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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远洋渔业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迎来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

体系，深入探讨了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及其在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

综合分析远洋渔业产业的现状与挑战，就如何发展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提出了 5 个方面的具体建议与对

策：一是加强远洋渔业装备与技术的科技创新以提升智能化水平；二是优化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以促进多元

化发展；三是加大远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力度以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四是深化国际渔业合作以扩大远洋渔

业发展空间；五是加大远洋渔业政策支持力度以激发发展活力。研究认为，发展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和系统工程，其中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

优化是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加强渔业资源养护、深化国际合作、加大政策扶持是远洋渔业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 远洋渔业； 新质生产力； 发展建议； 发展对策；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F 326. 4   文献标志码： A

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

研时，第一次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1］。他指

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新的生产力理论作指导［2］。

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引导我们摆脱传统经济增

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以创新为主导作用，追

求更高质量、更高效能、更高科技的发展［3］。自该

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

系［3］、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核心要素［4］、新质生产

力的增长模式与实践路径［5-6］、新质生产力与高质

量发展［7］、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8］等宏观领域

进行了研究。同时结合农业产业［9-12］、渔业产

业［13-16］的实际进行了初步研究，旨在加快培育发

展农业和渔业新质生产力。

远洋渔业属于捕捞业，是古老传统的产业。

从狭义上来讲，它指在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或

公海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是世界海洋渔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丰富的优质动物蛋白，为

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近年来，国内一

些学者［17-18］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远洋渔业产

业特点，分析了世界远洋渔业发展现状、特点与

趋势，阐述了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

产业要求，并从产业优化发展、科技持续创新、国

际渔业治理、制度保障体系等 4个方面提出了发

展建议与对策。当前，世界各国对远洋渔业资源

的过度开发、渔业补贴、海洋生态和环境保护等

问题日益重视，远洋渔业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变革

时期，如何寻找一条资源养护与资源可持续开

发、水产品持续有效供给与资源可持续产出的发

展道路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长

期困扰远洋渔业发展的科学问题。随着新质生

产力概念的提出，为远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与

科学养护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此本研究依据新质

生产力的理论体系，结合远洋渔业产业的特点及

其发展现状，提出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内涵，以及发展我国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与对策，为远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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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远洋渔业强国提供可借鉴的方向。

1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宏观背景分析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理论

成果，也是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4］。

新质生产力是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创新性、高效性成为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

的背景下提出的，其产生背景可归纳为两个方

面。

（1）科技创新的推动。当前，人类社会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与革命，特别是计算机互

联网技术的革命，催生了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

等 全 新 的 技 术 形 态 。 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等新技术加速演进以及与行业

和应用场景的充分结合，各种行业AI大模型不断

涌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8］。

（2）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生产力是推动社

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基本上已经实现

工业化，人均GDP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200美元

增长到现在的 12 000多美元。但是，未来进一步

的发展，面临着传统生产方式的“天花板”以及资

源、环境和人口等因素的制约，李强总理在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也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9］。因此，发展新质生

产力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求。

2　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

我国远洋渔业起步于 1985 年，经过近 40 年

的发展，经过起步期、扩张期、优化期、转化期等

不同阶段，现已处于世界远洋渔业大国前列，在

不同发展阶段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为保障优质动

物蛋白供给、农村脱贫致富、实现 FAO 蓝色增长

和科学养护渔业资源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

统计，2022 年经批准的远洋渔业企业有 177 家、

远洋渔船 2 551艘、产量 232.8万 t，分布于三大洋

和南极海域以及相关合作国家的管辖海域，形成

了以公海大洋性渔业为主、过洋性远洋渔业为辅

的产业格局［20〕。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全球渔

业资源状况没有根本好转。根据 FAO 发布的

《2024年渔业与水产养殖报告》［21］，全球海洋捕捞

的水生动物产品在 2022年为 7 970万 t，海洋种群

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的捕捞比例在 2021年度下

降至 62.3%，较 2019年度下降 2.3%。二是技术革

新、人才紧缺的问题。促进远洋渔业高质量发

展，技术创新是关键。然而，当前中国远洋渔业

在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不足，一些关键技术和设

备仍需依赖进口［22］，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较低。

远洋渔业人才短缺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

因素，缺乏高素质、专业化的渔业专业人才，也将

影响远洋渔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23］。三是国

际渔业合作和竞争的压力陡增。远洋渔业资源

的跨国性和全球性使得国际合作成为必然，然

而，由于各国在渔业资源利用、管理政策、社会经

济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各国追求的目标不同，

国际渔业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同时，随着全球水

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以及美西方全球贸易保护

主义的抬头，我国远洋渔业发展也面临着来自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压力［24］。

3　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3. 1　远洋渔业行业现状的需求

远洋渔业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艰苦性行业之

一，船员长期出海在外远离陆地和家人，工作环

境充满挑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一辈远洋

渔业船员大量退休或转行，从事远洋渔业的年轻

船员越来越少，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因船员

不足导致远洋渔业发展规模的下降，因此，机械

化、智能化捕捞成为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内在动力。同时，随着全球渔业资源的衰退

以及海洋热浪、海冰融化等气候变化的加剧，远

洋渔业资源渔场季节变动更为频繁，渔业生产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增加，因此，在海洋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发展高精度的渔情预报AI大

模型，为远洋渔船提供精确的渔场等渔情信息极

为重要，是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

础。另外，在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高质量

水产品需求背景下，科技化、专业化生态环保型

捕捞方式和生产加工装备的需求，也进一步成为

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点。通过发展

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远洋渔业从传统

模式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17］，实现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高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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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当前，远洋渔业仍主要依赖于拖网、围网、钓

钩等传统的捕捞方式，存在容易导致过度捕捞、

对海洋生态系统破坏大、捕捞效率较低等问题，

影响了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凭经验和

直觉的找鱼探鱼方式以及小而弱的企业经营模

式，在面对资源枯竭、生态环境压力以及国际竞

争加剧等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科学技术

的革新，特别是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为远洋渔业提供了转型升级的新机遇，大数据分

析、全天候智能监控管理和智慧化高效捕捞等现

代化技术，都将推动远洋渔业产业的快速转型升

级。另外，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需要远

洋渔业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科学合理

的捕捞策略、注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渔业

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不断优化、延长和扩

大产业链，开发利用多元化的高附加值产品，降

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从而增强远洋渔业

的国际竞争力。

3. 3　应对全球海洋渔业治理变革的需求

随着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不断变革，远洋渔

业在船员、渔船、作业海域、捕捞种类、市场贸易

等监管以及管理手段与技术措施等方面，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18］。例如，根据区域性

国际渔业组织的有关规定，在远洋生产船上必须

派遣一定比例的科学观察员，但是观察员的成本

很高，且由于海上环境比较艰苦，拥有较高学历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不愿意长期从事该职业，因此

也需要积极发展电子观察员，通过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自动准确地监测、识别捕捞种类，监管生

产渔船等活动，这些也是国际渔业治理对发展远

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需求。

4　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其内涵

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是指在远洋渔业领域，

能够合理开发和利用远洋渔业资源，通过科技创

新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渔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生产效率和渔获质量、降低成本和资源损

耗，促进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形

态，是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推

动力之一，其主要特征是数字化、智能化、少人

化、绿色发展、全产业链发展。

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

果［9-15］，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主要包括：

（1）突出科技创新引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

力，通过引进、研发和应用先进的捕捞技术与装

备以及管理模式，特别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来提升远洋渔业的

捕捞效率和渔获品质，实现智能化和机械化以及

生态捕捞。（2）强调资源养护和优化配置。渔业

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

捕捞压力下其资源渔场波动更为频繁，因此如何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的需求，通过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和精细管理，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

续开发；同时，通过研制生态友好型捕捞技术与

装置，减少捕捞生产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负面影

响，为渔业资源的科学养护和优化配置提供技术

手段。（3）重在产业转型升级。远洋渔业是国际

性产业，涉及因素众多，要推动远洋渔业产业从

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远洋渔业产业链和供应链。

同时，加强远洋渔业产业链上下游及关联产业的

协同和整合，引导企业向高价值领域拓展，提高

水产品的加工深度和附加值，推动渔业捕捞、加

工、销售等环节和上下游关联产业的紧密衔接，

提升渔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4）实现生产效率

和质量的提升。远洋渔业远离渔业基地和水产

品市场，水产品的鲜度是判断如何在捕捞-运输-
市场-餐桌这一长产业链中保障渔获质量并实现

渔获增值，是发展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之

一，因此远洋渔业不仅要提高捕捞效率，而且要

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远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

5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远洋渔业高质量发

展路径

针对我国远洋渔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结合新

质生产力的基本理论与要求，如何加快形成远洋

渔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发

展和“远洋渔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命题，为此提出

以下5个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建议。

5. 1　加强远洋渔业装备与技术的科技创新以提

升智能化水平

科技创新是推动远洋渔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动力，最终目的是充分发挥资源、渔场、捕

捞、管理等过程中的大数据作用，建立行业专家

大模型，提升智能化水平，减少作业人员，实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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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科技创新一是在科技研

发方面继续加大投入。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联

合开展关键技术装备的国产化研发，推动远洋渔

业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二是

引进和自主研发双管齐下，增强中国远洋渔业装

备核心竞争力的是自主研发，同时，加强消化吸

收再创新，以引进国外先进渔业装备和技术为基

础，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远洋渔业装备和技

术体系；三是重点开展智能化技术研究与应用，向

远洋渔业 4.0发展。加强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远洋渔业领域的应用，在远

洋鱿钓、金枪鱼钓等渔业中率先开展捕捞技术数

字孪生系统的研发，开发芯片级的远洋渔业AI专

业大模型，实现远洋渔业作业的智能监控、渔业资

源的透明捕捞、渔获物质量的全程溯源。

5. 2　加大远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力度以实现资源

可持续利用

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资源可持续利

用是基础。远洋渔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

强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一是加强全球重要

渔业资源调查与监测工作，建立健全渔业资源调

查监测体系，定期开展全球范围内重要渔业资源

科学调查和监测评估工作，掌握重要渔业资源的

分布、数量和变化趋势，建立重要种类的渔业资

源状况黑名单和预警名单，为国内外有关管理部

门和远洋渔业企业科学制定捕捞计划提供依据；

二是科学规划捕捞区域和捕捞量。根据远洋渔

业资源的监测与评估结果以及国际渔业组织有

关规定，科学规划捕捞区域，优化远洋渔业区域

布局，逐步开展鱿鱼等重要远洋种类的限额捕

捞，避免过度捕捞。同时，推进公海和过洋性渔

业合法渔船的白名单公布制度，对 IUU等非法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三是推广生态友好型捕捞技术和装备，研发和推

广可降解的渔具材料，以及对资源和生态破坏小

的捕捞技术与装备，加强对渔获物自动识别与监

测装备的研发，要利用好渔获的废弃物，减少污

染环境的渔业生产，增加渔获附加值。

5. 3　优化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以促进多元化发展

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重要途径就

是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多元化发展提升产业整体

竞争力。一是要积极开发远洋捕捞新领域。在

巩固传统作业海域、捕捞对象和作业方式的基础

上，积极开发远洋捕捞的新品种、新区域、新技

术。例如，菱鳍乌贼（Thysanoteuthis rhombus）广

泛分布在三大洋中低纬度海域，资源量丰富，是

目前国际上生食海鲜的重要原料，市场价格高，

其作业方式是一种深海钓捕作业，这种作业方式

既不同于鱿鱼钓，也不同于金枪鱼延绳钓，目前

我国还没有这种作业方式，中西太平洋岛国正在

积极寻求与我国的合作；二是要发展远洋养殖业

和创新水产品加工业。要利用近 40年远洋捕捞

业发展建立起来的合作优势和基础条件，从广义

角度上扩大远洋渔业的概念，发展远洋水产养殖

和水产品加工业，同时在资源丰富的沿海国建立

水产品加工基地群，收购当地群众渔业和手工渔

业的渔获物，形成捕捞、养殖、加工一体化的远洋

渔业产业链。同时，通过水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建

设，延伸产业链，提升远洋渔业产品的附加值和市

场竞争力，推动远洋渔业产业绿色发展；三是要加

快提升远洋渔业综合服务保障能力，立足全球化

视角，充分挖掘远洋渔业基地和渔港经济区的产

业集聚、全产业链的发展功能，为世界各国和地区

的渔港建设、渔船维修、渔需物资供应、渔获存储

加工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真正做到国际化。

5. 4　深化国际渔业合作以扩大远洋渔业发展空间

国际合作是远洋渔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依托。一是加入并积极参与国际渔业组织的

相关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和协调，共同

制定和执行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有效维护

我国正当的海洋渔业权益；二是加强与其他国家

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在渔业科技、市场贸易、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发国际渔业资

源，实现互利共赢；三是扩大远洋渔业领域的国

际合作，除了传统的捕捞合作外，还可以探索在

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渔业服务等领域开展国

际合作，形成多元化、全方位的远洋渔业国际合

作格局。

5. 5　加大远洋渔业政策支持力度以激发发展活力

发展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政策支持是一个

强有力的保证。一是在远洋渔业装备升级、科技

创新、资源保护，以及国产化装备与技术推广和

应用等方面加大对远洋渔业的专项财政投入和

扶持力度。通过税费减免、优惠贷款等方式，降

低远洋渔业企业经营成本。同时，鼓励成立由企

业自发成立的远洋渔业风险投资基金，重点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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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渔业资源年间波动、水产品市场和汇率等因素

引起的行业风险，确保远洋渔业持续稳定地发

展；二是加强远洋渔业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通

过设立远洋渔业专业奖学金、建立产教融合基

地、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制度等方式，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投身远洋渔业事业。同时，针对国际远洋

渔业发展趋势，新增国际渔业科学观察员等职

业，为其职业晋升提供各种政策和条件；三是定

期修订远洋渔业的法律法规，明确远洋渔业的管

理体制、权责关系、监管措施等，进一步完善远洋

渔业国际履约评价体系，为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法律保障。

发展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远洋

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需要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

构、加强渔业资源维护、深化国际合作、加大政策

扶持等措施，把我国远洋渔业打造成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产业，促进远洋渔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

持续发展，形成远洋渔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增长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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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tant-water fishery， a crucial part of the marine economy， is currently facing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important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China's distant-water fisherie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the distant-water fishing industry， this article proposes five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distant-water fishing industry.  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of distant-water 

fishery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The second is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distant-
water fishery to promot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he third is to strengthen conservation of distant-water 

fishery resourc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se of resources.  The forth is to deepen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cooperation to expand space for development of distant-water fisheries.  The fifth is to increase the policy 

support of distant-water fisherie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development.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ity of distant-water fisheries wa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distant-water fisheries， and was a long-term and arduous task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he core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ity of pelagic fisheries， and strengthening conserv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creasing policy support ar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ity of pelagic fisheries.

Key words: distant-water fisher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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