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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序 言

发展常常因为缺少信息交流而受到阻碍。尽管中国大陆拥有水产养殖的悠

久历史，自1978年以来其迅速稳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水产养殖头号

大国，以及中国在水产养殖业方面有着丰富的科学知识，但人们对中国水产养殖

业成功的原因和因素却知之甚少。本报告力求缩小这一信息鸿沟。渔业发展规划

处Nathanael Hishamunda在内陆水资源及水产养殖处Rohana Subasinghe的协助下，

完成了报告的编写工作。背景材料则由中国淡水、咸淡水和海水养殖及鱼品销

售、经济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七名专家以及粮农组织顾问组成的一个小组收集。

中国专家包括：黄海渔业研究所陈家鑫教授、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缪为民教授、农

业部刘晴和王京、中国渔业协会江开勇和钟敏青及中国渔业信息网（INFOYU）

的陈述平。粮农组织的顾问包括：夏威夷大学PingSun Leung教授、Albert Tacon和

Kee Chai Chong。在此，对他们在完成本书稿过程中表现出的奉献和敬业精神谨

表谢意。希望报告中所含的宝贵信息和经验在世界其它地方得到有效利用，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作为实现粮食安全和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它们正在奋力发

展水产养殖业。

粮农组织渔业部

渔业发展规划处处长

Ulf Wijkström

及

粮农组织渔业部

内陆水资源及水产养殖处处长

贾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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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准备

本报告是在粮农组织渔业部不断努力、通过发展水产养殖业来减少发展中

国家贫困和饥饿的框架内准备的。它力求分析促进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

的原因和因素，特别是公共部门政策的作用。其目的是向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的经验，以便对发展中国家从这项可持续和可盈利的水产养

殖实践经验中受益的方式进行评估。

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方法包含对四个问题的答复，即：为什么中国水产

养殖业能够发展；中国目前的水产养殖业处在什么水平；这一发展水平是如何

实现的；以及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方向。该项研究涉及除台湾省以外的整个中

国。编写本报告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该部门现有的文件、专家实地考察报告以

及专家们对这一部门的了解。该部门的主角，诸如决策者/政府官员、农场管理人

员/农场主、水产品的国内销售人员、水产品加工人员、水产品专家以及消费者，

也为完成这项研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分 发：

粮农组织成员

其它有关国家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

粮农组织渔业部

粮农组织区域和分区域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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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本报告对促进中国水产养殖发展的原因和要素、包括公共部门的政策进行

了分析，目的是了解这一发展的前景，向世界其它各国、特别是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中国的经验，因为作为实现粮食安全和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它们正在

奋力发展水产养殖业。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增长似乎是由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政策

及经济原因所驱动，它们包括创造就业，特别是为农村社区；创造和积累国家、

地区和个人不动产及财富以及赚取购买资产物资所急需的外汇，以便在经历了外

国控制和内战并于1949年共和国诞生后重建国家经济。

该部门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政策体制实现：从1949年至1978年中央计划的

人人平等模式和1978年之后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第一个模式中，政府全面

严格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因此缺少来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投入以

及在生产与消费决策过程中缺少对市场作用和其它信号的重视。按照这个模式，

发展是缓慢的。在第二个、也就是最为有效的模式中，经济和政策改革得到执

行，允许生产者对生产和销售作出决定。重点放在全面利用生产资源，其中包

括人力因素、适宜的水面、滩涂及水渍地等。对研究和技术、包括本地品种和

外来品种在内的养殖品种多样性，推广商业价值高的品种、建立覆盖基层的全

国水产养殖推广网络、建立及不断完善可行的政策和法规框架等方面的投资，

也同样得到促进。

由于政府持续积极的政策、恰当的预先计划、设计科学的生产技术、完好的

管理以及日趋重要的水产品世界需求，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在国内和国际可以并且

有能力做到使生产稳定、持续及具有竞争性。可以从中国的经历中学习到宝贵的

经验：(1) 水产养殖业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创造食品和就业，改善农村

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从而减少饥饿和贫困；(2) 经济上充满活力而又可持续

的水产养殖业的动力是政府制定良好政策支持该部门的意愿和决心，特别是发布

具体政策；同样，市场也决定对产品的需求；(3) 全面利用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

源；为发展该部门而不断完善法规框架；生产技术的科研突破将会加强水产养殖

业并确保其持续性，进而使水产养殖业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

Hishamunda, N.; Subasinghe, R.

“中国水产养殖的发展：公共部门政策的作用”,

《粮农组织渔业技术论文》，第427号，罗马，粮农组织，2003年，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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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水产养殖日益被许多决策人员和开发机构看作是寻求全球粮食安全和经

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大陆拥有至少2500年水产养

殖的悠久历史。然而，自20世纪五十年代，特别是1978年之后，水产养殖在

中国才得到快速稳定的发展。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水产养殖为中国水产品

的生产做出重要贡献。在2000年，水产养殖产品占中国水产品产量的60％，

与此相比,1950年约占17％，1978年占27％。此外，中国一直是世界水产养殖

大国。

虽然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水产养殖经验，但是人们对这一部门在中国

的发展却知之甚少。特别是有关中国水产养殖发展的背后原因和因素，

形成文字的材料不多。分析这些问题不仅对了解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未来

极为关键，而且在指导世界其它地区的水产养殖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在这样的框架内，粮农组织渔业部与中国政府开展了一项联合研

究，试图分析有助于这个部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其它因素。最终目的

是对具有水产养殖潜力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益于中国可持续及

可盈利的水产养殖实践经验的方式予以评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

方法包含对四个问题的答复，即：为什么水产养殖在中国得到发展；目

前中国水产养殖处在什么水平；这一发展水平是如何实现的以及中国水

产养殖的发展方向。

该项研究涵盖除台湾省以外的整个中国，主要由淡水、咸淡水和海水养

殖以及鱼品销售、经济和决策方面的七位中国专家组成的小组完成。专家组

收集、汇总并分析了完成此项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撰写了本报告。粮农组织

的主要作用是对收集、整理何种信息方可达到预期目的提供指导，以及在报

告构思和撰写期间提供适当的技术和其它支持。

撰写报告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该部门现有的文件、专家实地考察报告

以及专家组对这一部门的了解。该部门的主角，如决策人/政府官员、养殖场

管理人员/养殖场主、养殖产品的国内销售人员、养殖产品的加工人员、养殖

产品专家以及消费者亦为完成这项研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除了本章的介绍以外，报告还包括下列章节：历史的发展；公共部门政

策的作用；未来的道路以及一个简短的结论。

第一章通过简单叙述水产养殖的历史及讨论水产养殖在中国的发展现

状，介绍该部门的结构、组织和业绩，对“为什么和什么”的问题提供

了答案。通过讨论政府用来鼓励和发展水产养殖的总体和具体政策；第

二章阐述了水产养殖“如何”在中国得到发展。第三章围绕中国水产养

殖业作为新技术源应该发挥的作用、其在中国社会的作用、扩大供应的

潜力、国内和国际市场、水产养殖与环境、弱点和优势以及未来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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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养殖的发展：公共部门政策的作用2

方向等问题，对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未来进行了评价，从而回答了“走向

何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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