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洪湖渔民生存现状研究1 

孟建人 褚亚雯 管子仪 叶聪聪 陈晓曼 汪紫薇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渔业作为大农业中的一部分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渔业生产的不稳定姓、，渔民的生活也

是很不稳定的。渔民因湖泊生态保护等原因而失去赖以生计的湖面，成为失湖渔民。洪湖拆围对当地渔民生产生活

受重大影响。从渔民家庭本身出发，对其生产生活现状进行抽样调查，发现湖中渔民受到不利影响较大，生活水平

有所下降。而岸上渔民也受到一定影响。针对当前渔民与渔业状况应当对当前政策予以调整，在保障渔民生活的前

提下，继续推进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关键词渔民】渔业；湖泊；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洪湖是湖北省乃至全国的重要水产品基地。围网养殖、池塘养殖和天然捕捞是渔民进行渔业生产的三种主要方式。其中围

网养殖更是湖中渔民赖以生存的支柱。长期以来，洪湖湖面围网面积不断扩张。2016 年洪湖内围网养殖面积已高达约.1.17 万

hm2，围网比率高达 38%左右。湖泊状况继续恶化。近 2年来水环境质量明显下降，水环境质量现状较差，多个监测点位,仅能达

到 IV类或 V类水质。 

为此 2016 年下半年开始拆围行动，以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拆除湖面的围网，并且在 2016 年底基本拆除湖面围网设施。同时

这也对渔民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渔民原生产生活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本文将对拆围半年后的当地渔户进行

抽样调查，分析研究渔民与渔业现状，以期增强社会各方对失湖渔民的关注，促进人与湖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方法 

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具体做法如下：以此次调研受影响的典型乡镇滨湖街道办事处作为抽样框，将所属的 22个渔业行政村

名制成卡片，对其随机抽取 6 个行政村。在抽取的 6 个行政村中,'根据村委会（居委会）提供的渔民户籍编号，对每个行政村

随机抽取 20 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调查详见附录）。共发放问卷 120 份，回收问卷 116 份，剔除无效问卷 2 份，有效问卷

114份，有效回收率达 95%。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从 114份有效问卷中，随机选取.100份样本作为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 

表 1实证研究区域随机抽样样本村和调查问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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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镇 村 发放问卷数量/份 

  滨湖村 20 

  斗湖村 20 

洪湖市 滨湖街道办事处 张坊村 20 

 

 

洪狮村 20 

洪湖渔村 20 

  金湾渔村 20 

 合计  120 

 

表 2进入实证分析的样本中各类渔民分布概况 

渔民分类 频数 百分比/% 累计频率/% 

无固定居所渔民 12 12 12 

有固定住所渔民 88 88 100 

合计 100 100  

 

3 数据统计分析 

3.1渔民生产分析 

在渔业生产上，洪湖渔民主要从事鱼类、虾类、蟹类和贝类的养殖。采访发现，同一个渔场或渔村的渔户往往养殖同类水

产品。在渔业生产的抽样中，有 55%渔户有专业证件，其余是无证经营。经营规模往往较小，大约 70%的渔户的养殖面积在 1.33hm2

以内，22%的渔户养殖面积在 1.4~3.33hm
2
,另有 8%渔民只进行天然捕捞。31%的渔户表示渔业生产成本较高。受访的 100 渔民家

庭的平均渔业生产性支出 34394.95元。生产性支出最大值为 162000。其中，种苗、饲料的成本所占比例往往较高。当然生产性

支出也与其养殖种类、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生产资金上，77%的渔民靠自行筹措，例如向亲戚朋友借款。23%的渔户会想银

行或农村信用社贷款。尤其在经历过气象灾害或鱼病后，往往需要举债购买鱼苗或饲料才能继续渔业生产。 

渔业生产过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例如大风、暴雨、洪水等气象灾害会对渔业生产产生不可估量

的损失。往往一年的养殖会因为一场大风而减产甚至绝产。33%的渔户表示气象灾害是渔业发展最大的限制性因子。鱼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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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大，一旦鱼病扩散，附近的鱼塘都会绝产。 

当渔业生产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大约有 61.54%的渔户会求助渔业专家，有 35.16%的渔户会依靠自己的养殖经验解决问

题，也有 14.30%的渔户会和其他邻近的养殖户共同解决。这也反映除了渔民的总体科学文化水平并不高，需要提高养殖技术水

平。  

虽然风险如此之高，但是渔业保险并不受欢迎。据调查，渔业商业保险普及率仅为 19%。大部分渔户并不信任渔业保险的作

用。个别渔民曾提及曾交过渔业保险，但是发生事故后并没有获得相应赔偿。 

3.2渔民生活分析 

由于渔业生产的不稳定性，渔民的收入也是不稳定的。在,遇到恶劣天气、鱼病或市场不振的时候，渔民往往遭受重大损失，

甚至会亏损，需要贷款来维持渔业生产。在受访的 100户家庭中，有亏损家庭 17户，所占比例高达 17%。 

在本次受访的有效问卷的 100户渔民家庭中，有 12户渔民常年居住在湖船上，在湖中进行围网养殖和天然捕捞，周期性的

到岸上采购生活生产物资。有 88 户渔民在岸上有固定房屋，主要从事湖畔围塘养殖.天然捕捞等活动。两类渔民都依赖湖泊渔

业生存，从事同样的渔业活动，但在生活情况上却又很大不同。 

渔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 46666.67 元。本次统计的渔户中年收入最高的为 80000 元。渔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277.67

元，而 2016年洪湖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350元。可见渔民与岸上农民的收入差距较大，与城市居民差距更大。

而与 2016年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25元）相比，差距也高达 3448元。 

渔民家庭年平均生活性支出约 25272.45 元，占到普通渔民家庭全年收入的 54.2%o 教育支出在生活性总支出的比例较大，

厂平均占比约 30.74%o 家中有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家庭在教育上的压力更大。其中 53%的渔民家庭表示供读压力大。但是在受访

的 100户渔民家庭中，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家庭成员的渔户所占比例较低，这 100户受访渔户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渔民仅占 9.74%,

而且多为中年渔民的子女，他们往往已脱离渔业生产,-转向或打算转向其他行业。 

受访渔民的平均家庭居住面积约为 151.1m2,人均家庭居住面积约为 30.03m2/人。但是渔民内部差异也较大。岸上有固定住

所渔民往往居住条件较好，总面积 130m'以上的二层楼房比较普遍，而且家电相对齐全，空调普及率为 65%,洗衣机普及率为 95%,

冰箱普及率为 95%,电视机普及率为 100%。而湖中以船为家的渔民居住条件比较差，每户家庭住房约 83m
3
,人均住房面积约 16.3m

3。

由于电源供给依赖风力发电机和蓄电池，所受限制较大，电器使用不方便。其所需的生活用品和菜米面油等都需要阶段性上岸

采购，进一步限制其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医疗卫生方面,基本上每个渔场或渔村有 1个诊所，1名医生（兼任护理人员）。据本次抽样统计，农村合作医疗普及率为

93%,但是养老保险普及率仅为 22.266%,这也增大了有老人的渔民家庭的生活压力。而以船为家的渔民需上岸就医，交通不便也

会影响疾病治疗。 

在精神文化方面，在抽样调查的 100 户渔民家庭中，有图书或报刊订阅的家庭所占比例仅为 17%,往往订阅的书刊也和渔业

生产密切相关。渔民家庭很少出去旅游参观，家庭出游所占比例仅为 7%,而且多为年轻一代渔民。总体来看，渔民精神文化消费

很少，很多家庭在受访时会排斥此类提问。 

从本次抽样调查的总体来看,渔民对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37%的渔民家庭对当前生活表示不满意，52%的渔民家庭认为

当前生活一般，日子能过得下去。改善民生，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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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拆围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分析 

自从 2016年底完成拆围工作以来，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湖面上的围网养殖设施已经全部拆除。岸上渔民失

去大湖围网后，仍旧可以在自家院内池塘或低矮围进行养殖生产，大部分的岸上渔民的生产生活受到的冲击并不大。但是以船

为家的渔民，他们过去主要依赖湖围网养殖并适时天然捕捞谋生。现在失去围网后，就失去了主要的谋生手段。当前主要依靠

天然捕捞水产品获得收入。天然捕捞往往是很不稳定的。部分渔民家庭表示正处在“坐吃山空”的状态。 

对于 2016年底的“大湖拆围，渔民上岸”的政策，82%的渔户表示服从安排，认可或支持拆除围网恢复生态。也有 18%的渔

户认为严重影响到生产生活，对拆围有抵触情绪或是持反对意见。 

从本次抽样的 100 户渔民家庭来看，在拆除围网养殖后，有 61 户渔民表示不会或不能转向其他行业。其中 67%的渔户无法

转业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20%的渔户表示习惯了原来的渔业生产方式，不愿意转变。另有少数担心转业后无法维持家

庭生计或舍不得多年积累下来的设备和手艺。 

在会选择放弃渔业生产或转业的 39户渔民家庭里，79%的渔户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有 13%的渔户希望继续从事水产品相关行

业。还有少数人会选择创业。在职业选择上，87%的渔户更注重收入能否维持生计，这也体现渔民的生活缺乏经济上的安全感。

也有少数人会侧重，能否有更好的前途，能否胜任新的工作岗位。这体现了渔民群体对自身的能力和对新工作的适应性缺乏自

信。 

3.4渔民现状总结 

渔民的渔业生产受气象气候、水文环境、鱼病灾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渔业收入的年际变化较大，且渔

民群体内部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尤其是以船为家渔民与岸上居住渔民的生产和收入对比更明显。 

经过 2016年下半年的拆围行动，洪湖大湖的围网养殖设备基本拆除完毕。洪湖整体的渔业生产受到较大的影响。其中，大

部分以船为家的渔户已经失去赖以谋生的围网池塘。当前以更不稳定的天然捕捞的渔业方式谋生。部分岸上渔民也失去了过去

的围网鱼塘，大部分岸上渔民的垸内鱼塘或低矮围还可进行渔业养殖，他们也参与湖里的天然捕捞作业。而且存在掠夺性的“大

鱼小鱼皆捕”“不分种类的皆捞”的现象，这也严重影响到湖泊生态环境。 

4 政策建议 

保留适当规模的围网养殖，发展生态养殖。既可以为一些无法转业的渔民留有生活来源，又可以对湖泊水环境改善有利，

还能为开发湖泊旅游潜力留下高质量的人文景观。太湖流域大幅压缩围网养殖，有利于湖泊休养生息，只要养殖面积控减到位，

布局合理，依靠生态养殖，理论上可实现养殖污染物的零排放。 

建立水产养殖水体重金属和抗生素污染监管体系，加强养殖投入品管理，深化水产养殖水污染治理，进一步优化生态养殖

技术。在洪湖建设一批清洁水产养殖基地，就近安置渔民就业。 

逐步推进渔民离湖上岸，“安置一批，稳定一批，拆除一批”。将渔民分批次地搬离湖面上岸居住，利用各种政策促进渔

民转业，同时限制兼职渔民的养殖和捕捞。渔民安置取得较好的效果后，后续的渔民上岸工作更容易推进。这样既可以减少湖

面生活污染，又可以减少从事渔业生产的人数，进一步减小湖泊的承载压力。 

充分利用渔业生产生活的独特性发展生态旅游；进一步发扬洪湖当地的革命特色，发展红色旅游，带动湖泊治理。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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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为渔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促使其脱离湖面养殖；另一方面可以带动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当地财

政收入，为湖泊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和目标动力。 

推动建立高效的水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调整湖泊流域宏观经济政策，在全流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建立有效污染减排的价

格政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建立完整的湖泊治理资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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