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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开发·

中国渔业资源与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化

楼 东，谷树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

摘 要 中国的渔业生产地域分布差异明显，沿海省区渔业产量在我国渔业生产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淡水

渔业产量继续增长潜力有限，海洋渔业产量增加得益于海水养殖业的迅猛发展和稳定的海洋捕捞量。渔业

重点发展养殖业的中国特色经验取得了成功，海水养殖业将成为以后我国渔业生产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文中也探讨了当前我国渔业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渔业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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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渔业产业的空间格局及演化

（一）我国渔业产业的发展

#EDE年以来，我国渔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EDE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仅.!’D万=（按

#EE"年发布的水产统计新标准计算，下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恢复和发展，#E.*年全国水产品产量达

到,D"’E万=。然而由于在政策上的失误，从#E.F年到#E**年的!-年间，一直处于徘徊或在曲折中前进

的状态，到#E*F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仅为.,"’"万=。#E*F年以来，我国渔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大大加快了由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的步伐，变革了传统的资源开发模式，渔业发展方向进行了战略性

调整，以养殖为主取得了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生产中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以及淡水养殖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渔业

产量不断增加（图#，文中数据来自历年渔业统计年鉴，下同）［#!,］，渔业产量占据世界首位已经持续#,
年。!--!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D.".’#F万=，其中海水养殖#!#!’FD万=，内陆养殖#"ED’-.万=，海洋

捕捞#D,,’DE万=，内陆捕捞!!D’*E万=。

图# 中国的渔业生产量的年度变化（#E*F!!--!年，不包括台、港、澳）

（二）我国渔业生产的空间格局

演化

由于我国不同的渔业区生产资源

差异极大。沿海省区水域充沛，更兼

可以从事海洋捕捞和在海水养殖业，

因而渔业产量在我国渔业生产中占了

极大的比例。从行政区域生产量角度

来看：#E*F年 以 来，沿 海 的 辽 宁、

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

西先后超越#--万=和!--万=产量

大关。到!---年，广东、山东、福建产量已经超越.--万=，,省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强，浙江省

产量也接近.--万=。湖北由于得天独厚的内陆水域条件，!---年渔业产量也已经超越!--万=大关。我

国西部的省份产量较低，青藏渔业区一直处于#万=以下的水平，其他西部省份产量一直在全国所占比重

不大，西部省份的年产量都在#--万=以下，除了四川在.-万=以上，大部分年产量在#-万=以下。渔

 



业产业产量分布地域分异明显，表现为明显的东、中、西差异分布。台湾省!"世纪#"年代末期产量超过

$""万%，近十多年来维持在$""万%以上的生产水平，其中海洋捕捞业占了绝大比例，在$""万%左右徘

徊，海水养殖业产量近年维持在!"万%左右，淡水水产品产量有限，在$万%左右。近年香港特别行政区

的渔业产量在$"万!!"万%左右，以海洋捕捞业为主，养殖产量不大，不到$万%。澳门特别行政区产量

仅仅$"""%左右。

图! 我国海洋捕捞产业的海域组成 图& 海水养殖产业的养殖场所

我国海水渔业产业由沿海省份组织生产，海洋捕捞业主要结构从$’(#年以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外海渔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年远洋渔业起步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使我国海洋渔业的面貌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改变了渔船历史上集中在沿岸近海生产的状况。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中国渔业传统不

合理的资源开发结构有了重大改善。不过海洋捕捞业的主要产区还是在东海、南海和黄海（图!）。远洋

渔业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产量比例还不是很高。!"世纪#"年代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业迅猛发展，

产量增加极快，滩涂、港湾、近海三类海水养殖区产量都增加很快（图&），海水养殖业产量增加的主要

组成部分是贝类。几个渔业产量大省都是海水养殖大省，浙江省是以海洋捕捞业为主的省份，近年海洋捕

捞产量在&""万%以上，虽然仍然是第一捕捞大省，但是由于海水养殖业发展不如其他沿海渔业大省，现

在总产量已经落在山东、广东、福建省后面。

（三）中国渔业生产的结构演化

图* 水产养殖面积的变化 图) 淡水水产品的组成变化

我国淡水渔业$’(#年以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水产养殖面积迅速扩大（图*），产量增加很快（图

)），水库、河沟、池塘、湖泊养殖全面开花。!"世纪’"年代先后产量超过)""万%和$"""万%大关。

!""!年产量超过$’""万%，不过产量已经近于极限，继续提升潜力有限，以后应专注于养殖品种品质的

改良。淡水水产品产量以鱼类为主，近年虾蟹类、贝类的产量有所增加。在淡水养殖中，主要的养殖种类

有白鲢、鳙、草鱼、青鱼、鲤、鲫、鳗、团头鲂。产量组成中四大家鱼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甲鱼、鳜鱼、

中华绒螯蟹等也开始成为大众化的品种。

我国海洋渔业产量迅猛增加得益于海水养殖业的迅猛发展和海洋捕捞业的稳定增产。在海水渔业中，

!"世纪("年代末期#"年代初期，海水产品主要以鱼类为主，贝类占的比重很小。当时，海水养殖业也

刚刚起步，产量不大。#"年代以后，海水养殖业得到迅猛发展，海洋捕捞业的一部分力量也开始转向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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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类，贝类和虾蟹类产量开始迅速增加。海洋捕捞业由于不断地开发新的捕捞品种，海水鱼类产量得到很

快地提高。近年，我国的海水水产品中产量最大的是贝类，其次是鱼类，再次是虾蟹类。不过在海洋捕捞

业和海水养殖业中产量组成中有明显的不同。在海洋捕捞产业中，产量一直是以鱼类为主（图!）。带鱼

在我国海洋捕捞业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年全国产量就达到&%’$(万)，以后一直维持高产量，近

年的产量维持在"**万)以上。大黄鱼、小黄鱼在(*世纪%*年代以后产量减少，小黄鱼产量近年有所恢

复，近年产量在(*万!&*万)。 鱼在"##*年后得到开发，产量迅速增加，近年产量在"**万)以上。

从(*世纪%*年代开始，虾蟹类和贝类产量逐步增加，近年对虾、毛虾、鹰爪虾产量在(*万!!*万)之

间，贻贝、扇贝产量在+*万!"**万)之间。近年主要的捕捞鱼类还有：马鲛鱼、远东拟沙丁鱼、马面

、鳓鱼、鲳鱼、鲷鱼、鲐鱼等。在海洋捕捞作业方式中，拖网仍然是主要方式，历年产量在海洋捕捞产

量中占+*,左右，钓渔业在(*世纪#*年代得到迅猛发展，头足类得到开发（图$）。在海水养殖业中，

鱼类比重很低，大部分海水鱼类的育苗技术还没有完全掌握（图%）。现在仅有有限的几十种鱼类，人工

育苗技术已经完善。深水抗风浪网箱的引进及制造，使得海水养殖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鱼类养殖的比例必

将迅速提高。现在主要的海水养殖种类有：贝类———栉孔扇贝、海湾扇贝、虾夷扇贝、贻贝、牡蛎、鲍；

虾蟹类———中国对虾、梭子蟹；鱼类———鲻鱼、梭鱼、真鲷、石斑鱼、花鲈、牙鲆、大菱鲆、美国红鱼；

藻类———海带、紫菜；其它———海参、海胆等。

图! 海洋捕捞产业种类组成 图$ 海洋捕捞业不同作业方式组成 图% 海水养殖产业种类组成

二、渔业资源与渔业产业空间格局比较分析

（一）内陆渔业分析

我国内陆淡水渔业产量大省依次为湖北、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江西、山东，产量在"**万!
(**万)，这与这些省份多湖泊、内陆水面多、可养面积多的自然资源条件是相适应的。除了四川产量在

+*万)以上，大部分西部省区产量都在"*万)以下，这些省份水域少，降水也少，所以产量有限。青藏

区虽然水域多，但是气候恶劣，所以产量低下，东北区的黑龙江、辽宁在东北区中相对生产条件较好，但

近年产量也不到+*万)。其它沿海省份基本上淡水产量在+*万!"**万)。就产量而言，内陆渔业潜力有

限，主要应着眼培育优良品种，提高产品的档次。

（二）我国的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捕捞业分析

从我国海区的资源现状及捕捞状况来看，沿岸、近海底层主要传统经济鱼类都处于捕捞过度而造成的

资源严重衰退，甚至枯竭的境地。如果说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还有一定潜力的话，那也仅仅限于某些中上层

鱼类、头足类和虾蟹类。此外，东海陆坡、南海的海南岛以东外海、中西沙和南海水域的各类资源有较大

潜力，尤其中上层鱼类和头足类资源应作重点开发。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多样性高，鱼、虾、头足类种类虽

多，但资源密度不高，尤其高产的种类不多。

我国的捕捞大省依次为浙江、山东、福建、广东、辽宁，占我国捕捞产量的绝大部分，其中浙江省海

洋捕捞产量在&**万)以上，山东、福建产量在(**万)以上。这与沿海各省临近的四大海区的渔业资源

状况也是相符的，虽然这里产量统计包含了一部分大洋性渔业以及远洋渔业的产量。遵照渔业管理的最佳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以及我国渔业资源状况，专家认为沿海海洋捕捞产量应维持在%**万)以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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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年提出海洋捕捞零增长的目标，但是近年海洋捕捞产量仍维持在!#$$万%以上，高产量主要是

由低质鱼类以及虾蟹类组成，这与最佳生态效益、经济社会效益是相背离的。

（三）沿海海水养殖条件及产量比较分析

海水养殖业是我国水产业重点发展对象。从图"中可以看出沿海!!个省、市自治区可养面积比例以

及&$$!年海水养殖产量比例，两个直辖市产量极低。海水养殖大省主要有山东、福建、广东，其次是辽

宁、浙江、广西。我国海水可养殖面积仍有潜力可挖，从海水养殖自然资源来看，海水养殖业随着育苗技

术完善以及深水抗风浪网箱的广泛使用，各沿海省区，产量都将继续增加。辽宁、海南、浙江、江苏应该

还有较大发展潜力。

图" 海水养殖可养面积及产量比例比较

三、我国渔业发展的总结及展望

（一）我国渔业成功发展总结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水产品

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从!""’年 起 达 到 和 超 过 世 界 水 平，

&$$&年达到人均()*!+,。渔业是一个不用

耕地，耗粮食很低的优质食物生产领域，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对中国乃至世界粮

食安全的重要贡献。&$多年来，渔业是大

农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产值比例不断

上升，&$$$年比例已经在!$-以上，为我

国渔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增收

的机会。中国渔业保持了持续而强劲的发展势头，水产品年均增长率达到!$*’-，与同期世界渔业(*$-
的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到!""$年，我国水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此后，持续成为世界第一渔

业大国，渔业发展以养殖为主取得了重大突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

（二）我国渔业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品种和结构仍不合理。我们在发展名特优新产品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品种

结构和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如淡水养殖中，质低价廉的四大家鱼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而一些过去的优新品种，如甲鱼、鳜鱼等也成为大众化的品种，价格大幅度下滑，渔民增收大大减缓。在

捕捞方面，近海捕捞占绝大部分，远洋渔业特别是高附加值品种如金枪鱼等所占份额很小，渔业比较效益

日渐下降。

&*渔业资源衰退问题，特别是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日益严重。目前我国海洋捕捞产量比!"./年增长#
倍多，绝大部分是近海捕捞。由于捕捞能力的大大增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源总

量大大减少。一些传统捕捞对象形不成鱼汛，捕捞对象转向低质鱼类。

(*水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目前，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水域的012和活性磷酸盐含量均大大增

加，无机氮浓度全部超标，尤以长江口、珠江口、大连港、胶州湾最为严重。每年都会有水域污染或赤潮

造成大量水生生物死亡的事件发生，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在淡水方面。全国!&$$余条河流中，有/’$
多条河流受到污染，不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大型湖泊有)!-已经严重富营养化，给渔业生产带来严重威

胁［’!)］。

（三）我国渔业发展的展望

我国海洋捕捞业靠鱼类资源的不断变动，尽管仍然以低值鱼为主，产量近年仍然维持着高产量，但是

由于油价上升的影响，捕捞成本升高会使得一部分渔民转业。只要政府引导有力，渔民收入可望继续增

加，如果增殖、放流工作出色，产品质量还会有相应提高。目前我国水产品加工增值差，这可以成为水产

业增收的重要来源。只要做好宜渔国土资源综合开发研究，大力推广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水产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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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加强水产生物技术、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等研究，我国水

产业将会有光明的发展前景。海水养殖业是我国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随着深水网箱技术进一步完善，

浅海养殖有望得到进一步开发。中国政府需要担负起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持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责

任。为了保护渔业资源，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在中国沿海全面实施了伏季休渔制度，在内陆重点渔区实行

了“休渔期”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捕捞产量“零增长”计划。今后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

这些制度，并长期坚持下去。实践证明，“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模式，符合中国当前的渔业资源状况，

适应现阶段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人们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今后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名特优新水产品养殖，为国内外市场提供优质水产品，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增

加渔民的收入。在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广健康养殖技术和生态养殖模式，加强对养殖

业的管理，对养殖水域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加强对种苗、饲料、鱼药引进、生产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保

护水域生态环境和种质资源，保持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新兴的渔业产业如娱乐渔业、游钓业、观赏渔

业等是增加产值的重要发展方向［!!"］。

加入#$%对中国渔业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随着水产品关税的减让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

中国渔业将面临更加广阔市场空间，同时也对我们的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国际标准

组织生产和管理已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质量

标准，积极从源头认真抓好水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促进水产品生产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以强大的养

殖业为后盾的中国特色渔业，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渔业发展巨大成就，中国渔业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已经

具备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中国渔业将以全面提高水产品质量为突破口，积极推进水产品贸易自由化，为世

界渔业的大流通做出贡献。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苏、湖北等省中条件较好的、沿海沿江沿湖地

区可侧重于发展捕捞、养殖、加工出口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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