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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促进水产养殖空间拓展和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文章基于SWOT
模型,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4个方面,分析我国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情况,并提出建议。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深远海养殖业发展的优势在于水产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苗种繁育和水产饲料研

发技术进步以及大型养殖设施建设取得突破;劣势在于产业发展准备、养殖生产技术和养殖设施

建设等存在不足;机会包括保障水产品供给、实现渔业转型升级和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威

胁来自传统水产养殖业、陆生动物养殖业和产业政策制约;我国发展深远海养殖业应做好顶层设

计、加大研发投入和加强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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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China'smarinefishery,promotetheexpansion

ofaquaculturespaceand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fisheryindustry,thispaperanalyzed

thedevelopmentofdeep-seaaquacultureinChinaandthen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based

onSWOTmodel.Theresultsshowedthat:theadvantageofChina'sdeepseaaquacultureliedin

itsrapidgrowthofconsumptiondemands,advancesintechniquesofseedlingbreedingandaquatic

feedR&Dtechnology,andthebreakthroughsmadeinconstructionoflarge-scaleaquaculturefa-

cilities.Thedisadvantagecamefrominadequateindustrialpreparation,deficienciesinaquaculture

technologyandfacilitiesconstruction.Theopportunitiesincludedtheabilitiestoguaranteethe

supplyofaquaticproducts,realized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fisheriesandimproved

explorationandutilizationofmarineresources.Thethreatcamefromthenegativeinfluenceoftra-

ditionalaquaculturepatterns,terrestrialanimalhusbandryandrelatedpolicyfromadministration.



4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9年 

TodevelopdeepseaaquacultureindustryinChina,top-leveldesignshouldbedonewell,R&D

investmentshouldbeincreasedandpolicyguidanceshouldbestrengthened.

Keywords:Mariculture,Marinefishery,Deepseafisheries,Aquaticproduct,Industrialpolicy

0 引言

在海洋资源争夺日益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向深

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和提高优质水产品生产效率已

成为世界渔业强国的研究热点[1-3]。自20世纪

80年代起,发达渔业国家开始探索和应用深远海养

殖技术:瑞典FarmOcea公司研发半潜式深远海养

殖网箱,将网具固定于六边形漂浮主框架内,并通

过连接到底部的沉降管道保持形状,网箱容量为

2500~5000m3[4-6];西班牙彼斯巴卡公司设计的

巨型海水网箱养殖平台能经受浪高达9m,包括

7个2000m3的网箱,产量为250~400t/a[7];挪威

BYKSAS公司研发的海洋球型网箱采用金属框架和

聚乙烯箱体,容量为40000m3,产量约为1000t/a[8];

法国与挪威合作建成长约270m的养殖工船,总排

水量为10万t,养殖水体为7000m3,产量约为

3000t/a[9];欧洲渔业委员会建成半潜式渔业资源

增殖工船,船长为189m、宽为56m,产量为700~

1200t/a[9];日本建成“蓝海”号养殖工船,船长为

110m、宽为32m,产量约为100t/a[9];土耳其将散

货船改建成养殖工船,船长为153m、宽为23m,共

有12个养鱼舱,并开展为期11个月的虹鳟养殖试

验[10];挪威实施的“创新发展许可”政策进一步推动

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正在研制的大型深远海养殖

设施包括“HexBox”养殖网箱和“HavFarm”养殖工

船等[11-14]。据2018年采用量化模型的估算,全球专

属经济区内适合养殖的海域达6600万km2[15]。

目前我国深水网箱有8000余个,养殖水体超

过1067万m3;探索构建大菱鲆“陆海接力”养殖模

式[16-17];设计研发自升式大型养殖管理平台,为深

远海养殖业提供生产和服务保障[18];初步 研 发

10万吨级、20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系列养殖平台,

完成工船总体方案设计、经济技术评价和模型分

析[2];完成3000吨级工程试验型养殖工船的设计

和建造,并开展实船示范,为大型深远海养殖工船

的研发和生产积累工程经验和基础数据[11,13]。

SWOT模型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分

析产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

(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在明确核心竞争

力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发展战略[19]。本研究基于

SWOT模型,详细分析我国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情

况,并提出建议。

1 优势

1.1 水产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品种较多,但养殖产量都不

高,其中超过10万t的品种只有鲈鱼、鲆鱼、大黄鱼

和石斑鱼4种[17]。2016年挪威仅大西洋鲑的养殖

产量就超过117万t,与我国海水鱼类养殖总产量

相当[20]。与此同时,我国对水产品的消费需求快速

增长:荷兰合作银行针对养殖大西洋鲑主要市场需

求的报告显示,我国市场规模约10万t,年消费增

速达25%[21];《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8-2027)》预

测至2027年我国水产品消费量将达3136万t[22]。

可见,目前我国海水鱼类的养殖产量难以满足快速

增长的消费需求,而近海养殖空间受限,因此发展

深远海养殖业的前景十分广阔。

1.2 苗种繁育和水产饲料研发技术进步

我国苗种繁育和水产饲料研发技术为深远海

养殖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我国海水鱼

类育种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根据不同

海域的水温、水文、水质和气候等特点,已开发海水

鱼类养殖品种约60种,主要包括大菱鲆和牙鲆等冷

水性鱼类以及大黄鱼、鲈鱼、石斑鱼、卵形鲳鲹和军

曹鱼等温水性鱼类[23-24];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陆续培育出大黄鱼“东海1号”、牙鲆“北鲆1号”和
“北鲆2号”以及大菱鲆“多宝1号”等新品种[24-26],

可稳定供应海水养殖苗种[25]。此外,我国水产饲料

的研发速度也较快,通过开展动物营养代谢、饲料

原料利用以及饲料源开发和加工等技术研究,解决

水产饲料原料缺口大、利用效率低和加工工艺落后

等 问 题,我 国 已 成 为 世 界 第 一 水 产 饲 料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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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23]。

1.3 大型养殖设施建设取得突破

“十二五”以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

以及传统养殖方式弊端的凸显,深远海养殖模式重

新受到行业关注,并逐步形成政府和地方共举以及

产、学、研联动的发展格局。我国大型深远海养殖

设施的研发和应用成效显著,渔业科研院所联合相

关船企深入研究我国深远海养殖设施的需求和性

能,取得多项核心技术。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

业机械仪器研究所负责设计、日照市万泽丰渔业有

限公司负责建造的我国首艘3000吨级冷水团养殖

科研示范工船“鲁岚渔养61699”号,已前往黄海冷

水团开展养殖试生产[27];大型深远海围栏式养殖设

施投入生产,已养水体达6万 m3,可养殖大黄鱼

60万尾,且比近海养殖的价格提高3~5倍,饲料投

喂量减少40%~60%,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28-29]。目前国内科研院所正与渔业养殖、海洋

工程、水产品加工和金融投资等企业整合优势资源

和快速协同发展,深远海养殖业的产业链不断完善。

2 劣势

2.1 产业发展准备不足

深远海养殖业是全新的产业,是当前推进渔业

转型升级和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创新领域。我国

渔业正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工业化生产方式

转变,缺乏标准化生产、系统化管理、现代化装备和

市场化金融等要素,存在产品低质、资源消耗、环境

破坏和价格趋同等问题,产业扶持和指导、前瞻性

和基础性研发和公共服务以及补贴、贸易和保险等

综合保障不足,阻碍深远海养殖项目的立项、融资

和运营。

2.2 养殖生产技术不足

工业化的养殖工艺、操作规范和品质管理等技

术体系对于深远海养殖业的高效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适宜深远海养殖环境条件的养殖品种不足,如

具有高价值的大西洋鲑、苏眉鱼和金枪鱼等;养殖

品种的生长、投喂和水质控制等集约、精准和高效

的养殖模型不足,与之配套的物流、加工、品种管控

和质量保障等技术体系仍不完善;养殖饲料的配比

和加工等生产技术不足,仍未形成满足规模化和集

约化养殖需求的配合饲料生产体系[2,30]。

2.3 养殖设施建设不足

养殖设施是深远海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

我国深远海养殖设施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但机械

化、智能化、信息化和工程化水平仍较低,深水网箱

在遭受超强台风正面袭击时的保障能力差,生产方

式仍传统和粗放,操作和管理仍依靠人力和经验,

尤其精准投喂、水下观测和起捕作业等配套设施建

设未取得突破[31]。大型养殖工船虽已形成总体设

计方案,但关键系统、环节和装备的研发仍须进一

步深入和细化,且可借鉴的工程案例较少[2,30]。

3 机会

3.1 保障水产品供给

水产品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

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有益于人类健康。世界水产品的

供应量持续增加,食用鱼品的人均消费量从1961年

的9.0kg上升到2017年的20.5kg,人类对水产品

的需 求 巨 大。联 合 国《2030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

(2015)》提出,满足人类对食用水产品不断增长的

需求是紧迫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挑战,并提出基于

可持续捕捞和养殖的“蓝色增长倡议”。深远海养

殖业是保障水产品供给的重要战略性发展方向。

3.2 实现渔业转型升级

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向“以养为主”转变,2014年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成为渔业生

产的主体。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以鱼、虾、蟹类池

塘养殖以及贝、藻类海水养殖为主要方式,养殖产

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0%。但我国水产养殖方式

粗放,养殖过程大量占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

境,养殖病害频发,推进水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迫在眉睫。发展深远海养殖业有利于拓展养殖空

间和推进绿色养殖,形成集养殖、捕捞、加工和流通

于一体的综合生产体系,可显著提升渔业规模化和

工业化水平,并有效维持海洋再生产能力,是现代

渔业“调结构、转方式”的必然途径。

3.3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

受陆地资源有限性的制约,我国对海洋资源和

空间的需求日益迫切。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深远海养殖业以其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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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渔业经济增长的新支柱。加快建设大型深

远海养殖平台和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新型生产模

式,可提高我国渔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海洋

经济发展。此外,基于遍布全球海洋的大型深远海

养殖平台,可构建海洋信息网络,服务于海洋强国

建设。

4 威胁

4.1 传统水产养殖业

与传统水产养殖业相比,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

周期长、规模大,产品面临同类低成本养殖产品、同
类进口养殖产品和同类捕捞产品的竞争,尤其受到

池塘养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近岸网箱养殖等传

统水产养殖方式的威胁。如深远海养殖产品的潜

在市场容量较小,产品市场价格下降较快,会影响

产业初期发展。

4.2 陆生动物养殖业

根据英国和美国等对深远海养殖经济的研究

成果,决定其可行性的最敏感的因素为养殖品种的

市场价格[32],因此深远海养殖业在发展初期可能受

到猪、鸡和牛等陆生动物养殖业的威胁。但水产品

是人类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且通常富含不饱和

脂肪,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此外鱼类的饲料转

化效率远高于陆生动物[33]。

4.3 产业政策制约

我国深远海养殖业的产业政策仍不明确,如养

殖许可、产品检验和旧船改造等,对产业发展带来

实际困难。同时,深远海养殖远离大陆,需要巨大

的前期投入和运行成本,须采取高度集约化和工业

化的生产方式,形成规模化的经济效益。此外,深
远海养殖区时常受到台风侵袭,人工生产作业不仅

难度大和强度高,而且存在安全风险。

5 建议

5.1 做好顶层设计

按照先易后难、典型示范和分步推进的原则,

结合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的

要求,制定深远海养殖业发展规划。确定深远海养

殖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图,结合自然环境、水文特点

和主养品种等,具体布局和配置深远海养殖平台的

规模和基地。

5.2 加大研发投入

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组织多方优势力量,军民

结合,产、学、研、用、金协同攻关,开展深远海养殖

业的科学研究、设施建设和关键技术研发。推进大

型深远海养殖平台以及过洋性“捕-养-加”综合

生产体系等重大工程建设,创新全链条融合的产业

运行模式。

5.3 加强政策引导

在财政、金融、资本、税收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出

台鼓励和扶持政策,如设立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创

新金融产品、促进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给予税收

优惠或减免以及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等。通过示范

带动和政策引导,加快深远海养殖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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