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山群众渔业渔轮

生产的现状及其

发展前景

商 全 发

(浙江舟山市水产局 )

19 8 7年止
,

全市群众渔业共有旧渔轮刊对
,

分属5家渔业公司
,

其中秀山渔业公司 4对
,

岱

山渔业公司2对
,

六横渔业公司 3对
,

虾峙渔业

公司2对
,

啄泅渔业公司3对
。

实际投产 11 对
,

共产鱼 1 1 3 6 7
.

9 4吨比 19 8 6年增加 8 1
.

7 1肠
,

平均每对渔轮产鱼 10 3 3. 5吨
,

占全市群众渔

业捕捞产量的3 肠
,

产值达76 0万元
,

平均每对

渔轮产值 69 万元
,

其中岱山县渔业公司 2 对

渔轮平均产值达80
.

7万元
,

盈利 12
、

5万元
,

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

目前
,

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
,

逐步淘汰旧渔轮
,

全市群众渔业旧

渔轮还剩有9对
,

新增了 270 马力小渔轮4对
,

改造后小渔轮 2对
,

这些渔轮都已陆续 投 入

了外海生产
。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
,

群众渔业发

展外海渔业势在必行
,

而在向外海推进中
,

钢质渔轮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生产工具
.

群众

渔业经营渔轮生产历史不长
,

在舟山还只有

3 一 4年的时间
,

而且规模也不大
.

但它是关

系到群众渔业外海生产的发展和海洋渔业振

兴 的一件大事
,

已引起渔业界有关人士的极

大关注
。

舟山群众渔业渔轮生产的情况究竟

如何 ? 现就舟 山市群众渔业渔轮生产发展的

实践
,

对此作一简述
。

一
、

发展概况

舟山市群众渔业渔轮的生产
,

最早是从

1 9 8 3年开始的
,

当时定海县水产公司捕捞队

组建渔业公司
,

租用了部队一对 G00 马 力 的

旧渔轮
,

1 9 8 4年又从上海渔业公司购进了两

对 25 0马力 的旧渔轮
.

19此年开始
,

先后有嵘

泅
、

岱山水产公司捕捞队
、

秀山乡
、

六横
、

虾峙区成立了渔业公司
,

从天津
、

上海
、

舟

渔等国营渔业公司和部队购进旧渔轮
,

经过

大修和特俭后独营或合营进行外海生产
,

到

二
、

生产效益

舟山市群众渔业渔轮生产
,

虽然发展只

有3 一 4年
,

规模并不大
,

但其效益还是 比较

明显的
,

发展前景也是广阔的
。

从渔轮生产的经济效益来看
,

前两年由

于刚开始经营
,

渔场不熟悉
,

技术不熟练
,

再加上后方设施不配套
,

经济效 益 不 够 理

想
,

除秀山
、

虾峙等公司略有盈余外
,

其余

几家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
。

到了 19 8 7年
,

群众渔业渔轮生产均有盈余
,

其中岱山渔业

公司2对渔轮
,

产量 1”0
.

3吨
,

产值达 16 1
.

4

万元
,

盈利25 万元
。

秀山渔业公司投产 3 对

渔轮
,

平均每对捕捞盈利3
.

5万元
;

六 横 渔

业公司3对 (其中1对
一

于该年9月卖出)捕捞盈

利6万元
。

如果把冷库加工的利润返 回 给 生

产渔轮
,

那么 1 9 8了年渔轮生产的经济效益更

为显著
。

从群众渔轮作业海区来看
,

主要是在江

外
、

舟外
、

温台外海 以及对马
、

钓鱼岛等渔

场
,

同机帆船作业的传统渔场相比
,

向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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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一大步
。

从捕捞对象来看
,

主要是马面

鱼
,

占全部渔获 80 肠左右
,

如六横渔业公司

19 8 7年渔轮总产量3 0 7 0
.

7吨
,

其中马面鱼达

2 8 0 4吨
,

约 占91
.

3 % ;
秀山渔业公司马面鱼

产量占7 9
.

2 %
。

因此
,

在捕捞品种上就改变

了近海机帆船作业那种 以带鱼为主的渔获结

构
,

从而减轻了对近海主要经济鱼类的捕捞

强度
。

从渔轮生产社会效益来看也是比较明显

的
。

首先为本地冷库和加工厂提供了大量的

原料鱼
,

促进了这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

其次
,

解决了渔村大批妇女劳动 力 求 业 门

路
,

提高了整个渔区的国民收入
。

如全市 5家

群众渔业公司
,

去年雇用了近 1。。。名妇女劳

动力
,

加工马面鱼
,

年支付工资 达 75 万 余

兀
。

三
、

存在问题

目前
,

我市群众渔业公司渔轮
,

大多是

60 年代初建造或从国营公司退下来 的 2 50 一

35 。马力 旧渔轮
,

一则渔轮船龄长
,

机 器 老

化
,

耗油大
,

再加上后方设 施 配 套 差
,

故

经济效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

而且渔轮生产

投资大
,

风险多
,

因此
,

目前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也是极为严峻的
,

主要如下所述
。

1
.

柴油问题

目前 5家渔业公司渔轮生产用油大 多 是

高价柴油
,

平价油供应很少
, .

而且没有正式

供应计划
.

讨一点用一点
。

在全年油耗数量

中
,

高价油约占65 一朽%
,

一对 2 50 马 力 渔

轮
,

一般一年约耗油3 00 吨
,

油耗成本达 20 多

万元
,

而国营公司由于使用平价柴油
,

只需

近 10 万元
,

仅油耗费用这一项
,

群众渔轮就

多支出 10 多万元
口

如岱山渔业公司和秀山渔

业公司 6对渔轮
,

在 19 8 7年马面鱼生产 中
,

实耗柴油7 01 吨
,

其中高价柴油 6 71 吨
,

占

95
.

7肠
,

平议差价达30 万元
,

相当于马面鱼

生产所创的全部利润
。

. ’

;
:
·

,
.

犷

日前各群众渔业公司旧渔轮的实价再加
:

上修理费
,

每对约需4 0一60 万元
,

买一对新

渔轮则需1 00 万元以上
,

加上其它后方配套设

施的投资和流动资金大约要几百万元
。

这些

资金大多靠银行贷款
,

又由于渔轮生产资金

周转周期长
,

而银行贷款周期短
、

利息高
,

各渔业公司不但觉得
“

利息
”

付不起
,

而且

短期内也难以偿还
。

因此
,

有些公司很想发

展几对渔轮
,

使之形成一定规模
,

但心有余

而力不足
。

3
.

渔需物资供应困难

我市群众渔业公司所需物资
,

还尚未列

入物资供应部门的采办计划内
,

因此
,

这些

物资不是无供应
,

就是不合格
,

目前大多数

靠国营渔业公司帮助解决
。

4
.

通讯落后
,

信息不灵

许多公司 自己无岸台
,

不能及时联系
、

沟通信息
,

船用电台功率偏小
,

多数是 50 瓦
,

不适宜远距离通讯
。

由于 目前各公司规模不

大
,

单靠本公司的IL 对船提供渔情信息
,

对

掌握渔场有一定困难
。

四
、

几点建议

几年的生产实践表明
,

渔轮生产是群众

渔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

有其发展的潜力和广

阔前景
,

但群众渔业渔轮生产要有一个较大

发展
,

尚需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和各方面

的大力支持
。

根据当前群众渔业渔轮生产单

位的意见
,

木文提出几点建议
.

1
.

巩固
、

发展现有的群众渔轮
,

并逐步

扩大其规模

实践表明
,

渔轮生产需要一定规模
,

一

个单位至少3一5对
,

否则其经济效益要受到

很大影响
。

因为渔轮吨位
、

马力较大
,

需要

有停泊的码头
、

冷库
、

航修等后 方 配 套 设

施
,

如果渔轮少
,

齐全的后方配套设施的作

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
,

效益就不大
,

目前
,

舟山市许多公司经济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也



达到一定的规模
。

2
.

加 强渔轮生产后方设施配套建设

目前舟山市群众渔业公司有 13 家
,

其中

已在经营渔轮生产的有6家
,

1 9 8 8年扩大到9

家
,

这些公司大多有后方冷库
、

码头
、

加工

J一等后方 设施
,

但配套还不全
,

需要进一步

重视和加强
,

使之成为卸货
、

加工
、

补给
、

航修等设施一体化和一条龙
,

不断提高渔轮

生产的效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

3
.

加 强外海资源的开发和探索

群众渔轮生产的目的
,

主要是打出去利

用外海资源
,

减轻对近海鱼类资源的压力
。

从 目前资源状况来看
, ’

应狠抓马面鱼生产
,

同时积极开发上层鱼资源
。

4
.

组 织统一 电讯网络
,

发展横向协作

目前舟山市群众渔业拥有渔轮 1 5对
,

相

当于一个中小型国营渔业公司规模
,

但由于

分属6家渔业公司
,

力量相对 削弱
,

往往为了

寻找马面鱼中心渔场
,

窜来跑去地追踪国营

公司渔轮
,

同时后方人员也通过种种渠道
,

打听国营渔轮的动态
,

既浪费了人力
、

物力
、

财力
,

也不利于生产和安全
,

应该建立无线电

通讯总台
,

与生产渔轮定时联系
、

互通信息
。

5
.

加 强技术培训
,

提 高渔轮船员的技术

素质

由于群众渔业渔轮生产刚刚起步
,

马面

鱼等生产经验不多
,

技术不高
,

目前许多公

司还是聘请一些国营渔轮退休下来的老船员

当职务船员
,

这对今后进一步扩大渔轮生产

是不利的
,

急需学习和提高渔轮生产技术
,

应在渔轮生产淡季及保养维修期间举办儿期

培训班
,

聘请高产渔轮船长讲课
,

以培养一

批能胜任外海生产的年青技术骨干
,

同时还

需加强技术交流共同磋商技艺
,

提高捕捞技

术水平
。

6
.

加强对群众渔业渔轮的管理
,

指导
、

服务
,

并实行一 系列的优 惠政策

如贷款放宽
,

降低利息
;

免征渔轮建造

产
.钻税

,

以降低造价
;

柴油计划供应
,

实行

平议价结合
;
渔需物资按计划渠 道 采 用 供

应 , 以及渔轮去对马渔场生产和 避 风 等 问

题
,

积极鼓励和扶持群众渔业 向外海发展
。

本文承蒙舟山市水产 局副局长孙人永 工

程师审阅
,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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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中原
、

西北地区最便捷
、

经济
、

可信赖
、

有前途的进出口海港
。

如果 以郑州为西部的

起点
。

西北进出物资
,

分别 比经 由上海
、

青

岛进出路程可近 4 34 公里和48 7公里
,

每吨货

物可节省5一8元
。

据调查预测
,

刊 1 9 90 年
,

陇海
、

兰新沿线各省区通过连云港进出的物

资总量将达2 8 0 0万吨
,

运费即可节省 1
.

4 亿

至 2
.

24 亿元
。

这一地区资源十分丰富
,

已探明

的矿藏有近百种
,

其中有近50 种的矿藏储量

居全国之首
,

这一带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和

能源基地
。

这里有 4 个商 品粮基地
,

棉花产

量 占全 国40 %
,

农牧业资源和旅游业资源也

相当丰富
。

现在陇兰经济带 已 由研讨
、

咨询
、

运筹
、

决策转向联合开发和发展外向型经济

的新阶段
。

腹地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对外贸

易的发展
,

迫切要求连云港有更快的发展
,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内地
。

近几年 来 通 过 会

议
、

内联和协商
,

内地的甘肃
、

陕西
、

河南

等省都集资到连云港建码头
,

同时还建立办

事处和仓储等设备
。

所 以
,

腹地的发展也成

了连云港口发展的依托和后盾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当 1 9 9 0年新疆乌鲁木

齐至中苏边界阿拉山口的北疆铁路接通后
,

一个东以连云港
、

西 以荷兰鹿特丹港为桥头

堡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大陆桥将要形成
,

据有

关经济学家分析
,

运用这条铁路组织国际联

运
,

东北亚一带的货物运抵西欧
,

比之绕道

印度洋的海运
,

运输时间可节省一半
,

运费

可节省约肠
。

到那时
,

连云港必将会成为国

际著名的海陆联运的大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