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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牧场作为修复海洋生态系统和实现渔业资源增殖的现代渔业模式,是促进海洋经济绿

色发展、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和构筑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在实际建设中存在

多种制约现代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合理规划海洋牧场,充分发挥其生态、社会、经济效

益,对海洋牧场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对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建设、技术发展及政策管理现状进

行了总结,并利用SWOT分析法对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阐释了南海区海

洋牧场发展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结合国内外海洋牧场建设的经验及发展趋势,提出

了南海区海洋牧场产业发展的路径,以期为我国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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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modernfisherymodeltorepairthemarineecosystemandrealizetheproliferation

offisheryresources,marineranchingisanimportantlinkinpromotingthegreendevelopment

ofmarineeconomy,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raditionalfisheriesand

buildingacommunityofsharedfutureforthesea.However,therearemanyfactorsrestri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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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odernmarineranchingintheactualconstruction.Rational

planningofmarineranchingandgivingfullplaytoitsecological,socialandeconomicbenefits

arecrucialto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arineranching.Thispapersummarizesthe

currentsituationoftheconstruction,technicaldevelopmentandpolicymanagementofmarine

ranchingintheSouthChinaSea,andcomprehensivelyanalyzesthedevelopmentofmarineranc-

hingintheSouthChinaSeabyusingSWOTanalysismethod,explainstheadvantages,disad-

vantage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ofmarineranchingintheSouthChinaSea,andputsfor-

wardthepathforthedevelopmentofmarineranchingindustryintheSouthChinaSeabasedon

theexperienceanddevelopmenttrendofmarineranchingconstructionathomeandabroad,Itis

expectedtoprovidereference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ranchinginChina.

Keywords:SouthChinaSea,Marineranching,SWOTanalysis,Artificialreef,Stockenhance-

ment

  海洋是人类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但

随着海洋渔业捕捞方式的变化、捕捞强度的增加以

及栖息地破坏、养殖方式不合理等原因,海洋生态

系统受损情况有加剧趋势,可捕海洋生物量逐渐减

少,渔业资源也趋于衰竭。为了修复受损生境和增

殖渔业资源,世界各国开始探索新的海洋渔业发展

方式,海洋牧场作为一种以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的

海洋渔业方式日益受到人们关注[1]。

海洋牧场通常指资源增殖,目的是增加生物量

和修复海洋生态,主要包括人工鱼礁投放和增殖放

流两种操作方式,增殖放流的重点在于增加渔业资

源的生物量,人工鱼礁则重视对生态的修复[2]。海

洋牧场作为一个新型增殖渔业系统,是优化生态系

统、发展生态渔业、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

式[3]。许多沿海国家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海洋牧场研

究和规划建设,如韩国分阶段制定并实施海洋牧场

规划,日本设立专门的海洋牧场科研机构,美国政

府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海洋牧场建设等[4-5]。随

着对海洋牧场发展的深入,杜元伟等[6]和杨红生

等[7]认为海洋牧场已由增殖放流阶段和人工鱼礁投

放阶段发展至系统化建设阶段。

南海海洋牧场建设起步最早,传统海洋牧场的

研究与建设始于1979年[8],于2008年进入规模化

海洋牧场建设阶段。2006年,人工鱼礁进入规模化

发展阶段;增殖放流实验于2011年由初试阶段进入

大规模增殖放流和适应性管理阶段[9]。在开展海洋

牧场建设的几十年来,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然而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发展模式仍

以公益性资源养护为主体,企业参与度少,重建设,

轻管理,产业综合效益比较低下,因此,亟待进一步

探索符合南海区海洋牧场产业发展特色的新途径。

SWOT分析法即态势分析法,是对研究对象的

内部优势、劣势以及外部机会和威胁进行整合分

析,并以此提出针对性建议[10]。以往学者大多通过

技术、政策等单一方面开展对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定

量研究,对其综合分析较少,本文拟通过SWOT分

析法综合分析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内部、外部状况,

在系统分析南海区海洋牧场发展的优势与机会的

基础上制定未来发展策略,以应对其劣势和潜在挑

战风险。

1 南海区海洋牧场发展现状

自1979年于广西投放人工鱼礁至今,南海区海

洋牧场历经了40余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的建设工

作曾中断过[11],建设成效也因此落后于其他海区。

当前南海区海洋牧场工作的重点仍然是人工鱼礁

与增殖放流,建设内容主要是生境营造、生物培育

和驯化、监测能力建设、管理能力建设、配套技术建

设这5个部分[12-13],海洋牧场工程及技术的发展同

时支撑着海洋牧场的建设[14]。

1.1 海洋牧场建设现状

南海区海洋牧场主要集中于南海北部地区,即

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的沿海地区,涵盖养护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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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休闲型海洋牧场以及南海区特有的以珊瑚岛

礁为核心的热带岛礁型海洋牧场,其中岛礁型海洋

牧场主要集中于南海南部地区[15],尤其是三沙地区

的岛礁型海洋牧场,在构造岛礁生境、修复珊瑚礁

资源的同时对综合保护南海海洋资源和边境防护

发挥着重要的意义。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8个批次共169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南海区

有24个获批,其中广东分布有15个、广西分布有

4个、海南有5个,共涉及海域约14.25万hm2。据

相关统计,2002—2017年,海南建成4个海洋牧场,

所涉面积达200多hm2,共计投资4700万元[16],后

续计划投资1.38亿元用于人工鱼礁项目,其中

8000万元用于海口东海岸、文昌冯家湾、儋州市峨

蔓和临高头洋湾4个人工鱼礁建设项目[9]。2006—

2016年,广西建成了北海和防城港两个海洋牧场,

建设 总 面 积 约 为 806.5hm2,人 工 鱼 礁 区 约 为

19.95万空方,投入建设资金4949万元。广东于

2021年已累计建设人工鱼礁区50个,海洋牧场面

积达13.35万hm2,涉及礁区4205万空方[9]。

南海区早期建成的海洋牧场多为政府主导的

增殖养护型海洋牧场,近几年,南海区新增了3个由

企业主导的海洋牧场。随着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

以及智慧渔业的发展,海洋牧场的内涵也不断丰

富,国内学者提出了现代海洋牧场的概念[8],南海区

海洋牧场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公益养护海洋生态的

基础上,构建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新模式。广东于阳

江附近海域试点发展“海洋牧场+海上风电”模式,

在海上风电桩基桩间构建生境后进行底播和伐式

养殖,形成海洋空间综合利用和多产业融合发展模

式。海南在三亚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区域开发观光

旅游,依托国家海钓中心积极发展热带海钓产业,

并注重四大海钓基地与海洋牧场的合作建设。广

西在防城港、北海与钦州3个地区规划了4个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结合浅海生态养殖区和深海资

源养护区对不同水深海域进行综合立体开发[17],且

注重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的融合发展,大力开发深

远海智慧渔业。以此形成的“海洋牧场+”模式,在

生态保护的同时多元化利用海域空间,拉动了沿海

地区的经济增长。

1.2 技术发展现状

南海区海洋牧场建设技术主要是围绕栖息地

构建、资源增殖、效果评估这3个方面展开。在栖息

地构建方面主要包含人工鱼礁技术、海藻场、红树

林生境构造以及热带珊瑚增殖修复技术等[18],南海

区目前开发应用较广泛的是用混凝土、钢制材料和

木质材料等材料制备的人工鱼礁[19-21],热带珊瑚增

殖修复技术主要应用于海南沿海区域;在资源增殖

方面主要涵盖适宜品种筛选技术、标志放流优化技

术、增殖容量及效果评估技术[22]、音响驯化技术

等[23-24],资源增殖技术的研发也有助于后续的效果

评估,往往通过对放流的幼鱼进行标志,运用生物

外部标志、内部标志、分子标记等标记法来辅助增

殖放流效果评价[25-26];在效果评估方面主要是海洋

牧场效果评估技术[27]与环境监测技术等,在实际运

用中会通过计算群体生物量来评估渔业资源增殖

放流效果[28],同时利用海洋牧场环境信息综合监测

系统、海洋环境因子实时在线监测分析系统[29]来监

测海洋牧场环境。

1.3 政策管理现状

在 政 策 法 规 管 理 方 面,我 国 于 2006 年 和

2013年分别发布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

要》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30],鼓励沿海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海洋生

态保护工作,并投入400多亿元用于人工鱼礁和增

殖放流工作。2015年《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的通知》中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名单[31],并以此推进了海洋牧场生

态修复与渔业资源综合利用的进程。2017年农业

部印 发 了《国 家 级 海 洋 牧 场 示 范 区 建 设 规 划

(2017—2025年)》,2019年对该规划进行调整,并

计划在南海地区增加珊瑚礁种植修复项目[32]。广

东、广西和海南同时也制定了地方层面上的政策法

规,如《广东省人工鱼礁管理规定》《海口市海洋牧

场管理办法》等[33-35],诸多战略规划与政策规范保

障着南海区海洋牧场工作的有序开展。总体而言,

目前南海区海洋牧场类型单一,多以公益养护型为

主,因此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地方性法规或管理办法

多倾斜于公益性海洋牧场的管理。此外,为开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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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经营,海洋牧场后续建设也已引起当地管理部

门的高度重视。

2 南海区海洋牧场发展的SWOT分析

2.1 优势

2.1.1 天然气候优势

广东、广西、海南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

沿海大部分地区年均气温在20℃以上,南海海域属

于热带海洋性气候,降雨充沛,中部和南部海区终

年高温[36],高温使得热带鱼类的摄食率提高,性成

熟早,繁殖周期短,可终年繁殖,相较高纬度的亚热

带、温带海域,南海海域的鱼类生长较快[37-38]。充

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水质等条件,使热带珊瑚礁的种

类繁多且繁育状况良好,为海洋牧场的建设提供了

优越的资源禀赋优势[39]。

2.1.2 长期实践基础优势

南海区是我国最早开展人工鱼礁建设的海区,

我国于1979年在广西附近海域投放了人工鱼礁,经

过投放前后的监测发现:人工鱼礁有良好的聚鱼效

果,自此投放人工鱼礁成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新

方向之一[40]。此后陆续有废旧渔船、石块等制成的

人工鱼礁投入广西南部海域,广东和海南也陆续加

入了人工鱼礁的试点工作。2001年南海区人工鱼

礁建设进入起步阶段,海南在三亚投放了45个钢筋

混凝土材质的人工鱼礁,涉及海域面积为1hm2[9],

广东也把人工鱼礁建设上升至省级发展战略。根

据长期的探索研究与丰富的建设经验,海洋牧场的

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海洋牧场与传统渔业的

良性循环,有利于新时期南海区海洋牧场持续高效

发展。

2.1.3 多种技术优势

南海区在海洋牧场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资源增殖、人工鱼礁的开发以及动态监测等

方面。在渔业资源增殖方面,南海区海洋牧场开发

了多种热带岛礁生物的人工繁育技术,研发出了珍

珠贝、海参、礁栖鱼类等增殖新品种,同时在贝类、

藻类、海参等底播增殖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并在

广东、广西以及西沙等地进行试点实验,为构造多

营养层级增养殖模式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在

人工鱼礁开发方面,针对南海海域设计了60多种类

型的人工鱼礁,根据海域状况进行了抗滑移倾覆技

术和礁体配置组合技术的测算[41-42],筛选出了

30多种适宜南海区投放的人工鱼礁,为后续研制适

用于高海况条件的生态礁体积累了重要的研究基

础。在动态监测方面,南海区进行了海洋牧场动态

监测技术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在灾害预警等方面为

牧场的运维提供安全保障,也为南海区建立空天地

海一体化监测系统提供了重要技术储备。

2.2 劣势

2.2.1 海洋牧场类型单一,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

南海区85%以上的海洋牧场为养护型,注重海

洋牧场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资源养护效果显

著。据监测数据显示,海洋牧场区域的渔业资源密

度比投礁前平均提高8.7倍,浮游生物密度增大1~

9倍,濒危生物也在礁区附近聚集,产生了较好的生

态效益,拉动了增殖渔业和近海捕捞业的发展,但

短期内的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且在建设前期时出

资大于收入,因此导致投资主体的范围受到限制。

同时海洋牧场所涉及的产业单一,又缺乏带动能力

强的龙头企业,与其他产业的前向、后向关联较弱,

产业间的融合度低,整体经济效益不明显。

2.2.2 政策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

我国海洋牧场的政策法规总体数量偏少,政策

法规和规划长期滞后于建设的发展。南海区海洋

牧场现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及管理办法一方面不够

健全,缺少针对经营性海洋牧场的政策法规,尚未

覆盖海洋牧场的所有领域;另一方面与当前高速发

展的需求不相匹配。此外,管理缺位致使海洋牧场

运营中存在管理权责不清的风险,如部分鱼礁在投

放后疏于管理,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甚至因泥沙

冲淤而产生礁体倾覆、位移、掩埋等现象[43]。

2.2.3 信息化水平不高,重大关键装备欠缺

南海区海洋牧场在信息化研究与装备应用方

面主要面临着信息化水平低与关键装备研发进程

慢且应用范围小的问题。第一,关于放流苗种安全

运输装备和苗种的野化驯化装备不够完善,导致苗

种在运输中损耗大,放流后的成活率不高。第二,

生境营造装备更新缓慢,在实际中的应用效果不

佳。第三,智慧渔业综合信息管控与装备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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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难以获取关键数据,整体信息化程度低。

2.3 机会

2.3.1 市场消费需求旺盛

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和国家扶贫战略的

实现,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大众更加注重

享受型的生活体验,追求新奇多样的休闲方式。南

方诸多城市现代化程度高,生活节奏较快,白领、学

生等消费群体对短途出游的需求旺盛,偏好于海上

观光旅游、渔事体验、渔家乐、水族观赏等娱乐项

目。因此,结合休闲渔业的综合型海洋牧场发展空

间巨大,消费市场潜力较大,值得深入挖掘,进而满

足人民对优质安全水产品和优美水域生态环境的

需求。

2.3.2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扶持发展

除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规划以及广东、广

西、海南对海洋牧场的政策支持外,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规划也为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战略支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优化海洋开发空

间布局,优化提升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海洋服务

业”,鼓励支持大湾区海洋渔业发展。南海区海洋

牧场的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统筹规划紧密相连,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部署也为南海区海洋牧场提

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2.3.3 粮食安全与双碳战略发展机遇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粮食安全危机

突显,海洋牧场作为一种优质蛋白质的产出模式,

是落实国家粮食安全大食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随着新时期“碳中和、碳达峰”形势越来

越严峻,为减缓全球变暖趋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唐启升院士[44]率先提出了碳汇渔业的概念,海洋牧

场不仅能提供优质水产蛋白,其渔业碳汇功能在

“碳达峰、碳中和”计划中也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因

此,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食物观”和生态文明

建设“双碳战略”,为打造南海优质蛋白可持续生产

基地以及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2.4 挑战

2.4.1 海洋自然灾害频发

南海常年多种自然灾害频发,其中对海洋牧场

危 害 较 大 的 是 台 风[45]。据 相 关 统 计,1959—

2014年共有580个台风进入南海[46],广东是台风登

陆最多的省份,海南和广西每年也因台风登陆造成

巨大损失。台风的强度与路径不定,过境后所带来

的损失严重,对海上作业及渔船航行都造成了极大

的威胁。台风形成后极易破坏海上观测平台影响

海洋牧场日常监测,摧毁海上养殖设备、干扰风力

发电设施运转,导致海上休闲娱乐项目关停,投礁

和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海上运维和管理作业也会被

迫中止。

2.4.2 持续稳定产出的盈利模式缺乏

南海区海洋牧场以政府主导的公益养护型海

洋牧场为主,已建成的24个海洋牧场示范区中只有

3个是由企业主导建设,其中仅蜈支洲岛海洋牧场、

精工南珠海洋牧场和乐东龙栖湾海域海洋牧场与

传统旅游业结合发展了休闲渔业,通过海上观光旅

游、海钓、潜水等海上项目获得经济效益。虽然广

东、广东、海南积极探索休闲渔业、网箱养殖、海上

风电等产业与海洋牧场的融合发展机制,增殖海珍

品、开设观光旅游、渔业文化教育等,但目前总体经

营规模较小,且客流量不稳定,海产品的附加值较

低,也缺乏成熟的冷链保鲜技术和物流运输体系,

品牌效益和企业文化效益弱,闻名全国的名特优产

品较少,缺少权威的渔业行业组织的协调与带动,

无法维持持续稳定的收入。

2.4.3 海域使用确权困难

南海区海洋牧场的海域使用确权困难主要体

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我国对海域空间的开发主

要集中于近海沿岸地区,目前各类海洋工程开发已

占用大量沿岸海域[47],随着海洋牧场配套设施的搭

建以及建设规模的扩大,南海区海洋牧场对用海用

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面对有限的海域空间,海洋

牧场与各行业的用海需求的矛盾问题突显;第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相关规

定,对于修复生态的公益性用海予以税金减免[48],

南海区的公益性海洋牧场也在此政策优惠范围内,

但随着海洋牧场建设类型的丰富,与之配套的渔港

码头、娱乐设施以及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的各类设

施不断完善,海洋牧场的经营范围扩大,导致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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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性质无法直接准确界定,在海域确权与优惠政策

的审批环节受阻;第三,随着南海区海洋牧场与休

闲渔业、海上风电、深水网箱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模

式的探索与推广,海洋牧场对海域空间的利用渐趋

立体化,但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有关海域立体利用的

相关管理规定,对海域空间的立体化利用也缺乏规

范化管理。

3 发展路径与对策

通过将南海区海洋牧场所面临的优势、劣势、

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组合,得出南海区海洋牧场发

展的SWOT分析矩阵,提出增长型、竞争型、多元

化、防御型4类战略(表1),探索有关海洋牧场的发

展路径,为推动海洋牧场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表1 南海区海洋牧场发展的SWOT分析矩阵

Table1 SWOTanalysismatrixofmarineranching

developmentinSouthChinaSea

SWOT分析矩阵 内部分析

外部分析

优势(S)

1.天然气候优势;

2.长期实践基础优势;

3.多种技术优势

劣势(W)

1.海洋牧场类型单一,直
接经济效益不明显;

2.政策法规不健全,监管

不到位;

3.信息化水平不高,重大

关键装备欠缺

机会(O)

1.市 场 消 费 需 求

旺盛;

2.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扶持发展;

3.粮食安全与双碳战

略发展机遇

SO战略

(增长型战略)

1.促进公益性海洋牧场

稳步发展;

2.鼓励企业参与,扩大

经营性海洋牧场规模

WO战略

(竞争型战略)

1.研发苗种的野化驯化技

术与装备,开发苗种安全

运输装备;

2.发 展 生 态 环 境 营 造

装备;

3.优化海藻场和海草床的

构建技术,加快生境修复

与搭建;

4.建立智慧渔业综合信息

管控与装备服务系统

挑战(T)

1.海 洋 自 然 灾 害

频发;

2.持续稳定产出的盈

利模式缺乏;

3.海域使用确权困难

ST战略

(多元化战略)

1.试点采用PPP模式;

2.发展代理管理机制

WT战略

(防御型战略)

1.建立规范的用海、用地

配套制度体系;

2.建立高效的金融配套制

度体系;

3.建立完善的建设管理制

度体系

3.1 促进公益性海洋牧场稳步发展,扩大经营性海

洋牧场规模

基于南海区的生态基础与现实需求,发展增长

型的战略,首先要利用良好的气候优势与实践基

础,重点开发建设养护资源的公益性海洋牧场,依

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以及粮食安全和双碳战

略等发展机遇,鼓励企业参与经营海洋牧场,扩大

经营性海洋牧场的建设范围,提高海洋牧场的整体

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技术优势与市场需求,在公

益性海洋牧场的基础上开拓休闲垂钓、娱乐观光、

渔业文化教育等项目,适度的旅游开发以提高产业

融合度,实现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的双赢。其次,根

据《国 家 级 海 洋 牧 场 示 范 区 建 设 规 划 (2017—

2025年)》,截至2025年时,南海区将规划建设45个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已建成24个,其中广

东建有15个,具有数量和规模上的优势,未来将在

已有产业基础上持续建设广东海洋牧场,同时增加

广西和海南的建设规模,形成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合

理分布格局。

3.2 试点ppp模式与代理管理机制

(1)针对南海区海洋牧场投资主体单一、融资

困难等问题,可在海洋牧场试点采用PPP(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PPP模式是一种

公共部门与企业共同合作,秉持多方参与、互惠互

利的理念,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合作方

式[49]。国外已在交通、雨洪管理等项目中运用PPP
模式并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我国在轨道交通、

城市基础设施、城中村改造等项目中也尝试过使用

PPP模式。海洋牧场试点采用PPP模式后,将分散

政府融资压力和企业经营风险,增加经济效益的同

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公益性海洋牧场引

入PPP模式后,可通过多元化经营在提高产出的同

时增强对海洋牧场的综合管理。同时在公益性海

洋牧场的基础上开拓休闲垂钓、娱乐观光、渔业文

化教育等项目,适度的旅游开发以提高产业融合

度、增加经济效益,实现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的双赢。

(2)落实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管理机制。《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方

案》于2022年印发[50],此方案将切实落实自然资源

的保护与有效配置,也为制定南海区海洋牧场的资

产所有权委托代理管理方法提供参照标准,以此明

晰海洋资源产权,促进南海区海洋牧场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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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委托代理机制将促进海洋资源所有权与使用

权分离,同时省级或地方等受委托的部门可将海洋

牧场的经营权委托转让给企业,以达到所有权与使

用权、经营权的分离[51]。获得经营权的企业向政府

缴纳固定使用金,企业在享有一定经营管理权的同

时政府也可获得稳定收益。以此,南海区便可逐步

扩大经营性海洋牧场的发展,并结合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加强对公益性海洋牧场的管理维护[52-53],

在公益性与经营性海洋牧场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3.3 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完善政策管理体系

南海区海洋牧场的建设管理缺乏完善的法律

保障,在具体的建设和运维中也缺乏统一的应用标

准,根据我国海洋牧场现阶段发展需求来看,相关

政策法规的完善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建

立规范的用海、用地配套制度体系,海洋牧场的大

部分作业是在海上开展的,但也需要一定面积的陆

地来搭建配套设施,如修建渔港码头供船舶停靠和

渔获物的上岸销售、设立岸边平台供游客观光与日

常监测维护等;二是建立高效的金融配套制度体

系,海洋牧场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54],仅由政府或

企业单方面筹措资金会使投资风险过高,在完善投

融资、税收优惠等措施的同时优化海洋牧场的投资

结构,有利于提高海洋牧场的综合效益[55];三是建

立完善的建设管理制度体系,主要涉及海洋牧场筹

建过程中的技术规定,如人工鱼礁的投放标准及后

期的管理与监测标准[56]、放流品种选择的规范和效

果评价管理规范、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的生态标准

等;四是因时制宜调整既往政策法规中与当下发展

不相匹配的部分,完善经营性海洋牧场的管理规

定。此外,公益性海洋牧场应建立统一协调机制,

依靠龙头企业增强海洋牧场产业与前向、后向产业

的关联度,加快海洋牧场与海上风电、深水网箱及

休闲渔业等产业的多元融合发展,并加快构建新型

渔业经营体系,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推广“龙头企业

+渔民”的模式,助力渔民转产转业,推动产业结构

与消费结构升级。

3.4 加强智能装备研发,提升海洋牧场信息化水平

海洋牧场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系统性工程[57],

对技术装备的要求较高,而南海区在海洋牧场技术

装备层面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配套设施有待完

善。鉴于前文所述,技术装备的集成与创新首先要

掌握礁栖生物的行为特征[58],通过对其行为进行控

制,研发苗种的野化驯化技术与装备,并测试不同

运输环境下的苗种状态,加快放流苗种安全运输装

备的开发。其次是发展生态环境营造装备,在现有

基础上研发绿色环保的新型人工鱼礁材料[59],打造

抗风浪、耐腐蚀的人工鱼礁,投礁前加强本底调查

和水文调查,降低礁体倾移概率,同时优化海藻场

和海草床的构建技术,加快生境修复与搭建[60]。再

者是应用多维监测技术对海洋牧场周围海域进行

观测,搭建集卫星遥感、浮标基海底有缆在线观测

系统等设备于一体的多维自动监测平台,建立智慧

渔业综合信息管控与装备服务系统,即时传递预警

信息以减少突发性灾害带来的损失。

4 结语

南海区海洋牧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在修复生

态系统和增殖渔业资源的重要层面上已初见成效。

但由于早期重点关注资源养护型海洋牧场建设,以

及海洋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等原因,导致在实际发

展过程中,海洋牧场存在着类型单一、政策法规不

健全、技术进步缓慢等问题,使得南海区海洋牧场

建设速度滞后于其他海区。因此,深入推进南海区

海洋牧场的综合建设,探索打造适宜南海生态发展

的海洋牧场特色模式,突破关键技术壁垒,走创新

驱动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发展高质量渔业,贯彻落

实大食物观,对合理开发南海海洋资源和保障南海

主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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