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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上海水产大学赴上海市郊区温业调查与科技服务组开展了科技服务和渔村

调查活动，共走访了6个区〈县〉的28个乡镇、32个水产养殖场及水产技术推广站，举办了专题讲
座两个，培训各县、乡水产技术推广人员60多人，现场解答水产养殖技术问题200多人次，对上

海近郊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并对此作了分析。

1 上海近郊水产养殖业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近郊温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产量连年稳中有增，为稳定水产品价格、丰

富市民的"菜篮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市郊大部分水产品主要来自养殖。据统计，1996年闵行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县、青浦
县、南汇县养殖产量占水 产 品 总量的比例分别是 95.21%、 99.89%、 65. 92%、 89. 64%、
97.23%、55.93%。淡水养殖以四大家鱼等常规养殖品种为主，一般约占谈水养殖产量的95%

左右。海水养殖品种主要是对虾，近年来由于病害的影响，产量极低，1996、1997年有所回升，而

其它造宜养殖的品种尚未开发或引进，致使部分海水养殖水面被闲置。现有的特种养殖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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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鳖、中华绒整蟹和罗氏沼虾，但产量均不高，6个区(县)的鳖年总产量在100吨左右，中华

绒整蟹年总产量在50吨以下，罗氏泪虾则可达600吨以上。

2 当前制约上海近郊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几个问题

2. 1 水产养殖业管理体制不顺，影响总体规划

水产归属农口系统，上由农业部、下由各级农委管理，而上海的现状并非如此，存在隶属关

系错位的现象。80年代以前，上海水产业以海洋捕搪为主体，侧重于水产品贸易，水产口归财贸

系统管理。自80年代起，随着商品鱼养殖基地的开发，市郊的水产养殖业得以蓬勃发展，由于隶

属关系的不顺，以致水产养殖业无法享受国家有关的扶农优惠政策。如，水产养殖业属于"菜篮

子"工程，农业用电为O. 24元/度，而养殖用电却为0.70元/度，致使养殖户不愿使用增氧机、泥

浆泵等设备，严重影响产量;又如，松江县除上交农业税、特产税之外，还加收产值的8%为附加

税。因此，基层强烈要求将市级水产管理归到大农业，以便统筹安排，合理管理。

2.2 个体承包对水产养殖业持续发展带来的新矛盾亟待解决

目前市郊的池塘绝大部分是采用承包和租赁的形式，承包期一般为1-3年，这种方式极大

地提高了养殖户的积极性、自觉性和责任心。管理的加强使曾经困扰人们的泛塘现象几乎绝

迹，海养、轮养技术的灵活运用，大大提高了产量，如南汇横河镇石门水产养殖场顾雪荣的单产

由1993年的13875kg/公顷(承包前)提高到1997年的20733. 75kg/公顷，同时还利用塘堤种植

葡萄、桃子、桔子和养鸡，并利用鸡粪肥水，开展生态养鱼。个人收入明显提高，该场人均年收入

超过了1.5万元，高的可达10万元左右。但与此同时，承包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1)不利于技术推广，造成总体生产能力下降。个体承包筹集资金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

大多安于现状，不愿冒险，对新技术、新品种养殖的推广带来阻力，总体生产能力难以提高。

(2)短期承包导致养殖户只注重短期效益，不利于长期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使人只

管产出，不愿投入，大部分养殖场处于破坏性经营状态，池塘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风风雨
雨，滑坡、穿洞和塌塘等现象普遍严重，缺乏资金投入使设施的技术状态进一步恶化。1996年南

汇县完成护坡、清龄的面积仅占精养鱼塘面积的3%和1.5%，金山县则为O. 6列和3%。产权归

集体所有，经营归个人，在养殖户得到收益的同时，集体效益得不到保证，靠租塘费等仅能维持

简单的再生产，无法进行池塘维修、生产的统筹安排。池塘是基础生产资料，其质量的下降，不

仅影响产量，更不利于新品种的推广。水产业的持续发展形势严峻，已经成为养殖业发展的最

大障碍。

2.3 科技队伍不稳定，水产养殖业发展后劲不足

基层的技术推广站是科技与生产的关键结合部，是科技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契机，其重要

性可想而知，而上海近郊技术推广站的现状是:

(1)经费不到位，人员分流多。如南汇县镇级推广机构列编时定为自收自支的县级大集体

编制，镇财政不给经费。为了支出日益增加的养老金、医疗保险费、退休金等各类费用，一些站

纷纷进行人员分流从曹各类服务工作，使得从事专业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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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构萎缩，人员老化，呈青黄不接之势。由于定编名额少，并有部分编制挪作他用的现

象，待遇又偏低，缺乏有效的利益机制作保证，许多年轻人不安心于水产，扎根于服务。这样，有

一定经验的老同志面临退休，而新生力量却充实不上来，出现断层现象，知识老化在所难免，更

缺乏更新技术的实力。

(3)基层推广机构"线断、网破、人散"现象严重。据介绍，80年代南汇县、镇、乡三级的服务

网络曾经非常健全，他们经常深入到生产第一线，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近

几年来由于经费没来摞，人员没编制，加上转制，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许多为水产业发展出过

力、流过汗、有过贡献的老技术员却没有编制，得不到生活保障，感到心灰意冷，加快了这一网
络的破裂，最终出现"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同时，乡镇级水产技术推广站一般没有自己的

基地，难以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更无法建成高科技示范点加以推广。

2.4 品种结构调整缓慢，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水产品消费的总趋势是向高档次、精包装、多品种、方便、营养、实用的方向发展，名特优新

水产品的需求量在整个上海市消费中的比重将会进一步上升，而生产中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四大家鱼"当家的局面仍没打破，常规品种占了绝大多数，青浦县、嘉定区常规养殖品种分别
占鱼产品的98.69%和97.69%。

由于上海近郊租塘费比较高，一般为10500"'-'15000元/公顷，同时，温需物资、饲料价格上

扬，导致生产成本增加。80年代，养殖成本只占产值的50%，90年代已达88%。由于水产品丰富，

市场价格比较平稳，使养殖业利润下降，而发展名特优品种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因此以市场需

求为先导，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目的，急需开发高效益项 目，加大推广力度。

2.5 生态意识薄弱，水产养殖业陷入恶性循环

上海水域污染严重，养殖所需水源难以保证，同时，随着水产养殖规模的扩大、品种的增加

和放养密度的提高，水产养殖病害日趋严重。养殖户为了追求效益，过量使用农药，如南汇县普

遍使用敌百虫、强氯精、杀灭菊醋等农药防治病害。据了解，用药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多，一口
约1.3公顷的塘用药费用每年约为2700元，不仅增加鱼体的抗药性，而且影响水产品的食用质

量，给发展中的养殖业埋下隐患，并给外荡造成进一步的污染。水产业的自身污染形成恶性循
环，严重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3 发展上海近郊水产养殖业的若干对策和建议

通过对6个区(县)的实地调查，对上海近郊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3. 1 理顺渔业的隶属关系，加强对渔业的领导

植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领导和支持。1997年国务院批转下发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渔

业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J3号)，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布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农业、大粮

食的观念，把渔业作为农业中的一个大产业，摆上重要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还要

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对渔业工作的领导，在政策以及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继续给予积极

扶持，推动我国、渔业和温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上海近郊曾在80年代大力发展渔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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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鱼基地，为上海市的"菜篮子"工程作出了贡献。农业部提出的"两个

六工程"中就包括了商品鱼基地和综合性渔业开发的建设项 目，继续发展上海近郊的水产养殖

业是必然趋势。 因此，建议上海市及上海市郊区(县)的主管领导能及时将植业的隶属关系理

顺，抓住这一机遇，出台一些有利于渔业发展的政策，使之持续稳定发展，再创辉煌。

3.2 改善经营体制，确保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短期承包使上海近郊的、渔业设施大部分处于破坏性经营状态，国有资产日渐贬值，修建植

业设施所欠贷款更是无力偿还。 所以，盘活国有资产，增加投入，使之保值、增值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建议推广使用三种模式。

(1)青浦县莲盛镇模式:率先将承包期延长到10年以上，大大提高了承包户的积极性，出现

了竞相承包的好现象。转制(指延长承包期〉两年来，仅莲渔村承包户就投入了鱼塘基建费100
万元，成效显著，有力地保证了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稳固。

(2)金山区枫泾镇步杨村模式: 实行场部统一进苗、统一销售，中间的养殖环节则承包给个

人的所谓"两统一包"模式，养殖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养殖品种结构，统一销售则避免了个

体销售时的无序竞争。同时，由于利益一致，场部能在技术指导上发挥积极作用，使生产有了技

术保障。这种模式既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又能发挥集体的优势。
(3)松江模式z利用集体经济比较雄厚的优势，每3年护坡一次，投入的护坡费为30000

元/公顷，其中，县财政无偿投入6000元，县政府筹集5年期低息贷款15000元，个人仅负担9000

元。 这样，通过集体带动，私人参与，使养殖设施的维护有了保障，实现了固定资产的保值、增
值。

3.3 积极调整养殖结构，发展高效、优质的都市渔业

上海水产技术力量较强，有上海水产大学、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上
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水产学校等等，还有很多农场基地。大量人员直接从事水产科研，苗种培育

技术比较成熟，如淡水鱼类、罗氏泪虾、中华绒整蟹、锯缘蟹、中国对虾、斑节对虾等，为改善养

殖品种结构创造了前提。同时，市场广阔，又有铜川路、胶州路水产品批发市场，据有关部门预

测，上海水产品消费总量未来的几年内可达每年28万吨左右。
上海近郊发展水产养殖业的不利条件是养殖面积有限，水体污染较严重，劳动力等投入成

本高，应扬长避短。建议上海近郊水产养殖业发展以工厂化、机械化、自动化为表现形式的设施

渔业，建立集游览、观光、休养、保健、食用为一体的旅游渔业，逐步完善美化室内环境(如水族

箱装潢)和美食相结合的宾馆渔业，建立几个具有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出口创汇渔业基地。

3.4 加强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水产技术推广站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津民同志曾指出 "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领先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

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首先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水产技术推广站作为水产技术推

广的机构，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应使其在"科技兴渔"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使水产技

术推广落到实处，建议将有关问题妥善解决。
(1)解决科技培训问题。通过这次调查与科技服务活动，发现基层技术人员、养殖人员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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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科技的，建议有关部门能够创造条件，主动地、定期地将水产技术人员，特别是水产技
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送到有关单位培训，或邀请有关单位直接将培训点设在基层。

(2)积极想办法解除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建议在"三定"(定编、定员、定性)的

同时，将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的工资来源也作为一种政策定下来，并且交由区、县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的财务发放。

(3)精简水产技术推广机构，不能将其作为政府机关定编时闲置人员的分流去处，明确各

个编制的岗位职责，实行评、聘相结合的原则，减轻水产技术推广站自身的负担。 此外，推广机
构自身要想办法人尽其才。 如嘉定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共有14人，其中7人常驻在基层单位负责
技术指导工作，总站实际上只有7人，包括1名会计.1名汽车司机，另外5人除了从事技术方面的
工作外，还分担行政工作。在经费比较短缺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在 目前很有推广的必要性。

(4)水产技术推广站要走国家扶持和自我积累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按照"围绕服务办实体，

办好实体促服务，搞好服务促发展"的要求增加自身积累。在这方面，青浦县商榻镇的水产技术

推广站闯出了一条较成功的路子，可将其经验 总结为12个字"科技兴站，以站带场，以场养

站"。该水产技术推广站实际上三站合一，即试验场、温政站、水产技术推广站三站合干。试验场
负责解决大口黑萨人工繁殖与驯饵等问题;温政站为养殖大口黑萨解决饵料的问题;水产技术

推广站负责建立养殖示范点并予以推广，创出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其生产的大口黑萨苗种甚

至远销到了东北地区，商塌镇因此被誉为"加州萨(大口黑萨)之乡"。该推广站自给自足地解决
了职工的"吃饭"问题，成为上海近郊少数几个建了站，并且挂牌正常工作的技术推广站之一。

实践证明，这样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发展。建议各级水产推广站紧密结合技术推广工作和所在地
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有偿服务，在帮助渔(农)民致富的同时，使技术推广站自身的实力也得
到加强。同时，各级水产技术推广站，特别是乡镇级的水产技术推广站都应该有实验基地，否则

难以引进新技术、建立示范点。

3. 5 保护水域环境，实行健康养殖，发展生态渔业

保护水域环境不受污染，这是当今上海近郊水产养殖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上
海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城市，不少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往往急功近利，不注意 环境保护，任其
水域市染。前面已经谈到过，水域污染已经开始危害上海近郊的水产养殖业，有的危害甚至是
毁灭性的，如闵行区60%已经被污染。

调查结果表明，上海近郊的水产养殖业还是要发展的。 建议上海市有关领导在统筹规划
时，能为上海近郊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留下一方"净土"，设置水产养殖保护区，避开、清除污染

源，走持续发展的绿色温业之路。

除了设置保护区，水产养殖业也应该从自身着手，提高技术，改变传统养殖方式，转向节水

的、高效的、高产出的都市型植业。另外，充分利用上海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渔业。

参加本次调查活动的人员还有杨 昕助理研究员、郑国生副教授、顾功超副教授、朱国毅工程师、姚 强

实习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