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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渔村振兴是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解决渔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途径,具有鲜

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渔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渔民满意度评价角度探讨实施渔村振

兴面临的基础和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实施渔村振兴面临的基础是:渔村乡风文明程度较好,渔村

治理成效明显,但渔村产业还不太兴旺,渔村环境离生态宜居还有一定差距,渔民生活水平有待提

高。实施渔村振兴主要面临渔业基本经营制度有待完善,渔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渔村环

境离生态宜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渔村现代化治理体系尚未建立,渔业文化挖掘和传承后继乏人,

渔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渔民社会保障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以期为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

渔村振兴政策建议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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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plementationoftherevitalizationoffishingvillagesisaneffectivewaytoachieve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fisheriesandsolvetheproblemofinsufficientimbalanceinfishery
development,withdistinctepoch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Basedonthe20-charactertotalre-

quirementsofthe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thispaperexploredthefoundationandproblemsof

implementingtherevitalizationoffishingvillagesfromtheperspectiveoffishermen's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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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basedonfishermen'shouseholdsurveydata.Thestudyfoundthattheimplementation

ofthefishingvillagerevitalizationisbasedonthefactthatthefishingvillagehasagoodcivility
andthefishingvillagehasachievedremarkableresults.However,thefishingvillageindustryis

notveryprosperous.Thereisstillagapbetweenthefishingvillageenvironmentandtheecological

livability.Thelivingstandardsofthefishermenneedtobeimproved.Theimplementationofthe

fishingvillagerevitalizationmainlyfacessevenmajorproblems,includingthebasicfisheryman-

agementsystemneedtobeimproved,thehigh-qualitydevelopinglevelofindustryinfishingvil-

lageisnothigh,thefishingvillageenvironmentisstillfarfromtheecologicallylivablerequire-

ments,themodernizationmanagementsystemofthefishingvillagehasnotyetbeenestablished,

theexcavationandinheritanceoffisherycultureislacking,andthelong-termmechanismforin-

creasingfishermen'sincomehasnotyetbeenestablished,andthefishermen'ssocialsecurityhas

notyetbeenfullyestablished.

Keywords:Fishingvillagerevitalization,Fishermen,Satisfactionevaluation,Fishingvillagegov-

ernance,Fishingvillageenvironment,Fisheryculture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

手[1]。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深入实施,既为我国

现代渔业建设、渔区繁荣、渔民增收提供了新的历

史机遇,也为新时代我国渔业发展方向、发展目标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乡村振兴为起点,我国

渔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新时代渔业发展必须按照

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提质增效、减量

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总目标,坚持生态优

先和绿色发展,深入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渔港渔村振兴,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新时代实施渔村振兴的意义

渔村振兴离不开渔业高质量发展,渔业高质量

发展也离不开渔村振兴,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统一

于现代化渔业强国建设这一伟大目标。新时代实

施渔村振兴是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解决渔业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途径,具有鲜明的时代意

义和现实意义。

1.1 时代意义

2016年全国渔业渔政工作会提出了“提质增

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的渔业发展总

目标,明确指出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要坚持新发

展理念,转变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养殖生产方式、转

变经营方式、转变管理方式,调整区域布局、调整产

品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坚持推进渔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渔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渔业现代化发展道路[3]。总目

标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但总要求的内涵和

内容比总目标要更加丰富、更加宽广,不光涉及产

业发展和渔民增收,还包涵了渔村治理、渔业文化

传承、渔村生态环境建设等更宏观的层面。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我国渔业发展既带来了重

大战略机遇,更是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此背景

下,提出渔村振兴,既是顺应乡村振兴时代号召,更

是满足乡村振兴时代要求。

1.2 现实意义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我国渔业的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

对优质安全水产品和优美水域生态环境的需求,与

水产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和渔业对资源环境过

度利用之间的矛盾[2]。乡村振兴关系到能否从根本

上解决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

间、经济发展与文化重建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建成现

代化农业强国的目标。同样,渔村振兴也关系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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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渔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关系到能够顺利实现建成现代化

渔业强国的目标。

2 实施渔村振兴面临的基础

本研究数据主要采用笔者于2018年在山东、

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江苏、江西、重庆等沿江省

(市)捕捞渔村开展的1048户捕捞渔民家庭的调

查数据。为获取渔户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知和评

价水平,研究设计了渔村综合发展、产业发展、村

容村貌、邻里乡风、乡规民约、村务参与、村两委工

作和收入水平等8个指标让受访者评价(打分范

围为0~100),基 本 涵 盖 了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总

要求。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规定,在农村中从事渔

业生产与经营的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50%以上或

渔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50%以上的乡、村即

为渔业乡和渔业村,达不到上述标准的但一直是

以经营渔业为主并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定为渔业

乡、村的亦可统计为渔业乡和渔业村;农(渔)村和

城镇住户中主要从事渔业生产与经营的家庭,凡

家庭主要劳动力或多数劳动力从事渔业生产与经

营的时间占全年劳动时间50%(6个月)以上或渔

业纯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总额50% 以上者均可统

计为渔业户[7]。本研究的渔村为捕捞渔村、渔民

为传统捕捞渔民。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

有758个渔业乡,8277个渔业村,486万个渔业

户,1931.8万渔业人口,1359.3万渔业从业人

员,其中传统渔民652万人[7]。另一方面,我国有

水产技术推广机构1.2万个,渔业科技推广人员

3.3万人,渔业科研机构从业人员6233人;渔业

执法机构2679个,渔政管理人员3.8万人[7]。渔

业人口、渔业从业人员与渔业科技人员、渔政管理

人员相差悬殊。

2.1 渔村产业还“不兴旺”,但具备兴旺基础

渔村产业兴旺是实施渔村振兴战略、发展渔村

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为我国渔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持续政策支持。但不

可否认的是,我国渔村产业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

区域之间、不同资源禀赋渔村之间产业发展差距较

大,渔村产业发展水平还需提升。

调查数据显示:8项评价指标中,渔民满意度最

低的是产业发展,只有70.08分(表1)。产业兴旺

是渔村振兴的经济基础,而调查中渔户普遍反应渔

村里没有相关产业,大多数渔民只是从事捕捞生

产,只有渔船和网具等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养殖水

面。作为传统渔民聚集的渔村,捕捞渔村一般没有

土地资源或只有极少数的土地,没有养殖水面,绝

大部分渔村没有集体经济或集体经济不发达,渔户

金融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渔业合作组织发展水平

较低,起不到带动和规模化生产作用。同时,渔业

资源持续衰退,渔业捕捞生产已经逐渐不能满足渔

民家庭生产生活,再加上伏季休渔期的延长、内陆

重点水域的禁渔或全面禁捕,都给传统捕捞渔村产

业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

表1 渔民对渔村振兴的基础评价

评价 得分

邻里乡风 81.65

村两委工作 81.28

村容村貌 80.11

材务参与 79.09

村规民约 79.09

渔村综合发展水平 77.37

渔民生活水平 77.27

产业发展 70.08

进一步就渔户对渔村产业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分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渔民满意度评价为40分

以下的比例较小(表2)。可以看出,渔村渔业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渔民生产生活,渔民对渔村未

来产业发展或是转产转业还是很有信心。这也表

明渔民急切希望采取措施、抓住机遇,在乡村振兴

进程中获得产业发展的红利。从这一角度看,如果

路径得当、模式恰当,渔村产业发展就具备兴旺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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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渔民对渔村产业发展评价分布

得分/分 评价分布/%

20 7.60

20~40 2.97

40~60 20.02

60~80 31.99

80~100 35.82

2.2 渔村环境离生态宜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8]。《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了包括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等在内的6项重点任务,为推进渔村环境治

理指明了方向。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本研究

认为,渔村环境治理包括以厕所粪污治理为核心的

“里子工程”,以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容

村貌整治为内容的“面子工程”,以渔村渔港周边环

境、周边水域环境为关键的“升级工程”,以建立长

效管护机制为目的的“长效工程”,四位一体,共同

推进。调查数据显示,渔村居民对住房、道路交通

等基础设施满意度较高,渔村周边环境满意度较

低,渔村厕所革命还需持续推进,改善渔村人居环

境更重要的是实现长期有效管护[1]。

调研发现,区域之间渔村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沿海渔村村容村貌普遍好于内陆沿江、沿湖渔村。

但由于沿海渔村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经济相对

发达,同时,捕捞渔船数量多、渔获物多,渔村周边

水域环境差于沿江、沿湖渔村。从渔民对渔村村

容、村貌相对较高的满意度得分看,得益于渔民上

岸工程、危房改造工程等惠民工程,渔民住房和渔

村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较大成效,为进一步建设

美丽渔村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离生态宜居要求、离

村民期待还有较大差距,渔村内部环境尚属短板,

生活污水乱排、垃圾乱堆等还普遍存在。但值得注

意的是,不论是沿海渔村还是沿江、沿湖渔村,渔村

周边环境和周边水域环境因为其公共属性,缺乏必

要的管理和维护,是今后渔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管护

的重中之重[1]。

2.3 渔区渔文化底蕴深厚,渔村乡风文明程度较好

我国海岸线绵长,岛屿众多,内陆河流湖泊众

多,涉海涉江涉湖渔文化底蕴深厚,在漫长的中国

渔业改革和发展历程中,积淀了具备历史特色、地

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渔文化。全国重点

渔区渔文化遗产众多,拥有大量的渔业物质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涉及渔业传统捕捞作业方式、渔业资

源保护方式、传统渔俗节庆、传统渔村民居、渔业生

产谚语等,渔文化底蕴浓厚,造就了别具一格的渔

区渔村文明乡风。

调查数据显示,渔村渔民对当地村规民约、邻

里乡风评价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渔区乡风文明程

度较好与渔业捕捞作业方式密切相关。渔业捕捞

生产具有高度风险性,渔民出海捕捞往往会采取组

队出海等方式,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邻

里关系,渔民普遍反应邻里关系较好,都孝敬父母,

也不存在赌博等不良习俗。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邻里关系、乡规民约在维持渔民生产生活以及渔

区共同体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虽然我国城镇化进

程迅速,但我国广大渔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并没有遭

到毁灭性破坏,还在发挥积极的引导、约束和教化

作用。可以看出,实施渔村振兴在渔区具备较好的

文化和群众基础。但是渔民对渔村整体风气也有

不满意的地方,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市场思想的逐

步熏陶,渔村传统村规民约、集体意识对渔民的约

束性在逐渐降低,家族之间的关系维系大部分由父

辈来承担,渔村普遍存在人情关系重、人情份子钱

较多等现象。但是渔村振兴在乡风文明层面面临

的最棘手的问题则是渔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渔

民老龄化严重,年轻人不再选择从事渔业生产,父

辈渔民也不希望子辈渔民继续从事渔业生产,渔业

资源持续衰退,渔业生产不能满足家庭生活所需等

多种因素导致渔区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渔区渔村文化建设需要持续加强的问题不容忽视。

2.4 渔村治理成效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渔业管理能力持续增强,逐步建立了较

为完善的渔业法律体系,建立了规范化的渔政队

伍[9],为推进渔村治理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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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渔区渔村积极创新管理模式,加快建设和谐美

丽宜居渔村,依法治渔维护渔区稳定,不断发展渔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渔业经营主体,探索渔

民自治组织建设,渔村治理成效明显。

调查数据显示,渔民对有关渔村治理的评价指

标处于较高水平,对村民参与情况满意度得分为

79.09分,对村两委工作满意度得分为81.28分。

当然,此次调研过程大部分时间有村干部参与,满

意度得分可能有虚高的问题。但也可以发现,基层

渔村党组织、渔村集体组织在维护渔区渔村稳定、

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不可

代替的作用,渔村治理程序和机制已经比较成熟,

渔村宗族、乡贤治村存在较为明显的南北差异。调

研中也发现,基层渔村对人才的诉求明显,新时代

推进渔村治理有效亟须引进人才,充分发挥乡贤、

能人治村能力,把握住乡村振兴战略契机,带领渔

民走上致富道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渔村

中各种类型的渔业合作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参

加渔业合作社的渔民尚属于少数群体,村民自治组

织发展更是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明确政策和组织

形式。

2.5 渔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渔民生活富裕是实施渔村振兴、发展渔村的根

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入人心,

高质量发展要求得到贯彻执行,渔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推进,新形势下实现了渔民收入的稳定增

长、渔民生产生活的普遍改善。全国1万户渔民家

庭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8452.78元,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
元的1.37倍[9],同比增长9.16%,与2016年相比

增幅提高了0.76%。渔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

38.68%,渔民家庭生活水平保持稳定,其中,捕捞

户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1.13%,养殖户家庭恩格尔

系数为38.04%,养殖户生活比捕捞户要相对富裕。

但当前渔民生产生活状况、收入增长情况受政

策环境、水产品价格、自然灾害、渔业资源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渔民生活状况持续改善、渔民收入持续

增长还面临诸多挑战。渔民收入来源单一、收入渠

道窄等问题没有明显改善,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持续

上升,不断出台的油价补贴改革、长江重点水域禁

捕等政策也给渔民收入带来了“减收效应”[10-13]。

从渔民满意度评价来看,渔民生活富裕是渔村振兴

最大短板,也是渔民的最大期望,当前渔民生活水

平与渔民期望有明显差距,渔民收入水平、生活质

量亟须进一步提升。

笔者在2019年湖南洞庭湖区的调研发现(基于

118户洞庭湖区渔民的调查数据)也可以佐证渔民

生活水平需要改善的问题。渔民捕捞生产收入占

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60%的渔民只从事捕捞生

产,90%的渔民也认为捕捞收入是其家庭的主要收

入来源,但渔民普遍反映,仅仅通过捕鱼难以维持

一家生活,在禁渔期会通过打零工来贴补家用,年

轻人一般选择外出打工而不再从事渔业生产。另

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区域渔民收入差距

在不断扩大,若从渔民财产的角度,沿海渔民与内

陆渔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将更加明显。

3 实施渔村振兴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的现代渔业发展和建

设,我国渔村渔区面貌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但是离

乡村振兴总要求差距还很大,实施渔村振兴还面临

不少问题和艰巨挑战。结合文献梳理及实地调研,

渔村振兴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

3.1 渔业基本经营制度尚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渔业权制度在调整渔业经

济发展、规范渔民生产活动、保护渔民合法权益、加

强渔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等方面会发挥重要作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篇将养

殖权和捕捞权明确为用益物权,但当前渔村渔业基

本经营制度设计还不完善,以养殖证制度和捕捞许

可制度为核心的渔业权制度还需继续完善,渔民养

殖权常存在“让位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现象,渔民捕

捞权也常因政策调整而弱化,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

产出管理尚未完全落地。不完善的渔业权利制度

设计导致了渔业自然资源权属模糊,这也导致了多

年来我国近海捕捞能力居高不下、渔业资源持续衰

退、渔民失地失海、渔民合法权益难以保护等问题,

压缩了我国渔业发展空间,降低了海洋渔业资源总

量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影响渔区渔村振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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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渔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

渔区渔村渔业传统产业比重过高,还是以养殖

和捕捞为主,休闲渔业、增殖渔业等新业态虽然有

所发展,但第三产业比重总体占比还很小[14],渔业

新动能还没有释放。传统养殖业大都存在养殖模

式单一、养殖结构单一、水产品精深加工比例较低、

水产品冷链发展不足等问题,受控式集装箱循环水

养殖、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等新兴养殖模式还有待

继续探索和推广,大水面绿色生态养殖还需要继续

规范发展。传统捕捞业重生产轻保护、重产量轻质

量的发展模式还普遍存在,捕捞生产活动受制于渔

业资源衰退、油价补贴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政策

调整等各种因素,捕捞业比较效益不断下降。近年

来蓬勃发展的休闲渔业也存在同质化严重、创新发

展动力不足、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渔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程度不够,海洋牧场、增殖放流等还没有

形成渔民增收渔业增效的强大动力[14]。总之,渔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新时期渔村产业

兴旺的要求,不能支撑渔村振兴进程。

3.3 渔村环境离生态宜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东部西部、沿海内陆、贫困地区渔村人居环境

状况差异较大,发展还不平衡,渔村村容村貌治理

还不彻底,渔村道路、住房等基础设施还有待完善,

现代生活卫生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垃圾乱

堆、生活污水乱排等现象还普遍存在[1],渔村渔港周

边环境和周边水域环境普遍较差。同时,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征占用渔业传统养殖、捕捞生产

场所和水域,之前沿海无序开展水产养殖,大力提

高海洋捕捞能力,也给渔村渔港周边水域环境带来

压力。这都离渔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离生

态宜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3.4 渔村现代化治理体系还没有建立

渔区渔村渔业管理现代化、信息化、智慧化程

度还不高[14],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的落实缺

乏有效措施,现有渔政管理力量不能匹配庞大的渔

业从业者和宽广的渔业生产水域,禁渔期内偷捕、

滥捕等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违法行为还时有发生。

渔民在渔村振兴和渔业管理中的主体力量还没有

充分发挥,渔村渔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新型

渔业经营主体等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还不能完全

承担起渔村渔港振兴的艰巨任务。

3.5 渔业文化挖掘和传承后继乏人

一方面,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快速变化,大量

渔业传统文化、物质遗产及非物质遗产找不到与现

代生活的结合点,逐渐失去活力,面临消失的危险;

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渔民老龄化严重,由于渔业生

产经营风险大、劳动量大、资源衰退等原因,渔村年

轻人普遍不希望继续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渔村也很

难吸引年轻人主动融入渔业生产、主动扎根基层渔

村,渔业后继乏人状况较为突出。两方面相互影

响,传统渔业文化的缺失,导致渔村村规民约等优

秀传统文化失去约束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重了渔

业生力军的流失和匮乏,带来了渔村振兴缺人才的

大问题。反过来,渔村文化传承和发展后继乏人,

进一步加剧了渔业传统文化的消失。

3.6 渔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调研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促

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

都尽快富裕起来”。但当前渔民收入结构还没有明

显变化,增收渠道较为单一,财产性收入比例过低,
生计资本不足[15-16],渔民收入持续增长缺少后劲。
同时,渔民收入持续增长还易受政策环境、水产品

价格、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抵御风险能力

较低,渔民普遍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转产转业

空间不大、技能不足,也影响渔民收入结构的改善

和增收渠道的拓展[17],渔民增收长效机制 尚 未

建立。

3.7 渔民社会保障还没有完全建立

广大渔民是实施渔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但捕捞

渔民普遍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没有城镇养老保

险,现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不适合无田无

土的捕捞渔民,养殖渔民也存在没有城镇养老保险

的问题。同时,渔业生产经营风险大、劳动量大,长
期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往往会有风湿病、腰椎间盘

突出等职业病,洞庭湖等部分区域还有严重的血吸

虫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加重了渔民生产生活负担,

渔民医疗保障程度还有待继续提高。

4 结语

实施渔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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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多部门协调推进。需要切实看清当前实施渔村

振兴面临的产业还不兴旺、环境还不宜居、生活水

平还不高的现实,更要看清存在的渔业基本经营制

度尚不完善、渔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渔村

环境离生态宜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渔村现代化治

理体系还没有建立、渔业文化挖掘和传承后继乏

人、渔民增收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渔民社会保障

还没有完全建立的重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对标

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精准施策,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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