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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十一世纪海洋渔业发展的特点

自从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提出并确立以来，世界海 洋渔业发展的格局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

传统开发的渔业资源成为各沿海国管辖内的资源，海洋渔业开始从自由开发向日趋严格的管理逐步过渡。公

海渔业自八十年末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对公海渔业加强管理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①。1995年8月4

日签订的《关于联合国海祥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和高度洒游鱼类规定的执行协定》事实上已经宣

布了公海捕鱼自由时代的结束，公海渔业严格管理时代的开始.

从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预测21世纪的海洋渔业，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

(1)海洋捕捞业的发展将以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为主要特征。 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内的捕捞业或是公海上

的渔业都将被要求在严格的许可制度、渔获总量限制制度、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统计制度下进行飞

(2)可持续性发展概念进一步得到确认.海洋溢业的发展必须以对资源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充分考虑到资

源的再生能力和承受能力.TAC或ITQ管理模式，将在全球的海洋渔业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推广。资源开发中

生物量的参考点将开始在渔业管理中广泛应用。

(3)海洋渔业的发展将在海洋大生态环境中进行协调。 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不仅考虑到对捕捞对象的影响，而且要考虑到对依赖鱼种、有关连鱼种和其他海洋动物的影响。 因

此，有选择性的渔具渔法，与生态环境适应的渔具渔法将成为21世纪海 洋渔业学科研究的重点之一。

(4)由于自然资源大部分已经充分开发，21世纪海 洋渔业发展的又一特点是渔业增养殖活动的兴起，海上

耕牧这一口号可能变为现实，并得到快速发展。因此，必须研究增养殖活动与环境的协调问题和适应海上耕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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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渔具渔法。

(5)海洋海业已不再是单纯的捕捞活动，而是集捕捞、保鲜加工、渔获物销售为一体。随着各国交往的日

益频繁，全球社会经济日趋一体化，水产品保鲜加工、水产品贸易也成为海洋渔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飞

(6)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其应用的推广.21世纪计算机在海洋渔业生产和管理领域将得到广泛的应

用。渔具设计、生产作业中的网具调整等主要生产技术环节将由计算机辅助完成。

2 21世纪对海洋渔业专业人才基本规格的要求

21世纪海洋渔业专业人才基本规格的设计应满足高速发展的科学对本科人才的要求，同时也必须适应海

洋渔业的发展特点。21世纪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将主要是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而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涉及所需

培养的人才类型和所需的知识结构。 因此，本文从基本素质、人才类型、技能和能力、知识结构四个方面探讨人

才的基本规格。

2.1 基本素质
要适应21世纪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海洋渔业专业本科人才首先应满足21世纪对本科人才的基本

素质要求。

(1)思想道德素质。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掌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伦理道

德观。这些基本素质主要从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精神文明教育及社会、学校组织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活动获得。

(2)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态度。

(3)心理素质。海洋渔业专业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 因此， 海洋渔业专业人才应具有相当的毅力和耐受能

力。

2.2 人才类型
由于海洋渔业严格管理时代的到来，海洋渔业专业人才不仅应是高级的海 洋渔业技术应用型人才，更重

要的应是高级的海 洋渔业管理人才。

随着海 洋渔业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对海 洋渔业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复合型、外向型的发展趋势。不仅

要掌握海洋渔业的专门知识，还要掌握外语、外贸、国际法律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应了解水产业的各个分支，

如养殖、加工、渔业经济、渔业机械。

2.3 技能和能力

力。

(1)要求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计算机应用、渔具测试能力， 并且有一定的独立工作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2)具有较强的信息获取、分析、判断和消化能力、文献检索能力。

(3)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熟悉国际渔业管理措施， 国际渔业组织及其作用和管辖范围。

(的涉外能力，懂得国际贸易知识，国际经济法，了解国内外水产品市场。

(5)开拓创新能力，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预测能力。

2.4 知识结构
(1)素质要求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史、伦理学、法学、

文学、美学、体育。

(2)基础方面。数学、物理、数理统计基础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3)工科方面。工程图学、工程力学、电工电子学、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4)生物方面。鱼类学、海洋生物学、鱼类行动学。

(5)管理知识。渔业情报学、海 洋生态学、国际海 洋法、国际环境法、渔业管理、 渔业经济、国际渔业组织、

国际水产品贸易、渔业法规、海事法规。

③黄硕琳， 1996.专属经济区制度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上海水产大学学报，5(3) 1182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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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知识。渔具学、渔法学、渔场学、渔业资源学、计算机应用软件、航海技术、助渔导航仪器。

(7)其他方面。外语、水产品保鲜、水产品加工概论、养殖概论、渔业机械。

3 关于专业设置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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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由于强调了海洋渔业的管理，所有的渔业开发都必须根据资源的实际状况和承受能力来进行。

因此从 事捕捞的人员必须了解资源的规律和状况;从 事资源研究的人员必须了解各种捕捞作业对渔业资源

的影响和捕捞作业的实际状况F从 事管理的人员更应全面掌握。因此渔业开发、渔业资源研究、渔业管理等方

面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基本技能、知识结构实际上是大同小异。

基于这一考虑可以构想设置"海 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在该专业之下分成三个方向，即:渔业技术开

发、渔业资源研究、渔业管理和渔业法规研究。大学的前三年不分专业方向，第四年通过专业课的选修和毕业

论文的确定来划分专业方向。渔业技术开发方向侧重渔具学、渔法学、渔场学p渔业资源研究方向侧重生物学、

资源研究方面的理论和方法z渔业管理和渔业法规研究方向侧重渔业法、行政执法、渔业管理措施方面的知

识。学生通过选修或辅修或自学，达到本专业中不同研究方向课程的复合、交叉，成为既能从 事渔业开发，也能

从 事渔业资源研究，又能从 事渔业管理的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