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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渔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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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舟山渔场由于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曾经是我国最大的优良渔场。但由于生态系统退

化、过度捕捞导致现在渔业资源严重退化，现在已处于“无鱼”可捕的境地。文章讨论了舟山

渔场渔业资源退化的原因，提出了进行生态振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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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渔场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分

布范围为２９°３０′Ｎ—３１°００′Ｎ，１２５°００′Ｅ以西，面

积约５．３万ｋｍ２。长江等沿岸径流带来了丰富的

营养盐，使这里水质肥沃，初级生产力高于其他

海区，为各类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饵料基础。

该海域沿岸线曲折，岛屿密布，港湾众多，台湾暖

流、沿岸流在这里交汇，生境类型丰富，各类海洋

生物都能找到相应的生存空间，非常适于海洋生

物栖息、索饵、生长和繁殖，因此形成了我国最大

的渔场。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舟山渔场现在“无

鱼”的现状，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１　舟山渔场海区的生态特征

舟山渔场位于北亚热带南缘，受东亚季风影

响，四季分明。长江是我国流入东海的最大河

流，平均年入海径流量为９．２８×１０１１ｍ３，占流入

东海总径流量的８４．８％，径流向东呈扇形扩展。

注入杭州湾的钱塘江平均年径流量也达４．５０×

１０１０ｍ３，占流入东海总径流量的４％。巨大的江

河入海径流给舟山渔场海域带来大量的泥沙和

营养盐，同时也带来了大量污染物质。

长江河口区盐度变化，一方面受长江径流量

和冲淡水方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外海环流左

右。大潮期间涨潮与落潮间的盐度差可达１６，表

层与底层间的盐度差也可达１２。沿岸低盐水系

盐度终年均在３０以下。冬季长江口区和杭州湾

水温为６℃，夏季长江口区和杭州湾都可达２９℃。

水温空间变化的特点是冬季由近岸向远岸升高，

夏季由近岸向远岸降低。

影响舟山渔场海区的流系主要是东海沿岸

流与台湾暖流。东海沿岸流主要由长江径流与

东海上层水混合而成。沿岸流的路径随季节而

变，夏季流向东北，在径流较强的年份长江冲淡

水的低盐舌可伸展到济州岛附近；冬季在偏北风

吹送下，沿海岸南流，并通过台湾海峡直入南海。

台湾暖流是太平洋西边界流黑潮的分支，由台湾

东北部进入东海，成为影响东海大陆架海域的主

要外海海流。舟山渔场海域由于众多岛屿存在，

海流复杂，流速较大。长江口内为非正规半日

潮，长江口外属正规半日潮。

由于水体中溶解氧的饱和度与水温和氯度

密切相关，一般低温低氯水体中溶解氧的分压要

比高温高氯水体中的高，所以长江河口区水体中

溶解氧含量的分布规律几乎与水温分布趋势相

反。此外，由于影响溶解氧含量的因素很多，特

别是有机质含量及其分解速率的大小，对水体中

溶解氧含量起了重要控制作用。

本海区自岸向东逐渐加深，大部分在１００ｍ

以内。水深２０ｍ以内岛屿众多，地形异常复杂。

长江口附近有一条平行于河口，呈西北向东南倾

斜的沟谷，最深处可达７０ｍ，称之为“浙江海槽”，

是带鱼等多种鱼类的索饵和产卵场。舟山渔场

的河口沉积物以粉砂质黏土软泥和黏土质软泥

为主。由于沉积物组成颗粒比较细，在水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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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容易悬浮移动。外缘由于特殊的地理结构

和众多的海岛存在，海流流速较大，受海流冲刷，

许多海区的海底为硬质结构。

舟山渔场海区浮游植物平均密度较我国其他海

区高，饵料基础非常丰富。该海域平均初级生产力

为４８３ｍｇ／（ｍ
３·ｄ）（以碳计），最高可达１３３３ｍｇ／

（ｍ３·ｄ）（以碳计）。因此，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总生

物量也远较其他附件海区丰富。

２　舟山渔场的渔业资源

从舟山渔场的生态特征可以看出，本海区自

然环境非常优越，分布着多种经济渔业资源的索

饵场和产卵场，其外侧又有良好的越冬场，同时，

这里也是某些远洋性鱼类洄游的必经海区。因

此，舟山渔场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产量较高和经

济价值较大的种类非常多，在全国海洋渔业中占

重要地位的种类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曼氏无

针乌贼、银鲳、灰鲳、鳓鱼、海鳗、鲐鱼、
"

鱼、竹荚

鱼、马鲛鱼、鲷科鱼类、虾类和蟹类等。据统计，

舟山渔场有鱼类３６０种，虾类６０种，蟹类１１种，

贝类１３４种，海洋哺乳动物２０余种，海洋藻类

１５４种。最高渔业年产量曾经 （１９９７ 年）达

５０．０５９６万ｔ。其中，四大主要经济渔业产量中，

大黄鱼最高达１０．１６万ｔ（１９６７年），小黄鱼最高

达２．９万ｔ（１９５７年），乌贼最高达２．９５６０万ｔ

（１９８０年），带鱼最高达２１．４４万ｔ（１９７４年）
［１］。

舟山渔场里渔业资源丰富，多年来，一直是

我国海洋水产品的主产区，其大陆架渔场海洋捕

捞总产量占全国的１０％～２０％，在全国有着举足

轻重的战略地位，历史上对全国海洋水产品供应

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兴衰对全国海洋水产品市场

具有重要影响。

３　舟山渔场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

３．１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由于各种原因，现在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严重

退化。水质质量恶化，沿岸水域和长江口、杭州

湾附近海域重度污染，舟山渔场海域近岸区域多

数为劣四类水质，２０１２年东海劣四类水质海域比

上年增加了６７００ｋｍ２，个别区域甚至形成了无

生物区，２０１３年东海劣四类水质面积略有减少。

２００８年以来，长江口海域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呈下降趋势，整个海域生物

种类持续减少，生物结构趋于简单化。海洋生物

栖息环境持续恶化，生境丧失严重。生态系统功

能严重降低。由于舟山渔场海域海洋污染严重，

富营养化程度高，造成赤潮频发。２０１２年全国赤

潮发现次数７８次，其中东海３８次，赤潮面积

２０２８ｋｍ２。２０１３年全国赤潮发生４６次，其中东

海２５次，赤潮面积１５７３ｋｍ２。２０１３年杭州湾为

不健康状态，长江口为亚健康状态［２］。

３．２　近岸捕捞渔业产量降低

随着舟山渔场捕捞压力的加大和环境变化，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严重。经济鱼类的产量

急剧减少，比重下降，特别是舟山渔场传统渔业

捕捞种类的“四大家鱼”，产量从１９７４年占海洋

捕捞 总 产 量 的 ７６．９６％ 下 降 到 １９８４ 年 的

３６．０６％，到２００８年只有１．１３％，以至于现在下

降到现在的１％以下。尤其是主要经济鱼类资源

单位捕捞努力量的渔获量（ＣＰＵＥ）逐年下滑，从

资源繁盛期的３ｔ／ｋＷ 降低到现在的０．５ｔ／ｋＷ

以下，达到历史最低水平［３］。

传统的“四大家鱼”中，大黄鱼属于资源严重

衰退的种类，在舟山渔场已经多年形不成鱼汛。

虽然国家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对大黄鱼产卵场实施休

渔保护、设立禁捕期等措施，但资源恢复依然渺

茫。小黄鱼现在虽然还有一定的渔获量，但基本

形不成鱼汛，渔获物的平均体重、平均体长及平

均年龄均出现明显下降，且资源密度存在继续下

降的趋势，成为兼捕对象。现在带鱼是目前“四

大家鱼”中唯一还能够形成鱼汛，具有捕捞潜力

的种类，虽然国家对带鱼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

施，产量却也有下降的趋势。曼氏无针乌贼也早

已成为兼捕对象。其他大型渔捞种类，例如绿鳍马

面、鳓鱼、鲨鱼、鳐类等也处于严重衰退状态中。

因此，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严重、海域生境“荒漠

化”突出。渔业资源状况总体仍呈下滑趋势，近海

资源急剧萎缩，中心渔场向外海移动趋势明显。

虽然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全面实施伏季休渔，已

使传统经济渔业资源有所恢复，但渔场传统主要

经济渔业资源尚未明显好转，多数资源尤其是传

统资源仍处于过度利用中。舟山渔场渔业资源

开发利用已到了极限。

３．３　渔业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舟山近海捕捞渔业主要经济种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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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大降低，渔捞种类逐渐低值化、低龄化、小型

化，捕捞渔获物平均营养级处于下降趋势。渔获

物种类更替明显，渔获物总体营养级水平在持续

下降，渔业资源在向食物链层次较低的品种及生

命周期较短的种类发展。目前，虾类、贝类、蟹类

等无脊椎动物产量接近５０％。贻贝、对虾、梭子

蟹称为舟山渔业的新三大主导产业。

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海洋捕捞转向以鱿

鱼、金枪鱼、秋刀鱼等为捕捞对象的远洋渔业。

目前远洋渔业占舟山总产量的１５％左右。

３．４　舟山渔场持续发展科技支撑不足

导致舟山渔场海域生态“荒漠化”趋势加重，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

原因众多，众说纷纭，但对渔业资源衰退机制、过

程并不清晰。舟山渔场发展到现在“无鱼可捕”

的境地，与舟山渔场科技支撑体系不健全、科技

力量不足有着重要联系。

以舟山渔场水质恶化、生境丧失等为主要特

征的生态系统退化，应该是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

退的本质所在。但水质恶化、生境丧失等对海洋

生物的影响机制、影响程度都不清晰。舟山渔场

捕捞压力给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压力是客观事

实，但主要经济渔业生物群体的补充机制、再生

能力、最大捕捞量等也不甚明了。

由于科技支撑不足，能力建设薄弱，资金投

入不足，使得舟山渔场海域的海洋环境监测能

力、预报预测能力和控制治理能力还十分薄弱；

受现行体制影响，舟山海域沿海地区间、部门间

协调管理和对重大海洋环境的研究和治理不够。

由于科技支撑不足，造成舟山渔场生态系统和渔

业资源变动机制不明，“家底”不清，无法进行有

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捕捞方式、捕捞强度、捕

捞产量等均无法真正控制，导致船越造越大、鱼

越捕越小，捕捞力量和渔业资源之间处于非良性

循环状态。

４　舟山渔场面临问题原因剖析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４．１　生境丧失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

剧增，各沿海地区相继对滩涂和港湾进行大规

模的围垦。以舟山市为例，据市水利围垦局的

统计显示，２０１０年全市实施围垦项目２６个，围

垦面积０．５７万ｈｍ２，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１４．８％；

２０１１年全市实施围垦工程１５处，围垦面积

０．６５万ｈｍ２，同比增长１３．８％；据调查，舟山本

岛的北部和六横岛都将围垦大约３０ｋｍ２，舟山

市的围垦规模将达到１００ｋｍ２。“十一五”期间，

浙江省全省圈围滩涂４万ｈｍ２，规划“十二五”围

垦规模是６．６７万ｈｍ２。据统计，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

浙江省共围垦滩涂面积２３．６６万ｈｍ２
［４］。

围垦丧失的滩涂、浅海、港湾等海区恰恰是

众多海洋生物分布、栖息、觅食、产卵、育肥的重

要场所。围垦使这些海洋生物失去了生存空间，

甚至使一些物种退出附近海区。围垦破坏了海

洋生态系统的物理结构和生物结构，造成海洋生

态系统失去应有的功能。

海洋生物的生境包括栖息地（隐蔽藏身）、产

卵场、孵化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等，这些生态功

能区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其环境性质（水质、

底质的物理、化学、水文等特征）、生物区系（包括

微生物区系）组成、生物结构、生态功能等多方面

与分布的海洋生物形成了协调统一的关系，这里

的生态条件满足了海洋生物的生态需求。一旦

失去这些生境，海洋生物很难再找到合适的生

境。栖息地或生境的丧失，意味着适合于该生境

的类群退出该海区。

历史上舟山渔场产量占到整个舟山渔业产

量的六七成，但现在可能只占两成左右。大规模

围填海受危害最大的首先是海洋渔业。

４．２　海洋污染导致的水质恶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污水通过各种途径流

入大海。长江流域产生的大量污染随着长江径

流进入舟山渔场海区；长三角地区蓬勃的经济发

展产生的大量的废水、废气、固体垃圾，也通过径

流等不同途径进入舟山渔场海区。这些污染包

括各种氮、磷等营养元素，也有各种农药、有机污

染物等，给该海区的水质带来严重影响，以致使

海区富营养化，水质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系统严

重退化。对海区内的海洋生物包括各种渔业资

源产生严重影响。

据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３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

公报》，２０１３年长江入海各类污染物质总量达

８１５５９５１ｔ。长江口海域主要为劣四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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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也可以看做是海洋生物的特殊生境，海

洋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对海水质量也有了适

应。海洋生物对水质要求严格，特别是在孵化期

和幼体期，海水水质质量的降低，意味着这些生

物的成活率降低，即使存活下来，其健康状况必

然受到极大影响，对于其后的生长、繁育将产生

难以估量的后果，同时对种群的补充也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

４．３　捕捞压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渔业捕

捞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经济的发展导致渔船数

量急剧增加，所形成的捕捞压力超过了海洋生物

资源的再生能力，给海洋生物资源的持续发展施

加了巨大阻力。舟山的海洋捕捞渔船在１９９６年

达到最高的１．２万艘，现在数量虽有下降，但仍

然大大超过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

４．４　生物组成结构破坏

由于以上原因，舟山渔场海域传统的生物组

成结构遭受了极大破坏，食物链明显缩短，２０世

纪六七十年代在２．７～２．８级之间，９０年代平均

为２．４９级，近几年更是在２．４５级以下，已经接近

极限（２００４年数据）。这说明，舟山渔场海域高营

养级动物逐渐减少，许多物种甚至消失，生态系

统中关键的功能组已从高营养级的游泳捕食性

鱼类转变为中等营养级的动物，例如底栖甲壳类

等，传统的食物网结构面临着严峻挑战。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生物组成结构的破坏，意

味着该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面临着

调整和重新适应，这必然给传统的渔业资源结构

造成冲击。生态健康是舟山渔场渔业资源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水质恶化影响了海洋生物的孵

化、生长、发育和繁殖，生境丧失使海洋生物失去

生存空间，舟山渔场生态系统的退化严重削弱了

了舟山渔场的生态服务功能，造成了舟山渔场生

态系统生物组成结构的破坏和能量流动路径的

紊乱。

５　舟山渔场生态振兴

由于舟山渔场在我国水产品战略中的特殊

地位，舟山渔场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给我国水产

品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舟山渔场“无鱼”的严

峻局面显示了进行舟山渔场生态修复、实施生态

振兴战略工程的迫切性。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退化历经几十年的时

间，要通过综合整治，实现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

有效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实施舟山渔

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具有良好的自然、技术、经

济、社会基础和区位优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同时，舟山渔场在地理和行业中的特殊位置，又

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进行舟山渔场生态振兴工程，应该坚持科学

发展观，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恢复

和改善舟山渔场海域的水质、生态环境和渔业资

源为立足点。突出舟山渔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

的示范效应，带动全国渔业发展。重点突破渔场

振兴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强海域资源与环

境的保护，促进舟山渔场和全国渔业健康持续发

展。舟山渔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应该以环境—

资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主线，根据舟山渔场

的社会、经济、生态现状，规划工程内容，着力进

行下述方面的工作。

５．１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调查与评估工程

海洋生态系统是渔业资源的载体，舟山渔场

作为一个重要渔场，就是以这样一个极具特色的

生态系统为基础。要实施舟山渔场生态振兴工

程，首先应该了解该海域生态系统的现状，分析

其退化程度和退化原因。

５．２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舟山渔场生态系统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须

协调有关管理部门，减少陆源污染对舟山渔场海

域的影响；通过对海洋生境的保护、修复、重建，

恢复海洋生物的栖息地；通过移植、增殖舟山渔

场海域主要结构物种，增加和丰富生态系统的结

构组成，提高生物多样性等。通过一系列生态保

护和修复建设，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海洋生态修复

示范技术，实现对受损海洋渔业水域的生态

修复。

５．３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恢复养护工程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

枯竭，虽然从各方面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恢复进行

了探索，但迄今为止渔业资源仍然没有得到恢

复。因此，在舟山渔场生态系统恢复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资源友好型捕捞技术，完善休渔与禁渔

法规，以及实施有效而环境友好的增殖放流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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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物种移植等措施，达到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持

续利用。

５．４　舟山渔场海洋牧场建设工程

舟山渔场海域滩、湾、礁、岛交错，生境多样

性丰富，由此造成舟山渔场海域生物种类众多，

生物多样性高，是许多重要经济生物（鱼、虾、贝

等）的产卵场、孵化场、索饵场和生长发育的基

地，有着建设海洋牧场的良好生态基础。在当前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极度退化的情况下，通过人工

藻场、人工贝床、人工鱼礁以及浅海牧式围栏养

殖等现代设施工程渔业建设手段，进行海洋牧场

建设，发展耕海牧渔产业，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增

加近海渔业资源，恢复海洋生物资源种质，改善

水产品质量，有助于加快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恢

复，发展渔业经济。同时，通过构建天然、自然、

生态、环保的耕海牧渔产业形式，将处于严重衰

退状态的近岸渔业推向深海和远海，使收获的水

产品既具有养殖的产量，又具备野生的品质。

５．５　舟山渔场现代设施渔业建设工程

随着海洋环境的退化和渔业资源衰退，传统

的渔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包括网

箱养殖、围网养殖、养殖工船、休闲渔业等多种方

式的设施渔业运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针对生产

和环境特点发展出了适用现代渔业生产需求的

生产模式，具有先进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优势，

符合现代渔业发展要求，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作

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设施渔业已成为渔业经济

增长的新亮点，是渔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５．６　海洋渔业信息工程

努力发展海洋渔业信息技术，建立海洋空间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实现海洋渔业信息采集、处

理、管理和服务的多级海洋渔业信息业务体系，

为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渔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信息源包括海洋生

态系统信息和各种渔业生产信息。

５．７　科技支撑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舟山渔场渔业生产在全国海洋渔业中具有

重要地位，但舟山渔场相关渔业科技和管理总体

上较弱，且力量分散，支撑不够、投入不足，创新

缺乏后劲，不能满足舟山渔场渔业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不能满足该区域海洋经济快速增长和

海洋事务逐年增多的需求。现在有关舟山渔场

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现状、衰退原因、变动机

制、发展趋势都不甚明了，管理力度明显不足。

进行舟山渔场生态振兴战略工程建设，必须开展

舟山渔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对于加强对舟山渔

场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了解，解决相关科学问

题，加强海洋监测能力、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建立

强有力的海洋科技创新团队，增强区域科技创新

后劲，必须建立舟山渔场海洋综合管理的高效机

制，以保证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科技创新载体

与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企业研发中心建设与创新

型农业科技企业培育、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与产

业集群创新等途径，形成舟山渔场科技创新支撑

服务体系，构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固定、任务清

晰的创新团队。

通过舟山渔场生态振兴工程建设，实现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科技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全面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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