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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广东省渔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渔村振兴战略,建设广东海洋强省的重要支撑。文章从

优化渔业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养殖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海洋渔业资源开发、推动渔

业全产业链的融合4个角度提出了促进广东省渔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建议,为广东省渔业发展

提供决策建议。研究表明,夯实渔业生产基础,实施质量兴渔战略,构建渔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是推进广东省现代海洋渔业发展重要内容。结合广东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未来广东省要进

一步优化渔业发展空间战略格局,打造珠三角都市特色养殖区、粤东西特色鱼虾养殖区和北部生

态特色养殖区3个各具特色的养殖区,建设沿海海水养殖优势带、西江和北江下游淡水养殖优势

带、东江下游淡水养殖优势带。科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强化渔业养殖、加工和贸易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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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fisheriesinGuangdongprovinceisanimpor-
tantsupportforpromotingtherevitalizationstrategyoffishingvillagesandbuildingastrongma-
rineprovince.Thispaperproposedthepathandsuggestionforpromotingthehigh-qualitydevel-

opmentoffisheriesinGuangdongprovincefromfouraspects:optimizingthestrategiclayoutof
fisherydevelopment,improvingthecoordinat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quacultureand

resourceenvironment,coordinatingthedevelopmentofmarinefisheryresources,and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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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grationoftheentireindustrychainoffisheries.Theresearchaimedtoprovidedecision-

makingadviceforGuangdongprovincefisherydevelopment.Fortheaimofpromotingthedevel-

opmentofmodernmarinefisheriesinGuangdongprovince,thegovernmentshallfirmtheproduc-

tionbaseoffisheries,implythestrategyofqualityfishingandbuildasystemofindustrialinte-

grationoffishingvillages.IncombinationwithGuangdong'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

strategy,Guangdongprovinceshouldfurtheroptimizethespatialdevelopmentpatternoffishery
development,andbuildthreeuniquebreedingareasandthreefishingbelt,includingthePearl

RiverDeltaurbanfishingarea,thefishandshrimpcultivationareainwesternGuangdong,the

northernecologicalfishingarea,thecoastalmarineaquaculturebelt,theXijiangandBeijiangRiver

andthelowerreachesaquaculturebelt,andthefreshwateraquaculturebeltinthelowerreachesof

theDongjiangRiver.Finally,Guangdongprovinceshallscientificallydelineatebannedareas,re-

strictedareasandbreedingareas,andstrengthen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fishfarming,

processingandtrade.

Keywords:Fisheriesdevelopment,Spatialoptimization,Guangdongprovince,Fishingvillagerevi-

talization,Strongmarineprovince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

村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对渔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为广东省

渔村振兴战略实施指明了方向。夯实渔业生产基

础,实施质量兴渔战略,构建渔村产业融合发展体

系,打造特色渔业品牌,完善渔业发展支撑体系,

是推进广东省现代海洋渔业发展工作重点之一,

也是广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支撑。优化渔

业发展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充分利用国内外资

源发展促进广东省渔业发展,是实施质量兴渔战

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广东省渔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途径。

1 广东省渔业发展基础条件优越,渔业发展

成效斐然,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

代渔业强省的重要抓手

1.1 国内外海洋渔业发展进一步加速,水产养殖

重要性不断提升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研究报告[1],未来世

界水产养殖业增长强劲,预计到2030年水产品总产

量将在2030年达到1.87亿t。日本、印度、印度尼

西亚、英国、挪威、泰国等国际渔业生产大国纷纷制

定未来海洋渔业发展战略,推动本国渔业快速高质

量发展,实现现代渔业建设目标。随着人类生态意

识的不断提升,未来水产品捕捞规模将不断下降,

水产养殖业在全球水产品总产量中处于主导地位,

预计将有超过62%的水产品来自水产养殖业。中

国对全球水产行业的影响预计将不断增强,2030
年,中国在水产养殖产量占全球比例将达到57%,

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将超过1亿t。我国海水和淡水

养殖对满足人民群众对丰富、优质水产品不断提升

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1.2 广东省渔业生产基础优异,水域滩涂资源承

载能力较强

广东省拥有丰富的养殖水域资源、气候条件和

生物资源,十分有利于渔业生产。渔业发展的水域

面积广 阔,河 流 水 域 面 积3400km2,水 库 水 域

1600km2,坑 塘 水 域 6600 km2,沿 海 滩 涂

2000km2。内水和领海面积6.47万km2,拥有珠

江口渔场、汕头渔场、抱虎渔场、万山底渔场、放

鸡—海陵渔场等18个传统渔场海洋空间。日照

和水温组合条件优良,洋流条件有利于渔业生产,

江河输入大量营养物质,浮游生物丰富,海陆的渔

业生产条件优异,水域滩涂资源承载能力较强[2]。

1.3 广东省渔业发展迅速,渔业产量和总产值位

居前列,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趋势明显

广东省形成和布局了粤西湛江、茂名、阳江,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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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潮州、汕头、汕尾等重要养殖基地。2017年,广
东省渔业总产量833.54万t,占全国渔业总产量

的12.9%。其中,海洋捕捞144.13万t,海水养殖

302.91万t,淡 水 养 殖 369.69 万t,淡 水 捕 捞

12.04万t。水产品总产值为1147.28亿元,占广

东省 农 业 总 产 值 的20%,占 全 国 渔 业 总 值 的

23.3%。初步形成了以罗非鱼、对虾、鳗鲡、鳜鱼、

加州鲈、中华鳖、罗氏沼虾等为主的名特优新养殖

品种,其中对虾、罗非鱼、鳜鱼、鲈鱼的产量位居全

国第一。设施渔业发展迅速,深水网箱面积已经

超过90万hm2,工厂化养殖超过60万hm2。名贵

龟类、观赏鱼等特色养殖产业发展迅速,在全国占

据较高比例。广东省养殖产业化经营已朝着规模

化、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表1)。

表1 广东省渔业发展情况 万t

渔业 广东 全国

养殖产品 672.6 4906.0

海水养殖 302.9 2000.7

淡水养殖 369.7 2905.3

捕捞产品 160.9 1539.3

海洋捕捞 144.1 1112.4

远洋渔业 4.8 208.6

淡水捕捞 12.0 218.3

总产量 833.5 6445.3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2 优化渔业发展战略布局,构建“三区三带”
养殖空间格局

根据广东渔业资源优势地区分布,以及广东经

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战略布局,未来广东增养殖发展

应构建“三区三带”的养殖空间格局,优化渔业发展

的整体布局。

2.1 推进形成珠三角都市特色养殖区、粤东西特

色鱼虾养殖区和北部生态特色养殖区3个各

具特色的养殖区

珠三角都市特色养殖区以珠江三角洲平原为

重点,以提质增效为主线,重点发展生态高效集约

化池塘养殖、设施养殖,重点发展中山脆肉鲩、珠海

海鲈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品种养殖,提升养殖效

益。强化重点渔业生产空间保护,加快池塘标准化

升级改造,提升优化池塘养殖模式。粤东西特色鱼

虾养殖区依托粤东粤西沿海渔业空间,实施减量增

收,坚持绿色发展,建设集约生态养殖示范区,重点

推进对虾、鲳鱼、鲷鱼、鳗鱼、紫菜、贝类等海水优质

鱼类及名优品种集约化高效清洁养殖,发展壮大地

方生态水产品牌,推进名优海水鱼类、名贵经济贝

类和海藻养殖等高质量发展。北部生态特色养殖

区依托优越的淡水资源,加大养殖池塘标准化和设

施化改造,重点支持清远桂花鱼、梅州客都草鱼等

具有山区特色的养殖品种养殖,培育氹仔鱼、禾花

鱼等知名水产品牌。推广稻鱼养殖、稻虾养殖、菜

鱼共生等稻田综合生态种养模式,发展高效立体循

环养殖,拓展渔业发展空间。

2.2 重点建设沿海海水养殖优势带、西江和北江

下游淡水养殖优势带、东江下游淡水养殖优

势带

沿海海水养殖优势带依托沿海海湾和滩涂资

源,开展陆域池塘养殖、浅海网箱养殖、深水网箱养

殖、浅海增殖等增养殖方式,在稳定传统优势品种

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卵形鲳鲹、鲈鱼、石斑鱼、鲷鱼、

军曹鱼、对虾、牡蛎等品种,积极发展紫菜、白蝶贝、

珍珠贝、海马、鲍鱼等特色品种养殖。西江和北江

下游淡水养殖优势带分布在西江和北江下游,依托

西江、北江下游丰富的水域资源,主要以淡水池塘

养殖为主,重点发展罗非鱼、四大家鱼、鲈鱼、鳗鱼、

鳜鱼、对虾等优势品种养殖。东江下游淡水养殖优

势带依托东江下游丰富的水域资源,主要以淡水池

塘养殖为主,重点发展罗非鱼、四大家鱼、笋壳鱼、

对虾等养殖。

3 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完善分区管

控体系和政策框架

随着海洋开发的不断推进,渔业发展面临越来

越多的资源环境压力,渔业发展空间不断被挤占,

水体污染物不断增加,应加快科学划定养殖功能区

划,提升养殖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1 合理划定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等功能分区

结合广东养殖水域资源特色,坚持生态优先、



第9期 吴旗韬,等: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渔业强省的思考 87   

合理布局、陆海统筹等原则,科学评价广东各地区

水域滩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结合各类空间规

划,特别是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科学划定广东省

养殖区、限养区和禁养区等渔业养殖功能分区。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实验区、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

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航道和锚地、重点

河流的干流、未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周边200m
海域、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的水体、海上倾废区

等水域划定为禁养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水源保

护区二级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作为旅游开发和农

渔业发展的无居民海岛周边200m海域、重点水库

和重点海湾等水域划分为限养区,其他海域、坑塘

水面、湖泊水面、水库、滩涂等适宜水域科学合理划

分为养殖区。

3.2 加强养殖发展管控,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加强分区的养殖管控,促进渔业养殖持

续健康发展。禁养区应严格禁止各类养殖方式,不

再颁发水域滩涂养殖证,禁养区已有的水产养殖,

需要逐步搬迁和转移,妥善安排渔民生产生活;禁

止破坏防护林带和沿海湿地做高位池塘养殖,禁止

将耕地转为海水养殖。严格控制陆域近岸池塘养

殖尾水排放方式,避免对自然保有岸线的破坏。在

重点水库和海湾中,限制网箱和围栏养殖,重点水

库湖泊中饲养滤食性鱼类网箱围栏面积不得超过

水体面积的1%,饲养吃食性鱼类网箱围栏养殖面

积不得超过水体面积的0.25%,重点海湾中浮动式

网箱面积不得超过海区宜养面积的10%;严格控制

限养区养殖规模,养殖强度较高地区,推广阶段性

休养和养殖轮作制度,降低水产养殖密度。养殖区

内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和品种,合理投饵、使用药物,

推进标准化池塘改造建设,有序推进工厂化养殖,

积极发展生态化养殖,防止造成水域的环境污染,

大力发展高附加值渔业品种养殖,提升养殖质量和

经济效益。

4 统筹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合理有序推进近

海渔业发展,积极拓展远洋渔业发展

充分利用近海和外海资源,合理有序推进海水

养殖产业,积极发展远洋捕捞,利用远洋资源推动

广东省海洋渔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4.1 科学布局海水养殖,统筹近海和外海养殖产

业发展

以近岸海水养殖区和传统渔场为基础,科学

养护渔业等海洋生物资源,按照养殖容量科学布

局,保护近岸养殖用海生态环境,保护滩涂生态环

境,实施近海养殖水域生态环境修复,科学控制增

养殖密度和规模,稳定近海养殖规模,调减近海过

密的网箱养殖,近岸重点发展粤西的雷州半岛东

西两岸、茂名博贺、阳江海陵湾,珠三角的江门镇

海湾,粤东的汕尾、南澳-饶平等海洋增养殖基地

发展建设。推动海洋养殖由近海向外海拓展,大

力发展深水网箱养殖等设施渔业,拓展外海养殖

空间。

4.2 积极拓展远洋渔业,实施深蓝渔业发展战略

推动广州、深圳等地市建设远洋渔业基地,紧

密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加强国际远洋渔

业合作,推进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

巴布新几内亚、斐济等国家建设远洋渔业基地。提

高远洋渔业设施装备水平,鼓励远洋渔业企业兼并

重组做大做强,培养适应现代远洋渔业发展要求的

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不断增强综合实力、竞争力

和抗风险能力。发挥水产养殖技术优势,加快“走

出去”的步伐,加强与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国、非洲

等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带动种苗、饲料和养殖装备

出口,支持发展海外养殖。

5 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

渔业全产业链的融合

依托广东省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优势,强化渔

业养殖、加工和贸易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渔业产

业链融合,提升渔业发展整体保障能力,从而推动

广东省现代渔业发展水平。

5.1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渔业产业体系

统筹推进水产养殖业、捕捞业、加工业、增殖

业、休闲渔业五大产业协调发展和一、二、三产业

融合。优化养殖品种,推进优势养殖品种质量提

升,推广名特优新品种,由单纯追求水产养殖产量

向提高水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方向发展,促进水

产养殖品种结构调整,打造水产品牌和特色效益

的现代水产渔业示范区和基地。大力发展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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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加工,建设现代水产加工集聚区,鼓励发展水产

品物流等生产服务产业,延长水产养殖产业链,提

升养殖产业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渔港经济区建

设[3],以沿海渔港为支点,通过在近岸建设人工鱼

礁和海洋牧场,深海进行深水网箱养殖,打通渔港

从近岸到深海发展的纵深链条。按照健康清洁养

殖的要求,在陆地大力发展以工厂化养殖、循环水

养殖为主要形式的设施渔业,在近海大力推动万

山群岛、海陵湾、放鸡岛等沿海八大深水网箱基地

建设,大力发展自动化、机械化、智能化深水网箱

养殖模式。发展特色养殖,开展锦鲤、金鱼和大宗

热带观赏鱼类品种培育,推进观赏鱼养殖稳定发

展。依托养殖优势区域,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等产

业发展,促进渔村振兴发展,建设面向未来的美丽

渔村。

5.2 促进创新和人才保障,推进支撑体系建设

面向产业需求,以需求链带动创新链,以创新

链推动产业链,重点支持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

技术研究等公益性渔业科技创新攻关,注重成果的

转化和技术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水产养殖技术水

平和水产品质量。实施水产人才培养工程,搭建人

才发展平台,调动人才积极性,激发创造活力,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推广应用能力水平。支持

“互联网+现代渔业”构建全省水产养殖信息服务

平台,鼓励养殖企业应用渔业物联网技术,试点建

立基于环境感知、实时监测、自动控制的水质远程

在线监控系统和现代数字渔业与物联网智能管理

系统,开展养殖渔情信息采集、水质在线监控、精准

投放、疾病自动诊断、废弃物自动回收系统等的应

用推广。

6 小结

夯实渔业生产基础,实施质量兴渔战略,构建

渔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是推进广东省现代海洋渔

业发展重要内容。从广东省的渔业发展传统和优

势,结合广东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未来广东

省要进一步优化渔业发展空间战略格局,打造珠三

角都市特色养殖区、粤东西特色鱼虾养殖区和北部

生态特色养殖区3个各具特色的养殖区,建设沿海

海水养殖优势带、西江和北江下游淡水养殖优势

带、东江下游淡水养殖优势带。以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为基础,科学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完善

分区管控体系和政策框架。充分利用近海和外海

资源,推动广东省海洋渔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强化

渔业养殖、加工和贸易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渔业

产业链融合,提升渔业发展整体保障能力,从而推

动广东省现代渔业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 粮农组织.2018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R].2018.

[2] 马志洲,欧小华.广东省海水养殖现状与持续发展[J].海洋与

渔业,2018(7):90-93.

[3] 广东现代渔港建设联合调研组,马占亚.凝聚共识克服困难继

续推进广东现代渔港建设[J].广东经济,2018(4):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