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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海洋捕捞业”应赋予“海权”战略意义

黄建钢

从“渔港景”到“港景渔”，舟山在“发展说法”上的

变化已在说明，“海洋捕捞业”在舟山的地位已经下降。这

究竟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政府究竟是应该推波助澜，还是

应该扭转乾坤呢？这不仅是舟山眼前利益的事情，也是国家

发展战略的事情，更是国家“海权”战略的事情。

一、发展“海洋捕捞业”，已是一个包含策略的战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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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目前我国 GDP 达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层次， “现代

海洋捕捞业”也已经进入一个系统和整体的状态，我们思考

问题的思路、标准和方式也理应由策略性向战略性转化。“战

略”与“策略”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仅包含眼前，更包

含未来。就“远洋渔业”而言，一般的理解存在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就是对“远洋”的界定模糊。例如，我们常说“到

非洲捕鱼”，但“到非洲去捕鱼”不是一个“远洋捕捞”的

概念。非洲是大陆，哪里有鱼？我们到非洲去捕鱼，如果是

到非洲的近海里去捕鱼，那也是进入了非洲国家的近海里去

捕鱼。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那不是“远洋”，实际上还

是“近海”，仍然属于近海捕捞。从“到非洲去捕鱼”这个

概念可以看出，我们的思维基本上还是一个陆地思维。那么，

到底什么是“远洋渔业”呢？真正的“远洋”不仅是远离我

们，而且还要远离别的国家。就是要到太平洋、印度洋、大

西洋和北冰洋中去捕鱼。

但要跑到纯粹意义上的“远洋”里去捕鱼，是既需要技

术和经验，又需要政策和法律的，政府也要给予更多的投入

和引导。更重要的一点，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

且是一个复杂的战略问题。目前，“大洋”已经俨然是一个

公共资源，存在着一个谁先用、用多少等等的问题。尤其在

进入 21 世纪以来，“远洋捕捞”实际就是一个“渔权=海权”



的问题——虽然表象是“渔权”问题，实则都是“海权”问

题。所以，应该尽快地促进国家实施由“渔权”转化为“海

权”的战略。

二、发展“海洋捕捞业”，政府务必要打造一个“现代

渔业”

什么是“现代渔业”？或者什么叫“现代海洋捕捞业”？

应该是“现代海洋捕捞工业+现代海洋生态渔业”。只有把这

两个相加起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海洋捕捞业”。如

果只有 “工业化”，不注重“生态化”，那只是一个“近代

化”的概念，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程序。现代化=近代

化+生态化，现代工业的界定首先是要环保。

1、保护海洋生态，就是在保护人类生物本身

那么，保护生态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现在一般觉得，海

洋生态坏了，主要是因为海里没有鱼了。鱼没有了，实际上

是渔业资源衰退的表现。有专家说，现在的渔业资源并没有

衰退，只是有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渔业资源的总量并

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变化不大。虽然这种变化还不是衰退性

的变化，但它是衰退的前兆。如果不加以及时有效地阻止和

调整，它还是有可能变“活海”为“死海”的。如果连海洋

里的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么住在海洋周围的人类还有

可能生存下去吗？海洋生态里的生物都发生了变化，吃海洋

生物生存的人类还会不发生变化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讲，保护海洋生态的意义不仅是海里头有没有鱼的问题，而

是还有一个威胁到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存的问题。

2、保护海洋生态，就是在保护地球上的空气和大气

当前由于渤海、黄海，尤其是东海海洋生态的被破坏，

特别是它们渔业资源的变化、衰退甚至消亡，致使空气中的

海洋微生物——空气中的鱼腥味明显减少，从而使得海洋的

“吸碳能力”明显减弱。它致使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特别是

人类及其工业生产排出的“碳”未经阻隔或者很少被海洋吸

收就被送上了大气层，对空气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且“碳”

又是海洋生物的一个重要“钙源”，海洋“吸碳能力”减弱

反过来又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繁衍生息。

3、保护海洋生态生物，政府必须加快对策速度

进入 21 世纪后，人类步入了“海洋时代”。在“海洋时

代”里，海洋生态资源成为了一个人类的公共资源——既是

人类可以公共使用和利用的资源，也是人类需要公共保护和

养护的资源。但是，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让人类忘记了地球生

态特别是海洋生态才是孕育人类的母亲。目前来看，受污染

和破坏海洋生态的不仅有海上国家、海边国家，也有内陆国

家，甚至还有高山国家，整个海洋生态处于岌岌可危状态。

各国政府需要积极寻找应对之策，增强海洋生态意识，加快

调研海洋生态现状，出台相关制度与保护措施，探索修复海

洋生态的科学性原理和技术性方法。



三、发展“海洋捕捞业”，政府应该加快制度供给侧改

革

在“制度经济”时代，制度的供给是最稳定，也是根本

性的。在处理“海洋捕捞业”矛盾和问题方面，我们需要调

整思路，不仅要有禁渔期策略——让渔民在规定的时间和规

定的地方去捕鱼；还要有出路性的战略——要让渔民安稳和

平稳地休养生息。可是，渔民如果不去捕鱼，他怎么才能休

养生息呢？这既是一个理念确立问题，又是一个制度设计问

题。

1、鱼价可以随行就市

在长达 500 多年当中，在一个从陆地时代到海洋时代的

“准海洋时代”里，人类对海洋基本上是只有掠夺而没有保

护，导致海洋生态已经越来越脆弱。所以我们能不能给海洋

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呢？海洋生态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是需

要保护的。而公共资源的保护又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海洋

生态是海鲜的成本。现在发展“海洋捕捞业”其实存在着一

对矛盾——就是产值跟产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一直都以

为产值跟产量是一种“正比关系”。其实，这种“正比关系”

可以转变为一种“相关关系”。即在减少产量的情况下，产

值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这就要求海鲜的价格必须

随着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而上下浮动。

2、国家要养一批渔民



如何才能让渔民既不在禁渔期里冲破禁忌去捕鱼，也不

在可以捕鱼的时间和地方里滥捕滥捞呢？渔民之所以滥捕

滥捞，是由生活所迫和发展所需引起的。不让渔民捕鱼，他

们的生计就是个问题。可是，渔民捕鱼又易造成滥捕滥捞现

象，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那应该怎么办？这就需

要供给侧改革，需要政策导向。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导向？即

国家供养不捕鱼的渔民，满足渔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让其

在一个小范围里一直保持着渔民特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能

力，使它不会衰退。当然，也要完善捕鱼方式，使其组织化、

合作化、协调化和配合化，让渔民有利、有理、有节、有科

学内涵、有技术含量地去捕鱼。如此一来，受益的不仅是人

类整体，还有人类个体，尤其是远离海洋居住的人类。只有

那样，海洋生态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和科学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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