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8 2年全国第一次海水养殖工作会议以来
,

沿海各地出现

空前的养虾热
,

对虾养殖面积
、

产量
、

产值年年成倍增长
。

1 9 8 5

年全 国养虾面积达到 90 万亩
,

产虾3
.

6万吨
,

分别是1 9 8 0年
一

的 6
.

8

倍和 1 3
.

5倍
。

1 9 8 7年养殖对虾的产量
、

产值将 比 1 9 8 5年翻一番
.

对虾养殖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

但对养虾过程的一些经济问题

重视不够
,

有的养虾单位养殖面积大
、

产量高
,

但经济效益低甚

至亏损
.

随着养殖面积的大幅度增长
,

成虾
、

虾苗
、

饵料等价格

将会出现较大变化
,

养虾业的经济间题值得深入研究
。

一
、

我国对虾养殖的经济技术条件

对虾养殖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单位如 山东煌 口盐场
,

从1 95 8年

就开始利用废弃盐池放养捕捞的对虾
,

只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没有

成功
。

60 年代末
,

一些水产科研单位实现了对虾育苗 工 厂 化 生

产
,

对虾养殖才获得成功
,

但是
,

由于当时对 虾价格较低
,

养殖经

济效益不高
,

因而未在全国范围大面积养殖
。

70 年代末
,

由于水

产品价格调高
,

特别是对虾价格成倍提高
,

养虾有利可图
,

大大

刺激了养殖积极性
。

以1 9 8 5年为例
,

养一亩对虾一般亩产 1 50 斤
,

乎均一斤虾卖8元钱
,

扣除成本
,

每亩还可收入8 00 元左右
,

相当

于7一8亩粮田 的收入
。

对虾价格上升
,

这是我 国养虾业之所以迅

速发展的重要经济条件
。

我国有 1 8 0 00 多公里海岸线
,

沿岸有大

面积浅海和滩涂适宜养虾
,

不占用耕地就可以安排大批农渔业剩

余劳力
,

这对于地少人多的我国来说
,

是合理 利用国土资源的一

个好例
.

从主观上
,

由于我国近海水产资源的严重衰退
,

对海洋

渔业结构进行调整
,

限制捕捞能力
,

发展养殖加工业
,

这也是对

虾养殖业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
、

对虾的需求与价格

价格是调节生产的杠杆
。

一种产品
,

当它的社会 需 求 量 很

大
,

而实际生 产 量 较 小时
,

即求过于供时
,

价格就上升
,

生产

经营者有利可图
,

这种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
。

对虾生 产 也 是 这

样
。

60 年代
,

由于我国广大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

多数人没钱买虾

吃
;

出口量甚微
,

因而国内对虾市场货源充足
,

对虾的价格 比较

低 (这时期
,

一斤对虾只卖几角钱 )
。

了0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

由

于城乡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

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明显提高
,

水产

品价格放开后
,

对虾价格有了较大提高
,

一斤捕捞虾可卖 1 元多

钱
。

近几年
,

对虾资源严重枯竭
,

海捕对虾量大幅度减少
,

而对

虾出口和国内需要量却明显增加
,

对虾的价格随之猛升 以山东

郑培迎(山东省海洋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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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为例
,

一斤海捕虾由80 年代初的一元多

钱涨到近几年的十几元
,

今年甚至已突破 30

元大关
.

对虾价格的猛涨
,

极大地调动了人

们养 虾 积 极 性
。

山东省潍坊市菜州湾沿岸

对虾养殖情况说明了近几年对虾价格和养殖

面积几乎是同步增长 (见表 1)
。

低
,

虾病少
,

个体大
,

价高
,

单位面积效益

低
,

但人均劳力效益高
。

这种养殖方式
,

在

养虾初期或滩涂面积很大
,

劳力紧缺的地方

是可取的
。

第二种类型是半粗养
。

建较大虾

池
,

放养密度稍大些
,

定期投饵
,

自然纳潮

或动力提水换水
。

这种类型
,

单位面积产量

表l 潍坊市莱州湾沿岸养虾情况

对虾价格 (元 /斤 )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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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¹ 数字来源于潍坊市水产局
: º 19 87年面积是实际数

:

日本学者平泽分析了19 6 3一 19 7 2年 日本

养虾情况后
,

曾用下列函数式表示 了价格与

需求量等方面的关系
,

即
:

lo g Q二 5 .

吐6 9+ 1 .

49 3lo g y 一 1 . 6 1l lo g P

式中O代表每年每人的对虾 需 求量
; Y代表

每年每人的收入
;
尸代表养殖对虾 的价格

。

我国与日本的情况不尽相同
,

但人均收入与

对虾要求量
、

对虾的价格
,

有着明显的一致

性 今后
,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
,

对虾需求

是还要增加
,

对虾的价格也要提高
,

对虾养

殖业还会发展的
。

但应注意如果对虾产量增

长速态超过了需求增长速度
,

则对虾的价格

要受到抑制
,

养殖管理费特别是饵料费用因

养殖面积扩大而上涨
,

则养虾效益要下降
,

养殖面积也就会减少

三
、

对虾养殖方式与经济效益

目前
,

我国有多种养虾方式
,

一种类型

是大面积的粗养
。

放养密度小
,

不投饵或少

投饵
,

自然纳潮换水
,

’
·

对虾主要以池中各种

藻类小鱼虾等 自然饵料为食
。

这种养殖方式

尽管产量低
,

但饵料
、

劳力
、

虾 苗 等 成 本

À价格为全省平均价

增加
,

费用增加
,

经济效益一般不错
,

多数

养殖场采用此法
。

第三种类型是小池高密度

精养
。

饵料投放 多
,

换水频繁
,

养殖成本较

高
,

单位面积产量高
。

这种类型在滩涂面积

较小
,

养殖技术较高
,

提水条件优越
,

虾苗

及饵料较便宜的地方是一种经济效益较高的

养殖方式
。

但是
,

如果虾苗饵料较贵
,

尽管

产量
、

产值很高
,

经济效益也不一定高
。

这

种养殖方式
,

技术条件要求很高
,

一旦管理

不当
,

水质很易变坏
,

发生虾病
,

反而造成

很大亏损
。

1 9 8 6年山东省荣成县 宋 家 竹 村

15 9亩精养虾池
,

放苗4 10 万尾
,

由于 池水浅

( 。
.

5米)
,

换水差 ( 7天换一次全水)
,

对虾

成活率只有5 .

4%
,

经计算
,

斤虾成 本 高达

10 . 6 5元
,

每亩亏损240 . 8元
。

不 同的养殖方式
,

有不同的经济效益
,

但要采取什么方式
,

必须根据当地的养殖技

术
、

管理水平
、

滩涂
、

劳力
、

饵料等具体情

况而定
。

四
、

对虾养殖管理与成本

对虾养殖的经济效益
,

受对虾产量
、

销



售价格和养殖成本等影响
。

目前
,

养虾单位

经济效益影响最明显的是养殖成本
,

而养殖

成本高低取决于管理水平
。

我国养虾成本目

前重要是以下儿方面
:

第一
,

虾苗费
,

受虾

苗价格和放养密度影响
。

放养 什 么 密度 合

适
,

须根据养殖方式
、

养殖技术
、

虾苗质量

而定
。

目前
,

我国一些育苗场育出的虾苗还

没长大就急于出售
,

成 活 率 不 高
,

如 19 8 4

年
,

全国育出7 7
.

7亿尾虾苗
,

除了放流的13

亿尾外
,

成活率只有10 肠
,

总产1
.

9万吨
。

而

日本
、

印尼的许多养虾场成 活 率 在40 肠 以

上
。

第二
,

饵料费
,

这里主要取决于饵料的

利用效率称饵料系数
,

即每斤成虾所需饵料

的斤数
。

一般情况
,

在养虾场对虾产量销价

相同的情况下
,

饵料系数越大
,

经济效益越

低
。

我们可以用下列公式判断饵料对养虾场

效 益的影响
:

设每公斤对虾售价为A
,

每公斤饵料价格为 B
,

,

饵料系数为
a ,

饵料费占整个成本的比数为b
.

_ A
_ a 。

.

,

一一
卜 , _

.

‘
, , _ 。 A /

如果井> 导
,

则养虾场盈利
;

如果着<
外曰 刁、 B / b

’ z 、J 7 ‘ 一 , 一

刃 ~
’ “

”
r.

’一

U

比较稳定
,

但如果落实好生产责任制
,

提高

劳动效率
,

则也可以把工资成本保持在较低

水平
。

五
、

我国对虾养殖业发展中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 国对虾养殖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

而

且养虾
“

热度
”

越来越高
,

今后到底如何发

展
,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
,

有 几个问题应冷静

地对待
。

畏
,

则养虾场亏损
。

‘”8 6年山东省荣成县港

西虾场的情况是
:

A为 13 元
,

B为。
.

8元
,

_ _ a

16
·

2 5
,

万二

a为

1 2
。

9

O
。

2 8

1
.

对虾市惕的容量

现在
,

美国
、

印度
、

日本
、

印尼
、

菲律

宾
、

厄瓜多尔等几十个沿海国家都在拼命发

展对虾养殖
,

今后的市场如何 ? 据有关资料

介绍
,

目前
,

国际市场每年需求对虾30 一40

万吨
,

而十几个主要养虾国家每年投放国际

市场 20 多万吨
,

我国前几年投放 1万多吨
,

近

几年成倍增长
.

预计不用很长时间
,

对虾 的

国际市场就会趋向饱和
.

国内市场
,

就 目前

我国人均年收入增长水平和对虾销售价格
,

根据前面介绍过的平泽函数式测算
,

对虾的

需求量增长不会很快
。

如果吃喝 送 礼 风 一

刹
,

没有几家舍得花 3一 40 元买一斤 海 捕虾

或十几元买一斤养殖虾自食
。

到 那时
,

国内

需求量不会有明显增加
。

这势必导致对虾价

格的下跌
,

影响养虾收益
,

造成 养 虾 业 姜

缩
。

我国对虾养殖应接受过去海带
、

贻贝养

殖的深刻教训
,

防止大起大落
。

一一
3一旧

一八�一一
AB

1 2
.

9
,

b为0
.

2 8

,

该场实际亏损4 1 16 4元
。a一

心

匕
哎

A一B
二硅6

。

0 7

影响养虾成本的第三个因素是养殖生产

费
,

包括工具
、

设备
、

动力
、

固定资产折旧

和管理费等
。

目前
,

我国不少养虾场不仅没

有计算养虾场土地成本
,

甚至连建池
、

房屋

及排灌设施折旧费都没提取
,

多数单位也免

征税收
,

不能真实地反映养虾的经济效益
,

2
.

广养薄收不是好路子

我国地少人多
,

尽管滩涂资源 比 较 丰

富
,

但也必须注意提高滩涂水面的利用率
。

目前
,

我国北方沿海养虾每亩一般只有百斤

左右
,

而 日本在70 年代初期半精养对虾产量

每平方米水面在5 00 一60 0克 之 间
,

即 每 亩

60 0一80 0斤
。

鹿儿岛上的园池
,

精养对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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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帕森兹教授任职于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 省立 大学
,

又 是 我

国国家海洋局第三 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
。

T
.

帕森兹教 授 撰 写 的 专

著 了生物海洋学过程 》对生物海洋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本

文是 T
.

帕 森兹教授专为本刊撰写的
。

文中对水产科学吸收海洋学知

识
,

海洋学应用于水产科学
,

从而达到发展水产业
,

保 护海洋资源的目

的
,

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

水产学和海洋学必须结合
〔加拿大〕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大学

T
.

帕森兹

水产学和海洋学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发展遵循两条不同的途径
。

水产科学的推动力主要是

从经济上考虑最大限度地从海洋捕获鱼类
,

而海洋学的推动力则是出于对认识海洋的需要
。

:- ~
。

一
‘

~ .

~
.

~
‘ , 水产科学的早期历史是以成立各种委员会为特征的

,

如 18 6 3年 成

立的皇家水产同题调查委员会和1 8 7 2年成立的美国鱼 类 和 水 产委 员

会
,

其 目的是了解捕获量 日益增大的鱼类种群的变化
。

这些委员 会 先

后出版了许多有关鱼类资源种群 动 态 的 科 学 著 作
,

如 B ey
e r to n 和

H ol t 1 9 5 7年出版的 《被开发鱼类的种群动态 》和 G ul la n d 1 9 7 7 年出 版

日
-

.
户
.
口

哆
-

口

.

的了鱼类种群动 态 》
。

水产生物学家的理论是鱼类种群的繁殖率 成活率和生产力基本上同

环境变化
,

其中包括物理环境和鱼类 以外的生物组分的变化无关
。

该理论一般是以
“

资源/ 补

积产量不高的一个普遍原因是广养薄收
,

大

面积放养
,

自然纳潮
,

换水不及时
。

一般养

虾池水交换一次要 5一 6天甚至更长
.

这样
,

一方面不能保证虾池水面有足够的溶解氧
,

容易造成水质变坏或富营养化
,

甚至发生赤

潮
,

造成对虾大量死亡
;

另一方面
,

海水中

天然生长的饵料生物不能及时向虾池补给
。

而日本鹿儿岛养虾场水交换 倍 数 每 天 2一4

倍
。

当然 日本养虾业还存在苗种
、

饵料等问

题
。

但他们的经验还是值得学习和借鉴
。

3
.

饵料 问题

一个养虾场是否盈利关键是饵料利用情

况
。

目前
,

我国各养虾场多用低值鱼虾贝与

豆饼盐皮等制作饵料
。

这种饵料用量大
,

效

率低
,

易败坏水质和池底环境
,

发生虾病
,

影响产量
;
还容易使虾池老化

,

增加开挖成

本
.

另一方面
,

低值鱼虾贝由于人 们越来越

多的食用和养虾需要量猛增而资 源 急 剧 减

少
,

同时价格迅速上涨
,

养虾成 本 随 之 加

大
。

今后
,

随着养虾面积的猛增
,

它们的身

价也还要高
。

这给养虾业带来很大困难
。

今

后下决心研制和推广高效率
.

低成本的人工

合成饵料
,

这是我国对虾养殖业能否持续稳

步发展
,

养虾效益能否明显提高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