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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海洋渔业是我国沿海传统基础性产业，也是几百万沿海渔民的重要生活来源。
渔港既是渔业安全生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重要基地和枢纽。当前我国渔港还存在

港少、港小、港弱和港贫的特点，新时期渔港建设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

求，进一步加强安全避风功能、综合管理功能和融合发展功能，通过优化区域布局、产业结构、要素配置和管理

模式，把渔港建设成为海洋渔业管理的先行区、渔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区、渔区城镇化发展的示范区和海洋

渔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样板区。建议加强规划引导和要素保障，构建产业体系，并理顺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健全相关法规，为现代渔港的建设和管理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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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海洋渔业是我国沿海
传统基础性产业，也是几百万沿海渔民的重要生

活来源。２０１５年，我国拥有海洋渔船２７．７４万余
艘，其中海洋捕捞机动渔船１８．７２万艘，海洋渔业
传统渔民３０５．５９万人［１］。渔港既是渔业安全生

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

重要基地和枢纽，是沿海众多中小城镇的重要依

托，是支撑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２３］。

１　我国沿海渔港发展现状

渔港是为渔业生产服务和渔业船舶停泊、避

风、装卸渔获物、补给渔需物资的人工港口、自然

港湾以及综合港的渔业港区［４］。根据２０１６年农
业部渔港调查数据，我国现有各级各类沿海渔港

１２９２个，其中中心渔港６６座、一级渔港８２座、二
级渔港２７６座、三级渔港２９３座、三级以下及未评
级渔港５７５座（表 １）。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开
始，国家对渔港建设予以补助。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中央累计投资近４０亿元，建设１４８座渔港，其
中中心渔港６６座、一级渔港８２座。

２　我国沿海渔港发展存在问题

２．１　港少
我国是受台风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１９４５—

２０１４年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达６４６个，年均９．２
个，南起海南岛、北至辽东半岛的广阔海域均遭

受过台风袭击。但我国渔港数量与周边主要渔

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共有１２９２座沿
海渔港，仅达到日本渔港数量的４０％。我国平均
每２１５艘海洋渔船拥有１座渔港，仅为日本渔港
水平的 ３０％。另一方面，沿海渔港分布极不均
衡，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

“船多港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如广东湛江湾、福

建黄岐半岛、海南儋州等渔港经济区渔船数量均

超过４０００艘，各只有１座中心或一级以上渔港。
黄渤海区部分重点渔业县（市）还没有布局建设

中心或一级渔港。

２．２　港小
目前，全国防台防浪标准较高的渔港仅占渔

港总数的１２％，平均每２９０ｋｍ海岸线才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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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以上的渔港（日本、韩国分别平均每 ４８ｋｍ
和２６ｋｍ海岸线就有一个）。同时，我国７０％左
右的渔港为三级及未评级渔港，绝大多数渔港还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渔民集资修建的，以“前
港后村”的小型渔港为主，由于缺少维护资金，港

池淤积严重，码头残缺不齐，岸上设施简陋，环境

脏乱差。最主要的是缺少必要的防浪设施，港内

渔船泊稳条件远达不到安全停泊标准。伏休期

间和台风季节，大量渔船蜂拥至避风条件较好的

中心、一级渔港，导致超容量停泊，极易造成碰

撞、火灾等不安全隐患［５］。

表１　渔港分类
Ｔａｂ．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卸港量／万吨
Ｐｏｒ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有效掩护水域面积

／万平方米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

满足停泊、避风、

补给渔船数／艘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ｆｏｒｂｅｒｔｈｉｎｇ，

ｓｈｅｌｔｅｒａｎｄ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服务范围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ｐｅ
数量／座
Ｎｕｍｂｅｒ

中心渔港

Ｃｅｎｔｒ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 ８ ４０ ８００ 为跨省（区、市）

渔船提供服务的基地港
６６

一级渔港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 ４ ２０ ４００ 为本省及邻近省（区、

市）渔船提供服务
８２

二级渔港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 ２ １０ ２００ 主要为本省（区、市）

渔船提供服务
２７６

三级渔港

Ｔｈｉｒｄｃｌａｓ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 ５０ 为本县（市）

渔船提供服务
２９３

其他渔港

Ｏｔｈｅ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 渔船停泊点或锚地 ５７５

２．３　港弱
一方面，我国渔港建设主要以提升渔业防灾

减灾能力为目标，国家主要投资公益性的基础设

施，普遍存在经营性设施建设不同步或缺失，水

产品交易物流、冷藏加工和休闲渔业总体配套滞

后，功能较为单一，缺少整体规划协同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渔港经济区建设的核心是围绕渔业

和渔港进行拓展，项目规划搭“顺风车”的情况时

有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在规划设计项目时更加注

重土地资源开发等短期经济利益，无法有效地支

撑渔业转型升级，也无法进一步适应渔区经济发

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海洋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渔业传统岸线不断缩小，部分传统避风岙口、锚

地被侵占。同时，部分渔港设施老化失修，渔船

无法停泊或处于无序状态，渔港“脏乱差”情况较

为突出。

２．４　港贫
渔港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和公益性，每年台风

季节，所有渔港均须无偿接收附近作业渔船进港

避风，并免费提供紧急避难、人员安置和人道救

济等多种服务，投资来源主要依靠各级政府投

资，从而形成投资渠道单一、投资总量不足的局

面。日本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先后实施了１２次
渔港建设规划，对所有渔港都给予资金扶持，国

家累计投资超过５０００亿元［６］。我国台湾地区渔

港建设超过３０年，单港累计投入均很高，折合人
民币多则数十亿元，少则数亿元［７］。１９９８年以来
中央对渔港投资近４０亿元，年均投资２．１９亿元，
共建设了１４８个渔港（中心渔港６６个、一级渔港
８２个），与周边国家、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表
２）。同时，沿海大部分渔港所在地区的地方财力
有限，无力安排较多的渔港建设资金，致使渔港

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３　沿海渔港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渔业

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渔港作为

海洋渔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面临着从传统

向现代的转变。结合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渔业转型升级，沿海渔港发展将呈现以下几大特

征。

３．１　渔港的安全避风功能依然放在首位
《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发展的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岸线资源，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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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渔港布局，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形成以中心

渔港、一级渔港为龙头，以二、三级渔港和避风锚

地为支撑的渔港防灾减灾体系，重点加强渔港防

波堤、护岸、码头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８］。近

年来，影响我国的台风呈密度大、强度大、破坏大

的特点，中心最大风力达到１７级的超强台风也
时有发生。目前，按照渔港容量安全性标准，初

步测算已建渔港目前只能满足全国５０％左右海
洋渔船安全停泊，还有约５０％的海洋渔船得不到

有效庇护，特别是海峡西岸、广东沿海、海南岛渔

港群的有效避风率不超过４０％。渔港作为渔业
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渔港建设好坏事关广

大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众多渔区的稳定，事

关沿海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未来一个

时期，加强沿海渔港防浪减灾设施建设，提高渔

港避风减灾能力，改善渔船安全停泊条件，仍将

是沿海渔港建设的重中之重。

表２　我国渔港与日本对比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

分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日本渔港

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ｉｎＪａｐａｎ
我国渔港

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法律政策

Ｌａｗ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１９５０年，发布了渔港法，
渔港建设纳入法制轨道

尚未出台渔港相关管理法规

事权划分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清晰 有待进一步规范

扶持类别

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全部２９０２个渔港都给予扶持 截至目前，中心渔港、一级渔港共１４８个

建设时间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１９５０年开始扶持建设 １９９０年代初开始扶持建设

资金投入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中央资金投入约合人民币５０００亿元 中央资金近４０亿元

单个项目中央扶持力度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ｅａ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５０％～９０％ ５０％～７７％

建设内容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中央投资建设渔港传统功能基础设施、

环保设施、环境整治设施、渔港海岸修复

及保护、水产品流通设施、活力渔村建设等，

呈现渔港、渔场、渔村一体化发展模式

渔港防灾减灾和生产服务公益性基础设施

建设贷款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ａｎ 由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给予低息或免息贷款支持 尚无专门针对渔港建设的金融优惠政策

３．２　渔港的综合管理功能不断强化完善
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是一场深刻革命，是一

项系统工程［９］。推进渔业减量增收是这项系统

工程的关键环节，落实到海洋渔业方面就是要疏

导近海过剩捕捞产能。渔港既是渔船停泊的集

中区域，也是现代渔业综合管理的核心。以沿海

渔港为节点，压减近海捕捞强度，推行限额捕捞

制度，在部分有条件的渔港推动实现捕捞渔船指

定渔港装卸，加强幼鱼比例检查，逐步实现“依港

管港”、“依港管船”、“依港管鱼”和“依港管人”，

促进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为实

现海洋捕捞业从过程管理向结果管理转变奠定

基础。例如浙、闽两省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注重港区综合执法办证中心、港区监控和渔港

ＬＥＤ显示屏等一系列配套综合管理设施的建设，

进一步提升了综合执法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拓

展了渔港管理及服务功能。

３．３　渔港的融合发展功能成为渔业亮点
当前，我国渔业发展已进入供给侧结构性调

整改革的关键时期。发掘渔业新的增长点是推

进渔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依托渔港建

设，完善渔港功能，建设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渔

港经济区，扩大合理有效投资，有力促进渔业生

产、流通和消费的结合，推进渔区新型城镇化，既

能补短板、调结构、培育发展新动能，又在渔业提

质增效、绿色发展和富裕渔民等方面扮演不可替

代的角色。例如浙江省沈家门渔港整合水产品

产业链，形成了全国水产品交易中心、价格形成

中心和信息集聚中心，积极打造“中国第一鱼

市”，整个渔区产业、商贸繁荣。象山石浦中心渔

３９２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７卷

港依托中国第一渔村———石浦渔港古城，促进港

区以海洋文化为主线的观光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福建省重点打造连江黄岐中心渔港、石狮祥芝中

心渔港、东山大澳中心渔港等渔港经济区，充分

发挥渔港产业集聚功能，以港兴镇、以城促港，形

成“前港、中产、后城”的格局，加快沿海地区城镇

化进程。

４　沿海现代渔港发展路径与目标

４．１　发达国家（地区）现代渔港建设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地区）非常重视现代渔港建设，渔

港功能从单一的避风装卸向功能多元化转变，不

仅保护了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促进了渔业经

济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渔港经济新区，这也是

世界渔港发展的必然趋势。

美国的旧金山渔人码头附近有恶魔岛、金门

大桥等世界著名景点，港区内拥有很好的自然生

态资源、良好的人文资源，旅游设施完善，且配合

旧金山市区便捷的交通条件，使渔人码头的发展

得天独厚，造就了世界闻名的休闲渔港。

日本在不断加强渔港防灾减灾和生产服务

能力的同时，将渔港的功能多元化作为渔港规划

和建设的长期目标，建设集生产、餐饮、旅游、娱

乐和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渔港渔村，早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渔港功能多元化发展已相当
成熟，２００６年又提出“渔政、渔港、渔场、渔村、渔
民”五位一体的“大渔业”建设蓝图，渔港功能进

一步拓展。

我国台湾地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配合

休闲需求不断改善渔港周边环境，整合渔港周边

的休闲、观光、文化资源，积极进行渔港功能的多

元化发展，从１９９７年起，有计划地开展渔港功能
多元化建设，并将渔港功能多元化列入渔港建设

的四大目标之一，２００９年又制定“加速渔港多元
化建设”目标，加速推动渔港休闲及观光多元化

的发展。

４．２　沿海现代渔港发展路径
４．２．１　优化区域布局

一方面是要补齐短板。将防灾减灾需求突

出的区域作为渔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不断提高东南沿海等台风路径海域渔船安全避

风水平，推动实现海洋渔业安全服务功能的均等

化。另一方面是要培育重点。将地理位置优越、

建设空间充足、建设条件适宜、对周边经济和社

会发展具有拉动辐射作用的渔港作为优先培育

重点，加大规划、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建成

渔港经济区［１０］。

４．２．２　优化产业结构
着眼于渔港二三产业发展不充分、产业链条

缺失、带动能力弱等问题，不断完善加工、冷链、

物流各环节，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业和休闲

渔业，建设美丽渔村，促进渔港综合开发，拓展沿

海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提升渔港多元化功能和现

代化水平［３，１１］，依港兴产，以产带城，以城促港，实

现港产城一体化，繁荣发展沿海经济。

４．２．３　优化要素配置
水域、土地、劳动力、资金、科技和装备等是

现代渔港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域、腹地是

现代渔港发展的前提，要强化水域开发、土地资

源利用与渔港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和紧密联系，推

进水域、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人力资源是现代

渔港发展的基础，要加快培育高素质专业渔港

人，建设与现代渔港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资

金、科技、装备是现代渔港发展的保障，要创新渔

港建设投融资方式，推进信息化、数字化与现代

渔港深度融合，用现代技术手段改造传统渔港。

４．２．４　优化管理模式
现代渔港发展离不开先进高效的管理方式。

要适应海洋渔业管理和渔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不断创新渔港管理模式。管理重点从单纯的停

泊避风向兼顾安全生产、资源养护和产业发展等

渔港综合性管理方向转变。管理手段从“两条

腿、一双手、几条艇”向“远程化、自动化、精细化”

方向转变。结合渔港现实状况，逐步探索公益型

和经营型设施分类管理，提高渔港管理效率。

４．３　沿海现代渔港发展目标
４．３．１　海洋渔业管理的先行区

为适应渔港发展趋势，应高起点规划，巩固

和提升渔船停泊与避风、渔货装卸、物资补给、冷

藏加工和船网工具修造等传统功能，建设渔业综

合生产基地。加强渔港信息化和管理基础设施

建设，构建集渔港安全监控、灾害预警、信息服

务、渔船签证、渔船检验、船员培训、渔政执法等

为一体的渔港综合服务与管理平台，推动实现对

港、船、人、渔获物的规范化管理，促进渔港加快

向经济型、服务型、规范型的现代化渔港转型。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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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渔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着眼于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改善渔区投

资环境和社会环境，引导生产要素向渔港集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渔业产业升级，有效

延伸渔业产业链，带动加工贸易、冷链物流、休闲

渔业、滨海旅游、科普教育、临港工业等多元化产

业发展［１２］，加速渔民转产转业，使渔港经济区成

为辐射带动渔区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

４．３．３　渔区城镇化发展的创新区
发挥渔港地处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在

集聚产业的同时加速人口集聚。以建设特色鲜

明的新型海滨渔业城镇为目标，统筹推进渔港建

设和城镇建设，把渔港建设纳入城镇统一发展规

划，实行“多规合一”“港镇融合”的发展模式［１３］，

走以港兴镇、港城联动发展的路子，推动渔港经

济区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聚集融合的

重要平台，带动渔业、渔港、渔村、渔民的协调化

发展。

４．３．４　海洋渔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样板区
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底蕴，改造升级传统渔港

设施、渔村景观，传承和维护渔业文化、渔村文

化、渔民民俗文化［１４］，提高渔民科学文化素养和

综合素质，促进渔港经济区建设与文化建设紧密

结合、协调发展；依托渔港周围的观光旅游资源，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将培育发展海洋渔业文化作

为重中之重，使渔港经济区成为融自然风光、历

史风貌、人文景观、渔家风情等于一体的生态之

港、文化之镇，率先成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道

德良好的新渔区。

５　对策措施

５．１　加强规划引导，构建产业体系
在发展过程中，渔港要放在海洋经济区的大

格局中来谋划，既要立足本底资源，保持渔业本

色，又要适当外延，弥补发展劣势，打造与渔业一

产前后联系紧密的产业链，借助特色提升价值

链。发展规划要统筹好现代渔业、海洋新兴产

业、海洋服务业、高端临海产业等四大重点产业

的海洋资源利用，合理高效利用岸线、滩涂和海

域等海洋资源，促进海岸带资源合理配合和产业

优化布局。

５．２　强化要素保障，促进港城融合
要把新型城镇建设与渔港和渔港经济区建

设结合起来，把渔港经济区作为集聚城镇的物

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推动城镇经济快速发

展。着力把工作重点放在已具备一定基础的渔

港升级为渔港经济区上，加快建设海洋渔业产品

加工基地、海洋渔业产业集散中心、海洋渔业信

息技术服务中心和海洋渔业文化交流中心，促进

港城融合，发挥相互之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５．３　理顺管理体制，创新经营机制
渔港经济区建设特别是渔港建设公益性较

强，应明确渔港和渔港经济区监督管理机构、职

责、编制和经费来源。按照“谁使用、谁维护、谁

受益”的原则，明确渔港经济区的投资主体。公

益性部分由政府投资，授权投资主体建设并享有

使用权，同时承担设施维护管理，履行公共服务

职能。渔港经营性设施和渔港经济区其他设施

由投资主体自行建设，并享有使用权、经营权和

收益权［１５］。鼓励采用 ＰＰＰ模式建设渔港和渔港
经济区，提高渔港建设和运营效率［１６］。

５．４　健全相关法规，保障相关权益
建立健全全国渔港及渔港经济区相关条例，

设立渔港经济区相关章节，明晰设施所有权、使

用权和经营权，规范渔港经济区规划、审批、建

设、维护、经营等各个环节及渔港经济区运行管

理机制，为规范渔港经济区相关建设和管理活动

提供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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