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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渔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粮食安全、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
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取得的成绩，客观分析其产业发展与结构演变过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是
新时代渔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根据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我国渔业生产统计数据以及国家渔业政策，对中国渔
业发展划分不同发展阶段，利用灰色关联对中国渔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建立多种灰色预测

模型ＧＭ（１，１），并利用最优模型对十四五中国渔业产量进行预测。研究认为：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渔业发
展可分为５个阶段，即恢复发展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快速发展期（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扩量发展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稳步发展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和转型发展期（２０１２年以来），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发展特点，不同渔业产
业对渔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中国渔业总产量将稳定在６６００万 ～７１００万 ｔ，其中近海捕捞
在１０００万～１０８０万ｔ，海水养殖为２１２０万～２３７０万ｔ，淡水养殖为３０４０万～３２６０万ｔ；改革开放４０年来
中国渔业坚持了生态与渔业协调发展的理念，确立了广大渔民的主体地位，制定了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匹配的

产业政策，建立了与产业现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开发了与行业需求相适应的新兴技术，这些经验和政策为中

国渔业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研究也提出了未来中国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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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渔
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创造了世界渔业发展

奇迹。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中国渔业取得的巨大

发展成绩给予了高度关注，许多学者［１９］对中国

渔业发展与结构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例如，卓

友瞻［１］认为我国渔业取得高速发展，其最根本原

因和最大动力就是明确并坚持“以养殖为主”的

渔业发展方针，放开渔业经营管理体制，放宽水

产品购销政策，开拓远洋渔业、增殖放流和休闲

渔业３个渔业发展空间。徐杰等［３］基于灰色关

联方法分析和研究了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结构。

操建华等［８］对中国渔业政策演变与绿色高质量

发展进行了研究，周洪霞等［９］对我国渔业产业结

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真总结改革开放４０年以
来取得的成绩，客观分析其产业发展与结构演变

过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

题。为此，本研究系统阐述改革开放 ４０年以来
中国渔业发展历程及其经验，科学划分发展时

期，分析主要产业的渔业发展特征和趋势，以及

渔业政策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应用灰色系统理

论和方法分析其产业结构组成并预测十四五中

国渔业产量发展趋势，为未来我国渔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和 ＦＡＯ

渔业统计数据。时间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内容包括
近海捕捞、远洋渔业、海水养殖、淡水捕捞和淡水

养殖等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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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灰色关联对中国渔业

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同时利用灰

色预测模型 ＧＭ（１，１）对未来中国渔业产量进行
预测［１０］。

１．２．１　灰色关联分析
以中国渔业总产量为母序列，以近海捕捞、

远洋渔业、海水养殖、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等产

量为子序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获得影响渔业总

产量的主要产业。分辨系数取０．５，采用均值化
进行数据预处理。

１．２．２　灰色预测模型ＧＭ（１，１）
为科学预测十四五中国渔业产量发展趋势，

选择了２组预测模型数据，分别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
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预测的产量包括了近海捕捞
产量、远洋渔业产量、海水养殖产量、淡水捕捞产

量和淡水养殖产量以及渔业总产量。

由于近几年来我国渔业产量出现了缓慢增

长的趋势，因此为了科学预测十四五渔业产量，

拟对２组预测数据进行弱化算子的转化，并采用
一阶弱化算子，其计算方法［１０］如下：

设原始数据序列 Ｘ＝（ｘ（１），ｘ（２），…，ｘ
（ｎ）），令ＸＤ＝（ｘ（１）ｄ，ｘ（２）ｄ，…，ｘ（ｎ）ｄ）。

其中：ｘ（ｋ）ｄ＝ １
ｎ－ｋ＋１［ｘ（ｋ）＋ｘ（ｋ＋１）＋…＋

ｘ（ｎ）］；ｋ＝１，２，…，ｎ；当 Ｘ为单调递增序列时，ｄ
为一阶弱化算子，ＸＤ为经过一阶弱化后的缓冲序
列。

预测结果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实际渔业产量进行
比较分析，并选择最优预测模型，并以此模型预

测十四五期间（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我国渔业产量发
展趋势。

２　结果

２．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渔业发展阶段特征分析
综合分析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的中国

渔业发展状况，并结合国家渔业产业政策，初步

将４０年来我国渔业发展分为５个阶段，即恢复发
展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快速发展期（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扩量发展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稳步发展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和转型发展期（２０１２年以来）。
各阶段的渔业发展特征分析如下：

２．１．１　恢复发展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
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

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纪元，极大调动了全国人民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水产

总局于１９７９年２月召开了改革开放第一次全国
水产工作会议，提出水产工作重点的转移，要从

调整入手，集中力量，积极发展养殖，提高水产品

质量。

据统计，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从
４６５．３５万 ｔ增加到 ６１９．３４万 ｔ，年均增长
４．８８％，其中：海水养殖产量从４４．９５万ｔ增加到
６３．１５万 ｔ，年均增长 ５．８３％；淡水养殖产量从
７６．２３万ｔ增加到１８１．１１万ｔ，年均增长１５．５１％；
海洋捕捞产量从３１４．５２万ｔ增加到３９４．３７万ｔ，
年均增长３．８４％；淡水捕捞产量从２９．６４万 ｔ增
加到４３．８６万 ｔ，年均增长６．７５％。该阶段中国
渔业总产量、捕捞产量、养殖产量在全世界的比

重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２１％、５．９４％和１８．３８％增加
到１９８４年的８．００％、６．５２％和２３．９７％。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中国渔业总产量组成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７８ｔｏ１９８４

　　灰色关联分析表明，渔业总产量与海水养
殖、海洋捕捞、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的灰色关联

度分别为０．９１１９、０．８１９０、０．７８５０和０．５９０５，
由此可看出：在这一发展阶段，海水养殖、海洋捕

捞的年增长趋势与渔业总产量基本一致，其灰色

关联度值处在前二位；而淡水养殖的年增长趋势

与渔业总产量差异较大，其灰色关联度为最低。

本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方面，由于国家鼓励

渔业生产，水产品产量逐步恢复，海水养殖、淡水

养殖、海洋捕捞、淡水捕捞产量都出现一定程度增

０４３



２期 鲁　泉，等：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渔业产业发展及十四五产量预测

长，特别是淡水养殖增速较快。另一方面，由于

国内对水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价格被限定，销售

被限制，市场不活跃，供不应求，制约了发展渔业

生产的积极性，水产品生产潜力未被充分挖掘，

吃鱼难的问题还普遍存在。

２．１．２　快速发展期（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
１９８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放

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加速发展水产业发出的指

示，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指导我国渔业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之一。该文件确立了水产品率先实

行市场放开的一项根本性变革，渔民可以就地生

产、就地销售，也可以长途运销，不受行政区域约

束，并从战略性高度提出把发展水产工作作为调

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粮食转化的一个战略措施

来部署，确立了“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１９８６年
《渔业法》颁布实施，确立了我国渔业的基本制

度，为渔业发展和渔民权益维护提供法律保障。

据统计，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我国渔业总产量从
７０５．１８万 ｔ增加到 ２５１５．６９万 ｔ，年均增长
１５．１７％，其中：海水养殖产量从７１．２３万 ｔ增长
到６０４．８万ｔ，年均增长２６．８３％；淡水养殖产量
从２３７．９２万 ｔ增加到 ７８９．６６万 ｔ，年均增长
１４．２６％；海洋捕捞产量从 ４１９．７５万 ｔ增加到
９９４．４４万 ｔ，年均增长１０．０６％；淡水捕捞产量从
４７．５１万ｔ增加到１２６．７９万ｔ，年均增长１５．３２％。
其间，中国渔业总产量、捕捞产量、养殖产量占全

世界的比重分别从１９８５年的８．７８％、６．７８％和
２７．２３％增加到 １９９４年的 ２０．７９％、１２．０３％和
５０．１６％。见图２。

图２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中国渔业总产量组成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８５ｔｏ１９９４

　　灰色关联分析表明，渔业总产量与海水养
殖、近海捕捞、远洋渔业、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的

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０．８７４１、０．８９０８、０．５１４４、
０．８７４１和０．９４５７，由此可看出：在这一快速发展
阶段，淡水养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灰色关联

度处在第一位；其次为近海捕捞、淡水捕捞和海

水养殖，其灰色关联度都在０．８２以上；而远洋渔
业由于刚刚起步，对渔业总产量的贡献度不大，

其灰色关联度为最低。

本阶段主要特征：一方面，调动了广大渔民

从事水产品生产积极性，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海

洋捕捞、淡水捕捞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是改

革开放以来水产品产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

１９９１年，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海洋捕捞产量，
标志着中国渔业发展成功实现了从狩猎型向养

殖型转变，初步解决了吃鱼难的问题；另一方面，

近海捕捞产量由４００多万ｔ增加到近９００万ｔ，捕
捞能力快速增长，捕捞强度超过渔业资源承载能

力。此外，１９８５年我国远洋渔业正式拉开序幕。
２．１．３　扩量发展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

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批准农业部关
于进一步加快渔业发展意见的通知》，提出要牢

固树立大农业、大粮食概念，把渔业作为农业中

的一个大产业，摆上重要位置，采取有力措施，切

实抓好。文件要求，要像重视耕地一样重视水域

的治理和开发利用，积极发展淡水和近海养殖，

加强对近海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从而推

动我国渔业和渔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据统计，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从
２９５３．０４万 ｔ增加到 ４４１９．８６万 ｔ，年均增长
４．１２％，其中：海水养殖产量从７２１．５１万 ｔ增加
到１２１０．８１万ｔ，年均增长５．３１％；淡水养殖产量
从 ９４０．７６万 ｔ增加到 １７３３万 ｔ，年均增长
６．３％；海洋捕捞产量从 １１３９．７５万 ｔ增加到
１２５５．０９万ｔ，年均增长１．２１％；淡水捕捞产量从
１５１．０２万 ｔ增加到 ２２０．９７万 ｔ，年均增长
３．８８％。见图３。

灰色关联分析表明，渔业总产量与海水养

殖、近海捕捞、远洋渔业、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的

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０．６６１９、０．５３２９、０．６２３１、
０．７６１５和０．７１２１，由此可看出：在这一扩量发展
阶段，淡水养殖、淡水捕捞的灰色关联度处在前

两位，增长趋势与渔业总产量的基本一致；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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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水养殖和远洋渔业，其灰色关联度都在０．６２
以上；而近海捕捞对渔业总产量的关联度最低，

其灰色关联度只有０．５３２９。

图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中国渔业总产量组成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０５

本阶段主要特征：一是水产养殖业成为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水产养殖潜力得到进

一步挖掘。水产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比重

从１９９５年的５６．２９％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６６．６０％，
其中淡水养殖比重从 １９９５年 ３１．８６％上升到
２００６年３９．２１％。二是更加重视渔业资源养护和
利用。国家先后启动实施海洋伏季休渔、长江禁

渔期和海洋捕捞渔船控制等保护管理制度，实施

减船转产。捕捞产量快速增长趋势不断减缓，海

洋捕捞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从１９９５年的
３８．６％下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８．４％，淡水捕捞产量
比重下降到５％以下。
２．１．４　稳步发展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行动纲要》，明确提出坚持科技创新，完善管理

制度，强化保护措施，养护和合理利用水生生物

资源，全面提升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水平，改

善水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２００６年，我
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水产收入各项税收全面取

消，减轻了渔民生产生活负担，再次调动了广大

农渔民生产积极性。２００７年，《物权法》“用益物
权篇”规定了“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

权利”，为保护渔民水域滩涂使用权提供了法律

依据。

根据统计，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
从４５８３．６万 ｔ增加到５６０３．２１万 ｔ，年均增长

４．１％，其中：海水养殖产量从１２６４．１６万 ｔ增加
到１５５１．３３万ｔ，年均增长４．１７％；淡水养殖产量
从１８５３．５９万 ｔ增加到２４７１．９３万 ｔ，年均增长
５．９３％；海洋捕捞产量从 １２４５．４７万 ｔ增加到
１３５６．７２万ｔ，年均增长１．０８％；淡水捕捞产量从
２２０．３８万ｔ增加到２２３．２３万ｔ，年均增长０．２６％。
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渔业总产量组成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１

　　灰色关联分析表明，渔业总产量与海水养
殖、近海捕捞、远洋渔业、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的

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０．９５０８、０．６５９２、０．４９９１、
０．４９６５和０．６９４１，由此可看出：在这一稳步发展
阶段，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的灰色关联度处在前

两位，养殖对渔业总产量的贡献度最大；其次为

近海捕捞；而远洋渔业和淡水捕捞对渔业总产量

的关联度为最低，其灰色关联度均处在０．５０以
下。

本阶段主要特征：一是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成

为国家战略，渔业资源养护力度空前加强，海洋

捕捞强度上升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海洋捕捞产量

占水产品总产量比重进一步下降到２４．２１％。二
是水产养殖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水产养殖产量占

水产品总产量比重超过７０％，是世界唯一水产养
殖产量超过渔业捕捞产量的国家。

２．１．５　转型发展期（２０１２年以来）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以加快转变

渔业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

和控制近海的生产方针，着力加强海洋渔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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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在捕捞业方面，坚持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

相结合，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严格控制

并逐步减轻捕捞强度，积极推进从事捕捞作业渔

民转产转业。在养殖业方面，制定养殖水域滩涂

规划，科学发展海水养殖。

据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从
５５０２．１４万 ｔ增加到 ６４４５．３３万 ｔ，年均增长
３．２１％，其中：海水养殖产量从１５７５．２万 ｔ增加
到２０００．７万ｔ，年均增长４．９％；淡水养殖产量从
２４０８．５１万 ｔ增加到 ２９０５．３万 ｔ，年均增长
３．８２％；海洋捕捞产量从 １３１４．４２万 ｔ增加到
１３２１．０４万 ｔ，年均增长０．１％；淡水捕捞产量从
２０４．０２万ｔ增加到２１８．３万ｔ，年均增长１．３６％。
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中国渔业总产量组成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１７

　　灰色关联分析表明，渔业总产量与海水养
殖、近海捕捞、远洋渔业、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的

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０．８１９４、０．６９７４、０．４７７３、
０．７５１２和０．９２７２，由此可看出：在这一稳步发展
阶段，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的灰色关联度处在前

二位，养殖对渔业总产量的贡献度最大；其次为

近海捕捞和淡水捕捞处，其灰色关联度均在０．６９
以上；而远洋渔业对渔业总产量的关联度最低，

其灰色关联度处在０．５０以下。
　　本阶段主要特征：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持续推
进，一方面加大减船转产力度，海洋捕捞产量稳

中有降，海洋捕捞产量占总产量比重下降到

２０％，另一方面推进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水产养殖产量平稳上升，水产养殖产量占水产品

总产量比重上升到７５％以上。
２．２　十四五中国渔业产量的趋势预测
２．２．１　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产量建立 ＧＭ（１，１）
模型

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渔业总产量，以及海水养
殖、近海捕捞、远洋渔业、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分

类产量，分原始数据和一阶弱化数据，分别建立

ＧＭ（１，１）模型，其相对误差和灰色预测统计参数
见表１。由表 １可知，渔业总产量、海水养殖产
量、淡水养殖产量的ＧＭ（１，１）模型的Ｃ值均很低
（Ｐ＝１），其建立模型都很好。淡水捕捞、近海捕
捞产量的ＧＭ（１，１）模型均表现不佳。远洋渔业
产量的 ＧＭ（１，１）模型则是一阶弱化数据建立的
模型优于原始数据建立的模型。

表１　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产量的ＧＭ（１，１）模型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Ｍ （１，１）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７

　　　模型类型
　　　Ｍｏｄｅｌｔｙｐｅ

原始数据所建模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ｒａｗｄａｔａ
一阶弱化数据所建模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ｄａｔａ

渔业总产量

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 ０．１３４６（很好） ０．０７２７（很好）
Ｐ １．００００（很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海水养殖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 ０．０６８２（很好） ０．０４７６（很好）
Ｐ １．００００（很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近海捕捞

Ｉｎｓｈｏ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 ０．９７５０（不好） ０．６９６３（不好）
Ｐ ０．５４５５（不好） ０．７２７３（一般）

远洋渔业

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 ０．４１５０ （好） ０．２５２５（很好）
Ｐ ０．８１８２ （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淡水捕捞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 ０．７３９４（不好） ０．９８２３（不好）
Ｐ ０．６３６４（不好） ０．４５４５（不好）

淡水养殖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ａｒｍｉｎｇ
Ｃ ０．１５４６（很好） ０．０７８２（很好）
Ｐ １．００００（很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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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产量建立 ＧＭ（１，１）
模型

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渔业总产量，以及海水养
殖、近海捕捞、远洋渔业、淡水捕捞和淡水养殖分

类产量，分原始数据和一阶弱化数据，分别建立

ＧＭ（１，１）模型，其相对误差和灰色预测统计参数

见表２。由表 ２可知，渔业总产量、海水养殖产
量、淡水养殖产量的ＧＭ（１，１）模型的Ｃ值均很低
（Ｐ＝１），其建立模型均很好。基于原始数据建
立的淡水捕捞、近海捕捞和远洋渔业产量的 ＧＭ
（１，１）模型均表现不佳，而基于一阶弱化数据建
立的ＧＭ（１，１）模型较优，可以用于预测。

表２　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产量的ＧＭ（１，１）模型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Ｍ （１，１）ｍｏｄｅ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２ｔｏ２０１７

　　　模型类型
　　　Ｍｏｄｅｌｔｙｐｅ

原始数据所建模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ｒａｗｄａｔａ
一阶弱化数据所建模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ｄａｔａ

渔业总产量

Ｔｏ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 ０．１６４５（很好） ０．１４１１（很好）
Ｐ １．００００（很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海水养殖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 ０．０８０１（很好） ０．０４７６（很好）
Ｐ １．００００（很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近海捕捞

Ｉｎｓｈｏ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 ０．８１１０（不好） ０．４１４８ （好）
Ｐ ０．２０００（不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远洋渔业

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 ０．６０２６（一般） ０．４４８７（很好）
Ｐ ０．６０００（不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淡水捕捞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 ０．９２２２（不好） ０．５１０２（一般）
Ｐ ０．２０００（不好） ０．８０００ （好）

淡水养殖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ａｒｍｉｎｇ
Ｃ ０．１５６２（很好） ０．１４９８（很好）
Ｐ １．００００（很好） １．００００（很好）

２．２．３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实际渔业产量与预测值比
较及十四五产量预测

利用上述建立的 ＧＭ（１，１）预测 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渔业总产量及其各类产量，并与实际生产
产量进行对比发现，渔业总产量的ＧＭ（１，１）模型
以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数据经过一阶弱化后建立
的模型为最优，其相对误差分别为 １．３６％和
２．１７％，其预测模型表达式为 ｘ（ｔ＋１）＝
５３２８９３．１８ｅｘｐ（０．０１１５２８ｔ）－５２６８４５．８４。

海水养殖产量的 ＧＭ（１，１）模型以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数据经过一阶弱化后建立的模型
为最优，其相对误差分别为０．１８％和０．６６％，其
预测模型表达式为 ｘ（ｔ＋１）＝ ７４２８２．９５
ｅｘｐ（０．０２１４１５ｔ）－７２６９６．６６。

近海捕捞产量的 ＧＭ（１，１）模型以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数据经过一阶弱化后建立的模型
为最优，其相对误差分别为６．２６％和９．３８％，其
预测模型表达式为 ｘ（ｔ＋１）＝ －８３５１５．９０
ｅｘｐ（－０．０１４３８３ｔ）＋８４６９９．００

远洋渔业产量的 ＧＭ（１，１）模型以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数据经过一阶弱化后建立的模型
为最优，其相对误差分别为０．３３％和８．４０％，其
预测模型表达式为 ｘ（ｔ＋１）＝３８５２．９２

ｅｘｐ（０．０３７９７８ｔ）－３７０７．９９
淡水捕捞产量的 ＧＭ（１，１）模型以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数据经过一阶弱化后建立的模型
为最优，其相对误差分别为１１．１４％和２０．３１％，
其预测模型表达式为 ｘ（ｔ＋１）＝１３４４８．７５
ｅｘｐ（０．０１４９４８ｔ）－１３２４３．９５。

淡水养殖产量的 ＧＭ（１，１）模型以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数据经过一阶弱化后建立的模型
为最优，其相对误差分别为 －０．００２％ 和
－０．４５％，其预测模型表达式为 ｘ（ｔ＋１）＝
２０２７０９．４０ｅｘｐ（０．０１３５５２ｔ）－２０００１２．４２。

上述预测模型中，除了淡水捕捞的预测产量

（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９年）存在较大误差之外，其他模型
的误差均相对较小。为此，可以利用上述模型预

测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渔业总产量、海水养殖产量、近
海捕捞产量、远洋渔业产量和淡水养殖产量。十

四五期间中国渔业总产量将稳定在６６００万 ～
７１００万ｔ，其中近海捕捞在１０００万～１０８０万ｔ，海
水养殖为 ２１２０万 ～２３７０万 ｔ，淡水养殖为
３０４０万～３２６０万ｔ。到２０２５年，中国渔业总产量
将达到７０９５．４３万ｔ，其中海水养殖２３６４．０９万ｔ，
近海捕捞１００３．５６万ｔ，淡水养殖３２５４．３３万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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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不同渔业发展阶段比较
分析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渔业快

速发展，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海洋捕捞、淡水捕

捞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每个阶段都有各自

发展特点［１，３，９］，主要表现为（１）恢复发展期。我
国水产品产量年均增长４．８８％，海水养殖、淡水
养殖、海洋捕捞、淡水捕捞产量都出现一定程度

增长，但水产品生产总体规模较小，吃鱼难的问

题普遍存在。（２）快速发展期。我国水产品产量
年均增长１５．１７％，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海洋捕
捞、淡水捕捞年均增长１０％以上，水产品总产量
位居世界第一，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并占

世界养殖产量的５０％以上，过度捕捞问题逐步显
现。（３）扩量发展期。我国水产品产量年均增长
４．１２％，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３０％，水产养殖快
速发展，占水产品总产量６０％以上。捕捞产量快
速增长趋势不断减缓，近海渔业资源明显衰退。

稳步发展期。我国水产品产量年均增长４．１％，
水产养殖继续发展，占水产品总产量７０％以上。
渔业资源保护力度加强，捕捞强度上升趋势得到

初步遏制。（４）转型发展期。我国水产品年均增
长，捕捞强度逐年降低，海洋捕捞产量稳中有降

低，水产养殖健康发展，水产养殖产量平稳上升，

占水产品总产量７５％以上。
回顾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程，中国渔业发展

成就斐然，经验宝贵。一是坚持广大渔民的主体

地位。渔业发展始终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采取

多予、少取和放活的发展方针，极大调调动广大

渔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中国政府和渔业部门

通过《物权法》《渔业法》等法律规章，确定渔业的

基本权属关系，保障广大渔民的合法权益。二是

制定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发展政策。改革开放

前２０年，中国政府和渔业部门率先实现实行市
场放开，确立以养为主发展方针，实现我国渔业

发展腾飞。进入 ２１世纪，中国政府和渔业部门
在彻底解决了吃鱼难基础上，又制定一系列资源

养护和绿色发展的政策，严格控制捕捞强度，促

进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建立与产业现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和渔业部门确立可以就地生

产、就地销售，也可以长途运销，不受行政区域约

束的管理支付，并加强渔业水域的开发利用，充

分挖掘渔业生产潜力。近年来，为养护渔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又在全国四大海区和七大流域实施

禁渔期制度，实施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加强

渔政执法和涉渔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为渔业转

型升级奠定基础［１１］。四是开发与行业需求相适

应的新兴技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渔业科研部

门先后实现了四大家鱼、大黄鱼、海带等重点养

殖品种的成功繁育，在稻渔综合种养、盐碱水渔

农综合利用、冷水鱼养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

术经验，近年来又在循环水养殖、深远海养殖、集

装箱养殖、智慧水产养殖等方面取得技术突破，

为不同阶段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１２］。同时，加强适用渔具研究和新渔场、新资

源开发，为资源养护和捕捞业转型升级创造条

件。

３．２　十四五渔业发展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

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渔业的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群众对优质安全水产品和优美水

域生态环境的需求，与水产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

出和渔业对资源环境过度利用之间的矛盾。今

后一阶段，中国渔业发展将以提质增效、减量增

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将渔业从数量增

长、规模扩张转到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

（１）海洋捕捞业。２０１７年，农业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国内渔船管控实施海洋渔业资源

总量管理的通知》，提出逐步建立以投入控制为

基础、产出控制为闸门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基本

制度，实现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到２０２０年，
全国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２万艘、功率１５０万
ｋＷ，国内海洋捕捞总产量减少到１０００万ｔ以内，
推动实现海洋捕捞总产量与海洋渔业资源承载

能力相协调。结合中国海洋捕捞业发展政策和

近年产量变化趋势分析，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海洋

捕捞产量将会呈现稳中有降趋势。远洋渔业是

战略性产业，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实施“走

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国内优质水

产品供应、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多双边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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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未来

一个时期，要积极推进远洋渔业转型升级，有效

适应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促进远洋渔业规范有序

和高质量发展。

（２）淡水捕捞业。为进一步加大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力度，农业农村部从２０１８年起在海河、辽
河、松花江等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同时，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零时起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最迟自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零时起实行暂定为期１０年的常
年禁捕，其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长江流域是我国淡水捕捞业主要产区，未来 １０
年我国淡水捕捞产量将会大幅度下降。

（３）海水养殖业。２０１８年，经国务院同意，农
业农村部会同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

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海水养殖方

面，提出要科学确定近海网箱养殖规模和密度，

调减养殖规模超过水域滩涂承载能力区域的养

殖总量。支持发展深远海绿色养殖，鼓励深远海

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今后一段时期，受环

境保护政策影响，我国近海养殖密度和规模预计

有所降低，深远海养殖逐步成为发展方向，海水

养殖规模和产量总体保持稳定并略有上升。

（４）淡水养殖业。２０１８年，经国务院同意，农
业农村部会同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

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淡水养殖方

面，提出要科学确定湖泊、水库、河流等公共自然

水域网箱养殖规模和密度，调减养殖规模超过水

域滩涂承载能力区域的养殖总量。科学调减公

共自然水域投饵养殖，鼓励发展不投饵的生态养

殖。大力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提高稻田综合效

益，实现稳粮促渔、提质增效。加强盐碱水域资

源开发利用，积极发展盐碱水养殖。今后一段时

期，湖泊、水库网箱养殖规模不断下降，稻渔综合

种养等综合利用模式成为发展方向，淡水养殖规

模和产量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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