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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海洋捕捞业”关键在政府导向

王建友

一直以来，捕捞渔业都是舟山的民生行业，它在舟山的

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居于优势地位。曾经一时海洋捕捞渔获

量占全国海水鱼总量 1/10，占浙江的 50％以上，渔业产值

占舟山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全市有四分之一的人

口直接或间接依赖渔业生产及其产业链延伸。舟山群岛新区

作为海洋经济主题新区，重视海洋捕捞业是应有之义。浙江

自由贸易区也需要通过现代海洋渔业的对外开放，推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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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加快发展。

一、出台更为严格具有操作性的渔业资源养护政策

从以海洋捕捞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渔业补贴的发展趋

势看，其补贴应着重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通过渔船

回购计划、捕捞许可证回购计划、收入补贴等形式，关注渔

区民生与渔民社会保障等问题，达到削减捕捞能力、实现海

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第一，确立投入和产出双向控制制度框架。从以单向的

投入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总量“双控”）转为渔船投入和

渔获产出的双向控制，对捕捞渔民实行减船转产、渔船源头

管控、分级分区管理制度，加强捕捞总量额度分配和生产监

测，健全、完善幼鱼保护和渔业资源保护制度，探索渔业资

源管理新模式，开展试点限额捕捞，构建起渔业资源养护制

度的制度框架。

第二，充分发挥渔业补贴政策引导作用，加快推进减船

转产。首先，调整渔业补贴政策的政策目标，渔业补贴要倾

向于渔民收入稳定与失业保障方面，补贴数额要和资源养护

挂钩。其次，改善渔业补贴结构，整合渔业资源。政府要配

合渔民转产转业再就业政策，压缩近海捕捞渔业油价补贴，

加大对远洋捕捞渔业补贴力度，鼓励新能源创新及应用。

第三，以渔港经济区建设为抓手，实施渔获物定点卸货、

集中投售政策，探索海洋渔业综合执法、管理新制度。当前

海洋渔业处在由安全走向环保保护海洋资源的大背景下，海



洋管理正朝着安全管理与资源管理并重、休伏管理和平时管

理并重、严格执法与综合管理并重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要

以渔港经济区建设为抓手，超越传统的渔港基础建设模式，

建设安全渔港、绿色渔港、智慧渔港、美丽渔港，探索渔港

定点卸货、集中投售政策，为定量管理总捕获量和 IQ、ITQ

制度、信息化质控追溯奠定基础。

二、延长渔业产业链，提升渔业价值链，进行六次产业

化改造

渔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一方面要调结构，从海洋捕捞渔

业全产业链入手，提高产业附加值；另一方面要培育新结构，

发展新动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实现海洋渔业复兴。

第一，促进渔业一、二、三产融合，实现海洋渔业六次

产业化的目标。三产融合可以帮助海洋捕捞渔业提供优质、

安全、绿色水产品和有效提高涉海涉渔休闲、观光体验等服

务的供给水平，使信息化与绿色渔业融合发展，再造绿色渔

业全产业链。

第二，以水产品加工业为关键节点，培育海洋渔业一体

化产业新结构。渔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但其产业化程

度仍然较低，特别是水产加工业发展缓慢，这已成为制约现

代渔业发展的短板。政府要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养殖生产和水

产品加工，延伸产业链和增值链，形成销加产一体化产业体

系。同时要支持渔业生产者转变营销方式，延长扩大产业链

条，支持区域新品牌建设。



第三，发展休闲渔业，培育海洋渔业发展新动能。休闲

渔业可以有效整合渔业、渔村、渔民三者关系，推动海洋渔

业“六产”融合，促进供给侧渔业新业态发展。舟山要为休

闲渔业发展提供优良制度环境，引导休闲渔业示范点、示范

基地建设，出台有关休闲渔业自治管理组织的制度，制定规

范休闲渔业的相关行业标准，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和投入

领域，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入休闲渔业产业。

三、抓住战略契机，出台支持海洋捕捞渔业“走出去”

新动能政策

远洋捕捞渔业是战略性产业，是建设“海洋强国”、实

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

国内优质水产品供应、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双多边渔业

合作、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提升我国对全球渔业资源的掌控权、远洋产品市场

配置的话语权，在稳定公海大洋捕捞、巩固提高过洋性渔业

的基础上，舟山需要出台促进远洋渔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同

时，重点做好引导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发展过洋性渔业、渔

船更新等工作。

四、出台鼓励海洋捕捞渔业深化改革与制度建设的公共

政策

第一，深化海洋渔业产业化改革。基于渔船股份分散、

以单个渔船作为经营单位的现实，需要抱团闯大海、闯市场，

应该将现在以合伙形式的股份合作制向公司化、组织化的渔



船法人渔业制转型。同时调整现行的法人税收政策，给予渔

船法人特殊的税收政策，给予船东、船主保险和税收减免和

贷款优惠政策。

第二，鼓励海洋渔业经营者以紧密利益纽带联系，实现

产供销纵向联合、横向联合。以洋地运销船为载体将船老大

组织起来，对渔产品统购统销，集中采购生产生活资料和加

强社会服务，减少流通环节，构建渔业资源“捕-运-储-销”

全产业链的新型利用模式，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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