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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海洋捕捞业：实现人、渔、海三权融合

董蜀

舟山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靠杭州湾、北面

上海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优势。同时，舟山踞中国

南北沿海航线与长江水道交汇枢纽，是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

洲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和通道，具有非同一般的地理优势。

有了这两个优势，舟山发展海洋捕捞业是最合适的，也是最

正确的选择。重视和发展海洋捕捞业，是舟山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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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海洋捕捞业是舟山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舟山具有海洋渔业的天然优势，海洋渔业一直以来也都

是舟山的优势产业，是舟山的一张名片。海洋捕捞业是舟山

海洋渔业的民生产业、传统产业，应继续保持海洋捕捞业的

发展。最近几年，舟山远洋渔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是舟山

渔业发展新的趋势。

同时，舟山是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有了这样的政策定位，海洋渔业更应该成为舟山的主要发展

产业。作为海洋经济示范区，舟山要发展的是海洋经济，而

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基础产业，所以发展海洋经济一定要

发展海洋渔业。

二、吸纳多层次人才，密切关注渔业从业者问题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渔业人才问题。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

才的付出，人才的聚集也需要产业的兴旺。这两者是相辅相

成的。舟山在过去过多地重视高层次的人才，忽视了多层次

人才的吸收，这样会导致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发展海洋渔业，

必须得到多层次人才的助力。

其次应该关注的是渔民问题。老渔民的生活得不到很好

的保障，海洋捕捞的权力受到限制等等，这些都是亟需解决

的民生问题。长期以来，对于渔业，一直进行的是农业化的

管理，但渔业的本质是分工协作，理应实行的是工业化管理。

公司化、国有化是渔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渔业才



能长足发展，渔民才能生活幸福，即“海权=人权”。

三、重视开发远洋渔业资源，积极维护海洋主权利益

从海洋的公共性、资源性、国际政治性来看，远洋渔业

是国际性战略产业。之前因为造船技术、造船装备以及人员

素质等因素综合地制约了我国远洋渔业资源的开发，我国远

洋渔业发展一直很缓慢。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近海

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技术的发展，远洋渔业得到了重视并

快速发展起来。当国家的渔业技术水平有了提升，就能够进

行远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在海洋渔业上领先其他国家。

在开发远洋渔业资源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那

就是“远洋”的界定，“远洋”概念具有相对性。因此，加

大对开发远洋渔业资源的投入，不仅仅是发展远洋渔业，更

是对国家海域主权的维护，即“渔权=海权”。

四、保护渔业资源，深化海洋意识

当前，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主要体现在渔业资源质量的

下降，例如高品质鱼类数量减少，鱼类小型化，鱼类产乳期

提前，营养级下降……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具有多方面的原

因：渔民过度捕捞，捕捞准入不严，渔业法落后，环境生态

破坏，养殖饲料低质与污染等等。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是发

展海洋渔业的基础。

出台相关的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政策，提高人们的海洋意

识是发展海洋渔业，促进海洋经济所必须的。人们海洋意识



的提高需要通过媒体的宣传，但当前海洋媒体宣传得不到应

有的重视。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认同度不够，

海洋意识薄弱。传播海洋知识，深化海洋意识是我们的责任。

对舟山的不重视其实就是对海洋的不重视。

五、创新海洋渔业发展新模式，实现捕捞娱乐化业余化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海鲜的需求大幅增加。

同时，人们对于海鲜新鲜度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实现捕捞娱

乐化业余化，捕鱼者不再单指渔民，可以对游客加以培训，

在专业渔民的指导下参与捕鱼，让游客靠自己的力量捕捉到

鲜美的海鲜，使劳动与娱乐相统一，既满足了人们对海鲜的

高要求，又带动了海洋渔业的发展。游客参与捕捞的同时，

又加深了对海洋的认识与认同，提高了他们的海洋意识，促

使他们保护渔业资源，爱护海洋环境，关心海洋生态，关注

海洋经济。

创新海洋渔业的发展模式，实现捕捞娱乐化业余化，不

失为一种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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