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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当代
,

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

然而
,

在展望未

来时
,

不少人士也提出了人类面临的
,

诸如粮食危机
、

能源危机
、

环境危机
、

人 口爆炸等尖

锐矛盾
。

我国虽然无需采用这些耸人听闻的概念
,

但这种尖锐矛盾同样隐藏在发展之中
,

急

待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人的探讨
。

党中央最近指出 : 解决食品问题
,

从长远来看
,

还必须调整国民的食物结构
。

这个问题

如同计划生育一样
,

应当是一项基本决策¹
,

这是一项英明的决策
。

我国人多地少
,

人均耕

地仅及世界水平的 l / 3
,

要在有 限的耕地上取得足够的粮食及其他食物
,

无论是现在还是

未来
,

都是我国人民物质生活
、

经济和社会方面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

在研究未来发展战略

时
,

应该探讨出一条既不与农业争地
,

又能大幅度增加食物的战略途径
。

人们曾把本世纪 60 年代
,

利用矮化基因材料育成稻
、

麦高产品种
,

使部分缺粮国家达

到 自给的杰出成就
,

称之为
“

绿色革命
” 。

后来又把为谋取奶类及其他畜产品的畜牧业的重大

技术变革
,

称之为
“

白色革命
” ,

那么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今天
,

还应把视线投向水域
,

以为

谋取满足随着人 口 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面临的对水产蛋白的需求
,

我们不妨把这方面

的重大技术革命视之为
“

蓝色革命
” 。

二
、

什么是
“

蓝色革命
”

如前所述
,

广义地讲
, “

蓝色革命
”

是人类向水域索取食物 的自然斗争
,

是向水域索取食

物的手段上的重大变革
。

由于海洋 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
,

因而
, “

蓝色革命
”

的主要
“

战场
”

应

该在海洋
。

大海茫茫
,

自然环境复杂
,

而浅海滩涂相 比之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
,

因而
“

蓝色

节命
”

当前的首要任务
,

应是向浅海滩涂进军
。

有人估计
,

全球海洋每年繁殖各种生物量约 400 亿吨
,

为 19 8 5 年海洋渔业产量 7 500 万

吨的 53 0 多倍
。

也有的专家认为
,

海洋可提供的食物
,

要 比陆地全部可耕地提供的食物多

10 00 倍
。

我国东南面临渤
、

黄
、

东
、

南四海
,

总面积为 470 万平方公里
,

蕴藏着 丰富的水

产资源
。

无论是世界
,

还是在我国
,

其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潜力都是很大的
。

如此丰富的资

源
,

而 目前绝大部分未能为人类所利用的严重事实
,

已引起了许多沿海 国家的注 目
,

我们也

应在这方面予以足够的重视
。

“

蓝色革命
”

的对象
,

一是水域
,

二是生物资源
。

需要从增养殖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及整

¹ 引自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纪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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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技术
,

从增养殖对象及生物的增养殖技术两方面同时人手
,

进行重大变革
,

以提 高水域生

产力
。 “

蓝色革命
”

的动力
,

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三靠有效的经营管理
。

陆地上可供开发的土地己十分有限
,

而海洋 中的
“

处女地
”

却到处都是
。

以我国浅海滩涂

的水产 品生产来说
,

尽管在
“

六五
”

计划期 间放养面积增加 了 1倍
,

养殖产量增加 了 62 %
,

其发展速度虽然可观
,

然而潜力仍然很大
。

据调查
,

我国有潮间带及 10 米等深线以 内浅海

1 45 亿亩
,

10 ~ 15 米等深线浅海 (). 64 亿亩
,

加上潮上带洼地及荒废水面 0
.

55 亿亩
,

总面积

共达 2. 64 亿亩
。

这个数字
,

比沿海闽
、

台
、

沪
、

津四省 (市 ) 的陆地面积之和还要大
,

或

者说
,

相 当于全国耕地面积的 1 / 6
。

据有关部 门统计
,

我国浅海滩涂 中
,

当前可供养殖的

有 20 0 0 万 亩
,

但 19 89 年 已经用于养殖的只有
一

635 万亩
。

由此看来
,

不失时机地开展
“

蓝色

革命
” ,

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

三
、

为什么要进行
“

蓝色革命
”

加快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步伐
,

已成为当代各沿海国家共同关心的全球战略问题
,

对 于

我国经济
、

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更有重要的意义
。

1
.

开辟街的食物源 我国目前每年新增人 「J约 10 0 0 万
,

而耕地约每年减少 10 0 0 万亩
。

据有关方 面预测
,

人均拥有耕地量仍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
,

至 2 000 年
,

可能 由月前的 1
.

4 4

亩 下降到 1
.

0 9 一 1
.

14 亩
。

开展
“

蓝 色革命
” ,

可以 弥补耕地 的不足
,

有利于为新增人 口 开辟

食物源
,

以满足人类 自身发展的需要
。

2
.

改善 居 民 的 膳食构成 据
“

六 五
”

计划期 间统计
,

我 国农民人平 均纯收人年 增 长

13
.

7 %
,

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人年增长 6. 9 %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消费者对食物的选择

性提高了
,

对水产品的需求也更强烈了
。

开展
‘·

蓝色 革命
” ,

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美味佳

肴
,

对 于改善食物的构成
,

提高 民族健康水平
,

振兴中华等
,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3
.

合理利 用 国土资源
“

蓝色革命
”

能促使海域或滩涂的物质与能量的 良性循环
,

使我国

农业在结构上 日趋合理
,

整个国土生态经济系统的功能得以提高
。

4. 提 高经济效益 由于鱼类是变温动物
,

在生长中不需要象恒温动物那样为保持常温 而

消耗能量
,

同时
,

又可借助于水的浮力托起躯 干而节省运动时的能量消耗
。

因此
,

鱼类较之

禽畜
,

在生长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要低得多
,

经济效益 自然也要好得多
。

一般来说
,

] 亩海

水养殖的经济收人
,

可相当于几亩
、

十几亩
,

甚至更多一些的粮田的收人
。

5
.

促进科学技 术和 相关行业的发展
“

蓝 色革命
”

是在复杂的 自然条件
一

下进行的
,

不仅要

得到建材
、

化纤
、

造船
、

燃料
、

饲料
、

制冷与加工等方面的支持
,

同时
,

其产品又可为人类

提供直接食用或为工业
、

农业
、

医药
、

饲料
、

工艺美术
、

军需等
,

提供必要的原料或材料
。

进 了于
“

蓝色革命
” ,

有利于多学科多行业的科技优势 与我 国丰富的水产资源优势更紧密的结

合
,

使科技进步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

四
、 “

蓝色革命
”

的战略部署

我国的
“

蓝色革命
’‘

战略
,

不妨设想 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到本世纪末
,

主要开发 巧

米等深线以 内的浅海和滩涂
。

人体 七保持
“

五五
” 、 ‘·

六五
”

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
,

15 米等深线



以 内适合养殖的 2 00 0 万亩中
,

80 % 以上得到开发利用
,

其总产 量争取达到 300 万吨
,

比

19 8 5 年翻两番
。

同时
,

积极开展部分海区及部分种类的人工放流苗种或投放人工鱼礁等增

殖实验
,

争取在海水增殖技术上能够有所突破
。

第二阶段
,

设想到下世纪初
,

约再经过 巧 年
,

养殖向 20 一 30 米深水区推进
,

使养殖面

积扩大到 30 0 0 万亩
,

网箱养鱼等新兴技术得到广泛采用
,

海水养殖产量达到 50 0 万吨
。

同

时
,

在我国专属经济区海域普遍开展人工放流苗种
,

并建立人工鱼礁带
,

以增殖我国近海渔

场的经济水生生物资源
。

第三阶段
,

到 2 0 15 年 以后
,

主要提高海洋增养殖业的集约化水平
。

同时
,

广泛开展国

际经济
、

技术合作
,

共同开发远距离徊游的鱼类资源
,

以建立起真正的
“

海洋牧场
” ,

使海洋

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

五
、

有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为实现
‘·

蓝色革命
”

在浅海滩涂方面的战略目标
,

当前急待进一步解决以下问题
。

l 在指导思 想上
,

要 象重视耕地一样着眼 于全部适 宜养殖 水面 的 合理和有 效 的利 用 本

地区本部门有能 力的
,

要采取相应的经济形式尽快开发
,

目前尚无能力开发的
,

应采取多种

途径
,

积极联 合其他地区和部 门共 同开发 ; 对 于长期不能开发的
,

应视同农 田抛荒一样
,

采

取相应的经济与行政措施予以惩治
.

同时
,

要尊重客观规律
,

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

的原则
。

既要为当代人造福
,

又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

要讲究生态经济效益
,

立足于资源的保

护
、

增殖和永续利用
。

2
.

在战略部 署上
,

要制 仃整体规划
,

加强 宏观指导 其要点有
: 调整产品结构

,

进行合

理布局
,

提高经济价值较高的鱼虾蟹及海珍品在生产中的 比重 ; 分别建立起有渤海
、

北黄

海
.

南黄海
、

东海 区
、

南海 区等 各自特点的
“

蓝色特 区
”

; 积极发展配套设施
,

要特别强调
“

种
”

(选种
、

繁殖和育苗 )
、 “

饲
”

(饲料的研制和生产 )
、 “

加
”

(冷冻
、

冷藏
、

加工和综合利

用 ) 的配套能刀

3 在 发展方针上
,

强调 内涵 与 外延 并举 从外延 上看
,

应着眼于整个蓝色国土的充分开

发 不断扩大养殖面积
。

从内涵 上看
,

要强调技术扩散与技术改造
,

不断提高集约化程度
。

无 沦是内涵还是外延扩大生产规模
,

都需要大量的投入
。

无疑
, “

蓝色产业
”

对投资者是

有吸引力的
。

国家若能在投资上给于必要的扶植
,

则更如虎添翼
。

4
.

在科 技政 策上
,

坚持 为经 济 建设服 务
,

采用 多层次的技 术结 构 在海水增养殖方面
,

我国拥有不少的实用技术
,

有的还在世界
_

t 居领先地位
。

今后需要继续采取传统的
、

先进 的

和储备的多层次的技术结构的方针
一 ,

以保证
“

蓝 色战场
”

有足够的生力军与必要的预备队
。

目

前美国
、

日本
、

苏联等国已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
,

如 日本 獭户 内海
,

60 年代水产 品年产量

约 2 0 多万吨
,

经过人工增殖 (日本 人称之为
“

栽培渔业
”

)
,

目前年产量为 70 万吨
,

而 自然

条件类似的我国渤海
,

面积 比獭户内海大 5 倍
,

但产量只及懒户内海的一半
。

如何开发类似

渤海这样封闭型或半封闭型海区
,

建立我国的水 产品人工增殖基地
,

应优先纳人国家科研和

建设计划
,

5
.

在发展机制上
,

实行
“

两 个市 场
”

一起抓
,

积极参与 国 际经 济 大循环 首先
.

要面向国

内市场
。

我国有 11 亿人 口
,

国内市场广阔
,

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经营管理
,

实行适 度规模经



尸 卜
工 七
习

工
习 眯

J 刀二 二 七二 J : 二: 叉
夕

之 工
习

二
书

厂
习

工 二J 七‘~
上二J

珠
: 工叨 气

发展近海增殖

开拓海洋牧场

谢忠明

(农 业部水产 司)

论证
,

小规模试验
,

进人较大规模人工放流

增殖的生产性阶段
。

所以世界海洋渔业生

产
,

从捕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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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人增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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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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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海洋生物自然资源日趋衰退的情

况下
,

如何开发海洋渔业
,

成为当今世界瞩

目的问题
。

发展近海增殖
,

开拓海洋牧场
,

这是应用现代高科技开发海洋渔业的积极措

施
。

本文就我国有关近海增殖问题
,

提出探

讨意见
。

从生态观点来看
,

用生态学方法
,

研究

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
,

建立

仿 自然生态系统的渔业生态系统
,

去克服由

于技术发展而恶化生物圈的办法
。

因此
,

沿

海国家
,

特别是工业先进国家
,

在世界渔业

资源趋向衰退
,

各国先后宣布 200 海里专属

经济区以来
,

远洋渔业受到限制
,

仅仅依靠

捕捞本国沿海 自然渔业资源
,

已经不能满足

需要
。

所以许多国家开始转向大陆架海域发

展海水增养殖事业
,

开拓海洋牧场
。

因此
,

一些工业先进国家提出了开发
“

海洋牧场
” ,

实现
“

海洋农牧化
”

的设想
,

并且经过科学的

世界许多沿岸国家
,

在开发利用天赋的

海洋生物资源 的同时
,

向着资源增殖型发

展
,

通过放流增殖
,

使海洋渔业生产向着纵

深领域拓展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日本是世界上开展人工孵化
、

放流增殖

事业较早国家之一
。

60 年代之前
,

已经成

功地解决了蛙蹲鱼
、

香鱼等人工育苗技术
。

60 年代初 开展了真绸
、

黑绸
、

日本对虾
、

梭子蟹
、

鲍鱼
、

蜡类等品种的孵化
、

放流试

验研究工作
。

目前全国各地 已建有栽培渔业

中心 50 个左右
,

蛙缚鱼
、

鲍鱼
、

真绸
、

日

本对虾
、

梭子蟹等人工孵化
、

放流技术达到

企业化生产水平
,

建立一整套稳定的技术工

序
,

年放流各种苗种 20 一 30 亿尾
。

1 9 7 9一

198 3 年放流苗种的海区占海区总数的 53 一

64 %
.

懒户 内海从开展人工增殖以来
,

年

渔获量迅速增加
,

从 60 年代的 26 万吨增加

到 80 年代的 70 万吨
,

其中 日本对虾 19 79

年为 466 万吨
,

开展放流增殖后
,

年产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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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质优价廉的水产蛋白
,

才有可能进一步打开国内

消费市场
。

其次
,

发展创汇渔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
,

到 2 000 年世界水产品

的需求量可能达到 1 13 50 一 12 540 万吨
,

而生产只能达到 9 2 5 0 万吨
,

供需尚有一个相当大的

距离
。

我国的水产 品出 口 目前每年约 20 万吨
,

创汇额 5 亿美元
,

虽在国家出 口商品上占有

一定位置
,

但出口 额仅占年生产量的 2 %
,

比重较小
。

为促进外 向型经济的发展
,

我们需要

积极地稳步地提高水产品出口 的比重
,

只有走向世界
,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

才能增加

压力和动力
,

更有效地实施
“

蓝色战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