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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海岛渔业的现状及贫困海

岛渔业生产面临的问题

三十多年的建 设
,

我国海 岛渔业有较大

的发展
,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在海岛渔村的 贯 彻 与 落

实
,

海岛渔业高速发展
,

渔 区经济发生 了很

大的变化
,

渔民生 活得到 了改善
。

据全国 12

个海 岛县统计
,

1 9 8 5 年共拥有机动 渔 船 2
.

6

万艘
、

盯万马力
,

渔船数与马力 量 分 别 比

1 9 8。年增长 104
.

2 肠与 38 肠
,

机动渔船 的 生

产能力相 当于 1 9 7 。年全国捕捞机动渔船生产

能力的总和
;
水产品总产 量 达 了2

.

4 万吨
,

比 1 9 8 。年增长 1 3
.

9 肠
,

比解放初期增长近 10

倍
。

但是
,

由于海 岛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

差异
,

加之人们对开发海 岛
、

发展海岛渔业

的措施不一
,

致使海 岛经济及渔业生产的发

展极不平衡
。

比如平潭
、

南澳
、

东山等部分

东南沿海 岛屿
,

经济发展就很缓慢
,

渔业生

产面临新的问题
。

( 1 ) 总产增长不快
,

单产下降
。 “

六

五
”

期间
,

一些海岛渔业在产量上没有大的

突破
,

而渔船却大幅度增加
,

因而单产下降
.

据广东
、

福建和浙江舟山的 了个海岛县统计
.

一9 8 5年机动渔船 14 7 6 0艘
,

6 5 2 0 6 1马力
,

比

19 8 0年增长 1 3 0
.

6 肠与 4 0 肠
,

而水产品总产量

从41 万吨增加到45 万吨
,

增 长10 %
,

所 以
,

单位马力的年产水产 品量下降2 6
.

5 肠
。

个别

海岛县
,

部分乡镇单位马力产量下降得更快
,

普陀县下降3 3 肠 ; 平潭县流水 乡渔船从 1 9 8 0

年的 2 50 艘增加到 198 5年的 7 50 艘
,

但产量基

本仍保持原来的水平
。

( 2 ) 成本增加
,

效益下降
。

据舟山地

区统计
: 19 8 5 年渔业总支出 2 1 22 3 万 元

,

比

x 9 8 4 年增加 5 0 9 1万元
,

增长 6 1
.

6 肠; 总支出

占总收入的比重由45
.

64 % 上升到49
.

68 肠 ;

吨鱼所需物资消费5 03
.

8元
,

比 19 8 0年 上 升

3 6
.

84 肠
。

平潭县经营好的机大围
,

投入 100

元可产 出 1 08 元
,

中等水平的 1 00 元投入可产

出 7 0元左右
,

经营差的 1 00 元投入仅能 产 出

20 元
。

1 9 8 5 年冬汛
,

全县 124 对机大围 平 均

单产仅 1 3
.

05 吨
,

盈 利 的 11 对
,

占 12 肠
,

保

本经 营的55 对
,

约占44 肠
,

亏本的55 对
,

约

占4 4 帕
。

( 3 ) 债务重
,

生产资金困难
。

1 9 8 5年

平潭县渔业欠国家贷 款 1 9 9 0万 元
,

其中 124

对机大围中有 1 ]8 对 负债
,

共负54 2
.

85 万元
,

平均每对负债 4
.

6 万元
。

东山县 1 9 78 年 欠 渔

贷6 9 x万元
,

1 9 5 5 年已增至 1 9 0 0 万 元
,

其 中

铜陵渔业镇渔民欠款 15 66
.

96 万元
,

平 均 每

个出海劳动力负债 5 12 9元
。

由于债务重
,

偿

还能力差
,

贷款回收率很低
,

1 9 8 5年平潭县

的渔贷回收率为30 %
,

1 9 86 年上半年下降到

2 5 肠
。

由于信贷资金周转困难
,

平潭县 t9 85

年仅发放渔贷 17 6
.

6万元
,

不及 19 84 年的 l/ 3
.

在这种情况下
,

渔 民不得不借助社会私人贷

款来发展生产
。

平潭县 1肛 5 丰 购 置 7 对25 0

马力渔轮的总投资26 7
.

3万元
,

银行仅 提 供

贷款67 万元
,

其余2 00 多万元都来自月息4分



的私 人贷款
.

若每对渔轮按 30 个劳动力计算
,

每个劳力每年应负担两种贷款利息 4 8 0 0元左

右
。

( 4 ) 剩余劳力迅速增加
,

海 岛渔 民就

业困难
。

一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生产单位

为了提高效益
,

将渔船超编 人员精减下来进

行新的生产组合
,

在新的组合条件尚未成熟

的情况下
,

这部分劳力便成为剩余 ; 二是生

产不好
,

亏本经营得不到改善
,

迫使停产转

向的
,

在停产还没有转向前
,

这部分劳力也

就
“

挤
”

进
“

待业
”

的行列
, 三是受资金及

柴油等物资供应的限制
,

不能正常出海生产

的
,

在闲置阶段的劳力也成为临时性的剩余

劳力
; 四是新增加的劳力

。

初步估算
,

平潭

县常年和临时剩余劳力约占渔村 总 劳 力 的

40 肠以上
。

在贫困乡村劳力剩余更为严重
。

( 5
‘

) 居 民收入低
,

生活比较困难
。

平

潭县 19 8 5年人均收入 2 26 元
,

全县人均 收 入

在 20 0元以下的有84 个村
、

7 8 5 8 5人
,

分别占

总村数与总人数的48 %与5 2
.

7 肠
。

东山县铜

陵渔业镇 1 9 8 5 年有 1 41 户
、

5 08 人
,

每月每人

生活费用不足 8 元
。

还有许多亏本经营靠借

款度 日的极 困户
。

如平潭县流水乡新湖村
,

1 9 8 5年人均收入仅 1 49 元
,

全村80 肠以 上 的

家庭靠借款维持生产生活
,

10 肠的家庭在高

利贷的
“

支撑
”

下生活
。

二
、

贫困海岛渔业生产发展缓

慢的生要原因

上述海岛渔业生产之所以存 在 许 多 问

题
,

在于 自身经济脆弱而难以承受外部条件

变化的冲击
。

( 1 ) 海岛渔业结构单一
。

平潭县 1 9 8 5

年水产业总收入 4 9 3 9
.

3万元
,

其中海洋捕捞

占8 9
.

8 肠
,

养殖占4
.

7 肠
,

水产品加工业 (包

括国营水产加工业收入 ) 占5
.

5 肠
。

岱 山
、

赚泅两县
,

198 5 年捕捞业收入占渔村经济总

收 入 的90
.

4 肠与93
.

8 肠
,

远 高 于 浙 江 省

6 3
.

3 肠的比重
,

而养殖收入分 别 占2
.

3 肠与

1
.

1 肠
,

水产品加工业收 入 分 别 占。
.

3 肠与

1
.

8 肠
,

低于全省养殖收入占1 6
.

3 肠和 水 产

品加工收入占7
.

5 肠的水平
。

南 澳 县 1 9 85 年

渔村经济总收入34 71 万元
,

其 中渔业收 入占

89
.

6 肠
。

在渔业收入中
,

海洋捕捞占97
.

7 肠
,

养殖业仅占2
.

3 %
。

这种以捕捞为主的 海 岛

渔村经济极为脆弱
,

缺乏 自身应变力
。

( 2 ) 生产技术差
、

生产手段落后
,

不

适应渔场资源变化的需要
。

平潭县有 3 6 0 4艘

机动渔船
,

船龄 10 年以上的 8 98 艘
,

占24 肠
,

船龄在 10 年以 内的2 7 0 6艘渔船 中
,

60 马力以

下的2 6 9 9艘
,

占9 9
.

7 4 肠
。

全县 80 马力 以 上

的渔船 3 43 艘
,

其中船龄 15 年以上的有2 89 艘
、

占8 4
.

2 6 肠
。

这种设备差的小船
,

无力 进 行

多季节
、

多海域
、

多水层
、

多 品种的作业
,

所以
,

产量低
,

效益差
。

如平潭县 19 8 5年冬

汛机大围平均单产 工3
.

0 5 吨
,

仅相当于 福 建

省机大围平均单产的 30 肠
。

( 3 ) 专业人才缺乏
。

平潭县每万 人仅

拥有专业科技人员0
.

7 人
,

只及全国 3
.

3 人的

21 %
。

水产系统人才更缺
,

南澳县水产供销

公 司有干部职工 5 00 多人
,

却没有一名 水 产

品加工和商业经济管理的专业干部
。

( 4 ) 主要生产生活设施差
,

普遍缺 电
、

缺水
、

缺燃料
、

缺码头
,

道路不通
,

信息不

灵
。

嵘泅县 19 个小 岛中
,

大部分小 岛严重缺

水
,

全县平均每人每天供水不足 10 公斤
,

有

些小岛人均用水仅达 5 公斤
;
平潭

、

南澳 两

县至今没有一寸柏油马路
,

没有一个象样的

码头
;
舟山地区 3 / 4的海 岛没有邮电通 信 设

施
,

通信难的矛盾十分突出
。

( 5 ) 传统经济鱼类资源衰退
,

机大围

的主要捕捞对象黄鱼和带鱼的产 量 急 剧 下

降
。

平潭县黄鱼产量 从 19 8 0年 的 2 2 2 9
.

95 吨

下降到 1 9 8 5 年3 6 9
.

9 吨
,

下 降8 3
.

4 肠 ;
带 鱼

产量从 1 9 80 年的 7 2 5 8
.

6 吨下降到 3 3 0 4
.

5 吨
,

下降5 4
.

5 肠
。

( 6 ) 渔需物资大幅度提价
,

供应不足
。



平潭县过去每年供应修造渔船的木材 5 0 0 0立

方
,

自1 98 4年取消渔用木材专用指标
,

全县

每年仅这一项就要多开支近 100 万 元 ; 全 县

需用桐油工00 吨
,

这一项又需多支出22 万元
;

柴油取消优待价后
,

每吨油从 4 85 元提 高 到

57 。元
,

加上大量使用议价
、

高价柴 油
,

全

县一年增加支出 5 40 万元
。

三项合 计
,

增 加

支出约 6 62 万元
,

每个渔民由此约减少 收 入

4 0元
。

( 7 ) 生活资料提价
,

加重了渔民的负

担
。

去年平潭县渔 民的口 粮每斤由。
.

13 元提

高到 0
.

23 元
,

一年人均增加支出36 元
,

全县

一年共增加支出4 50 万元
。

此外
,

还有 1/ 4 的

渔民 (约 4
.

1万人口 ) 口粮完全靠市场 高 价

粮
,

每斤高出商品粮 0
.

25 元
,

每人每年就得

多支出90 元
,

4
,

1万人就需增加支出 3 69 万元
.

全县 ! 6
.

4万渔民仅 口粮一年就多 支 出8 19 万

元
。

再加上其他生活资料提价
,

渔民的负担

就更重了
。

三
、

加速发展海岛渔业的方针

为使海岛渔业连同依附于海岛渔业生存

钩海岛居民脱贫致富
,

必须制定一个适应海

岛自身特点的能够发挥渔业资源优势的海岛

渔业发展方针
.

这个方针既要立足
“

短平快
” ,

争取在短期内解决渔民的温饱问题
,

又要注

重渔业发展的后劲
,

增强
“

造血功能
”

和海

岛渔业自身经 济活力
。

( 1 ) 海水养殖是海岛的一大优势
,

应

列为开发海岛
、

扶持海岛渔业发展的首位
。

据全国巴个县级海岛统计
,

可开发利用的浅

海滩涂约有 1 3 0 万亩
,

目前仅利 用20 万 亩
,

利用率仅有 1 5
.

4 肠
,

低于全国已利用20 肠的

水平
.

在一些贫困海岛
,

利用率更低
。

南澳

县1 9 85 年滩涂养殖仅90 。亩
,

约 占可利 用 滩

涂的5肠
。

已利用的浅海滩涂
,

大部分 是 粗

卿经营
,

单产和效益巫待提高
,

潜力很大
。

要使海水养殖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

成为海岛渔民的
“

摇钱树
” ,

就必须
:

¹ 实行

精养与粗养结合
,

因地制宜地发展名
、

特
、

优
“

拳头
”

产品
。

º 加强生产配套
,

建立健

全苗种培 育和饲料加工供给体系
,

在苗种培

育和饲料加工厂的建设上
,

应考虑海岛技术

力量差
、

交通不便等实际情况
,

统筹规划
,

合理布局
。

( 2 ) 海洋捕捞现在是
、

今后仍然是海

岛渔村的主要经济支柱
.

海洋捕捞业的发展
,

第一步应把主要财力
、

‘

物力和技术力量用于

现有渔船的更新改造和渔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上
;
第二步是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性能强的

渔轮
,

到外海和远洋开发新渔场
,

利用新资

源
。

( 3 ) 狠抓保质增值的水产品保鲜加工

业
。

在海岛
、

尤其贫穷海岛
,

保鲜保质
,

加

工 增值不仅必要
,

而且潜力很大
。

要使潜力

变为生产力
,

首先必须抓好生产第一线的保

鲜
。

捕捞渔轮要结合更新改造
,

全部装备冷

冻设施
;
机帆渔船也要结合更新改造

,

安装

隔热保温舱
,

做到带冰生产
。

其次是加强冷冻

设施的建设
,

提高冷冻和供冰能力
.

再次
,

要

发展生产小包装
、

方便食品和传统风味品等

设施 的建
一

设
,

使传统的加工业得到恢复与发

展
.

第四是要通过引进国外先进加工技术设

备
,

对国营及乡镇水产品加工厂进行技术设

备的更新改造
,

逐渐形成配套的加工生产线
.

( 4 ) 发展 以针织
、

刺绣
、

缝纫为主的

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与手工业
.

渔村
、

尤其是

纯捕捞渔村
,

妇女就业困难
,

被
“

锁
”

在家

里干家务
。

这批劳动力资源
,

是渔村的一大
I

优势
,

如果合理利用
,

发挥她们 的聪明才智
,

将会给渔村创造巨大的财富
.

针织
、

刺绣
、

缝纫等加工业是解决她们就业的最好选择
。

这种选择与发展其他工业相比
,

一是不受海

岛渔村资金困难和能源
、

设备
、

材料等基础

条件差的限制 ; 二是不受因劳动者文化素质

差的限制
。



四
、

政策及措施

1
、

广开聚才
、

育才之道
,

解决海 岛 技

术人才问题

解决海岛渔村技术 人才问题的首要任务

是通过政策性措施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凝

聚力
。

¹ 海岛的各级领导要真正树立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的观念
,

做到尊重科学
,

尊重知

识
二

尊重人才
; º 对海岛的技术进步应有鼓

励政策
,

除国家授予的技术进步奖应高于大

陆外
,

海岛地方政府还应设各种荣誉奖和物

质奖 ; » 提高在海岛工 作 的 干 部
、

一

科技人

员的物质待遇
,

使他们的收入高于大陆的水

平 ; ¼在海岛放宽农业人 口转成非农业人 口

的范围
,

解决在海岛工作的干部
、

科技人员

的家庭生活问题
.

这样就能留住本岛人才
,

吸引大陆人才
,

启用现有人才
。

其次是采取多种形式的人才培育
,

壮大

海岛渔区科技人才队伍
。

¹ 各水产院校
,

科

研单位针对性地举办短训班
,

免费为海岛渔

村培训各种急需人才
; º 水产院校在招生时

,

在 同等条件或降低一定条件定向招收海岛的

学生
,

毕业后
,

回原岛工作
,

增加
“

永久牌
”

人才
。

三是组织城市科学技术向海岛转移
,

增

强外部开发技术能力
。

从水产院校
、

研究所
、

机关中动员一批有较强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工

作人员
,

到海岛工作一段时间
,

将科学技术

传递于海岛渔村
,

增加海岛渔业 的技术输入
.

2
、

采取多层次
、

多渠道
、

多种形 式 的

集资措施
,

解决资金问题

( l ) 国家扶持是 目前海岛渔区
,

尤其

是贫困渔村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
。

贫困海岛

渔业生产的发展
,

必须通过
“

输血
” ,

才能使

自身生命机制得以正常运 转
, “

造血
”

功能

逐步恢复与强化
。

( 2 ) 自筹是解决资金问题 的 重 要 措

施
。

自筹资金包括渔 民筹集和海岛地方筹 集

两个方面
。

渔民自筹就是通过股份或联营等

形式将渔村分散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
,

用于

生产建设
。

在经济较发达的渔村
,

群众自筹

资金的潜力较大
,

海岛渔 区乡镇政府应认真

研究本乡群众 集资的潜力
,

采取有效措施将

这部分资金组织起来
,

投入急需的生产建 设

项 目
。

地方财政筹集资金主要是通过税收来

实现
。

因此
,

一方面要发展 以劳动密集型为

主的地方工业
、

乡镇工业
,

增加财源 ; 另一

方面要完善税收机制
,

在群众温饱 问题有保

证的条件下
,

扩大税收来源
,

增加地方财力
。

( 3 ) 通过经济联合的方式吸收资金的

前景广阔
。

一方面要以发挥水产 品的优势
,

搞补偿贸易
; 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海 岛基地资

源的优势
,

搞联合经营
,

通过与外商
、

港商

以及国内各地各部门的经济联合来吸收大量

的资金
。

但是
,

由于海岛基础 设施差
,

联营

企业的效益一般很难超过大陆
。

所 以
,

在税

收
、

信贷
、

物资供应等方面
,

对联营企业 应

实行与本 岛企业一样的优惠政策
,

为他们创

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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