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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大渔业思想

发展烟台渔业经济
‘

鹿叔锌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摘 要 该文简述了世界海洋渔业现状
,

分析了烟台市的海洋环境条件
、

发展潜力和存在间题
,

在

此基础上又重点论述了今后烟台市海洋渔业的发展方向
,

对烟台市海洋渔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并为决策提供依据
。

关键词 烟台渔业 发展潜力 方向

当前
,

烟台市提出建设
“

海上烟台
”

的战

略设想
,

这是对传统国土意识的一场深刻变

革
,

对促进海洋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
,

振兴农

村经济
、

富民兴烟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为

进一步加快全 市海洋渔业发展步伐
,

使水产

业在实施建设
“

海上烟台
”

中发挥积极作用
,

下面就世界海 洋渔业现状
、

烟台市海洋渔业

发展潜力
、

存在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

谈几点看

法
。

1 世界海洋渔业现状

目前渔业生产 由传统的自然猎捕逐步向

增养殖农牧化发展
,

是近年来世界海洋渔业

的主要特点
。

1
,

1 资源调查研究和过洋性远洋渔业要向

尚未开发利用的区域发展

从全球看
,

世界上仍有某些水域的渔业

资源尚未开发利用
,

为合理利用这些资源
,

许

多发达国家都在积极组织 人力
、

物力进行详

细而又周密的调查
,

积极发展过洋性远洋渔

业
,

其主要 目标为南太平洋东部
、

南大西洋西

部的远洋底拖 网渔场
,

北太平洋中部和西部

海域的围网和南太平洋海域的流刺网及乌贼

渔场
,

南太平洋西部和 中部海域 的鳄类资源

等
。

世界渔业的管理 目标从最大持续渔获量
转变为向寻找最适产量和最佳捕捞死亡量的

目标迈进
。

1
.

2 渔获结构发生变化

近年来
,

尽管世界渔获量在持续增长
,

但

捕捞量中占主导地位 的鲜
、

大西洋鳍和秘鲁

堤鱼等 已过度开发
,

其资源量已明显衰退
,

世

界渔获量的种群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部

分经济价值高的鱼类逐步向贫量化
、

小型化
、

早熟化发展
。

取而代之的是中上层鱼类
、

低值

鱼和甲壳类
。

从生态学观点看
,

在一个平衡的

自然生态系中
,

不存在生态灶真空现象
,

一些

种群因捕捞过度衰退了
,

而另一些生态灶相

似的鱼种乘虚而人
,

这就是种群替代现象
。

因

而 目前渔业资源正处在种群交替动态平衡

中
。

1
.

3 飞速发展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

于海洋渔业

包括科学管理
、

渔业资源评估
、

渔情海况

测定
、

渔获统计分析
、

助渔导航
、

水产养殖
、

加

工保鲜
、

捕捞作业
、

鱼群探测等诸方面
,

使渔

业生产和管理逐步走向 自动化和规范化
。

1
.

4 水产增养殖向集约化
、

农牧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
,

世界海水增养殖的研究和发展

动向主要为
:

¹ 扩大增养殖品种
,

发展多元化

养殖
,

利用养殖对象的互补性
,

因地制宜
,

积

极开展虾贝混养
,

鱼虾混养等立体养殖模式
,

这是当今创高产的有效途径之一
; º 发展 网

箱养鱼和放流增殖
,

目前主攻方向是对 易回

捕的区域性鱼
、

虾
、

贝类进行增殖放流
,

逐步

本文属烟台市渔业海洋工作会议交流材料
, 19 9 4一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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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牧化方向发展
; » 全人工育苗技术 日趋

完善
,

其中饵料培育系统和循环水系统向全

封闭和半封闭自动化方 向发展
; ¼饲料配制

营养化
、

科学化
,

饲料生产系列化
,

尽量降低

饵料系数
,

提高投入
、

产出 比
; ½ 应用生物工

程和细胞工程
,

改良增养殖品种
,

培育抗逆性

优质
、

高产新品种
。

如三倍体的研究
,

利用控

温
、

控光等促进性腺发育等
。

2 烟台市海洋环境条件
、

发展潜力
、

存

在问题

烟台市濒临黄
、

渤两海
,

海岸线长达 70 0

多 k m Z ,

港湾众多
,

浅海滩涂广阔
,

岛屿星罗

棋布
,

气候
、

水文等条件优越
,

海洋生物繁多
,

素以水产资源富饶
,

渔业发达著称于世
,

具有

发展渔业的良好条件
。

海洋捕捞具有生产周期短和高产高效的

特点
,

是沿海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19 9 3 年全市水产品产量达 101 万吨
,

总产值

达 50 亿元
,

其中海洋捕捞约占 50 %
。

可见
,

海洋捕捞在烟台渔业中举足轻重
。

由于捕捞产量全部是动物群体
,

是人类

获取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一
。

许多国家十分

重视发展海洋捕捞业
。

目前世界渔业总产量

达 1亿吨以上
,

其中半数为外海和远洋捕捞
。

因此 我国乃至我市许多沿海群众为发家治

富
,

也争先恐后地从事海上捕捞
,

形成竞争的

局面
。

烟台近海水域的海洋生物初级生产力

较高
,

莱州湾和山东半岛南部沿海水域初级

生产力分别为 14 49 / ( m Z ·

a) 和 157 9 / (m Z ·

a )
,

为鱼
、

虾
、

贝
、

藻的栖息生长创造 了良好条

件
。

烟台市捕捞生产历史悠久
,

生产经验 丰

富
,

并具有一支整体素质较高的渔民队伍
。

上

述条件为建设
“

海上烟台
”

水产先行
,

起到了

积极地推动作用
。

但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
,

建国以来
,

我市濒临的黄
、

渤海渔业资源经历

了利用不足
、

充分利用和利用过度三个阶段
。

在近 30 多年里
,

无论从捕捞工具
、

作业方式
,

还是渔获量和渔获组成
,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

在 19 52一 19 51 年的 30 年中
,

海洋捕捞机

动渔船功率数增长了 88 倍
,

渔获量 的增长速

率不足 0
.

8 倍
,

单位渔捞力量由 1 9 51 年的

3.
·

7 吨降至 0
.

61 吨
。

这就充分说明了烟台市

濒临黄
、

渤海 的某些渔业资源 已经遭到严重

破坏
,

处于过度利用阶段的末期
。

烟台市近海

渔具在 30 年来逐步走向了单一化
,

除春
、

夏

季的贻
、

鱿鱼汛期间
,

部分渔船使用流网外
,

大部分的渔船使用拖 网作业
,

一些传统的钓

钩渔业和定置渔业几乎全部被淘汰
,

这对科

学合理的利用资源十分不利
。

因而当前捕捞

业应迅速调整转变
,

并与加工销售等环节有

效结合
,

实现捕捞
、

加工
、

销售一体化经营方

式
,

向高效渔业发展
。

烟台市沿海有近 3 万公顷滩涂
, 15m 等

深线以内浅海水域 65 万多公顷
,

这是发展水

产养殖
,

建设
“

海上烟台
”

的主战场
。

尽管我市

水产养殖发展势头很好
,

但也存在一些不容

忽视的问题
,

集中表现在
:
一是水产开发的深

度和广度不够
,

可供养殖的 20 万公 顷
,

目前

仅开 发利用 了 1 /3
,

且一直 是
“

一虾一 藻两

贝
”

当家
,

其产量占养殖总产量的 90 肠以上
,

多数单位只养一个 品种
,

对名
、

特
、

珍
、

稀
、

优

品种认识不足
;二是育苗场综合利用不够

,

半

年生产
,

半年闲
,

造成人
、

财
、

物的浪费
。

烟台

市是扇 贝之乡
,

由于筏式养殖亲 贝的自然底

播
,

自然扇 贝苗大量繁殖
,

结果形成了天然的

半人工采苗场
。

这是我市的一大优势
,

但是
,

近几年半人工采苗失控
,

严重地破坏了采苗

场
。

如何因势利导保护好采苗场
,

应采取强有

力的措施
,

实现科学定期
、

定时
、

定量采捕
;
三

是养殖区负荷过重
,

忽视海区生态规律
,

由于

养殖密度过大
,

致使生态调节机能不断下降
,

扇贝出柱率由前几年的 13 呱下降至 8 %
,

贻

贝也终年不肥
,

严重影响养殖效益的提高
; 四

是魁蜡
、

鲍鱼筏式养殖
,

由于魁蜡
、

鲍鱼系底

栖生物
,

目前却大量盲目筏养
,

改变了它们的

底栖生活环境条件
,

造成 了不应有的损失
;五

是水产品深加工力量薄弱
,

加工技术设备落

后
,

大宗产品档次低
,

质量差
,

能够在国内外

市场上过硬的名特产品数量不多
,

特别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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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药物
、

稀有元素的提取仍是空白
,

向深加工

要效益
,

这是国内
、

外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

如韩国 1 9 9 2 年水产 品总产量 32 8 万吨
,

渔业

产值 3
.

37 万亿韩元
,

而加工附业产值 1
.

26

万亿韩元
,

占渔业总 产值的 1 /3 强
,

由此可

见
,

深加工在经济效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3 烟台市海洋渔业今后发展方向及重

占

3
.

1 大力发展滩涂贝类
、

增殖名特优品种

实行人工增殖近海资源
,

是充分挖掘水

域生产潜力
,

尽快恢复资源
,

提高生产效益的

重要途径
,

也是发展近海渔业的一项有效措

施
,

尤其是在近海经济鱼类资源严遭破坏的

情况下
,

通过多种渠道增殖资源就愈加重要
。

目前我国北方沿海增殖对虾 已取得了成功经

验
。

其他增殖对象如墨鱼
、

梭鱼
、

海参
、

鲍鱼
、

魁蜡等
,

目前尚未形成较大产业规模
。

经济鱼

类如真绸
、

牙虾
、

妒鱼
、

六线鱼
、

黑鳍等
,

已有

增养殖技术储备
,

应大力发展
。

我们认为除增

养殖鱼类外
,

还应根据我市自然资源的分布

特点和生态习性
,

因地制宜地发展效益高
、

易

回捕
、

周期短的贝类资源是我市的当务之急
。

在近年内
,

应大力发展开发皱纹盘鲍
、

紫石房

蛤
、

太平洋牡砺
、

虾夷扇 贝
、

海参
、

海胆等名特

优品种的增养殖
。

日本对虾
,

抗病性强
,

可进

行推广
。

紫石房蛤系芝果 区
、

牟平沿海的特

产
,

个大味美
。

1 9 9 2 年我所承担的紫石房蛤

育苗和底播放流技术的研究已通过鉴定
,

希

望该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并尽快形成规

模产业
。

随着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的锐减
,

淡水名
、

特
、

优品种
,

已被人们越来越重视
,

并成为水

产品的
“

宾上客
” 。

1 9 9 3 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

1 7 85 万吨
,

海淡水产量达 9 40 万 吨
,

其中淡

水增产 10 0 万吨
,

增长 19 铸
。

淡水名
、

特
、

优

养殖异军突起
,

养殖方式 向精养
、

集约化
、

规

模经营发展
,

混养
、

套养
、

立体模式
、

庭院养

殖
、

稻 田养鱼普遍推开
。

为此
,

我市应充分利

用地下热
、

电厂余热和淡水资源
,

积极开发 甲

鱼
、

牛蛙
、

中华绒毛蟹等名特优品种的淡水养

殖
。

假若水温常年保持在 2 8“一30
‘

C
,

甲鱼一

年可养成
,

售价为 3 00 ~ 36 0 元 /k 宫
,

经济效

益相当可观
。

牛蛙
,

当今被称为
“

特种经济动

物
” ,

是名贵食品
,

其蛋白含量为鸡肉的 2 倍
,

羊肉的 3 倍
,

低脂肪
,

低胆固醇
,

肉质细嫩洁

白
,

口感好
,

可做药膳
,

皮革名贵稀有
,

一个牛

蛙的皮加工后可卖 3 ~ 4 美元
,

其脂肪可加工

成高级润滑油和化装品
,

皮加工的下脚料可

加工高级胶
,

内脏 可做饲料
,

总之全身都是

宝
。

牛蛙很好饲养
,

技术不严格
,

一般在水深

30 一 4 0c 叨 即可
,

每亩可养万只
,

越冬可用塑

料棚
,

每亩成本万元
, 1 年零 3 个月收 回全部

成本
,

经济效益显著
。

3
.

2 发展水产品深加工
,

向水产品综合利用

进军

发展水产品的深加工
,

这是当前乃至今

后我市发展水产业的重要突破点
。

对适于鲜

活上市和出 口 的水产品
,

要加大生产一线保

鲜保活措施
,

开发活鱼
、

活虾
、

活 贝上市和 出

口
。

对低质鱼一是要按照国内外市场需要
,

采

用新技术
、

新设备
、

新工艺
,

不断提高加工质

量和档次
,

向精深加工品
、

高附加值产品
、

营

养保健食品和提取 E P A
、

D H A 及海洋药物

等方 面进军
。

目前
,

国 内外都在 集 中研究

E 尸A
、

D H A 的抗氧化问题
,

烟台市要组织人

力
、

物力进行攻关
。

二是要加工鱼粉
,

进 口鱼

粉现价是 4 4 00 元/ 吨
,

要引进鱼粉加工生产

线
,

日处理加工鱼粉 50 吨
,

每 10 吨鱼粉中可

产 1 吨鱼油
,

鱼油现价是 8 0 00 元 /吨
,

每天

仅鱼油一项
,

可创收 4 万元
,

经济效益是明显

的
。

3
.

3 调整作业结构
,

加速发展远洋渔业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群众海洋捕捞仍是我

市渔业的主体
,

在近期内
,

应继续搞好近海作

业的调整
,

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
,

应实现四

个转变
,

一个竞争
,

三个结合
。

四个转变即
:

由

捕捞传统经济鱼类向中上层鱼类转变
;
由捕

捞大宗鱼类向地方性
、

区域性小宗鱼类转变
;

由单一拖
、

流作业向多种渔具作业转变
;
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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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捕捞 向远洋捕捞转变
。

一个竞争即
:

大马力

渔船 (1 3 5 马力以上 )应向东海
、

济州岛等远

洋渔场进军
,

提高竞争能力
,

增加外海捕捞产

量
。

三个结合即
:

实行远近海相结合
;
定置作

业与流动作业相结合
;
捕捞

、

加工
、

销售相结

合
。 ”

同时
,

还要发挥我市的资源优势
,

推广高

产 网具
。

由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研制成功的
“

高

口堤鱼拖网
” 、 ‘

,/J
、
马力单拖网

”

等一批先进网

具
,

在生产中收到明显的效果
,

应大力推广
。

我国从 1 9 8 5 年向西非派 出第一批远洋

渔业船队起
,

近几年 又 有了较大发展
,

1 9 9 0

年在三大洋的捕捞产量总计 42 万吨
。

当前世

界远洋渔业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

一是发

达 国家的远洋渔业因劳务费激增而难以持续

发展
,

他们的远洋渔业正在萎缩
;
二是一些拥

有丰富资源的西非
、

拉美
、

中西太平洋等发展

中国家
,

近海无力开发
,

急于寻找合作伙伴
。

因此
,

国内外的渔业环境都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发展远洋渔业的黄金时期
,

我 们应抓住机

遇
,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发挥 自身优势
,

把远

洋渔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从 80 年代 中期开始
,

我市的国营和群众

渔业 已分赴西非和贝劳等渔场进行过洋性远

洋渔业作业
,

已取得较好经济效益
,

其成功经

验应以借鉴
。

并经过多年培养和锻炼
,

一支训

练有素的渔民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

据有

关专家预测
,

根据世界各渔场的资源量
,

近十

年为远洋渔业的黄金时期
。

为此
,

我市在巩固

传统远洋渔场的基础上
,

应积极开拓新渔场
,

把远洋渔业发展起来
,

向远洋渔业要效益
。

3
.

4 实行一室多用
,

搞好育苗室技术改造

目前我市育苗室主要分三种类型
:

对虾

育苗室
、

藻类育苗室和 贝类育苗室
。

前两者一

般建池比较早
,

而且几乎同一模式
。

对虾育苗

池大而深
,

水体一般都是每池 5 0 m
3

‘

以上
,

而

藻类育苗池一般为海带育苗池
,

池水浅
,

水体

小
。

贝类育苗池水体一般在 1 2m
,

左右
,

这些

育苗室过去都存在
’

一个共同的缺点
,

设计单

一化
,

利用单一化、 随着海上 自然资源的减

少
,

人工增养殖业势必成为渔业发展的主流
。

为此
,

要提高育苗室的利用率
,

并向现代化和

自动化方向发展
,

以获取更大的生产效益
。

为

此
,

提出几点建议
。

(1) 对虾
、

藻类育苗池可用作 贝类育苗
。

在虾苗出池后
,

可以培育自然水温的栉孔 贝
、

魁蜡
、

海参
、

文蛤等贝类和其他海珍 品
。

秋冬

季可利用育苗室的升温设施进行鱼类苗种或

亲体的越冬
,

藻类育苗池的控温 贝类育苗 已

获成功
,

可大力推广
。

(2) 贝类育苗池可多茬多季使用
。

如春天

搞升温栉孔扇贝
,

接下来可进行海湾扇贝
、

常

温栉孔扇贝
,

魁蜡等
。

一年四季连续利用
,

这

样可大大提高育苗池的利用率
。

(3) 采用多层次
,

立体式结构育苗池
,

如

鲍鱼育苗池就可以采取此种模式
。

(4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

改造育苗池
,

使

其适应多元化要求
,

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

自动化管理设施和管理方法
,

完善水质检查

设施
,

使育苗室发挥其最大的效益
。

3
.

5 实现渔船的第二次革命
,

积极做好玻璃

钢渔船的推广工作

玻璃钢既非玻璃也非钢
,

而是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的俗称
。

具有密
.

度小
、

强度高
、

抗冲

击
、

耐腐蚀
、

无 磁性
、

易成 型
、

维修方便等优

点
。

国际上 50 年代就用它制造船舶
,

尤其是

游艇
、

渔船
、

交通艇等中小型船舶
。

仅以 日本

为例
,

日本自 1 9 60 年首条玻璃钢船问世
,

到

1 9 8 7 年 已有 27
.

4 万条
,

占机动渔船总数的

17 %
。

我国现有 1 5 m 以上玻璃钢机动渔船不

足 30 条
,

数量之少
,

差距之大令人 吃惊
。

为

此
,

省水产局
、

省建材局
、

省建材学院
、

省海洋

水产研究所联合向部里写报告
,

决心实现我

省渔船的第二次革命
,

拟定在 10 年内
,

全省

渔船玻璃钢化程度达 60 俗
。

上级部门对此项

工作非常重视
,

相继福建
、

浙江
、

江苏
、

广东等

省也上书要求玻璃钢化
。

目前我所 已承担 80

一 1 2 0 马力玻璃钢渔船的设计
,

1 9 9 4 年年底

造出 山东省第一条 80 一 12 0 马力玻璃钢渔

船
。

希望烟台市做好此项工作的推广
,

尽早实

现渔船的第二次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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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研究
·

T H E R O L E S O F N IN G B O PO R T P L A Y IN G

A M O N G P O R T G R O U P O F YA N G T Z E D E L T A

A N D M E A SU R E S O F E X PL O IT A T IO N

S h i X ia n hu

(E c o n o m ie I n stitu te Z h匀ia n g P la n n in g C o m m issio n )

A B ST R A C

N in g b o P o r t 15 s it u a te d in th e e e n t r a l s e e tio n o f the e o a s tlin e o f C hin a
.

It 15 n e a r t o

S h a n g h a i Po r t w h ieh 15 t h e la r g e s t o n e in the M a in la n d
.

It p o s s e s s e s m a n y s u p e r io r p o in t s

s u e h a s d e e p w a te r , e a lm s e a ,

little d ep o sit
, n o fr e e z e a n d 5 0 o n

.

N in g b o p o r t w ill p la y tw o

r o le s a m o n g p o r t g r o u p o f Y a n g t z e

De lta
.

O n e 15 e e n t r a l p o r t o f in te r n a t io n a l a n d lo n g 一d is
-

t a n e e e o n t a in e r iz e d t r a ffie
.

T h e o th e r 15 in d u s t r y p o r t s e r v in g fo r the he a v y in d u s t r y b a s e o f

N in g b o
.

A t la s t , the a r e tle p u t s fo rw a r d s o m e m e a s u r e s o n e x p lo ita t io n o f N in g b o Po r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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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T U P A G R E A T F ISH E R Y ID E A T O D E V E L O P

T H E FIS H E R IE S E C O N OM IC S O F Y A N T A I

L u S h u x in

(S h a n d o n g m a r in 。 fi
she r ie : re se a rc h in stitu t己)

T h is P a Pe r b r ie fly d is e u s s e d th e w o r ld m a r in e fish e r ie s s itu a t io n , a n a lys e d Y a n t a i
’5 m a -

r in e e n v ir o m e n t a l e o n d it io n s ,

d e v e lo p in g p o te n tia lit ie s a n d e x is t e d p r o b le m s
.

O n th is b a s e s ,

t he a u th o r em p h a sis ly d is e u s s e d th e m a r in e fish e r ie s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Y a n ta i o n th e fu t u r e
.

It

w ill ha v e a n im p o r t a n t a n d s ig n ifie a n t in t r o d u e tio n to m a r in e fis he r ie s d e v e lp o m e n t o f Y a n -

t a i
, a n d w ill p r o v id e s e ie n t ifie b a s is e s fo r the p o lie ym ak e r

.

K eyw o r d s :
Y a n ta i fish e r ie s d e v elo p in g p o te n tia lity d ir e e t 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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