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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渔业的发展与未来走向 

阳立军 1，李舟燕 2 

（1.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浙江舟山 3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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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沿海是我国重要的渔区，海洋渔业作为浙江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发展海洋经济的先导产业，在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在对建国六十年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

上，归纳和总结了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及主要成就，并就浙江海洋渔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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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六十年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梳理 

浙江是海洋渔业大省，海洋渔业一直是浙江省沿海 4 市 23 个县（特别是 6 个海岛县）、40 多万渔民、110 万渔区群众赖以

生存的支柱产业，也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产业。综合考察建国六十年来浙江海洋渔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发

展历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恢复与发展阶段（1949~1965）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委省政府从组织领导着手，制定渔业发展方针政策，实施体制改革，海洋渔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50

年，浙江成立了水产局，对于海洋渔业制定了“先恢复，后发展”的指导原则。在制度建设上，浙江先后创新实践了“硬脚制”、

生产互助组、渔业合作社、渔业人民公社等多种合作体制；在生产方式上，通过渔船动力化和推广机帆船作业，海洋渔业得到

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海洋渔业配套产业的兴起。在渔场开拓上，浙江通过嵊山渔场等近海渔场的开发，实现了海洋渔业

作业由沿岸渔场向近海渔场和外海渔场拓展。这一期间，浙江海洋渔业占全国海洋渔业总产量的 1/4，上调国家的商品鱼占全国

总量的 50％以上，均居全国首位。 

（二）曲折中前行阶段（1966~1977） 

十年文革期间，浙江海洋渔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大鱼小鱼一起捕”等“左”倾思想的影响

下，浙江废弃了传统有利于水产资源繁殖保护的流、钓作业，代之以高强度机帆船捕捞，渔业资源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而水

产品全额收购制度也给渔民带来严重的生活困难。即便如此，浙江海洋渔业还是在挫折中继续向前发展，期间浙江成立了嵊山

渔场指挥部，加强渔业生产中供、销、补给等环节的协调，解决渔事纠纷，并初步完成了东海渔业资源调查和渔区划分，为之

后海洋渔业的科学管理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浙江舟山等地实验并开展了海带、紫菜以及贻贝养殖，推动了浙江

海水养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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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与发展阶段（1978~2000） 

这一时期浙江海洋渔业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产权制度、流通体系和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新渔业体制迅速建立；面向市场、放开经营、多渠道、少环节、高效率的水产品流通体系逐步畅通；以“单船核算”、

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生产经营体制也取得重大突破。此外，浙江还首开全国渔业补偿贸易之先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渔工商联

合企业，并参加了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建设。这一时期浙江海洋渔业稳步发展，远洋捕捞位列全国首位，而海水养殖也在

“246”工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八大重点养殖基地”，水产养殖业产值比重迅速上升。 

（四）优化与升级阶段（2001~2009） 

这一阶段的开始以浙江省加大海洋渔业结构调整力度，实施渔民转产转业战略为重要标志。在海洋渔业结构调整方面，自

2001 年起，浙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渔民转产转业，压缩近海捕捞，发展远洋渔业；通过实施渔港标准化、鱼塘标准化和渔

船标准化的“三化工程”，发展水产养殖主导产业；拓宽转业渔民就业门路，促进生态渔业和休闲渔业的发展，全省黄金海岸休

闲渔业带、都市型休闲渔业带、生态型休闲渔业带等三大特色休闲渔业产业带正在迅速形成，对繁荣渔区经济、提高渔民收入、

扩大渔区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六十年浙江海洋渔业发展道路探索 

（一）以机制体制创新为重要保障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浙江就实施海洋渔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变革，创新和实践了多种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文化大革命的

动荡时期，浙江依然在渔业管理制度方面进行创新与设计，通过成立渔场指挥部，探索出一条打破行政区划，共同管理海洋渔

业资源、解决渔事争端的有效途径。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开展了以“单船核算”、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渔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

至 90 年代，浙江远洋渔业企业在远洋作业与生产方式上进行创新，闯出了一条“捕捞+加工＋销售”一体化生产的新路子。新

世纪以来，浙江又在渔业保险机制、渔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和渔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从制度上保证了海

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内部结构调整为发展导向 

从本世纪初开始，浙江逐步加快渔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逐步建设优质、高效、生态型渔业，渔业经济逐步走上良性发展

轨道。坚持贯彻“压缩近海捕捞、发展远洋捕捞、主攻海水养殖”的方针，海水养殖业较快发展，尽管海水养殖占海洋水产品

的比重仍偏低，但从纵向比较看，海洋渔业捕养结构日趋合理；海洋渔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水产品加工、渔业相关服务业快

速发展，海洋渔业一二三次产业日趋合理；构建海洋渔业科技支撑体系，以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发展，树立了一批名优品牌，海

洋渔业逐步走向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 

（三）以渔业科技创新为内在动力 

在渔业科技创新方面，浙江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通过组织实施深水网箱及其产业化、海水增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海洋

生物资源开发等科技兴海重点项目，使得海洋渔业现代化和高科技水平大大提升。特别是在深水养殖方面，通过“深海抗风浪

网箱的研制”等一系列国家 863 项目的研究，使得浙江深水网箱设备开发、养殖技术和产业化规模均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同

时通过“超市海洋食品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等项目的研究及产业化发展，大大提高了浙江海产品精深加工产品在国际、

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推动了海洋渔业向纵深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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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渔区综合治理为重中之重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浙江省大力推进渔区综合治理，并将其作为一项根本性举措和长期性任务来抓。浙江的

海岛地区实施了“小岛迁，大岛建”工程，这是浙江海岛地区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为海岛地区经济、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沿海重要渔区还纷纷开展“平安渔区”建设，将其作为“平安浙江”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

推进标准渔港建设，促进人口转移集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了渔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三、建国六十年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一）海洋捕捞位居全国首位，海水养殖稳步发展 

浙江海域具有“中国鱼仓”的美誉。丰富的渔业资源保证了其海洋渔业产量在全国的优势地位。2007 年我省的海洋渔业产

量达 337.62万吨，排在全国第 4位，但海洋捕捞产量却一直稳居全国首位。相对于海洋捕捞而言，尽管海水养殖近年来得到较

快发展，但与其他沿海养殖大省相比却略显滞后。2007年我省海洋养殖产量占海洋渔业的比重为 25.5%，比 2001年提高了约三

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1）。 

 

（二）渔民转产转业成效显著，海洋渔业结构不断优化 

2001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渔民转产转业工程，加快渔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2002~2007年间，全省共有 4462艘海

洋捕捞渔船淘汰报废，涉及捕捞渔民 2.2 余万人，上交功率指标 37.16 万千瓦（见表 2）。近海渔业捕捞强度得到有效控制，并

通过休禁渔、人工渔礁建设等措施，使得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恢复。同时，浙江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和海水养殖业，渔业内部结构

明显改善。浙江远洋渔业从业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远洋渔业的产量、产值分别占全国的 1/5 和 1/4。海水捕养产量也从 2003 年

的 76：24调整为 2008年的 74：26，水产品加工业逐步向深加工方向发展，海洋渔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至 2007年，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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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洋渔业三次产业产值之比已调整为 36：41：23，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居全国第四，生态渔业、休闲渔业等新兴渔业也得到快

速发展。 

 

（三）推进海洋渔业保障体系建设 

上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浙江相继进行了三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所形成的渔业资源调查报告为浙江海洋渔业

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进行渔业资源调查的基础上，浙江还开展了渔区规划工作，并完成了《浙江省简明渔业区划》。此外，

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浙江进行了大规模的渔港建设，从北到南相继建成了大小渔港 200 多处。 

2008年，浙江省公布实施《浙江省沿海标准渔港布局与建设规划》，进一步推进标准渔港工程建设。同时浙江加快渔港防灾

减灾体系建设，加强对无居民岛季节性避风渔港或港湾的维护工作，保障渔民作业安全。 

四、浙江海洋渔业的未来走向 

（一）积极推进以海洋捕捞为主向“耕海牧鱼”生产方式的转变 

加速从单纯的捕捞的生产方式向“耕海牧鱼”或者说渔业“农牧化”的转变，这对于浙江海洋渔业向现代化、可持续化发

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继续推进一系列举措有效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继续严格执行休禁渔制度，加大人工渔礁建设力

度，推进人工放流和进行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有效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其次，大力建设优势养殖品种产业带，全面提升海水

养殖整体技术水平。按照产业化、标准化、无公害养殖的要求，建设若干个沿海优势养殖品种产业带，抓好优势特色养殖品种

的选育，探索和建立“龙头+基地+渔（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机制，为养殖产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创造条件。最后，打造

深海养殖“牧场”，拓展“耕海牧鱼”的领域与范围。 

（二）加速实现传统海洋渔业向现代化渔业产业体系的转变 

渔业产业化是渔业新阶段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浙江海洋渔业由传统相对单一的产业状况向现代渔业产业体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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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来海洋渔业的一大发展方向。要大力培植优势主导产业，大力发展远洋渔业，积极推进名优水产品养殖、生态渔业、休闲

观光渔业区域化发展；通过加大对重点渔业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海洋渔业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推动生产、运销、加工一体化

发展，形成龙头带基地、带农户新局面；逐步建立起开放、流动、协作的渔业科研体系，加大对渔业品牌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

加强渔政执法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渔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保障。 

（三）大力促进“渔业管理”向“渔业治理”新型管理模式的转变 

渔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纵观世界各国的渔业管理模式，基本是国家集权控制或产权私有前提下的

市场化。而不管是西方国家的渔业资源“私有化”还是我国传统的国家集权控制管理，均未能有效解决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问题。在未来发展上，以社区自主治理为基础，政府、市场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之道”或许将是解决海洋渔业“公地悲剧”

的有效途径之一。浙江作为我国制度创新的集聚地，未来在海洋渔业管理模式上也应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创新，探索构建渔业

共同管理体制，通过适当的程序让渔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参与渔业管理过程，建立政府与渔民稳定的合作对话机制，在政府与

渔民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渔业资源的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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