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开展海岛海域农牧化生产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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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310012)

摘要文章叙述了浙江海岛在全国的资源优势。开展海岛海域农牧化生产活动的意义、现状、举措以及产

业经济前景分析。

关键词农牧化生产：海岛

浙江省海湾、河口、滩涂的海水养殖业发达，

由于海洋捕捞业的萎缩等因素，海水养殖业发展

与海水养殖资源需求的矛盾日显突出。海湾、河

口、滩涂养殖环境受到陆源工业、生活排污入海

和养殖生产活动自身的污染影响，其污染程度与

其自净能力这对矛盾已经日益明显，海湾、河

口、滩涂水质环境的污染程度趋向严峻，已影响

到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海岛资源丰富，就人居条件的社会资

源利用而言，“大岛建、小岛迁、有条件的陆岛

连”的思路是能够将教育、医疗、能源供应等社

会公共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但是就生产资料

及自然资源利用而言，应该是提倡开拓性的、延

展性的、可持续性的。因此开展岛屿生产活动，

是陆地空间生产资源利用的延续和拓展。据有关

资料显示全省无居民海岛基本属于闲置状态。海

岛的保护开发利用，必须是在保护其自然生态环

境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发展岛屿水产养殖业，要

走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海水养殖之路，不能再走

“养殖一污染一治理”的老路。

根据浙江省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以

及落实创建生态省和打造“绿色浙江”的思想，

建议立足海岛在其周围海域大力开展岛屿水产

养殖业，将是浙江省海洋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所

在，也是提升浙江经济的有力手段。浙江人多地

少，经济发展迅猛，为了保有足够的耕地面积，

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各种形式的造地，

如：围海、滩涂围垦、河道河岸整治、耕地整治、

低丘缓坡改造、开山造地等等，国家也有考量造

地面积和用于建设用地的指标。但是，这是否就

认可了海域(水面)的农牧化使用，同样是为人

们提供了大量的称之为食物的蛋白质等其他人

们所需的物质。因此，拥有数量众多岛屿的沿海

省份，开展依托海岛拓展海域生产活动，即海域

海岛的农牧化使用应该视作“造地”行为。近年

来，已有学者提出“生态围垦”。海域面积的农牧

化使用和土地面积的耕作同样为人们产出食物，

形式不同目的相同，内容不同效果相同，有异曲

同工之效，符合“创建生态省”和“打造绿色浙

江”的概念。

一、发展海岛海域生产活动的意义

开展海岛海域的农牧化生产其意义有：一是

提高海岛及其海域(蓝色国土)的使用率来弥补

浙江省耕地面积的不足；二是缓解海湾、河口和

滩涂养殖环境和养殖容量不足的矛盾，为修复、

提高沿海海水水质及其环境质量创造条件；三是

增加捕捞渔民的转产就业率，且大大提高养殖水

产品的质量及经济价值；四是发展岛屿农牧化养

殖业将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如：交通运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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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制造业、信息通讯、旅游等行业；五是维

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具

有现实意义(一个岛屿或岩礁可划出450平方海

里的领海和125 664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二、海岛现状

全国大于500m2以上的海岛有6 500余个

(除台湾、香港、澳门外)，总面积达6 69l km2，

岸线长度达12 710 km。其中70％的海岛离开大

陆海岸10 km，距离在大于10．100 km的占8％，

大于100 km的占2％，无居民岛有6 000余个，

有居民海岛433个。

从我国海岛分布情况看，浙江省的海岛占有

绝对的数量，因此把海岛数量优势转化为生产活

动从而形成产业优势，那么其海洋经济产值增量

潜力巨大。为此建议：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重

点在“港、渔、油、景、涂”的基础上增加“岛”。

浙江省陆域面积10．18万km2，海域面积达

26万km2，大于500 m2的海岛3 061个，占全国

的2，5，其中无居民岛有2 885个左右。浙江省无

居民海岛数量虽多，但面积小，全省海岛总面积

约为1 940 km2，无居民海岛面积仅约为113 km2。

从数量上看，无居民海岛舟山占全省的45％，台

州占22．7％，宁波占17．5％，温州占13．8％，嘉兴

占1％。全省海岛呈扇面分布，南北分布跨距大

约420 km，东西跨距大约250 km，多数岛屿分

布在大岛周围，距大陆约10 km以内。

目前大部分岛屿属于闲置状态，有少量的使

用但其保护开发状况不容乐观。开发利用程度普

遍较低，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手段措施。开发使用

大致有渔业生产、观光旅游、石料开采、科研应

用、航海领海基点标志、农业及其他开发等六种

用途，基本上处于粗放型开发利用状态，基本上

没有任何生态保护措施，管理比较分散薄弱j由

于海岛保护意识薄弱，居民任意开发无居民海岛

以及乱砍、滥伐、无序无度采石等现象时有发

生，海岛生态环境及资源遭到破坏。

对海岛海域缺乏有效管理。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的海上管理存在各自为政、陆有岛无、检查执法

缺位等现象。虽说海洋管理有农业部的渔政、交通

部的航管和海事、海关总署的走私稽查、国家海洋

局的海域使用和海监、武警公安的边防等等，但

是，海岛的特殊地理位置，陆地上政府管理职能部

门无法实时延伸管理，使现有体制的综合管理难

度加大，造成无居民海岛及海域的保护和管理几

乎处于失控状态，如：岛上采石、毁林、林害防治、

建筑、三废排放、水土保持等。综合起来看，海岛

海域保护和开发存在以下问题：全省海岛海域的

保护利用缺乏统一规划，盲目性较大，造成资源浪

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管理职能分散、执法监督缺

位，缺乏统一有效的综合管理体制。

三、开展岛屿农牧化生产活动的举措

开展海岛海域的农牧化生产活动，可将生产

活动的管理自然延伸到海岛海域，通过海岛海域

的使用管理来保护海岛海域的自然环境，自然环

境的保护又是可持续促进生产活动的开展。因

此，开展海域农牧化生产活动的举措，可以在二

个层面上进行讨论，一是政府管理层面；二是事

业技术支撑管理层面。

政府管理层面，首先是政府要加强宏观领

导，主要是发展规划、政策引导和立法，依法管

理、保护、开发和利用海岛海域资源。其次，管理

体制的创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设置、管理方

式、手段等，现有的陆地管理体制及方式方法均

难以有效地自然延伸到海岛海域，如何探索创薪

有待探讨。

在事业技术支撑管理层面上，首先，组织开

展针对性的海岛及其海域养殖环境的资源调查

工作，为政府开展海岛海域农牧化生产规划提供

科学依据。如：海岛的陆相地貌植被、海岛潮问

带区域面积、海岛周围海域30 m(或50 m)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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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以内的面积范围以及海底地貌、底质的本底数

据；区域性的水文及水动力情况；现有生物及其

生态状况；环境资源状况(海岛淡水资源、可再

生洁净能源资源如：风能、太阳能、波浪能等)；

通过海岛海域环境资源的调查，要综合考虑解决

以下问题：(1)确定海岛海域农牧化生产发展规

模、步骤、发展速度等；(2)确定海域适宜或拟养

殖的范围、品种、容量、方法等；(3)根据陆地工

业、交通布局，规划海域养殖品种、数量；(4)明确

海域现有使用情况(航道、锚地、油气储量区

等)；(5)明确海域的潮、流、水温、季节风向等自

然生态条件；

其次，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有保障地

开展海岛海域的农牧化生产活动。海岛海域的特

殊地理环境，有其区别于海岸、海湾和陆地的地

理特点。其自然生态环境有好的一面，同时也存

在其恶劣和脆弱的特点。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

组成部分，也是海域功能的组成部分。因此，海

岛及其周围海域管理应纳人海洋功能区划范畴。

海洋功能区划是开展海岛、海域管理工作的基

础。保护好海岛海域生态环境是岛屿生产活动可

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岛屿上的所有生产生活

活动都应采用清洁的、可再生的、环保的工艺和

方法。发展海岛海域农牧化生产不仅要形成养

殖、加工、销售、服务产业链的有机组合，而且，

应结合陆地区域的产业布局、产业特点、交通网

络等因素，统一纳入浙江省海洋产业发展规划，

与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相一致。

开展岛屿生产活动须有合理、有效的生产组

织机构，有保障的信息沟通方式，健全的安全保

障、交通运输体系，完善的产、供、销市场机制。

在开展海域农牧化生产活动的具体内容上，生产

组织者要有强力的制约能力，生产资料及劳动力

配置、养殖品种、养殖方法、产品的标准及销售

去向等均在生产计划控制中进行。在开展海域农

牧化生产的范围上，也要在组织者的发展计划中

展开。要根据海域功能区划优先开展离大陆较近

的区域，逐步向较远区域发展；优先开展利用有

淡水岛屿；优先开展现有通讯网覆盖的海域；优

先开展可实现产业链的海岛海域的生产活动；逐

年稳步发展海岛海域的农牧化规模。在符合海域

功能区划的环境中明确养殖内容、养殖容量和养

殖方法，确保海岛海域养殖环境的自然生态不被

破坏或有计划的自然修复。

第三，建立技术引领支撑服务体系。开展岛

屿农牧化生产活动，应该在科技的指导下有组

织、有目标、有选择的进行，除了保护好海岛海

域的自然环境外，还要坚决避免农牧化生产活动

自身污染情况的发生。与陆地农业相似，农业科

技是指导农业生产活动的技术保障。这个体系对

海域的养殖技术、养殖设备、养殖环境及其监测

的科技服务承担研发、指导、推广和实施等任

务。海域的农牧化养殖活动针对在不同海区，适

宜养殖什么品种、苗种的培育技术、相对安全适

宜的养殖海况周期、清洁环保的养殖技术及方

法、养殖环境的修复技术、养殖饵料及生产工艺

‘的研制、安全的保鲜及储运技术、新品种的引进

及养殖技术、抗风浪养殖技术及设施、抗赤潮技

术及其设备研制、海岛清洁能源和淡水提供技术

及设备研制、海岛人居污物零排放系统的研制等

等，均须有科研机构的系统研发和推广作为技术

支撑和引领。

从提高海域管理水平的视角，同样需要科技

支撑。海岛地貌的实时遥感监控技术，海域水质

的实时遥感监控技术，养殖区海底底质环境变化

的监测，养殖规范标准及水产品的安全质量标准

建立等等。

第四，建立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尽管海洋变

化无穷，人类在与其的不断抗争探索中还是基本

掌握了大海的习性和自然规律，但海洋作业仍然

是较高风险区域的行业，建立开展海洋产业活动

所需的避险机制、救助抢险机制、医疗健康服务

沿海都市·119·

   



机制和海洋信息服务体系是开展海域生产活动

必需的基础设施。

海域中的生产活动遭遇自然灾害与陆地一

样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受灾后能有恢复生产的

机制存在。商业保险是途径之一，但需要达到一

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者具有一定的防风险

思想意识，同时也需要保险业已有开拓这一市场

的前瞻力，当然更主要的是靠政府政策引导和扶

持。岛屿的特殊地理区位，偏远缺医少药，但是

建立医疗服务船只定期巡回机制并配合意外救

助及抢险机制，是对开展岛屿生产活动的有力保

障。海洋信息监测及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对海

洋生产活动的防灾、减灾、抗灾具有重要作用。

海洋气象、海浪、赤潮、风暴潮等信息的传输网

络建设，预报方式、方法的建立等等需政府予以

大力投入。

四、产业经济前景分析

浙江省无居民海岛数量为2 885个，若以农

牧化养殖开发使用l 000个岛屿进行估算，每个

海岛使用100公顷(1 500亩)面积的海域水面，

那全省增加海水养殖面积就是lO万hm2，若按

0．5吨／亩的产量计算，年生产水产品产量将达

到75万t。这个年产量大约相当于目前舟山

(2005年养殖11．79千hm2，产量12．38万t)加宁

波(2005年养殖42．76千hm2，产量27．2l万t)二

个地区年产量总和的二倍。

我国海域的年平静生物生产量为3．02吨／km2，

其中东海最高3．92以m2，渤海次之3．82 t，km2，

南海仅2．4 t／l【m2，黄海仅2．25倦m2，因此可以看

出，海水养殖业大大提高了海域的生物产出量。

发展岛屿的农牧化养殖业，显然会带动养殖

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工、船舶制造业，带动水产

品加工、提取等工业。同时海岛秀丽的自然风光

结合海水养殖业可拉动运输业、观光度假旅游业

与休闲养殖业和海洋信息服务业等，形成一二三

产业链的联动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及其生产资料

加工业的发展，受到海水养殖品种及海域功能和

总体发展规划的影响，拉动的产业经济增量较难

估算。对旅游业的拉动可作一简易测算。仅估算

海岛度假和观光旅游一项，若以100个海岛具备

观光休闲条件，每年以100天的可接待日测算，

每个岛屿每天接待50人计算。每年为50万人

次，以人均花费200元／天计算其总经费达一个

亿。2005年，宁波市的旅游人口为2 395万人

次，舟山市为1 000万人次，两地总旅游人口接

近3柏0万人次，以其中1，4(850万人次)的旅

游人口参加一天的海岛游测算，每天以人均消费

200元测算，将有17个亿的旅游业商机。

五、结论

开展海岛海域农牧化生产活动，对提高蓝色

国土的使用率，降低陆地土地的农业压力，改善

沿海养殖水质环境，提高转产渔业人口就业率具

有重要意义。

开展海岛海域的农牧化生产活动，对浙江海

洋经济总量提升存在巨大上升空间和潜力，对

二、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

开展海岛海域农牧化生产活动，政府领导是

关键，科技支撑引领是动力，基础设施及体系建

设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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