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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要唱响“海洋牧歌”
耕海牧渔，核心是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构建贯通种业、装备、加工的

全产业链，让广阔海洋成为“蓝色粮仓”。要加强战略性新品种培育，不

断突破关键装备技术研发与制造难题，推动加工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

使“海洋牧歌”越唱越嘹亮。

王 鹏作（新华社发）

最近，海洋渔业的好消息不断从广

东传来。智能渔业养殖平台“海威 2 号”

预计 4 月底投用，深圳首个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加快推进，10 万吨级“深远海大

型智能化养殖工船”开工建造。2030 年

预计广东年新增海鱼产品 201 万吨，按照

等量蛋白质换算，相当于养猪 3045 万头

或养鸭 15.4 亿只。

发展海洋渔业，既是建设海洋强国

的重要方面，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

内容。我国人均耕地和水资源占有量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和 25%。近年来，

渔业生产空间持续减少，2016 年以来水

产养殖面积年均下降 131 万亩。但同时，

我国拥有 1.8 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和 1.4

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广阔的海洋蕴藏

着巨大的食物潜力。海洋渔业，不与粮

争地、不与民争水，大有可为。

解决 14 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要树立大

食物观，既要向陆地要食物，也要向海洋

要食物。随着食物结构升级，居民口粮

消费不断下降，蛋白产品需求增加。目

前，我国居民蛋白摄入仍以传统畜牧业

的肉蛋奶为主，居民水产品与畜禽肉类

消费比约为 1∶4，城乡居民水产品消费比

为 2∶1。相对畜禽肉类，水产的蛋白转化

率高，获取成本低，且是优质蛋白。可

见，经略海洋，耕海牧渔，很有必要。

耕海牧渔，核心是增强科技支撑能

力。要从水产良种、渔业装备、加工流

通三方面发力，构建贯通种业、装备、加

工的全产业链，让广阔海洋成为“蓝色

粮仓”。

用良种不断充盈“蓝色粮仓”。相对

粮食作物，我国水产良种覆盖率总体偏

低，部分品种存在进口依赖情况。以国

家 863 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

基地为例，通过海水鱼虾的良种选育、种

苗繁育，给渔业种子装上“中国芯”。眼

下不少地方在实施水产种业工程，要提

升水产保种、育种、扩繁等基础条件，针

对高产优质、抗病抗逆、规模养殖等需

求，加强战略性新品种培育。总之，要把

渔业良种价格降下来，让更多渔场用上

好品种。

渔业要发展，装备需先行。我国水

产养殖机械化率仅 33.5%，信息化水平为

16%。近年来，自主设计建成全潜式“深

蓝 1 号”、半潜式“德海 1 号”、坐底式“长

鲸 1 号”等深远海养殖平台。但是，远洋

渔业高端装备和零部件国产化水平总体

依然不高，重大技术装备落后于主要渔

业强国。要不断突破关键装备技术研发

与制造难题，推动海水养殖从普通网箱

向 大 型 装 备 跃 升 、从 人 工 式 向 自 动 化

转变。

海洋渔业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产

业。我国水产品加工率仅 38%，加工流

通储藏等环节年均损耗率约 8%。要围

绕全鱼利用，加强营养功效研究，推动加

工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围绕保鲜提

质，推动科研院所和经营主体合力攻关，

解决海产的储藏运输难题。沿海省份也

应因地制宜，推动水上、水面、水体、海床

等立体开发，海、岛、岸联动，探索海洋牧

场与海上风电、海洋旅游等融合发展模

式，让近海、中海、远海各尽其用。

可以预期，“蓝色粮仓”会越建越丰

盈 ，“ 海 洋 牧 歌 ”将 越 唱 越 嘹 亮 。 要 强

调 的是，生 态 用 海 始 终 是 大 前 提 。 发

展 海 洋 渔 业 不 能 片 面 追 求 经 济 效 益 ，

不 能 以 损 害 生 态 环 境 为 代 价 追 求 产

量 增 长 。

向 水 产 品

要 热 量 、要

蛋 白 ，应 建

立在渔业环

境保护和海

洋资源养护

的基础上，不

能搞“一哄而

上”和“大干

快上”。

当前，北京、上海、浙江、深圳等地先行推进

未来产业发展，纷纷出台实施未来产业发展专

项规划、行动计划与配套政策，带动各地掀起发

展未来产业的良好势头。未来产业成为各地发

力经济、谋划长远的重头戏，对培育新增长点、

开辟新兴赛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

统计显示，全国有约 20 个省市围绕类脑智

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

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领域推进未来产业。部

分地方结合自身条件，以顶层设计系统推进未

来产业孵化培育工作，深圳、杭州等一批先行城

市已经在未来产业孵化培育上取得显著成效，

如深圳早在 2013 年布局发展的生命健康、海洋

经济、航空航天等一批未来产业，已成长为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地方实践表明，各地发挥特色优势布局未

来产业，初步呈现出“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

技术产业化”两大发展导向，初步探索出“无中

生有”“有中育新”“优中培精”三大发展模式。

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地方对未来产业的战略

地位认识不足，认为未来产业遥不可及、高不可

攀；同时，一些地方布局未来产业开始出现“扎

堆”苗头，需要吸取因抢风口“一哄而上”又“一

哄而散”的教训。总体来看，各地需要因地制

宜，找准细分赛道，精准发力。

对 部 分 科 教 资 源 优 势 突 出 的 地 方 ，适 宜

“无中生有”，孵化培育一批原始创新型未来产

业。比如，北京市依托中关村国家实验室、怀

柔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未来网

络、未来能源发展。一方面，原始创新型未来

产业重在“播种育新苗”，沿着从 0 到 1 再到 N

的道路，整合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未来技

术产业化的全流程要素资源，推动颠覆性技术

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另一方面，原始创新型

未来产业发展不能遍地撒网，要聚焦部分创新

城市精准发力，超前部署一批能够改变科技、

经济、社会、生态格局的颠覆性技术方向，探索

开展“揭榜挂帅”“赛马制”，加快孵化培育若干引领新赛道的未来产业。

对部分产业基础优势突出的地方，适宜“有中育新”，孵化培育一批迭代

创新型未来产业。比如，苏州市作为制造业门类齐全、产值规模最大的地级

市，推进产业体系高形态、高能级、高价值攀升，布局前沿新材料、仿生机器

人等未来产业。一方面，迭代创新型未来产业重在“大树嫁新枝”，可按照

“企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的发展逻辑，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构建龙头

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快形成以

出现颠覆性革命性迭代产品与服务的未来产业成长模式。另一方面，迭代

创新型未来产业的布局，要突出发挥产业链优势，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等产业体系相对完备、相对成熟的区域，遴选部分典型城市开展试点示范、

集成创新、重点发力，率先形成未来产业增长极。

聚焦传统优势产业与特色应用场景，还有不少地方适宜“优中培精”，拥

有孵化培育一批赋能创新型未来产业的巨大潜力。比如，山西省依托煤炭

资源禀赋及煤化工、焦化产业的良好基础，发展高端炭材料和碳基合成材料

等特色鲜明的未来产业。赋能创新型未来产业重在做好“老树发新芽”的文

章，通过未来技术对传统制造、特色农业等行业的赋能，推动形成未来产

业。应突出应用场景的巨大牵引作用，依托未来城市、未来医疗、未来交通、

未来社区等重点应用场景，孵化培育未来产业。

一直以来，院线电影、网络直播、

体育赛事、在线教育等领域的版权保

护，存在不小监管难度。步入数字经

济时代，应逐步发挥新技术对版权保

护的赋能作用。日前，安徽省召开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表

示，2022年，安徽省试点搭建安徽版权

在线数字服务平台，优化提升版权存

证确权、授权交易、监测维权服务水

平，面向省内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区

块链存证、全网监测维权、定期维护增

值等服务。探索推进区块链等技术在

版权领域的创新应用，重点加强文献

数据库、短视频和网络文学等领域版

权监管，以此增强版权保护的有效性、

精准度，以技术创新提升版权保护能

力 。 相 关 经 验 做 法 值 得 其 他 地 方

借鉴。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