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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加上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兴、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作为超前工程的教育如何面对21世纪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

展的要求，已成为政府和教育界人士关注的热点。因此，国家教委立项组织"高等教育面向211丘纪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气要求水产高等教育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拓宽专业口径，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注

意学生的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适应21世纪渔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1 21世纪渔业经济的发展趋势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到本世纪末水产品总产量可望突破3000万吨，渔业生产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渔业要发展，渔业科技要发展，渔业产业的整体素质和温业管理水平都有待于提高。因此，对

渔业经济的研究也就越来越重要。

1.1 渔业的发展需要渔业经济理论的指导

众所周知，渔业历来被列入大农业范畴之中。这是因为传统的渔业以养殖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农

业的一个辅助产业而存在。但是，国际上对渔业的定义通常是以海洋捕捞为主要对象的。随着渔业科技和渔业

生产的不断发展，渔业生产重点也转移到开发利用资源、发展远洋捕捞和资源的增养殖为主。因此，渔业经济

研究也会从原来对养殖经济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对海洋资源经济的研究，对海洋捕捞成本的研究和经济效益

的分析，以及对水产品市场、渔业产品加工等问题的研究。可见，渔业经济的研究范畴涉及面很广，牵涉到的行

业较多，其研究对象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渔业资源具有流动性和共享性，水产品与市场关系密切，对

市场变化的灵敏度很高。

渔业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借鉴现代西方经济管理思想，结合渔业生产特点，在→个特殊

的领域中从事着经济理论的研究，探讨渔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解决渔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

题。很难想象，渔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渔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渔业现代化的实现，可以离开渔业经济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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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指导。渔业经济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有其特殊性，是农业经济所不能替代的，也是一般经济学所不

曾涉足的。因此，渔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提高我国渲业生产水平，实现渔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从渔业的发展看21世纪渔业经济的发展趋势

渔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关系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规模经济效益和依法

兴渔等问题。渔业科学技术将有大发展，如发展养殖技术，开拓新的养殖方式和养殖对象，稳步发展高密度集

约化养殖工程技术，实现水产养殖资源的综合开发和立体利用p实现海洋渔业生产由单纯采捕型向资源管理

型转变，积极开展渔业资源研究、加强资源管理、注重渔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发展增殖渔业。因此，必须以行政

手段和经济杠杆加强渔业管理，强调渔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渔业也必将从生产领域走向流通领域，溶入到国际社会的大

市场中来。近十年来世界水产品国际贸易有相当大的发展，进口总额从1984年的172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

400亿美元，出口总额也增长了近1.5倍。因此，渔业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更加重视研究水产

品流通领域中的问题，特别是水产品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更加注重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更强

调渔业生产和经营的经济效益。同时水产业已形成渔、工、商，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产业，产业结构、经济增

长模式都在变。由此可见，作为以研究水产领域经济现象为主要内容的渔业经济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与水

产行业的发展互为依存、互为促进。其研究内容将主要包括渔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方面的研究;渔业经济

结构研究;渔业区域研究;渔业交叉经济研究和渔业经济方法研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研究方向。

2 以渔业经济学科为基础发展渔业经济管理专业

2. 1 发展和完善渔业经济学科建设

面对21世纪我国和世界渔业经济、渔业科技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专业人才素质、知识、能力的要求，培养具

有渔业特色的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渔业经济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它不是孤立的，它与其他许多学科互相渗透，不断完善。这几年随着学科

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学科发展很快，己涌现出很多分支学科如渔业资源经济、渔业生态经济、渔业技

冽t经济等。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它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因此，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将越来越重视与社会经济的实际相结合，强调与管

理的密切配合，经济学家称企业家才能为第四生产要素，可见管理的重要性，渔业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

的管理。

就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只有将经济学与一些具体的产业相联系，寻求交叉点，才更有生命力。从渔业经济

的发展趋势来看，其研究重点将放在渔业资源管理和水产品市场这两个方面。研究渔业资源如何合理利用、优

化管理、使资源增值;研究水产品市场，使之形成规范化的水产品市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开展定量研

究，将定性与定量结合，加强经济模型、多变量分析，资源评估等。渔业经济的研究还要重视其实际应用能力，

为政府部门制订政策、生产部门进行决策和市场调研提供咨询等。渔业经济的发展必须兼容并蓄，广泛地吸收

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不断完善，其前景将越来越广阔。

2.2 国外水产院校有关专业的设置

通过对国外一些同类院校情况的比较，我们发现专门从事渔业经济研究的一般是研究生教学内容，本科

人才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日本和韩国的一些水产院校中均开设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如韩国

釜山水产大学设有渔业企业管理系、资源经济系和国际贸易系，韩国丽水大学下设人文学院，有渔业企业管理

系和国际贸易系。从它们的专业设置上可以看出，国外水产院校比较重视渔业企业管理和国际贸易活动，这是

渔业从生产领域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也是世界渔业经济发展的趋势。另外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渔业资源经济，

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根据社会经济准则来合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并对资源

状态和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评估。

从这些院系开设的课程来看，都比较重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学，注重对学生的管理能力的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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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课程设置上结合渔业实际比较多。可以开展课堂讨论形式对渔业生产、经营方面具体问题加以讨论，培

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学校教学还重视专业教育，培养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立志于从事水产业的工作，这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21世纪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要求

21世纪是知识产业化、信息产业化和国际化产业的时代。渔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制订，

必须充分考虑到21世纪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渔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人才的培养

目标不能仅仅只限于本国、本专业目前的水平，而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人才培养应

该重视基础理论，掌握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了解渔业最新动向;具有综合运用知识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

掌握求知的方法;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优化知识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21世纪的人才培养

更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个性、意志、品质，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较强的适应能力o

渔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方面要求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这是学好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前提。同时要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不仅要懂经济、懂管理还要懂泡业生产、懂相近学科的专业

知识，如有关政策法规、科技管理、环境保护、渔业资源、国际贸易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等。掌握社会科学的基础

理论知识，特别是要学点哲学，因为哲学修养决定着一个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它为我们提供更宽广思路和攀援

高峰的阶梯。掌握外语和计算机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渔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在能力方面要求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善于指挥、能统筹安排

人力、物力和财人，力求用少的消耗取得大的经济效果;要求学生具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为决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能出谋划策;作为经营者要能正确认识形势分析条件，不断研究市场的变化，对生

产结构调整和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作出科学合理的预测，使经营活动具有超前性和准确性，这就要求学生具

备调查论证能力和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能力。21世纪的人才还应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因为渔业经济管理

专业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学生具有思想活跃，知识面宽，参与管理意识强的特点。因此，学校在人才培养

时必须按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的总体规划，使学生达到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缩短工作适

应期，提高业务工作能力，总之，渔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应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渔

业经济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渔业经济管理人才。

4 关于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划分的设想

关于专业划分的问题，我们认为，渔业经济作为一个学科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围绕这个学科的建设和

发展，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以渔业经济管理为中心的一些相关专业。作为培养人才的

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既不能不考虑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不能忽视原专业特色，一咪地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另外，市场对人才的需要是有阶段性的，而人才的培养是需要一定过程的，高等院校过多地变更专业是不利于

专业的发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我们在设置专业时应立足于一个学科的建设，围绕学科的发展目标来设置相

关的专业，专业设置不易过多、过细，而应该加强学科的基础知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发展学科建

设的能力。渔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需要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同时必须熟悉水产系统

客观实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对水产业中的经济现象加以解释和分析，能够为提高水产系统管理水平作

出贡献，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培养目标。

对专业设置的设想，我们认为应以渔业经济管理专业为核心，结合渔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可以设置一些专业方向，如:水产品国际贸易、 渔业企业管理、水产品市场、渔业投资及财

务会汁、渔业资源经济等。总之，专业的设置要体现出学科的中心地位，专业方向的设置则要满足社会对人才

的要求，实现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根本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