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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产业目前主要以育苗、养殖、捕捞、生产、加工的产业链形式存在,文章

在分析经营性海洋牧场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于海产品产业链的延伸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在苗种培育产业的基础上延伸出“参与式观光业”,在开展养殖业的同时兼并实施新产业“DIY养

殖业”,产品收获后进行“精深加工业”的同时开展“观光旅游业”,销售行业采取线上线下与企业之

间结合的“O2O+B2B”模式,面向客户方面鼓励新机构即“反馈机构”的建立与推广,拓展休闲渔业

产业,发展新型休闲渔业。通过产业链延伸,旨在开拓海产品的市场空间,以期获取更多的经济效

益,提升海洋牧场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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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or-profit marineranchingin China has a clearcharacteristic on rights
confirmation,andtheseaareaismostlycontractedbyfolkenterprisesfortheproliferationand

productionofmarineranchingproductstogaineconomicbenefits.Atpresent,theindustrialchain
ofthefor-profitmarineranchingisrelativelysimpleinChina.Thedistinctionbetweenindustries
issignificant,theprocessingtechnologyofseafoodisweak,theproducttypesareshort,theutili-
zationrateoffisheryresourcesislow,the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isbackward,andthedevel-
opmentofindustrialchainistoofragmented.Onthebasisofasingletraditionalmarineranching
industrialchain,thispaperprobedintotheextensionoftheindustrialchainofthemarineranc-
hing,aimingatopeningupthemarketspaceofmarineproductsinordertoobtainmore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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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andimprovethecomprehensivebenefitsofthemarineranching.Atpresent,commercial

marineranchingindustrymainlyexistedintheformofindustrialchainofseedlingbreeding,aqua-

culture,fishing,productionandprocessinginChina.Basedontheanalysisoftherestrictivefactors

ofthedevelopmentofcommercialmarineranching,thispaperstudiedtheextensionoftheseafood

industrialchainandsome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Onthebasisofseedlingcultivationindus-

try,weextendedparticipatorytourismindustry,whiledevelopingaquacultureindustry,newin-

dustryDIYaquacultureindustryshouldbemergedandimplemented.Afterharvestingproducts,

intensiveprocessingindustryandsightseeingtourismindustryshouldbecarriedout.Thesalesin-

dustryshouldadoptthemodeofO2O+B2Bwhichcombinedonlineandofflinewithenterprises,

encouragetheestablishmentandpromotionofnewinstitutions,namelyfeedbackagencies.Andthe

leisurefisheryindustryshouldbeexpandedandnewtypesofleisurefisheriesshouldbe

developed.Throughtheextensionoftheindustrialchain,theaimistoopenupthemarketspaceof

seafood,inordertoobtainmoreeconomicbenefitsandenhancethecomprehensivebenefitsofma-

rineranching.

Keywords:For-profitmarineranching,Industrialchain,Extension,Marketspace,Comprehensive

benefits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海洋渔业生产发展迅猛,由于过

度捕捞、环境污染等原因,近海渔业资源持续衰

退,渔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以海洋牧场

为代表的新型渔业生产方式得到我国渔业管理者

的高度重视。海洋牧场以统筹推进水产养殖业、

捕捞业、加工业、增殖业、休闲渔业五大产业协调

发展和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路径

日趋明确,以养殖、捕捞、加工、运输、销售等构建

起的全产业链渔业生产模式代表了未来的渔业发

展方向。

目前我国的海洋牧场主要包括公益性和经营

性两种建设管理模式,依托海洋牧场的相关产业发

展尚处于完善阶段。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表现为

海域确权明确的特征,多被民间企业承包,海洋牧

场的建设管理多采取经营性模式,主要实施生物底

播增殖生产,繁育海参、鲍鱼、扇贝等海珍品[1]。经

营性海洋牧场的产业链主要包括海产品的繁殖、育

成、捕捞生产、加工、储存、包装、运输、销售等。对

于海洋牧场产业链的管理是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产物,同时也是将海产品由生产推向市场的一条

有效路径[3]。延伸海洋牧场的产业链,将产品的生

产、加工、包装、运输和销售有效地连接为一个整

体,不仅可以提高海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也提升了

产品的经济价值,在完善产业结构的同时促进劳动

者就业[4],提高海洋牧场建设的综合效益。

1 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产业发展概况及制

约因素分析

1.1 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产业发展概况

据《中国海洋牧场发展战略研究》统计,截至

2015年年底我国共建设经营性海洋牧场97个,其

中黄渤海区89个东海区8个。

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产业目前主要以育苗、养

殖、捕捞、生产、加工的形式集中在我国黄渤海区的

沿海城市[4],例如,辽宁省大连市、山东省烟台市和

青岛市等,这些沿海城市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

条件和较为雄厚的产业发展基础,发展了以海洋牧

场示范区为基础的产业体系。这种体系延伸了海

洋牧场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以第三产业为

主要业态的产业链[6]。

1949年以前,海水苗种产业尚未实施,主要以

捕捞天然苗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育苗

技术后,出现了“养殖高于水产,海水超过淡水”的

现象,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海水养殖大国。育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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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性,育苗基地

的建设更为水产品良种繁育和产品品质的多元化

做出了贡献[7]。

底播增殖产业遵循将苗种投放于适宜的海域,

按一定密度投放一定规格苗种任其在自然环境下

不断繁殖[8]。此产业进行中因不涉及任何人工处

理,不对种苗投放任何饵料,让其自然生长,所以获

得海产品品质极佳。同时由于海底水温较低,日差

较小,温度及盐度无跃层现象,且海水拥有自净功

能,能有效避免海生物病害发生,因此底播增殖产

业下自然生长的海产品更加健康,质量和安全性相

对更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益处。目前我国经营性

海洋牧场在开展水产养殖业的同时开始关注生态

性养殖产业的引入,多营养层次的养殖模式能够健

康、持续、高效地发展养殖业。目前我国对多营养

层次养殖模式的开发处于领先地位,山东、辽宁的

某些海域甚至已经达到产业化水平[9]。

水产加工业是我国优化渔业结构,促进水产品

增殖的有效途径[10]。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引

进,我国的水产品加工技术逐步提升,一些水产品

经过加工后经济附加值获得了显著提升。

1.2 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产

业建设、发展、运营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

国经营性海洋牧场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点。

(1)海域的综合开发利用率较低。海洋牧场的

开发形式较为单一,沿海各地对于海洋牧场的开发

形式千篇一律,导致海洋牧场所在海域的综合开发

利用率无法达到最优化。

(2)海洋牧场渔业资源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较

低,海产品产业链较短,致使在海洋牧场经营的各

个过程无法充分利用海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优势。

(3)海洋牧场产品质量安全存在隐患。海洋牧

场生产加工过程中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和生产加工

等过程没有达到产品质量安全公开透明化的程度。

(4)海洋牧场产业化经营水平相对较低,海洋

牧场产业发展总体来说较为滞后,经营类型较为传

统,缺失增添新型商业业态的变通性,产业链条不

完善,导致综合效益处于低下水平。

(5)海洋牧场产品精深加工能力薄弱,缺乏技

术上的创新。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可以提高产品

生产效率,还可以节约海产品生产成本。海洋牧场

精深加工的从业者一般都是转产转业的传统渔民,

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缺少专业化的技术能

力。因此精深加工业欠缺拥有高新技术水平的专

业渔业从业者。

(6)缺乏资金的持续投入,海洋牧场的发展与

海产品的生产离不开资金的持续投入。但目前经

营性海洋牧场多为一次性投入,且由于多为个人和

企业投入,投入资金有限,因此难以形成一定规模。

2 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产业链延伸

我国传统农业产业链较短,种类比较单一,主

要是从播种、生长、收获到销售,最后面向客户的

“一条龙”模式[3]。我国传统海产品产业链是在传统

农业产业链的基础上,依据自身产业特点进行的适

应性改变。传统海产品产业链是从海产品的苗种

培育开始进而生产养殖,然后进行海产品的收获,

最后面向客户进行销售[11]。

海洋牧场作为现代渔业的重点方向之一,其对

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海产品产业

链的延伸,可以在苗种培育产业的基础上延伸出

“参与式观光业”;在开展养殖业的同时实施新产业

“DIY养殖业”;产品收获后进行“精深加工业”的同

时开展“观光旅游业”;销售行业采取线上线下与企

业之间结合的“O2O+B2B”模式;面向客户方面鼓

励新机构即“反馈机构”的建立与推广(图1)。这样

不仅有效地推进了新兴企业的发展,还扩大了市场

空间的占有率,避免了产业链种类的单一,加大了

企业间的整合经营力度。

图1 海产品产业链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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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种苗培育环节可以衍生新型观光旅游业———

参与式观光业

沿海城市的专业渔业、休闲渔业与海洋旅游业

三者之间的界定还存在着划分明显的特点。休闲

渔业仅包含观赏、垂钓、科普、饮食四大形态[10]。专

业渔业、休闲渔业与海洋旅游业三者的有效连接会

使三大行业相互汲取优势,促进产业的经济利益与

可持续发展[13]。育苗环节是由水产养殖基地的技

术人员进行的苗种培育,非技术人员一般不会接触

到海产品的培育过程。因此可以对感兴趣的客户

开展消费性的苗种培育简单环节的参与式观光。

在让客户进行观光了解的同时也能参与到培育的

过程中。从而加深消费者对海产品育苗环节的体

验,提升消费者的兴趣与参与度。进而增添企业经

济效益,减少企业劳务费用支出。

2.2 海产品养殖环节可以衍生新型产业———“DIY
养殖业”

“DIY养殖业”以认养认管模式为机制开展。

以愿意并且能够消费的个人或家庭、企事业单位、

团体等组织机构为对象开展。以爱护生物为前提,

遵循生态共享的原则自愿参与“DIY 养殖”。首先,

消费者对想要认养认管的水生生物进行自主选择。

然后,自愿认养认管的单位或个人到海洋牧场进行

报名登记。同时需要缴纳水产生物养护费和其他

所需费用。

“DIY养殖业”水生生物认养认管的权利和义

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可为已认领的水生生物

冠名。消费者可亲自为已办理认领手续的水生生

物冠以喜爱独有的昵称。②可在养殖区域悬挂标

志牌。消费者在认养基地拥有专属的养殖区域,在

养殖区域内认养者可依据自身喜好悬挂信息标志

牌。③认养人有权了解认养水生物的生长情况,并

在海洋牧场部门技术人员指导下可以进行换水、喂

养、陪伴、疾病监测、处理等管理活动。④认养人应

爱护认养的水生物,不得危害水产生物,对危害水

产生物造成死亡的,需给予一定赔偿。

2.3 收获环节在衍生精深加工业的同时继续衍生

观光旅游业

围绕市场需求趋势,大力发展市场需求大、发

展潜力大、资源利用充分的水产加工业[14]。推行中

上层鱼类、贝类、藻类等低值海产品加工产业体系

的建立。在提高水产品加工精深化程度的同时也

需要提高企业的装备水平和技术水平。海洋牧场

产品加工业可以从水产食品类、海洋药品类、海洋

化工品类三大类开展精深加工,加工调理食品、调

味食品、保健食品等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低值海洋牧场产品精深加工的过程可以开展

观光旅游业,如低值鱼货制成鲜美鱼丸、鱼排、鱼条

等产品的精深加工过程作为开放观光旅游环节,提

升消费者兴趣,使消费者对海洋牧场产品制作过程

及产品质量予以了解。不仅提升了消费者对海洋

牧场产品质量的信任度,还扩展了海洋牧场产品的

品牌效益。

2.4 销售环节可以采取新模式———“O2O+B2B”

海洋牧场产品销售行业采用“O2O+B2B”模

式。客户可从网上进行网络订单的交易,交易信息

会反馈给企业的核心仓库。若订单所在地与核心

仓库在同一城市则由核心仓库运输产品到消费者

指定的餐厅或超市,最后以消费者所需的商品呈现

给消费者。若订单所在地与核心仓库不在同一城

市则由核心仓库下发指令给订单所在城市的微仓

库。由微仓库运输产品到消费者指定的餐厅或超

市,最后以消费者所需的商品面向消费者。

这种将O2O和B2B的线上线下和企业间的销

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资金融资

困难的问题,同时生成的有效抵押物也消除了生产

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信任的问题。

2.5 面向客户环节可以增添反馈机构

海洋牧场产品需建立可追溯产业,如增添可追

溯数据库、条形码、HACCP管理体系,作为获得和

留住客户的有效渠道。企业需要建立一种追溯、反

馈、改进型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如建立可追溯条

形码和数据库,或者引进HACCP管理系统,进行海

洋牧场 产 品 产 业 链 的 完 整 追 溯,进 而 委 托 第 三

方———反馈机构开展监督反馈活动。客户不仅可

以追溯了解产品生产过程还可以通过相应的网络

平台进行产品或企业的口碑反馈,反馈机构将搜集

到的反馈信息通过汇总反馈给相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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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追溯产业的建立在方便客户了解产品

生产过程的同时使海洋牧场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可

控性,并且,反馈机构对新产品的开发起到统计性

的评价的作用。企业可以全面了解自身产品的存

在缺陷并予以完善,从而提高自身产品质量,不仅

可以增强自身产业的竞争力,还有利于保持企业长

期业务来源。

2.6 拓展休闲渔业产业

我国现代休闲渔业主要包含水产养殖、观赏鱼

养殖、垂钓、海钓、渔具生产销售、休闲旅游、体验式

捕捞、船只租赁、农家乐、渔家乐、水上运动、当地渔

文化展示等。休闲渔业经营者由农户、集体组织、

专业经营者、投资机构组成。

我国海洋牧场对于休闲渔业商业模式的选择,

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全面掌握中国水产品市场动

态;②准确获取和分析建设海洋牧场的地理位置和

区位优势;③了解我国海洋牧场休闲渔业的开发战

略和规划,并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情况

制作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商标或品牌。对于海产品

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的选择,应本着降低生产成本

的前提,尽量选择当地的供应商。同时还要加大吸

引外资的力度。

休闲渔业是渔民就业增收及产业扶贫的重要

途径,休闲渔业的发展对落实渔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实现休闲渔业产业增质增效发展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拓展休闲渔业产业,发展新型休闲渔业

变得十分必要。要实现休闲渔业产业的拓展需要

做到以下几点。①政府部门和企业相互协作;②着

重发展本土化地域特色的休闲渔业;③以发展停驻

型观光为重点;④注重当地人才的培养;⑤全面开

展各种类型休闲娱乐活动。

美国作为现代休闲渔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

有庞大规模的休闲渔业产业以及数以万计的观光

者,美国极为重视渔业资源的保护,在开发管理休

闲渔业时,为确保休闲渔业的健康发展,应用了高

技术的管理手段和先进科研成果。同时为了使休

闲渔业产业良性发展,美国休闲渔业建立了政府与

民间组织的良好合作互动,实现了休闲渔业协同发

展[15]。2014年4月在休闲渔业经营管理方面予以

变通,美国政府不仅出台了相应保护政策,还投资

建立了大规模的管理和科研机构,为休闲渔业制定

专门的行业管理和行政管理信息系统[16]。

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休闲渔业产业的发展应

该借鉴国外及我国公益性海洋牧场休闲渔业较为

发达地区的经验调整企业的营销策略,把企业经济

利润提高到更大限度,具体如下:①开展特色主题

休闲渔业活动,创建海洋牧场主题餐厅及海洋类主

题宾馆。建立有关介绍企业休闲渔业新产品的

app,进行线下活动推广,让更多年轻客户了解新型

休闲渔业产品的优势,从而吸引更多年轻顾客。②
推出适合儿童的垂钓及水上娱乐项目,创建海洋牧

场人工鱼礁模具等相关海洋牧场手工制作讲堂,不

仅提升了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为父母和孩子提供

亲子互动机会提升彼此情感。③开设“餐厅式私人

图书馆”,餐厅内放置有关海洋牧场介绍的各类书

刊、杂志、报纸等,供顾客自行取阅。在这里用餐不

仅可以欣赏海边风光还可以惬意地读书看报,畅游

在海洋牧场相关知识的海洋里。“餐厅式私人图书

馆”还专门为老人配备老花镜,特殊座椅,免费纪念

品等物品。④增添传统捕捞渔业体验,例如,体验

传统设计和制造的捕鱼器、矛、鱼叉、沉降片、浮子、

鱼钩等渔具开展休闲捕捞活动,一方面提高了休闲

垂钓的新鲜感;另一方面避免了多年来传播的捕捞

知识逐渐失传的困境。

3 结论

为使我国海洋牧场产业得以延伸并持续高效

地发展,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营性海洋牧场产

业链的延伸:①在种苗培育环节衍生参与式观光

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②海产品养殖环节可以衍

生“DIY养殖业”提升客户的积极性与参与性。③
收获环节在衍生精深加工业的同时继续衍生观光

旅游业,使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信任度提高。④销

售环节可以采取“O2O+B2B”模式,有效解决传统

融资问题。⑤面向客户环节可以增添反馈机构,使

产品质量存在可控性与可视性。⑥拓展休闲渔业

产业,实现增质增效的发展目标。

我国经营性海洋牧场产业的拓展和经营模式

的策略调整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广阔市场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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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进行延伸或转变。支持企业在海洋牧场产品原

产地直接投资建厂,利用原生态海产品和人力、物

力等资源,发展海洋牧场产品精深加工业,延伸渔

业产业化链条。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海洋牧场产品

精深加工业与参与式观光业相结合,提倡企业市场

化重组和资源整合,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加大整合

经营力度,引导企业抱团发展,使民间资本向新兴

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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