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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我国大黄鱼养殖产量及分布、养殖模式、投入产出情况、收购价格变动和进出口情况

进行分析,总结了几项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养殖结构亟待调整、关键养殖技术欠缺、鱼苗成活

率偏低、市场中存在逆向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调整养殖结构与养殖密度、提升合作社与试

验站职能、加强养殖技术与鱼药研发力度、培育推广优质大黄鱼苗种、促进可追溯体系建设的产业

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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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the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culturemodel,input-output,pur-

chasepricechangesandtradingsituationoflargeyellowcroaker,andsomeproblemsintheindus-

try weresummarized,including urgentadjustmentofaquaculturestructure,lack ofkey
aquaculturetechnology,lowsurvivalrateoffishseedlingsandreversechoicesinthemarket.On

thebasisofanalysis,suggestionsforindustrialdevelopmentwereputforward,suchasactivelyad-

justingtheculturestructureanddensity,improvingthefunctionsofcooperativesandtest

stations,strengthening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ofaquaculturetechnologyanddrug,cultiva-

tingandpopularizinghigh-qualityyellowcroakerseedlings,an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

traceabilitysystems.

Keyword:Mariculture,Larimichthyscroceaaquaculture,Culturingstructure,Breedingtechnique,

Marinefisheries

海水养殖业是我国渔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大黄鱼是我国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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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鱼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养殖产量最高的海水

鱼,在国内外市场均广受消费者青睐。我国野生大

黄鱼于20世纪70年代遭大面积滥捕,致使野生资

源枯竭,大黄鱼养殖产业因而蓬勃发展,并受到广

泛关注。

1 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发展现状

1.1 大黄鱼养殖产量及分布

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统计,2017年,我国海

水养殖产量2000.7万t,其中大黄鱼养殖产量最高,

为17.76万t,环比上升7.34%。2013—2017年,我

国大黄鱼养殖产量如表1所示。

表1 2013—2017年我国大黄鱼养殖总产量

年份 养殖产量/万t 增长率/%

2013 10.52 10.63

2014 12.79 21.56

2015 14.86 16.18

2016 16.55 11.36

2017 17.76 7.34

由表1可以看出,2013—2017年我国大黄鱼养

殖总产量逐年增长,但增长率有所下降。由于近年

开展海洋环境整治,对近海的网箱养殖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使占据了大部分产量份额的网箱养殖有所

减少。

国内大黄鱼主要养殖地区为福建省、浙江省和广

东省[1-2]。《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

福建省养殖产量为15.05万t,浙江省养殖产量为

1.46万t,广东省养殖产量为1.25万t。福建省为

我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产区,也是大黄鱼进出口贸

易的中心。

1.2 养殖模式

目前市场中流通的大黄鱼几乎都为人工养殖,

养殖方式主要以普通网箱养殖、深水网箱养殖以及

围网养殖为主。

根据大黄鱼养殖地区各试验站统计,目前最为

普遍的是在近海分布的普通网箱养殖模式。由于

近海养殖密度趋于饱和,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极大

压力,近海部分区域禁养措施开展后,普通网箱养

殖逐渐缩减,但其仍旧是海面面积最大的养殖模

式。深水网箱具有环保、抗风浪、耐用等特点,但由

于高成本和养殖技术制约,其推广普及仍有一定难

度[3]。围网养殖模式主要在福建省采用,浙江省少

量,在广东省不采用该种养殖模式。围网养殖模式

很大程度上还原了野生环境,养成的大黄鱼品质较

好,但在抗风浪方面较弱,成本偏高,因此也受到了

一定限制(表2)。

表2 我国大黄鱼主要养殖地区的模式分布

地区 普通网箱/万m2 深水网箱/万m3 围网养殖/万m2

福建 2023.85 4.58 151.45

广东 3.04 3.60 —

浙江 3.97 43.04 3.12

1.3 大黄鱼养殖投入产出情况

统计显示,2019年1—6月,全国大黄鱼养殖总

投入约为959.3万元,物质投入847.2万元,服务支

出62.5万元,人力投入约49.6万元。物质投入包

括苗种投入、饲料投入、燃料投入和固定资产折旧

费用。服务支出包括电费、水费、保险费及其他费

用。人力投入包括雇工工资和本户人员工资。

饲料投入是大黄鱼养殖过程中占比最高的一

项投入,大黄鱼一般养殖量大,且全期都需投喂饲

料,饲料成本居高不下。大黄鱼的饲料主要有配合

饲料和冰鲜饲料。由于冰鲜饲料营养单一、易污染

环境,养殖户已逐渐采用配合饲料。苗种成本高昂

主要是因为养殖初期,养殖户为保证一定的存活

率,通常会采购大量苗种进行养殖,并视情况进行

补苗。此外,雇员工资、固定资产折旧也是不容忽

视的一部分,养殖户雇佣固定员工数较少,多为临

时工。固定资产折旧主要是指养殖设备的折旧,比

如网箱、绞料机、船只等。其余成本,如燃料费、保

险费等相对较低。

1.4 大黄鱼收购价格走势

2019年9月,100~200g的大黄鱼海面收购价

格为32.35元/kg,200~300g的大黄鱼海面收购

价为28.05元/kg,300~400g的大黄鱼海面收购

价为27.68元/kg,450~500g的大黄鱼海面收购

价为27.85元/kg。前二者与上月价格几乎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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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者分别环比下降1%与3%。

2019年1—9月,大黄鱼海面收购价格整体较

为平稳,在6—9月小幅上升。由于夏季8—9月为

禁渔期,价格一般比平时高,而入秋后,考虑节假日

效应、成鱼规格偏大等因素,一定程度上抬高了

价格。

1.5 我国黄鱼类进出口贸易情况

1.5.1 黄鱼进口情况

2018年,我国黄鱼进口总量为1101t,黄鱼进

口平均价格为2.13美元/kg,2019年第一季度,我

国累计进口黄鱼865t,第二季度累计进口黄鱼

1168t,环比上升35.03%。

我国主要进口冻黄鱼以及鲜、冷黄鱼。2019年

前两个季度,我国累计进口冻黄鱼1998t,鲜、冷黄

鱼35t;冻黄鱼进口平均价格为1.64美元/kg,鲜、

冷黄鱼进口平均价格为1.2美元/kg。近10年,我

国黄鱼进口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2012年出现

一次骤降,后续走势相对平稳。

1.5.2 黄鱼出口情况

2018年,我国黄鱼出口总量为39045t,较2017年

上升23.83%;黄鱼出口平均价格为7.36美元/kg,

较2017年上升8.21%。2019年第一季度我国共出

口黄鱼7551t,第二季度出口黄鱼7237.2t,平均

价格为7.56美元/kg。

我国主要对外出口冻黄鱼以及鲜、冷黄鱼,另

外出口少量其他盐腌及盐渍的黄鱼。2019年前两

个季度我国累计出口冻黄鱼11359.23t,鲜、冷黄

鱼3424.96t,其他盐腌及盐渍的黄鱼为4t。3种形

态的大黄鱼平均出口价格分别为7.98美元/kg、

6.82美元/kg、5.32美元/kg。

从我国黄鱼出口的国内供应地来看,冻黄鱼出

口 产 量 占 比 最 高 的 地 区 是 福 建 省,占 比 高 达

66.14%,其次为浙江省,山东、广东、江苏均出口少

量冻黄鱼。鲜、冷黄鱼出口产量占比最高的地区为

福建省,高达87%,浙江、上海、也出口少量鲜、冷

黄鱼。

2 我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存在的问题

2.1 养殖结构亟待调整

目前我国大黄鱼养殖模式仍以普通网箱为主,

围网与深水网箱模式养殖面积与体积相对较少[4]。

普通网箱分布在近海,养殖户均生活在渔排上,由

此产生的污染对大黄鱼生长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

响,并且后续需要高额成本来整治。近年来,近海

环境整治卓有成效,但由于普通网箱养殖成本、风

险都相对较低,个体养殖户一般都采取该种方式。

围网与深水网箱养殖模式可在较大程度上还原大

黄鱼野生生长环境,养出的大黄鱼品质也更优,但

养殖业存在着鱼病风险和天气影响,再加上高额的

养殖成本,使养殖户望而却步。

2.2 关键养殖技术欠缺

国内大黄鱼养殖技术基本成熟,但在关键养殖

技术上仍旧欠缺。养殖户反映,碰到棘手的问题

时,依靠过往经验进行判断的情况居多。例如,在

鱼病防治、抗风浪以及保障水质等方面的技术问

题,养殖户缺乏相关的技术知识,往往无法解决,在

少数沿海渔村,技术知识交流相对闭塞,养殖户不

明晰合作社的作用,拒绝加入,只能凭借以往经验

处理,有时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造成一大笔无

效率的成本支出。

2.3 鱼苗成活率偏低

养殖大黄鱼一般在春季和秋季投苗,鱼苗成活

率偏低,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和生长环境的污染。多

数养殖户鱼苗成活率都能达到60%以上,仍有部分

养殖户反映,所购买的鱼苗成活率处于60%以下,

鱼苗有活力不足、摄食量少等特点。除了养殖技

术、养殖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影响,鱼苗本身是否优

质是另一关键影响因素。在大黄鱼养殖区域已积

极建设优质苗种场,但在养殖户中反响不大,部分

养殖户对其仍旧存在质疑。

2.4 市场中存在逆向选择

围网养殖所产大黄鱼品质一般优于普通网箱

养殖所产大黄鱼,然而该种模式的高成本也决定了

其定价更高。消费者对于大黄鱼养殖模式并不了

解,以市场均价为参考,自然选择购买品质一般、价

格不高的大黄鱼,使围网养殖所出大黄鱼面临逆向

选择带来的滞销。该种影响自市场波及养殖链,销

量的低迷抑制了围网养殖发展,更打击了采用该种

方式的养殖户,大黄鱼整体品质无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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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市场中存在道德风险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买卖双方之间可能出

现道德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卖方的隐藏知识。买

方缺乏对于不同模式养殖的大黄鱼以及野生大黄

鱼的了解,从而无法准确判断。而卖方则可能在拥

有信息优势的条件下,以养殖大黄鱼冒充野生大黄

鱼,或以较低品质的大黄鱼冒充高品质的大黄鱼,

以此来获得高收益。

3 产业发展建议

3.1 积极调整养殖结构,出台养殖密度标准文件

从养殖户角度而言,可对采用围网养殖与深水

网箱养殖的养殖户发放一定的养殖补贴和渔业保

险补贴,推广普及这两种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户在

经济上的抗压能力。积极推动优化养殖方式,进一

步减缓近海高密度养殖状况。改善养殖模式结构,

不仅能提升养殖大黄鱼的品质,还能缓解近海海域

紧张的环境压力。已有政策文件提出,对于海域的

养殖密度进行规制,对于大黄鱼养殖产业,尤其是

近海普通网箱养殖,需要进行定期监督管理。由

此,可以制定养殖密度标准的指导性,控制养殖户

的养殖密度,若超过该标准,则视具体情况被列入

负面清单或重点监测名单。

3.2 提升合作社与试验站的职能

现大部分大黄鱼养殖区域都设有试验站,为养

殖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实时关注大黄鱼养殖动

态。试验站人员需定期进行技术培训,接受专家指

导,及时学习前沿技术知识,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为

养殖户提供更全面的咨询和指导。合作社应尽职

尽责,充当好社员的利益表达有效渠道,领导社员

共同提升品质标准,并在养殖过程中解决资金短

缺,为社员提供全产业链的帮助。

3.3 加强养殖技术与鱼药研发力度

大黄鱼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养殖技术

的支撑,对于关键技术开发应给予大力资金支持和

人力配置,可引导养殖户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

进行个别地区试点,共同攻破技术难关。加大鱼

药、疫苗研发投入,同时对白点病、白腮病等大黄鱼

常见病进行深入研究,研发出有效、副作用低的鱼

药,保证食品安全。对市场中的鱼药进行严格规

制,定期抽查渔村内药店商品,杜绝过期药、无效药

的流通。

3.4 培育、推广优质大黄鱼苗种

鼓励养殖企业、研究单位积极培育优质苗种,

提高养殖成活率和成鱼品质,给予专利保护,帮助

技术转化。对已有的优质苗种进行推广,可在养殖

户中进行部分试养,提升养殖户对优质苗种的信任

度和优质苗种的养殖率。大黄鱼苗种成活率和品

质的整体提高,对养殖户节省成本、提高效益,都具

有重要作用。

3.5 促进可追溯体系建设

对于大黄鱼养殖产业中存在的逆向选择,可结

合可追溯体系进行排除。建议为围网养殖大黄鱼

申请专有标签,在销售中起到进行信息传递作用,

同时,利用可追溯系统进一步完善信息传递内容,

打开围网生态养殖大黄鱼的市场,对逆向选择进行

有效规避,保证围网养殖模式的延续性,提高大黄

鱼的整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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