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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21 世纪水产科学与渔业资源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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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
、

列为超前工程的教育事业如何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战略研究
,

关系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

早 已

成为世人瞩目的热门课题
,

尤其是面对
“
人 口

、

资源
、

环境
”
日益困扰的未来世界

,

更是成为世界上所有负责任

的政府和有识之士议论的中心
。

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事业
,

就我们产业院校来说
,

它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掌握自

然
、

社会和思维理论体系一科学
;
掌握有关科学利用于改造自然的手段一技术

;
运用于组织生产活动

、

提高

社会生产力的人才
。

即培养掌握科学并能运用技术手段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人
。

所以教育是社会的需要
,

是社会

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
,

它并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

为此
,

开展
“

面向 21 世纪水产教育
”
的研究实属 必

要
,

而其重要意 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

1 21 世纪的渔业生产与水产科学

21 世纪的渔业生产前景将随着世纪交替日渐明朗
,

即伴随 人 口增长与陆上有限生产潜力的矛盾 日益突

出
,

人们把目光转向水域并以过高的期望值寄托于
“

水农业
”
是 自然逻辑的延伸

。

然而
,

世界水域的天然生产力

也是有限的
,

这也正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

据 F A O 报导
,

1 9 9 3年世界创纪录的渔业总产量也只有1 0 1 4 1
.

75 万吨
。

于是
,

2 00 海里经济专属 区的渔业管理 日趋严格
;
加强公海水域的渔业资源养护条约也刚刚被联合国通过

。

今

年 2月在罗马 召开的世界 渔业部长会议报告也 已指出
,

今后 15 年内 ( 即 2 01 0 年 ) 海洋捕捞量不可能大幅度上

升
,

许多地区资源相继下降
,

解决办法是提倡直接利用小型中上层 鱼类于食用
,

同时应积极发展养殖生产
,

它

可以满足世界对鱼贝类需求量的增长
。

总而 言之
,

21 世纪前期的渔业因受制于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

渔业总产量

不会有很大增长
,

而总渔产量增长的份额将取决于养殖业的发展
。

一个产业的发展
,

固然受制于 自然条件
、

经济行为直到产业政策的诸多要素
,

但在现代条件下
,

科技进步

对促进产业发展也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例如
, “

六五
”

期间 ( 1 9 7 5一 1 9 8 0) 科技进步在我国水产业新增产值

的比例约占 35 %左右
。 “

九五
”

期间 ( 1 9 9 5 一 2 0 0 0) 将提高到 50 % 以 上
,

而当前国际上渔业先进国家 已达 60 % 以

上
,

估计进入 21 世纪前期我国也将达到这个水平
。

这就是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的意义

。

那么
,

21 世纪我 国的水产科学 ( iF s
h

e ir e s

cS ie cn
e )发展前景如何呢 ? 前已述 及生 产需要科学技术

、

科技进

步又成生产发展的推动 力
。

因此
,

在未来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纪里
、

水产科学将伴随产业的需求和相关学科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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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产生新的飞跃以支持产业发展的需求
,

其主要领域可能如以下所述
。

( l) 近海在严格的科学管理下
,

逐步实现
“

可持续性
”

渔业生产
。

如传统的拖网渔业
,

将通过视觉生理和行

为生态学研究
,

以重点改善鱼种选择性一 减少兼捕非目标鱼种的数量和改善鱼体尺寸的选择性 一最大限度

减少对混捕幼鱼的损害
。

( 2 )公海新捕捞对象与渔场的调查与开发
。

如潜力为 5 0 0 00 万吨级的水珍鱼
、

比女鱼
、

灯笼鱼等中小型 鱼

类
; 5 0 0 0 万吨级的南极磷虾和 1 0 0 0万吨级的头足类的渔场海洋学与捕捞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 3) 养殖学科在研究生态容量的同时
,

将以对象种质
、

生殖发育
、

营养饵料到病害生态防治及其相关技术

为突破 口
,

仍然是该学科研究的重点
。

( 4 )增殖资源学 ( S t o e
k E n

h
a n e e m e n t B io

l
o g y )将以健苗放流

、

渔场造成
、

追踪回捕形成一套以养殖学科为

生长点
,

藕合资源管理科学
、

捕捞与工程技术的综合学科以显示其巨大潜力
。

( 5 ) 加工学科作为食物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将伴随人们生 活质量提高
,

超保鲜
、

全价营养
、

保健和

风味食品的理论与技术领域
。

同时
,

综合利用仍是加工学科的另一重点
,

将取得巨大进步
.

总之
,

展望 21 世纪的水产科学成为以农为主
、

复合工学 乃至社会经济的综合科学
,

它依随产业发展
,

摆脱

传统成为生 命
、

食物科学为主干的重要科学门类
。

2 21 世纪需要什么样的渔业资源人才

前已述及
,

产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
,

而科技的发展将取决于培养和造就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
,

这是教育的

任务
,

这也就是
“

科教兴国
”

的道理
。

一个拥有数以千万吨的渔业大国
,

一定需要持续培养大批高水平的专业技

术人才
,

我们对此深信不移
。

本文仅浅议资源专业人才培养问题
。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渔业生产特性
,

决定着 21 世纪是
“

资源管理型渔业
” ( R es ou cr e

M
a

an ge d iF hs er ies )时

代
。

尽管至今它的定 义 尚不很 明确
,

它的内涵与外延仍在深化
,

但通过综合管理实现维护生 态平衡条件下的
“

可持续性渔业
” 已是 目前的一般共识

,

其主要内容是运用各种科技手段
。

在挖掘生态环境容量潜力的基础上
,

通过优化管理以持续渔业生产力的发展
。

为此
, “

资源管理型
”
人才则应成为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

即我们专业培

养的学生不是一般的渔业资源学工作者
,

而是以渔业生物学为基础
,

藕合社会经济管理的两栖专业人才
。

这个

专业的培养 目标可具体分解为渔业 生物学 ( iF hs er ies iB ol og y )
、

增 殖资源学
、

资源评估与管理学 ( S t oc k

A ss es
s m e nt a

nd M
a

na ge m en O 三个方面
。

当然它还随着培养人才的层次不同
,

本科生教育是培养具有一定基

础理论
、

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技术人员 ;研究生教育则着重培养具有较深
、

广的理论基础
、

现代研究技术的

综合或分支学科的专门人才
。

根据本专业特点
,

应在发展本科教育的同时
,

不断扩大研究生培养比例
,

以提高

资源科技 人员的素质和其结构的优化
。

因为下 一世纪的国际竟争
,

实际就是科技人才与经济实力的较量
。

3 渔业资源与管理专业性质与主干课程设置

渔业资源的属性是应用 生态学的一个分支
,

而渔业资源与管理专业的性质系属以水产应用基础研究与

社会经济管理相结合的综合学科
,

即赋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性质
。

为此
,

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专业

知识
,

体现于主干课程设置如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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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渔业资源专业主干课程表

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政治

外语

生物学

环境生态学

鱼类学

渔业资源生物学

渔业资源评估学

渔政管理学

增殖资源学

生物统计学

渔业经济学

运筹与决策基础

远洋资源与渔场学

4 渔业资源与管理专业的近期对策

上述预测
,

21 世纪由于渔业生产力与渔业科学发展
,

将巫需资源人才
,

而 目前在岗的资源教学与研究骨干

又相继离退
,

届时资源人才短缺已是定局
。

可是当前 由于诸多因素导致资源专业滑坡并一时尚难扭转
,

但教育

作为百年树人的工程
,

目前仍应坚持培养部分本专业人才作为跨世纪资源管理骨干
,

特别是要保留这支经长

期艰苦努力培养起来的师资队伍的精英
,

是绝对必要的
。

为此针对当前我国仍处市场经济转轨阶段
,

本专业亦

存在着招生和分配双困难的情况下
,

作为
“
过渡时期

”
教学上的

“
权宜

”
安排

,

我们采取了在保留原专业的情况

下
,

开辟
“

第二功能专业
”
的措施

,

即渔业资源与管理 (水产经贸 )专业
。

此
“

新专业
”
在仍然保持本学科的主要基

础和专业课程的同时
,

适当减少诸如
“

渔政管理
” 、 “
远洋渔业资源

” 、 “

海洋法与渔业法
”

等专业课
,

增添
“

市场

营销
” 、 “
国际经贸

” 、 “

英语函电
” 、 “

水产贸易实务
”

、 “

水产经贸法规
”

等经贸方面的必修课程
,

以适应当前各水

产经营企业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
。

经几届培养来看
,

因作为双功能专业的学生
、

分配 口径较广
,

比单纯渔业资

源专业较好分配
。

当然像这种专业安排只是
“
权宜之计

” ,

稳定性较差
。

今后应随这个
“

过渡
”

时间长短
、

市场经

济发育状况
,

国家有关政策兑现情况
,

适时调整部分课程
,

以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正 面需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