagreatsignificanceto

ensureChinasfoodandnutritionsecurity,promotethestrategyof“OceanPower”andtheeco-
logicalcivilizationofChina.However,theextensivemodeofdevelopmentandoperationofrelated
industriesinthepastcausedseriousdamagetothecoastalenvironment,andrestrictedthesus-

tainabledevelopmentofthe“MarineFoodSystem”.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devel-
opmentstatusofChinas“MarineFoodSystem”relatedindustriesandtheproblemsofseriousre-

sourcedecline,difficultiesinmaintainingoffshorefishing,prominentaquaculture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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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andhighlightingaquaticproductsafetyissues.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con-

structiondecision-makingof“MarineFoodSystem”,itproposedafew measuresascontrolling
offshorefishingproduction,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hefishingindustry,

optimizationofmarineaquaculturemode,improvementofecologicalandeconomicbenefits,en-

hancementofdeepprocessingofaquaticproducts,improvementofindustrialvaluechain,strength-

eningoffisheryresourcesconservationworkandimprovementofvarioussafeguard,etc.

Keywords:Marinefoodsystem,Marinefishing,Marineaquaculture,Seafoodprocessing,Resourcescon-

servation

0 引言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不高,粮食安

全问题仍面临巨大挑战[1],随着城市化和经济水平

的发展,国民对于海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2]。以

广袤的海洋中蕴藏的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为开发

利用对象的“蓝色粮仓”建设,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

国粮食安全水平不足以及居民营养水平落后的状

态。“蓝色粮仓”是以海洋渔业资源为劳动对象,以

蓝色海域和近岸滩涂为主要作业场所,通过增养

殖、捕捞和加工海洋渔业资源,为人类持续提供初

级及加工类海产品。持续开展“蓝色粮仓”建设,是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3]。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蓝色粮仓”的概念内涵、

理论框架、资源基础、模式构建等问题展开了研

究[4-6]。韩立民研究了“蓝色粮仓”空间拓展策略选

择及国外建设经验[3,7-8]。由于渔业生产、加工、运

输等环节中的各个产业对于“蓝色粮仓”建设起到

关键的支撑作用,其功能定位、产业间结构的问题

也受到广泛关注。卢昆[9]认为海水养殖业、海水灌

溉农业、海洋捕捞业和水产品加工业是支撑“蓝色

粮仓”建设的主要产业,分别起到支撑性、保障性和

结构调整性的功能。秦宏等[10]分析了海洋捕捞、海

水养殖和海产品加工等“蓝色粮仓”关联产业间的

结构问题,认为其关联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不

高,结构需进一步调整优化。

随着“蓝色粮仓”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关联产业

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日

益突出,因此,有必要对“蓝色粮仓”关联产业现状

及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从各关联产业入手,分析

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洋水产品加工以及海洋水

产资源保育四大“蓝色粮仓”关联产业发展现状,深
入探讨当前关联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以盼为我国“蓝色粮仓”建设提供参考。
由于我国的水产品进出口贸易以出口创汇为主,调
剂国内水产品消费结构为辅,对弥补国内水产品市

场需求缺口作用有限,本研究并未对水产品贸易与

流通业进行具体分析。

1 我国“蓝色粮仓”关联产业发展现状

1.1 海洋捕捞业

1.1.1 近海捕捞

海洋捕捞业作为“蓝色粮仓”建设的基础产业,
为国民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动物蛋白来源。近10年

来,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在多重捕捞管控措施影响下

止跌回暖,以1.75%的年均增速小幅稳定增长。

2016年创历史新高,达1328.3万t(图1)。近海捕

捞类别以鱼类和甲壳类为主,2016年分别占近海捕

捞总产量的69.16%和18.04%;其次是头足类和贝

类(图2)。头足类和鱼类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
年均增长速度均超过2%;受到水产养殖产品的冲

击,贝类和藻类产量明显下降。
从近海捕捞渔船数量看,渔船总量控制的过程

较为艰难。由于减船和转产计划,我国捕捞渔船总

量自2002年出现缓慢下降,但下降幅度微小。2016
年全国海洋捕捞渔船总量仍保持在17.97万艘,渔
业燃油补贴大幅减少的政策成效还有待观察。此

外,我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和生产结构不尽合理,
拖网、张网和围网等破坏性价较强的作业方式仍然

占据较大比例,2016年数量近6万艘,功率占据渔

船总功率的82.05%。

1.1.2 远洋渔业

我国远洋渔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部分近海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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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海洋捕捞产量年度变化(1990—2016年)

图2 2016年全国近海海洋捕捞种类组成

捞的压力。目前,我国远洋渔业规模已超过欧美等

传统渔业强国,成为世界远洋渔业大国。2014年,

农业部批准的远洋渔业企业达164家,远洋渔船

2460艘。远洋捕捞作业海域分布于西非、东南亚、

南美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公海

及南极海域。2015年,全国远洋捕捞产量达创纪录

的219.2万t,运回国内市场140.6万t,成为弥补

我国近海捕捞缺口的优质水产品来源(图3)。

图3 中国远洋捕捞渔获物产量(2000—2016年)与

捕捞渔船数量(2007—2016年)统计

1.2 海水养殖业

海水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蓝色粮仓”有
效库存丰裕程度,是“蓝色粮仓”建设最关键的支撑

产业[9]。海水养殖业在我国“蓝色粮仓”建设中的经

济贡献已经远高于海洋捕捞业。

2006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增加到1264.16万t,

全面超越海洋捕捞产量,成为我国海洋水产品生产

的首要来源。我国海水养殖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以

贝类、藻类为主,鱼类和甲壳类养殖并重,兼顾海参

等海珍品养殖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养殖模式步入多

品种混养模式[11]。但受到养殖空间、生态环境压力

和养殖病虫害的影响,国内海水养殖增速急剧下

降,年均增长率由1990—2000年的20.65%下降到

2010—2016年的4.79%。

从空间分布看,国内海水养殖主要集中在近海

和滩涂区域。近5年来,尽管海水养殖面积有所增

长,但增幅很小,仅为1.56%,而产量增长较明显,

年均增长率为6.23%。滩涂养殖受限于发展空间,

近几年养殖面积呈下降态势,产量以年均2.25%的

速度缓慢增长。由于近海养殖的海域趋于饱和,未

来海水养殖空间趋向于离岸深水区发展(图4)。

图4 不同养殖空间的养殖产量及

面积年度变化(2010—2016年)

从养殖方式看,以贝类筏式和底播增殖,虾蟹、

参鲍、鱼类池塘养殖及鱼类网箱养殖为主。网箱、

工厂化养殖等现代化海水养殖方式快速发展,深水

网箱、普通网箱养殖水体及产量均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池塘、筏式、吊笼等传统养殖方式受到发展空

间、养殖对象及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的影响,养殖面

积下降或持平,仅底播增殖面积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图5)。

1.3 海产品加工业

进入21世纪,我国海产品加工业进入多元化、

快速发展阶段。从加工产品类别看,以冷冻产品为

主,2016年总产量占海水加工产品总量的63%;其

次为鱼糜与干腌制品,占总产量的15%。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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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养殖方式产量及面积

年度变化(2010—2016年)

有鱼粉、鱼油、罐制品和其他类等加工产品,均占总

产量的10%以下。

从增长趋势看,近10年我国海产品加工量总体

上呈增长态势,海产品加工总量增幅为3.19%。其

他类水 产 品 加 工 量 增 速 明 显,年 均 增 长 率 高 达

14.34%;罐制品、鱼油和冷冻产品也均保持较高的

年均增长率;由于鳀鱼资源波动以及鱼粉厂整合,

国内鱼粉成本上涨,且进口鱼粉竞争力加大,导致

国产鱼粉产量自2013年后持续减少,年均增长率跌

至-4.4%(图6)。

图6 我国海产品增长趋势(2007—2016年)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水产加工业集聚度较高。

2016年,72.1%的加工企业、61.9%的水产品冷库

和76.6%的海洋加工水产品产量集中分布在山东、

辽宁、浙江、福建和广东5个沿海省份。从海水产品

加工量方面来看,以山东优势最为明显,2016年为

687.28万t,占全国总量的38.72%,除了鱼糜与干

腌制品和藻类落后于福建外,其他产品均位居全国

第一 位;其 次 为 福 建,2016 年 海 产 品 加 工 量 为

335.88万t,占全国总量的18.92%,居于全国第二

位;江苏、广西、海南、河北、上海和天津的年海产品

加工量均不超过100万t。

1.4 海洋水产资源保育

水产资源保育是确保我国“蓝色粮仓”建设顺

利进行的基本保障。自2000年以来,我国加大对渔

业资源的保育与渔场修复投入,相继出台减船转

产、网具管制、增殖放流、禁渔期/区、渔业保护区等

多种有利于资源环境修复的政策措施。海洋保护

区建设取得进展。现我国已批准建立海洋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1个,各类海洋保护区250余

处,面积1200万hm2余,预计2020年占我国管辖

海域总面积达到5%。海洋生态红线及禁渔措施深

入实施。全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基本完

成生态红线划定方案,全国约30%的近岸海域纳入

生态红线管控范围,保护对象达200余种。我国伏

季休渔范围已扩大到渤海、黄海、东海及12°N以北

的南海(含北部湾)海域。2017年,农业部将四大海

域禁渔期提前至5月1日,禁渔时间延长到3.5~4
个月。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生

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增殖放流工作范围

遍布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放流种类包括对虾、

梭子蟹和鲆鲽类等几十种海洋生物。自2002年以

来,农业部积极支持地方开展海洋牧场建设。截至

2017年5月,全国创建了两批42个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共计人工鱼礁2000万 m3余,礁区面积

超过11万hm2,主要分布在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

沿海港湾与岛屿周边海域[12]。

2 我国 “蓝色粮仓”关联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资源衰退状况严重

依赖资源开发利用的“蓝色粮仓”建设要建立

在良好的资源保障基础之上,物种丰富度低的海洋

生态系统更容易发生衰败[13]。过高的捕捞压力造

成的资源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资源数量显著减少。自20世纪80年代至

今,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种类持续减少[14]。例如,黄

海小黄鱼资源严重衰退,产量逐年下降,1972年降

至历史最低水平,虽在90年代后有所恢复,但群体

结构趋于简单化;鲆鲽类、褐牙鲆、半滑舌鳎、鳀、带

鱼、鳕、鲱等经济鱼类产量不容乐观。

(2)资源结构变化显著。历史优势种群结构低

龄化、小型化、低值化趋势显著,生物资源多样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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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持续降低[15]。东海主要的历史优势种鲨、 、鳐、
、大黄鱼、鳓等如今已很少见,带鱼、小黄鱼、绿鳍

马面鲀等优势种内部结构已趋于个体变小、平均年

龄缩短。
(3)渔业资源平均营养级降低。原有渔业资源

结构被后来的次生群落或食物链更低一层的物种

所替代,渔业资源的平均营养级不断降低。渤海捕

捞渔获物平均营养级下降速度为0.01/a[16],主要是

由海洋生态系统内部高营养级生物的衰退和低营

养级生物量增加所引起的,反之加速了海洋捕捞业

的衰败。
(4)衰退程度持续加深。衰退范围已扩大到我

国四大海区,以黄渤海及东海资源状况最为严峻。

经估算,东海渔业资源实际捕捞产量已远超预测可

捕量[14];南海虽然是世界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最高

的海区之一,但近年来同样面临资源衰退的困境,

渔业资源密度锐减,相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下降了

半数以上。

2.2 近海捕捞难以维持

总的来看,我国海洋捕捞量增长主要依赖庞大

的捕捞船队和高昂的渔业资源恢复投入,近海过度

捕捞压力仍未得到根本缓解。

巨大的捕捞投入威胁我国近海捕捞可持续发展。

我国近海捕捞呈低速增长态势,捕捞能力过剩仍是制

约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因素。过去10年

间,我国捕捞机动渔船数量虽然从21.1万艘减少到

18万艘,但总功率却增加了15.1%。据估算,我国海

洋渔业资源年可捕量约为800万~1000万t[17],但目

前已远超过国际认可的年可捕量。在巨大的捕捞投

入下,近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仍存在巨大的风险以

及不确定性。

我国现有的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和生产结构不

尽合理。大部分渔民仍大量使用违规违法网具,如
底拖网、围网和张网等破坏性较强和远小于规定的

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等。虽然短期内,这类渔具的

使用和违法捕捞行为增加了捕捞产量,但长期来看

对渔业资源造成巨大损害,不利于我国海洋捕捞业

可持续发展。

2.3 养殖环境问题突出

近20年来,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

弥补了国内市场需求缺口,但同时给我国近海养殖

水域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出现了养殖水域

污染以及饵料生物资源衰退的问题。

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等重点养殖区的生态环

境状况不容乐观。全国有66%和10%的监测海域

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的状态[18],表现为富营养化及

底质有机物、病菌及重金属超标,主要由养殖污水、

残饵、药物残留及排泄物造成。据估算,2002年我

国黄、渤海沿岸的海水养殖排放污水中氮和磷含量

分别为6010t和924t,分别占该区域陆源排放总

量的2.8%和5.3%[19],是造成局部海域海水富营

养化的主要因素。此外,养殖生物逃逸可能造成外

来物种入侵,扰乱地方生态系统的种群结构。

海水养殖饵料对野生小杂鱼的需求所产生的生

态影响不可忽视。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养殖国,对

于鱼粉的需求巨大。2012年消耗量约为140万t,即

约670万t的自然饵料鱼类(鳀、沙丁鱼、鲱等)被消

耗,还另有约300万t的小杂鱼用于高端海水养殖。

但对于养殖饵料鱼种种群评估的报道较少,已经评

估的种类多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可见,海水养殖对

近海饵料生物种群结构及群落多样性造成破坏,且

尚未得到广泛的关注,亟须开发新的高质量、低成

本的饵料原材料摆脱对野生鱼类种群的依赖。

2.4 水产品安全问题凸显

我国海产品安全问题频发,不仅严重影响消费

者身体健康,且不利于海产品的生产、加工业的稳

定发展和出口贸易。水产品安全问题可能存在于

渔业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

养殖捕捞环节中,药物残留超标、环境污染、微

生物污染、寄生虫感染与所含有毒物质是这一环节

水产品安全的主要风险。2016年安全合格率达到

95.9%,虽较上一年有所提高,但仍处于五大类食

用农产品中的最末位。

加工制造环节中,微生物污染是水产品及制品

质量安全的主要风险,其他还包括细菌超标、挥发

性盐基氮超标、检出亚硫酸盐、检出苯甲酸等,其中

有64.29%为菌落总数超标和大肠菌群超标。

经营环节中,检出孔雀石绿是水产品质量安全

的主要风险,检出比例高达66.67%,此外还包括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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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硝基呋喃代谢物、氯霉素等[20]。

可见,由于生物的富集作用,水中含有的重金

属、药物残留及滥用的抗生素和激素等问题成为导

致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同时,

由于我国现有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标准、检验检测

以及执法监督等体系不尽健全,难以对水产品生

产、加工、储藏、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全程化监管,水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可控性、可操作性、可追溯性

和可靠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3 我国“蓝色粮仓”关联产业发展对策分析

3.1 控制近海捕捞产量,推进捕捞业转型升级

在我国近海资源衰退的背景下,单纯的以提高

捕捞努力量带动产量增长的做法显然违背了“蓝色

粮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且已不具有可行性。

因此,应以控制、调减捕捞强度为重点任务,调整捕

捞生产结构、优化捕捞空间布局,实现近海捕捞产

量负增长。

一是优化捕捞生产结构,减少使用选择性弱、

捕捞能力强的网具,如底拖网、张网等,避免其对渔

业资源及栖息环境造成损坏。严格执行网目控制

制度,全面取缔“绝户网”和“三无渔船”,从根本上

控制捕捞产量的增长;二是积极开展深远海渔业资

源评估和探捕,探索资源蕴藏量高、营养价值丰富、

经济价值高的新品种,加强南极磷虾的合理开采利

用;三是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高渔民意识,让渔

民意识到违规渔船和违法捕鱼对自然生态带来的

长久损害,主动报废“三无渔船”,主动舍弃违规

渔具。

3.2 优化海水养殖模式,提高生态和经济效益

海水养殖污染严重、养殖品种单一等问题已经

严重制约了我国“蓝色粮仓”建设深度和广度的拓

展,应从模式、结构以及空间三方面进行优化:一是

发展健康养殖模式,加速多营养层级复合生态循环

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深水大网箱养殖、盐碱水

养殖等新型养殖技术的开发、完善与应用,逐步取

代传统的粗放式、高排放的养殖模式;二是优化养

殖品种结构,适度提升名优特品种养殖比例,控制

结构性过剩品种的生产,使养殖品种高端化、多样

化,迎合市场大众的消费需求;三是开拓离岸养殖

空间,释放近岸养殖压力,积极研发和提升离岸养

殖业的养殖技术和装备水平,解决养殖风险以及运

输成本问题,建设一批离岸养殖实验基地。

3.3 加强水产品精深加工,提高产业价值链

为了应对我国水产品精深加工比例低、产品种

类结构欠丰富、附加值较低等问题,应从加工程度、

产品种类、品牌效应3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提升水

产品精深加工关键环节的科研攻关,提高精深加工

品市场占有率,构建完成水产品的全产业链精深加

工与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水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示范 基 地 和 生 产 线,将 水 产 品 加 工 率 提 升 到

50%[21],显著提高水产品加工价值链;二是丰富水

产品加工种类,增加水产功能食品、药品、化妆品、

调味品、化工品等高值产品的比例;三是加强水产

加工品品牌建设,建立并完善品牌认定、保护、推广

体系,增强水产加工品国际竞争力,提升产业价

值链。

3.4 加强渔业资源保育工作

渔业资源保育要突出渔业生境修复和经济鱼

类资源的恢复。一是持续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和水

域生态环境修复,健全海洋保护区体系,增加数量、

丰富类型、扩大面积,保护范围逐渐涵盖滨海湿地、

河口、海湾、脆弱生态系统以及其他重要水域等典

型生态系统,形成种类齐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

海洋保护区体系;二是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宏观指

导,合理统筹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工作,选择适合

的放流物种,确定放流种类的功能定位,加强生态

风险评价和效果评估;三是坚持实施伏季休渔制

度,严格划分禁渔期和禁渔区,建立完善的渔船信

息,休渔期的渔船管理能力,加大渔业执法监督

力度[22]。

3.5 完善各项保障措施

“蓝色粮仓”是集资源、生态、科技、经济、社会

为一体的多功能生产体系,应从政策法规、科技和

管理等多方位提升对“蓝色粮仓”关联产业的支撑

保障能力。

首先,完善政策法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等相关法律规章制度的修订,加强渔业监

督执法队伍的建设。调整渔业补贴制度,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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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渔船、油价补贴,将补贴的重点转移到减

船转产、人工鱼礁、渔港维护改造、池塘标准化改造

等项目上来。

其次,增加科技投入。加强产、学、研相结合,

建设一批一流的水产大学、实验室等渔业科研平

台,加强渔业科技研发和创新,培养渔业复合型人

才,加速“蓝色粮仓”相关产业信息化进程。

最后,强化顶层设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蓝色粮仓”建设的指导总方针,以关联产业转方式

调结构作为“蓝色粮仓”建设的主要目标,加强各级

渔业行政部门的组织领导,把提高关联产业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始终摆在突出位置,使“蓝色粮仓”

肩负起保障国民食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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