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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护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实现海洋渔业的绿色发展,文章梳理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

状况,结合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我国近

海海水养殖产量同比略有提高,海洋捕捞产量同比略有降低;2008—2017年养殖空间有所优化,以

筏式养殖和底播养殖为主,深水网箱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的产量显著提高,海洋捕捞以拖网捕捞为

主;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存在海水养殖能力与养殖面积不相称、养殖空间日趋萎缩和超负

荷、养殖低效以及海洋捕捞能力不均和强度较高等问题,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污染海水环境、占用

生态空间和破坏渔业资源等不利影响,亟须完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促进渔业资源恢复和合理开

发利用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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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tecttheinshorefisheryresourcesmoreeffectivelyandrealizethegreen

developmentpattern,thepapermadeanalysisoncurrentsituationofmaricultureandinshorefish-

ingduringthelastdecade,andputforwardfurtherpolicysuggestioncombinedwiththepresent

existingissuesandmainecologicalenvironmentalimpacts.Resultsshowedthatoutputofmaricul-

turein2017increasedsteadily,whileyieldsofmarinefishingdecreasedslightly.Withthegrowth

proportionofmaricultureindeepwatercageorinfactory,thespecialpatterntendedtobemore

optimized.However,raftandbottom maricultureremainedindominantstatus.Marinefishing

presentlyisstilldominatedbytrawling.Themainissuesofutilizationofmarinefishery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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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besummarizedinthefollowingfourareas:theill-matchedstatusbetween mariculture

capacityanditscoverarea,theshrinkandoverloadofmariculturespace,theinefficiencyofmari-

culturemodelandthehighintensityofinshorefishingwithunbalancedtechnology.Theseprob-

lemsareadverselyaffectingtheenvironmentalstatus,spacestructureandtheinshorefisheryre-

sourcesofthemarineecosystem.Basedontheaboveresults,policiessuchasmarineecologycom-

pensationsystem,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anddevelopmentofmarineranchingareurgentto

beperfected.Thisstudywillprovidereferencesfortheintegratedmanagementofmarineecosys-

temandgreendevelopment.

Keywords:Inshorefishery,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Resourcecarryingcapacity,Ecological

compensation,Marinebiologicalresources

0 引言

我国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是世界海洋渔

业大国[1-2]。我国海洋渔业既是发展海洋经济和建

设“蓝色粮仓”的物质基础[3],也是拓展海洋开发利

用空间和深度经略海洋的重要内容[4],还是国家海

洋权益和海洋生态安全的坚实保障[5]。近年来,由
于陆地资源超载、生态环境恶化和人-地矛盾突出

等问题[6-9],人类对海洋资源的需求日益扩大,不合

理的开发利用使海洋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导致

近海渔业资源破坏、海水环境恶化和重要海洋生态

空间退化等问题[10-11]。

为有效保护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维持海洋生态

系统的健康水平和服务功能,我国积极引导海洋渔

业的空间扩展、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海水养殖从

池塘养殖、海上和滩涂养殖、近海养殖向离岸养殖

发展,海水养殖设施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12],海洋

捕捞的捕捞许可、伏季休渔和增殖放流等制度深化

落实[13],近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逐步向绿色发展

转变。

本研究以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为主要数

据来源,梳理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结
合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对

策建议,为我国海洋渔业的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1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

1.1 海水养殖

2017年我国近海海水养殖产量为2000.7万t,

占海水产品总产量的51.54%,比2016年略有提

高;养殖面积为208.4万hm2,分别占水产养殖总面

积和 近 海 可 养 殖 面 积 的 27.98% 和 80.15%。

2008—2017年海上和滩涂养殖面积先逐渐扩大,于

2014—2015年达到最大值后逐渐缩小,而其他空间

养殖面积稳步扩大,表明我国海水养殖正从近海向

离岸、从室外向室内发展。

我国近海海水养殖的主要方式为筏式养殖和

底播养殖,而抵抗风浪等环境压力的能力较强的

深水网箱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的产量显著提高,且

提高幅度远大于其他养殖方式。沿海各地的海水

养殖方式略有差异,其中山东省、福建省、辽宁省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筏式养殖和底播养殖为主,

河北省以筏式养殖为主,广东省和江苏省以池塘

养殖和底播养殖为主,浙江省以筏式养殖和池塘

养殖为主,海南省以池塘养殖和深水网箱养殖为

主,天津市以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为主(根据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上海市近海海水养殖产量

多年为0,故不做分析)。

1.2 海洋捕捞

2017年我国近海海洋捕捞产量为1112.42万t,

占海 水 产 品 总 产 量 的 33.49%,其 中 鱼 类 为

765.22万t、甲壳类为207.60万t、贝类为44.29万t、

藻类为2.00万t、头足类为61.66万t、其他类为

31.65万t。由于实施新的伏季休渔制度,各类产量

均比2016年略有降低。

我国近海海洋捕捞的主要方式为拖网捕捞。

2017年拖网捕捞产量为536万t,约占近海海洋捕

捞产量的48%,刺网捕捞和张网捕捞产量分别约占

22%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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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问题

2.1 海水养殖能力与养殖面积不相称

2017年我国近海海水养殖面积最大的是辽宁

省(69.84万hm2),其次是山东省(61.04万hm2),

再次是江苏省(19.24万hm2),而最小的是天津市

(0.32万hm2)。海上养殖面积占比超过50%的有

辽 宁 省 (71.1%)、河 北 省 (53.74%)、山 东 省

(51.67%)、福建省(51.35%)和海南省(50.82%),

滩涂养殖面积占比较高的有江苏省(62.56%)、浙

江省(40.78%)、广东省(39.72%)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35.83%),其他空间养殖面积占比较高的有浙

江省(32.00%)、广西壮族自治区(30.81%)、广东

省(29.68%)和河北省(20.07%)。

从总体上看,黄、渤海区的养殖面积大于东、南海

区,而后者的养殖能力却显著高于前者:2017年单位

养殖面积养殖产量最高的是福建省(28.59t/hm2),

其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27.63t/hm2),再次是广东省

(18.73t/hm2);而黄、渤海区除山东省(8.50t/hm2)位

列第六外,其余各地均低于5t/hm2。

2.2 海水养殖空间日趋萎缩和超负荷

随着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浅海

滩涂和池塘被占用,近海海水养殖空间日趋萎缩:

2000-2010年共有32.59万hm2的滨海湿地被围

垦,用途以城市建设和工矿生产为主[14];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等陆源污染物的直排入海加剧海洋环

境污染,降低其养殖服务功能,许多海湾已逐渐不

再适合海水养殖。

在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海水养殖缺

乏科学和系统的规划和管理,超负荷养殖现象十分

严重,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面临巨大挑战。

2.3 海水养殖低效

目前我国海水养殖多采用传统方式和技术,产

业规模较小且布局分散,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均较低。以养殖户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利于技术创

新,同时缺乏品牌影响力,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

展需求。

与此同时,工厂化养殖总体处于初级阶段,养

殖设施陈旧,循环水养殖等先进技术尚未普及,养

殖方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发达国家已基本形成

的自动化和集约化的高效养殖体系差距较大。

2.4 海洋捕捞能力不均和强度较高

除渤海区外,2008—2016年我国其他海区的近

海海洋捕捞产量持续提高,2017年均有所降低。捕

捞产量东海区较高,而渤海区较低;黄、渤海区集中

在山东省和辽宁省,东海区集中在浙江省和福建

省,南海区集中在广东省和海南省。

2008—2017年我国近海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

数量有所减少,但平均功率持续提高,2017年渔船

数量为16.63万艘,平均功率为82.85kW。与此同

时,捕捞时间延长、结构失衡以及破坏性渔具渔法

增多等因素均大幅提高捕捞强度,加大近海渔业资

源压力。

3 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3.1 污染海水环境

近海海水养殖以小杂鱼或鱼粉为主要饵料,大

量的排泄物和残饵导致水体氮、磷等营养物和有机

物的含量明显增多。抗生素、治疗剂和消毒剂等的

滥用杀伤浮游生物中的有益菌、虫,导致海洋微生

态系统严重失衡。浓度较低或性质稳定的药物残

留并在海洋生物体内累积,经食物链传递,危害整

个海洋生态系统甚至人体健康。

3.2 占用生态空间

大规模和高密度的围海养殖大量占用海湾、河

口、滩涂和湿地等重要海洋生态空间:一方面,直接

占用海洋生物的产卵场和栖息地,影响渔业资源恢

复;另一方面,破坏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加剧生境破碎化、降低生物多样性

和威胁生态服务功能,海洋生态系统大部分处于亚

健康状态。此外,围海养殖阻碍河-海水系连通,

改变湿地等原有生态系统的水文条件,加上养殖废

水的排放,导致生态不断恶化。如:辽河口不合理

的滩涂养殖导致赤碱蓬和芦苇湿地面积迅速萎缩,

覆盖度显著下降,间接破坏黑嘴鸥的繁殖和栖息

环境[15]。

3.3 破坏渔业资源

由于海洋捕捞的渔具渔法缺乏统一标准和科

学规范,渔船趋大、网具趋多、网目趋小和灯光趋

强,筛选性低的底拖网作业占主导地位,捕捞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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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渔业资源的承载和再生能力,阻碍海洋生物生

长,对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造成毁灭性破坏,许多

经济生物日益低龄化、低值化和小型化,甚至已无

法形成渔汛,进而导致海洋食物链脆弱和动荡,最

终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失衡。

4 对策建议

4.1 编制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完善海洋生态补

偿制度

健全海洋资源资产的核算方法和技术体系,建

立重点海域海洋资源资产分区,科学评价海洋资源

资产总量和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编制海洋资源资

产负债表,开展近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对海洋生态

环境损害的监控和分析。根据“谁保护谁受益”和
“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完善体现代际公平和生态

服务价值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

4.2 开展海洋生态修复,促进渔业资源恢复

加快推进海洋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和成果应用,

实现改善生境的目标。制定和实施综合管护规划

和措施,禁止在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区、索饵场、产卵

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等重要海域开展围海养殖活

动,对已围垦的重要海域开展保护性修复。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和渔业资源恢复,形成以

政府资金为主、社会资金相结合的多元化金融保障

体系。

4.3 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合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

充分发挥“海洋牧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坚持

生态优先,加快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走绿色发

展之路。在科学评价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海洋

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近海渔业资源

开发利用规划,强化对重要生态敏感区和海洋生态

红线区的保护性管理。继续落实捕捞限额和捕捞

许可制度,严格控制捕捞渔船的数量和功率、捕捞

时间以及网具规格等,实现近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

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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