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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水健康养殖业是实现现代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受资源环境约束与向海经

济战略转变的双重影响,山东省海水健康养殖业的发展呈现新的态势。文章运用SWOT-PEST复

合分析矩阵,对山东省海水健康养殖业的发展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发展海

水健康养殖业的优势在于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研实力,同时存在全产业链布局不足、组织化水平

低、核心技术缺失和成果转化不力等劣势;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增强国际合作,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提升海水养殖质量成为可能,但也应警惕国际贸易壁垒的种种限制;应
着力从内部提升海水养殖业竞争力,提高行业门槛,净化行业生态,强化政策和技术支持,促进山

东省海水健康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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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althyMaricultureisastrategicchoicetorealize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
modernmarinefisheryindustry.Underthedualinfluenceoftherestrictionofresourcesandenvi-
ronmentandthetransformationtotheseaeconomystrategy,thedevelopmentofShandong's

healthymaricultureindustrypresentedanewtrend.Inthispaper,SWOT-PESTcompositematrix
wasusedtoanalyzetheenvironmentofhealthyaquacultureindustryinShandong.Theresults

showedthattheadvantagesofdevelopinghealthyseawatercultureinShandongliedinthestrong
industrialfoundationandscientificresearchstrength.Atthesametime,thedisadvantagesofthe
wholeindustrychainlayout,thelowleveloforganization,thelackofcoretechnology,andthein-

effectivetransformationofachievementsneededtobeovercome.InthecontextoftheBeltand
Roadconstruction,itispossibletoenhancethequalityofmarineaquaculturebyenhancinginter-
nationalcooperationandusing moderninformationandbiotechnology,however,international

tradebarriersalsoshouldbealerted.Itshouldbefocusedonimprovingthecompetitiveness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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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cultureindustryfromtheinside,improvingtheindustrythreshold,purifingtheindustryecol-

ogy,andstrengtheningpolicyandtechnicalsupport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

Shandong'sHealthyMaricultureindustry.

Keywords:Marinefishery,Mariculture,Aquaticproduct,Industrialchai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0 引言

海水健康养殖是相对于传统的粗放式养殖而

言的,是从亲体选择、苗种生产到养成阶段的水质

管理和饲料营养等均有严格要求的生产性行业[1]。

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和生态意识的提升,我国出现

包括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深水网箱养殖在内的多

种健康养殖方式,海水健康养殖已成为海洋渔业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我国海水健康养殖技术的研究成果丰硕。杨

鸣等[2]针对山东海水养殖发展的状况和问题,对健

康养殖的发展构想和对策进行初步探讨;李健等[3]

整合多年来海水健康养殖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水、

饵、种、药等方面对海水健康养殖的理论和实践进

行探索和总结;曹洪松[4]对海水健康养殖的可持续

发展路径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

山东省是海水养殖大省。2017年海水养殖面

积近61.04万hm2,产量达519.08万t,其中深水网

箱养殖产量2.25万t,工厂化养殖产量11.42万t,

占全国工厂化养殖产量的47.54%,海水养殖年产

值达904.57亿元,产量和产值均位列我国沿海地区

第一[5]。对山东海水健康养殖业进行研究,对我国

该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SWOT 分 析 是 指 通 过 分 析 内 部 的 优 势

(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以及外部的机会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从而指导未来的

战略选择。PEST分析是指通过分析政治因素(po-
litical)、经济因素(economic)、社会因素(social)和

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从而确定这些因素的变

化对组织战略管理过程的影响[6]。

将SWOT分析与PEST分析相结合,可综合分

析战略环境及其对战略选择的影响,SWOT-PEST
复合式分析矩阵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或行业环境分

析与战略研究[7-11]。

2 山东省海水健康养殖业的SWOT-PEST
分析

2.1 优势

2.1.1 龙头企业示范效应

山东省拥有规模以上水产品加工企业500余家,

以2家A股上市企业为例:烟台的东方海洋集团拥

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已在海水苗种繁育、生

态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休闲渔业、保税仓储物流

和精准医疗等方面构建全产业链;好当家集团以海

参保健品为明星产品,多年精专深耕,已形成稳固

的竞争力。

2.1.2 渔业产业集群发展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是指海水养殖、捕捞、加工

和销售等产业以及为其提供资源和服务的产业集

合[12]。目前山东省渔业企业集聚规模初步形成,包

括雄踞产量首位的渔业产业带、数百家大型加工企

业、不断完善的物流通道以及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

海洋高新技术集群。

2.1.3 科研力量雄厚

山东省拥有雄厚的海洋科研实力。2016年有

海洋 科 研 机 构20个,海 洋 科 研 机 构 经 费 收 入

36.07亿元;基础研究课题551项,应用研究课题

433项[13]。产、学、研合作也结硕果———世界最大

的全潜式大型网箱“深蓝1号”成功建造并下水,标

志着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模式有了新的突破。

2.2 劣势

2.2.1 全产业链布局不足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14],价值的发

现和提升建立在价值活动拓展的基础之上。对于

山东省海水养殖业来说,价值被低估的原因在于相

关价值活动开发不足,缺乏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全

产业链布局。例如:在配套设施方面,冷链物流亟

待完善。乔芳等[15]在山东诸城水产批发市场冷链

物流调查报告中提出,山东省水产冷链物流缺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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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物流企业、完善配套设施和严格质量监控体系,

同时存在信息沟通方式落后等问题。

2.2.2 生产组织化程度低

养殖户大多规模较小和分布较散,大部分沿用

经验型技术进行专业化较低的自主生产和经营,且

对于自发成立或加入养殖行业协会、渔业互保协会

和养殖合作社等的主观认识不足,缺乏品牌创建、

培育和经营意识[16]。

2.2.3 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不力

我国海水苗种繁育技术薄弱,海洋牧场环境监

测和预警技术亟须突破。此外,技术与市场脱节,

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机制不畅,各主体之

间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缺乏深入协调。

2.3 机会

2.3.1 政治

山东省海水健康养殖业发展拥有良好的政策

基础。在产业规划方面,《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3)制定海水养殖

规划和相关标准,《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

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2016)提出优化养殖空间布

局。在区域规划方面,《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2015)将山东半岛列为优化开发区域,并提出“开

展现代渔业示范建设”的发展目标;山东省海洋发

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先进海水养殖

模式,打造全国重要的健康养殖基地,并对沿海不

同区域各有侧重地布局产业模式。山东省在海水

健康养殖探索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相关部门对

海洋牧场建设给予高度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为新时期山东省水产品出口

贸易的发展赋予新定位、新使命和新目标。“一带

一路”沿线多国都与我国保持密切的水产品双边贸

易关系,且我国出口水产品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区域价值链的中高端,具有主导区域价值链的能

力[17]。山东省作为我国水产大省和“一带一路”的

陆海连接点,具有在更高的开放程度下开展国际技

术与贸易交流的优势。

2.3.2 经济

海洋牧场旨在利用天然海洋环境和现代技术

装备,实现海水健康养殖。经过多年经营,山东省

海洋牧场建设不断促进观光体验、食品加工和装备

制造等海洋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已成为山东省

“走向深蓝”战略的新动能。2018年山东省新增国

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1处,总数为32处,超过全国

数量的1/3;新建成海洋牧场平台10座,新增省级

海洋牧场示范项目27个。

2.3.3 社会

休闲渔业是渔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导向之

一,具有传统渔业与现代人文和生态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服务业特质。山东省具有多种高品位的文化

旅游资源,如祭海节、谷雨节和蛤蜊节等传统民俗

节庆[18],为发展休闲渔业奠定良好基础。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增强,突

出表现为饮食结构升级和更加注重营养搭配。海

洋的特殊环境造就海洋生物独特的活性物质,海水

产品可提供高品质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

素等[19],符合公众对健康食品的要求。我国居民人

均水产品消费量从2013年的10.4kg增长到2016年

的11.4kg,增长率达9.6%。

2.3.4 技术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通过基因工程可有

效优化动植物繁育水平和产品功能。以海参养殖

为例,山东省已出现企业自主培育的具有耐高温等

优良性状的刺参新品种。同时,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一直是海洋渔业产业链的高端产业和现代生物科

技的前沿阵地,在天然药源资源限制和采集困难的

现状下,海水健康养殖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经营

或将成为解决难题的有效路径。

以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为手段的现代信

息技术已在不同行业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与海水健康养殖各环节相融合,有助于提升

其专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2.4 威胁

2.4.1 政治

随着全球贸易的持续低迷,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

国际贸易保护的新手段。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我国

产品的国际市场准入障碍:①直接使我国产品无法达

到标准;②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使我国企业失

去竞争优势[20]。海水养殖产品由于自身的独特属



12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性,极易遭遇食品质量安全的国际贸易壁垒。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和标准仍不完善。以苗种

管理为例,种植业和畜牧业都已出台相关条例,但

渔业仍主要依据部门规章[21]。此外,在海水养殖企

业的资质认证和管理方面,只提供许可而缺乏监

管,给行业健康发展和食品质量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2.4.2 经济

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总是敏锐地狙击有利可

图的热点并趋之若鹜。为追求政府补贴和享受政

策优惠,大部分资本跨行业流入海水健康养殖业,

但其既缺乏专业技术和经验,又缺乏必要的社会责

任,盲目涌入导致行业内鱼龙混杂,对业态健康发

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地方财政扶持缺乏针对性:①对于苗种繁育和

质量监控等关键环节缺乏深刻认识以及更大力度

的支持;②倾向于一次性扶持,且急于追求可视化

成果,而忽视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属性制约;③补贴

主体界定不清,补贴认证标准不一,缺乏后续跟踪

考察,导致补贴受益旁落,助长寻租、投机和腐败行

为,无法给真正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帮助。

2.4.3 社会

山东省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深受重土乐业、

重农轻商和重仕轻商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企

业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创新活力;对于政府来

说,行政效率较低;对于公众来说,不善于接受新生

事物,对新生事物的反应较滞后。

2.4.4 技术

良种是海水健康养殖业的基础。长期以来,我

国海洋良种资源匮乏,水产种质培育力量薄弱,现

有的海水养殖品种中有对野生种质资源的直接利

用,也有少数的自主人工选育或杂交培育,但大部

分仍依赖国外引进。一方面,易陷入“引进-利

用-退化-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存在种源风险;另

一方面,易遭遇国际贸易壁垒,造成经济损失。

3 启示和建议

山东省海水健康养殖业发展的SWOT-PEST
分析清晰地表明其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在政治、经

济、社会和技术4个方面的外部机会和威胁。本研

究将上述因素交叉组合,基于SWOT分析中的 WO

战略、WT战略、SO战略和ST战略,使各因素协调

发力,以促进山东省海水健康养殖业发展。

3.1 WO战略

WO战略即弥补内部劣势和利用外部机会,构

建组织化经营格局,把握新的产业链增长点,实现

多元化价值增值。

以优惠支持政策引导养殖户开展规模化、组织化

和标准化经营,注重培育包括渔业合作组织和渔业龙

头企业在内的新型经营主体。一方面,以产业融合为

导向,依托海水健康养殖模式,辐射带动海水苗种、专

属环保型鱼药鱼饲、中高端养殖设施和环保设备等的

供应服务。另一方面,推动产业链前向延伸,重点开

发海水产品精深加工领域,以现代服务业理念打造

“蓝色健康服务”品牌,以多领域的精深加工产品和高

品质的鲜活海水产品,为公众提供多样消费选择;探

索渔业生产与人文生态的有机结合点,发展游钓、研

学和康养等新型业态,构筑以海水健康养殖为结合点

的现代渔业产业链和生态圈。

3.2 WT战略

WT战略即弥补内部劣势和规避外部威胁,激

发创新意识,优化财政扶持,合理引导资本,加大研

发投入。

有针对性地分层施策,分阶段和滚动型给予财

政扶持。根据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分类扶持,对于

苗种繁育等研发难度大和周期长的环节加大持续

补贴力度。对于行业内资本盲目涌入的乱象,实行

严格的资质审查和跟踪督查机制,净化现存体量内

的行业生态,同时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发挥政府主

导作用,鼓励大型海水养殖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开

展自主研发,政府应分担更大份额的成本和风险,

通过建立专门的融资和保险机制等方式,使企业降

低创新成本和提高研发效率。

在山东省“海洋强省”建设中,人才和技术是关

键要素,对海水健康养殖企业来说同样如此。山东

省涉海科研机构和涉海高校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现

有科研实力及其储备都非常可观。完善的福利体

系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应建立健全人才

保障和激励机制,其中保障使人才无后顾之忧,激

励使人才持续发挥主动性。企业技术进步将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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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创新增长优势,是海水健康养殖业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并积极探索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的多样形式,

打开有效流动通道,引导科研与市场对接。

3.3 SO战略

SO战略即发挥内部优势和利用外部机会,发

挥龙头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探索产、学、研多样结

合模式,发展产业集群。

打破空间限制,持续培育离岸深远海养殖和工

厂化循环水养殖等健康养殖模式,形成“陆海接力”

的海水健康养殖格局。在研发环节,重视“名、特、

优”水产选育和性状改良,严格保护种质资源;依托

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养殖”

模式。在生产环节,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深度结合,

建设健康养殖工厂;强化海洋牧场技术支撑,布局

深远海养殖,探索与生态环境共生的多样化养殖手

段。在运销环节,实现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控,形

成发端可追踪和末端可追溯的全程信息互动格局;

构建冷链物流网络,并扩大冷链物流的空间辐射范

围,以强大的物流网络为基础,充分开拓市场。

3.4 ST战略

ST战略即发挥内部优势和规避外部威胁,扶

持和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贸易话语权。

明晰行业原则标准,以大型龙头企业为主导,

建立包括海水苗种繁育标准、海水养殖技术和环境

标准、海水产品加工标准以及冷链运输标准等在内

的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的专门标准体系。广泛推

行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建立水产品信息追溯机制,

以消费端倒逼行业自律。建立更高和更优的“山东

标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期,提高海水健康

养殖业的国际化水平,助推产业发展“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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