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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牧场 保障蓝色粮仓
本报记者 常 理

本版编辑 来 洁

山东荣成积极开拓远洋渔业，去年远洋捕捞产量高达 22.7 万吨——

海里“长出”千亿产业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李钟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要拓展蓝色经济空间。这

就要求在“十三五”时期，我国

海洋经济空间布局不仅要实现

“有形拓展”，即从近岸海域向海

岛及深远海域有效拓展，更要追

求“无形拓展”，即进一步开拓海

外市场，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海

洋产业价值链体系，提升海洋产

业国际竞争力。“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恰恰为此提

供了重大的发展契机。不仅为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开拓了

新空间，也促使我国海洋经济的

外向性特征更为明显，与周边国

家的海洋经济合作关系更具建

设性和丰富性。

宽领域、多层次、多区域对

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中国

与东盟国家在海上运输、海洋

资源开发、蓝色经济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皎漂

经济特区的工业园和深水港等

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正

稳步推进。中国与南欧国家在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临港临海

产业园区规划、海洋交通运输、

海洋旅游等领域正在开展积极

合作。中国正在帮助非洲国家

因地制宜地开发海洋资源，在

海洋捕捞、近海水产养殖、海洋

运输、造船、港口和临港工业区

建设等方面积极培育中非合作

新的增长点。随着中澳、中新、

中国与斐济等太平洋岛国战略

伙伴关系的提升，中国与南太

平洋国家在远洋渔业、滨海旅

游、海洋资源开发规划、深海勘

测等涉海方面友好对接工作正

在稳步推进。

2016 年是“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全面实施之年，也是推

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提速增效之

年。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及时

抓住新一轮国际生产要素流

动、创新驱动发展、产业结构调

整的重大机遇，坚持以提高海

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坚持双向互动开放，引进来

与走出去并重，更加积极地推

进和拓展与沿线海洋国家的产

能与贸易合作，在优进优出中实现我国海洋经济综

合竞争力的提升。

一是加快海洋领域优势装备和优质产能的输

出。推动我国工厂化循环水、深水抗风浪网箱等健

康技术和装备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推广应用。在

海洋船舶和装备制造领域，鼓励在巩固中低端船舶

市场的同时，开拓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市场，提

升深海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工程船舶、LNG 船等

产品国际竞争力。加强海水淡化国际产能合作，加

快国产反渗透膜压力容器、低温多效蒸馏装备等走

出去步伐，力争海水淡化装备出口实现新的突破，覆

盖更多的海岛国家。

二是加快海洋领域“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引

进。一方面，全球视野下配置产业链与创新链，积极

引进国外先进海洋技术与装备，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

新兴产业。例如，借鉴丹麦、英国等在海洋可再生能

源利用领域的技术与经验，提升我国海洋能发电系统

的可靠性与稳定性，提高海洋能试验场及示范基地建

设水平，加快我国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化进程。另一

方面，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地制定《国家中长期海洋经

济发展人才需求目录》，进一步提高从国际上引智的

水平与质量。此外，通过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先行先试，支持环渤海、长三角、

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

规则体系，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区。

全面推进双向开放

支撑蓝色经济空间拓展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刘

堃

刚刚“海归”的金枪鱼，在山东荣成市蓝
润金枪鱼加工基地，被分割、切片、装盘、超
低温速冻加工后，身价上涨了 10倍；售价 2
元1斤的淡干海带经海之宝公司深加工后，
卖出了4克3元的高价，利润增加了200倍。

近年来，针对近海资源日益枯竭、生产
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不利因素，荣成实施

“研发高端产品、拓展终端市场”的“两端”战
略，致力于拉长、加宽、增厚海洋食品产业链
条，加速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目前，海
洋生物食品产业集群规模突破千亿元。

荣成三面环海，海岸线长 500公里，海
带的产量约占山东的八成、全国的一半，渔
业产值已连续 30 多年位居全国县级市第
一。坐拥 50 多万亩生态海洋牧场，当地渔
民轻轻松松靠海吃海，“一条小舢板，一个
老船长，出海兜一圈，归来鱼满舱”。然而，

“捕捞+出售”的简单链条加之近海渔业资
源的日渐减少，让荣成渔业走到了十字路
口，传统渔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作为我国远洋渔业“拓荒者”之一，早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荣成便把远洋捕捞作
为主导产业进行扶持，引导渔业企业建造
远洋渔船、建设海外基地,走出去竞争国际
渔业资源。去年以来，荣成市出台相关扶
持政策，打造从“渔场到市场”的全产业链，
发展生态渔业、高效渔业，出台鼓励远洋渔
业企业运回自捕水产品的规定，通过优先
给予渔业资源捕捞配额、将燃油补贴发放
与产品回运比例挂钩等措施，限制只捕捞
不加工企业，鼓励传统捕捞企业组建远洋
运输公司，建立精深加工基地，推动渔业资
源由单一捕捞向捕捞、运输、加工全产业链
拓展。据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李新安

介绍，目前，荣成市远洋船队开辟进入的作
业区域已遍布全球主要渔场，有 4 处远洋
渔业基地,专业远洋渔船 304 艘,占山东七
成以上。去年,荣成市远洋捕捞产量高达
22.7万吨，回运比例近七成。

如今，从水产品的养殖、腌炸卤晒的粗
加工直至以海参多肽、生物海藻肥等海洋
生物提取物的精深加工，依托资源的“精耕
细作”，荣成的海产品纷纷摘掉了低端的

“帽子”，直指高端市场。他们按照“食而优
则健、健而优则药”的思路,力促海洋食品
简单粗加工向精深加工、精深加工向医药
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高端领域转型，大力
发展蓝色食品加工业，建设中国最大的蓝
色食品加工基地。

荣成市积极与中国海大、浙大等院校
进行科技成果对接，提升了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高
校院所合作开发出了多烯鱼油、DHA 微
粉、鱼胶原蛋白肽等系列高新技术海洋生
物产品，海之宝海洋科技公司通过自主研
发，从海带中提炼出价值不菲的海带多糖
粉，这种原料既可用于工业食品加工，又
可作为环保涂料添加剂。据悉，荣成市食
品工业年均投入 30 多亿元用于技改和产
业发展，每年研发新产品、新品种 100 多
个，催生了“海参活性物质提取”“海带新
品种培育技术”等高端项目，为荣成传统
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崛起增添了强大动
力。目前，荣成已与水科院黄海所、哈尔
滨理工大学等 55 家高校院所结成了紧密
型合作关系，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
研究所等 20 多家高校院所在荣成设立了
教学科研基地。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重要空间，也是人类获取优质蛋白
的“蓝色粮仓”。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
识的逐步增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力度也
持续加大，海洋牧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我国海域辽阔，海岸线漫长，具有发展
海洋牧场的优越条件。发展海洋牧场，不
仅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海产品的需
求，也是恢复渔业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的有效途径。

什么是海洋牧场

通常意义来讲，海洋牧场是指在一个
特定的海域内，为了增加和恢复渔业资源
而人为建设的生态养殖渔场。它通过鱼礁
建设和藻类增养殖营造一个适宜海洋生物
栖息的场所，然后再将人工培育的种苗放
养到该区域内，同时吸引野生生物资源，形
成一个人工渔场。最后通过人工投饵、环
境监测、水下监视等技术手段进行渔场运
营和管理。建立可以人工控制的海洋牧
场，其主要目的是确保作为渔业生产基础
的水产资源的稳定持续增长。

早在 1965 年，我国海洋农业奠基人曾
呈奎院士等就已经提出在海洋中通过人工
控制种植或养殖海洋生物的理念和海洋

“牧场”的战略构想。曾呈奎认为，远洋捕
捞和海洋农牧化是我国提高海洋水产品产
量和品质的主要途径，提出要把我国海域
建设为高产稳产的海洋农牧场。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建设海洋牧
场，但多为自发性、科学试验性建设，没有
形成规模。2002 年起，我国对海洋渔业进
行了重大战略性调整，在沿海各地全面启
动和实施了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项目，
其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开展海洋牧场建
设。2006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水生生
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提出，要“积极推进
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综合
开发，建立海洋牧场示范区”。

从 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加大对海洋
牧场支持力度，并带动了地方各级财政对
海洋牧场的投入力度，我国海洋牧场步入
快速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
已投入海洋牧场建设资金超过 80 亿元，其
中中央财政投入近 7 亿元。全国建设人工
鱼礁 2000 多万空立方米，礁区面积超过
11万公顷。

2015 年 5 月，农业部组织开展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活动，将通过 5 年左
右时间，在全国沿海创建一批区域代表性
强、公益性功能突出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不断提升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水平，
积极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实现渔业可持续
发展和渔民增收。

海洋牧场有何用

近年来，随着捕捞技术及捕捞效率的
极大提升，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现象十
分严重，很多传统渔场出现了无鱼可捕的
尴尬局面。

以舟山渔场为例，原本渔业资源十分
富饶，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洋生态环境
的恶化，已处在“荒漠化”的边缘。面对这
一现状，舟山市在嵊泗、东极、朱家尖白沙
等 3 个海洋牧场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使
得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有所改善，乌贼、石
斑鱼、条石鲷等数量均有回升。

在山东，崂山湾海洋牧场累计投放了
人工鱼礁块体 10094块、废旧渔船 200艘，
在 600 公顷海域内形成 10 万空方的人工
鱼礁区。据项目负责人周毅介绍，海洋牧
场建成后，使生产力较低、鱼类较少的泥沙
环境变成生产力高、鱼类较多的岩礁环境，

补充近海渔场的生物资源量。礁体上附生
的藻类还可消耗氮、磷，吸收二氧化碳并释
放氧气，减少赤潮发生。

据了解，山东省通过对人工鱼礁区及
对照区的鱼类资源调查表明,人工鱼礁区
的鱼类种类数比对照区增加了 1.8 倍,平
均数量和平均质量分别比对照区增加了
3.5倍和 1.9倍。

“通过海洋牧场建设，可有效改善水域
生态环境，缓解捕捞强度过高和渔业资源
利用过度的压力，推动海洋渔业结构调整。
海洋牧场还可以推动渔民转产转业、带动第
三产业发展和拉动就业等，有利于渔区经济
平稳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农业部渔业渔
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我国拥有 42 亿亩的大陆架渔
场，其中浅海滩涂面积就有 2 亿亩，目前我
国海水养殖面积约 3000 万亩，仅占浅海
滩涂可利用面积 15%左右，水域滩涂利用
空间和潜力很大。推动海洋牧场建设，不
仅能够为我国渔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和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我国渔业产业结
构调整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让“蓝色粮仓”可持续发展

海洋资源为人类提供了生活所必需的
蛋白质。据农业部渔业渔政局局长赵兴武
介绍，2015 年我国水产品总量达到 6690
万吨，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三分之一的优质
蛋白。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对于保障海洋
这个“蓝色粮仓”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洋牧场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
程。首先要对该海洋区域进行生境建设，通
过投放人工鱼礁、改造滩涂等措施为鱼群提
供良好的生长、繁殖和索饵环境。其次是目
标生物的培育和驯化，采取人工育苗和天然
育苗相结合，扩大种苗培育数量，通过生物
工程提高种苗的质量，建立种苗驯养场，从
采卵、孵化直至育成幼体，实现规模繁殖、优
化选择、习性驯化和计划放养。

从世界范围看，已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了海洋牧场建设。日本从 1977 年
开始实施海洋牧场战略，经过近 40 年的建
设，累计投入资金 1.2 万亿日元（约合 600
亿元人民币），1/5 以上的近海海域已经建
成为海洋牧场，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成为当前维系日本沿岸渔业发
展的支柱产业。

我国海洋牧场目前形成了 4 种主要形
式：一是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以大型海藻
场营建、人工鱼礁投放和海洋生物增殖放
流为手段，以渔业资源养护、海域生态环境
修复或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为主要目的；二
是增养殖型海洋牧场，以增殖渔业或海珍
品的种苗繁育和养殖为主要目的，增养殖
品种多样，技术水平和复杂程度各异；三是
休闲观光型海洋牧场，随着休闲渔业的兴
起而出现，以休闲垂钓和旅游观光为主要
目的，是海洋牧场功能的最新拓展；四是综
合型海洋牧场，一般兼具多项功能，常见的
是在渔业增养殖型海洋牧场开发休闲垂钓
功能，或在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开发休闲
观光功能和鱼类增养殖功能。

专家建议，在海洋牧场建设类型上，要
更加侧重推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渔民直
接受益的、以贝类底播、增殖放流等为主要
形式的增养殖型和休闲型海洋牧场建设，
适度推进以人工鱼礁、“海藻床”等为主要
形式的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同时，将目
前正在采取的增殖放流、底播增殖、人工鱼
礁建设等资源养护增殖措施以及浅海筏式
养殖、深水网箱养殖等现有养殖生产方式，
进行有机整合，尽可能纳入海洋牧场建设
范畴，把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主要形式的渔
业增殖业，作为今后渔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加以整体推进。

海南的和乐蟹因营养丰富被誉为“海
中人参”。但近年来由于污染和过度捕捞，
和乐蟹已濒临灭绝。

在海南岛南部的万宁市万城镇乌场小
海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几个返乡大学生为
挽救和乐蟹，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搞起了
生态养殖。不过，他们都不是学海洋生物
或水产养殖专业的，创业之初也经历了水
体不过关、蟹苗集体逃走等难题。在老渔
民和海洋水产养殖专家的帮助下，终于攻
克了和乐蟹养殖的一个个难关。现在他们
承包了 200 亩养殖基地，在联合国粮农组
织水产部门、东南亚水产公司、海南大学海
洋学院及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克莱

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和
乐蟹生态养殖中心，每年产值达
到几百万元，还带动了 500 多亩
的养殖户进行有机生态养殖合
作，为和乐蟹寻求到了最生态的
养殖模式。

“我们杜绝药物进入池塘，对
于滋生的藻类采取人工捞除，虽
耗时耗力但有利于维系生态平
衡。”卓齐辉告诉记者，他们一直
致力于推广绿色的和乐蟹生态养
殖模式，将盈利用于改善万宁小
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卓齐辉还

一边养蟹，一边将部分蟹苗投放到大海，进
行保育工作。“我们选择原始自然农法，重
造池塘生态环境，在放养和乐蟹的同时，开
始在池塘内引入其他的虾虫鱼草，人工保
育野生和乐蟹。”卓齐辉说。

这帮年轻人打算将池塘恢复成原有的
湿地，“我们和很多环保组织沟通后发现，
恢复湿地环境和养殖产业并不冲突。东南
亚的很多国家都有在红树林里养殖青蟹的
成功做法。恢复湿地环境还能够发展生态
旅游业。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一个样本，
逐步推广”。

图为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在生态养殖区

前介绍和乐蟹。

和乐蟹养殖开启“绿模式”
文/摄影 本报记者 高兴贵

发展海洋牧场，不仅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海产品的需求，也是恢复渔业资源、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的有效途径——

据新华社“向阳红 09”船电 （记者潘洁） “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 5 月 22 日成功完成在雅浦海沟的
最后一次科学应用下潜，最大下潜深度达 6579米。

据现场指挥部介绍，“蛟龙”号当地时间 22 日 7
时 33 分布放入水，17 时 38 分回收至甲板。其在水
中的时间为 10 小时 5 分钟，海底作业时间达 3 小时
2分钟。

本次下潜开展了超过 1 公里远的近底航行，拍
摄了大量海底高清视频和照片资料；获取典型岩石
样品 5 块，短柱状沉积物插管 4 管，海星 1 只，近底水
样 16 升，取得了近底多参数环境数据；开展了潜航
员学员海上实艇主驾驶培训。

此次“蛟龙”号下潜作业点位于雅浦海沟东侧沟
壁。据主驾驶唐嘉陵介绍，此次下潜发现海底地形
坡度较大处有岩石分布，地形平坦处覆盖有较厚的
沉积物，且沉积物松软。

“通过 1 公里多的近底航行，我们发现该海区的
优势物种是一种白色小虾，其他生物如海星、端足类
也较为常见。我们将进一步分析沉积物的成分，以
了解海沟巨型底栖生物的食物来源，”中国国家海洋
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亚东说。

此次下潜是“蛟龙”号第五次在雅浦海沟开展下
潜作业，也是首次在这一海沟东侧沟壁进行下潜。

“我们希望比较雅浦海沟东侧和西侧的生物分
布有何差异。从目前的初步观察看，雅浦海沟东西
沟壁同样水深的生物种类比较相似，”国家海洋局第
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王春生说。

“蛟龙”号结束雅浦海沟科学应用下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