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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融危机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洋渔业出口、对水产品加工企业、远洋捕捞、海水养

殖和渔民增收等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体制,为金融支持海洋渔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促进出口;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着力优化海洋渔业结构,促进海洋渔业产业升

级;大力发展现代渔业,努力增加渔民收入;完善渔业发展政策,保障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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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articlemakesananalysisoftheimpactofthefinancecrisisonoceanfisheryinChina
and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solutions.TheimpactofthefinancialcrisisonChina’soceanfish-
eryhasmainlybeenshowninindustriesliketheexportationofoceanfishery,fishingprocessingando-
cean-goingfishing.Italsoslowsdowntheinvestmentandthedevelopmentofthemarineaquacultureand
resultsinthedeductionoffishermen’sincome.Thearticlealsoputsforwardsomesolutionsbasedonthe
statementillustratedabove,includingtheperfectionofthefinancialsystem,thecreationofafavo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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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ofmarineaquaculturewithhigh-tech,theoptimizationoftheoceanfisherystructuretopro-
motetheupgradeofoceanfisheryindustry,thedevelopmentofmodernfishery,thegreateffortsinin-
creasingthefishermen’sincome,themakingofthepoliciesoffisherytoprotectthedevelopmentoffish-
ery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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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以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全球经济实体受到巨大冲击,我国对外贸易直线下

滑。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国际上扮演越来

越重要角色的我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和影

响,其中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海洋渔业受金融危机的

影响和冲击尤为直接和显著。海洋渔业在我国经济

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

此,研究金融危机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和对策就

显得十分必要。

  一、我国海洋渔业现状

海洋渔业是海洋产业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

括海水养殖、海洋捕捞、海洋渔业服务和海洋水产品

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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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洋产业对金融危机反应的滞后性,我国

去年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仍然较为稳定。据《2008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称,2008年全国海洋生

产总值29662亿元,比上年增长11.0%,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9.87%,比上年提高了0.13个百分点,占
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15.8%。其中,海洋产业增加

值17351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12311亿元。

2008年,各沿海地区控制渔业捕捞强度,大力调整

海洋渔业产业结构,海洋渔业平稳发展,全年实现增

加值2216亿元,比上年增长3.3%。
由于金融危机对海洋经济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

滞性,一些潜在的风险将在2009年逐步显现,海洋

渔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不确定性,决定了2009年将

是海洋渔业发展比较艰难的一年。受金融危机的影

响,世界银行对2009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预期逐

步下调,由2008年6月的6.4%,调整为2008年11
月12日的4.5%,2008年11月22日进一步调整为

1%。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预计2009年海洋经济整

体增速将放缓,增幅将有所回落。
据国家海洋局预计:2009年,我国海洋经济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国际金融危机对海洋经济发

展将会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海洋渔业作为海洋经

济中的一大产业,预计我国海洋渔业增长放缓会逐

步显现。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
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

海洋渔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相互影响上,具体影响体

现如下:

1.金融危机对海洋渔业出口的影响

在我国产品出口总体趋缓的背景下,金融危机

对我国海洋渔业出口的冲击很大。金融危机致使国

际水产品的消费需求下降,原因在于欧美和日本等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仍在持续,各国民众的消费

能力持续低迷。而我国海洋渔业出口的主要对象是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所以国际消费市场的

萎缩必然导致我国海洋渔业出口的下降。据相关部

门了解,我国不少沿海省市海产品对欧盟、美国、日
本等国际水产品市场的出口出现下滑,很多规模较

小的水产加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海关总署2009年1月13日发布的2008年我

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12月出

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8%,至1111.6亿美元,进
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1.3%,至721.8亿美元。我

国12月份对外贸易实现顺差389.8亿美元,较11
月份创下的最低纪录400.9亿美元有所回落,进出

口仍是负增长。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的海洋渔业

出口也必然受到影响。

2.金融危机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
一方面,金融危机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金融危机致使水产品的价

格下降,产品附加值降低,人民币升值致使出口企业

的财务成本加大,原材料及用工成本增加,从而影响

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利润;(二)金融危机使水产品产

业结构升级压力不断增大;(三)下游水产品产业受

金融危机影响导致需求下降;(四)金融危机下各国

加剧了贸易保护,贸易摩擦加剧;(五)金融危机使企

业出口风险加大,出口企业面临人民币升值及外部

消费需求下降的双重打击。在上述因素叠加影响

下,势必导致出口加工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出
口压力加大。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水产品加工企

业面临的竞争将加剧。原因在于其他渔业强国也会

增加对外国的出口,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度过金融危

机。国际渔业企业大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规模化生

产或捕捞水产品,优质低价的水产品必将大量涌入

国内市场。我国的部分海洋渔业加工企业科技含量

低,成本高,加工设备陈旧,加工工艺落后,产品质量

偏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能力差,经营管理方式僵

化,无品牌优势,难以承受进口水产品的冲击,水产

加工品和制成品在技术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地位[1]。

3.金融危机对远洋捕捞的影响

众所周知,远洋捕捞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

集型的产业,所以远洋渔业的资金投入很大,同时技

术要求也很高。金融危机对远洋捕捞的影响,一方

面主要表现在受美国次贷危机与国际金融急剧动荡

的影响,我国远洋渔业企业向海外融资的困难加大。
这些都将对我国远洋渔业的增长态势构成较大压

力,影响远洋渔业的发展。因为这场金融风暴导致

全球股市暴跌,上市公司资产缩水,银行资本金充足

率下降,投资银行尚且自顾不暇,投资人则更加谨

慎。由此造成我国远洋渔业企业的融资渠道变窄、
融资难度加大,使得我国远洋渔业企业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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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利于远洋

渔业的技术创新和远洋捕鱼船的更新和维护,这对

远洋渔业的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从而直接影响海

洋捕捞。同时金融危机还不利于我国远洋渔业进行

全球性的渔业资源勘察和捕捞。

4.金融危对海水养殖发展和渔民增收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海水养殖和渔民增收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的海水养殖存在着很多

问题。比如:海水养殖的无序发展;柴油价格连续上

涨,捕捞成本加大,导致部分渔船停航停产;养殖区

作业结构布局不合理;渔港建设滞后,后勤服务跟不

上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海水养殖的发展[2]。然而

要改善我国海水养殖的现状,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金融危机对改善海水养殖的条件带来了较大的

影响。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造成水产品需求降低,渔民

增收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渔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于水产品的买卖,然而金融危机使得市场

消费需求下降,水产品价格下降,致使渔民收入减

少;(二)金融危机使得我国人民币处于不断增值状

态,因此也无形中增加了我国海水养殖的成本,不利

于出口,影响渔民增收。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海洋渔业
影响的对策

  1.完善金融体制,为金融支持海洋渔业发展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出口

海洋渔业作为海洋经济中的一大产业,与其他

产业一样,只有得到金融支持,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而现实中的海洋渔业获得金融支持的现状是令人堪

忧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海洋渔业作为高

风险的行业,由于从事海洋渔业的渔民和企业存在

抵押、担保不足等问题,金融机构对海洋渔业的贷款

需求一般采取惜贷的态度;另一方面,现有的金融机

制也不适应海洋渔业发展的需要,比如:定价机制不

完善,利率过高抑制了贷款需求;贷款额度低且期限

短,与渔民、养殖户实际需求差距较大;贷款手续繁

琐,效率不高等原因影响了渔民和企业的贷款积极

性[3]。
因此,必须完善金融体制,为金融支持海洋渔业

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做法有:加快金融

服务体系改革,形成适合海洋渔业发展的金融格局;

制定适合的利率,支持海洋渔业发展;改善服务,提
高效率,通过建设与海洋渔业相适应的贷款品种等

多种方式以提高金融对海洋渔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例如健全渔业保险制度。渔业保险,是从渔业行业

的实际出发,为渔业从业人群的风险进行防范的行

为。由于海洋渔业是一种国际上公认的风险较大的

产业之一,所以更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从而增强化

解风险的能力,及时转危为安[4]。在金融危机背景

下,充分发挥海洋渔业保险的作用帮助渔民、养殖户

和水产品企业渡过难关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应当考虑成立相关的行业协会,为水产品

出口做出相应的指导,避免国内少数企业的短视行

为,促进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增加出口。

2.充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水产品加工企业的

发展

科技是发展渔业的内在动力和支持,是实现渔

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渔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科技是

养殖业的重要支撑。因此,要切实贯彻“科技兴渔”
战略,强化科技支撑,构建海洋渔业科技支撑体系,
引入高新技术,不断提高渔产品的科技含量。一是

整合科技力量。要使我国的海洋、水产院校及研究

单位切实加以整合,从而更好地发挥它们应有的作

用。特别是要加强与国外渔业发达地区开展科研对

口交流和学术研讨,通过合作研究,不断提高渔业科

技水平。二是坚持产学研相结合。要依靠科技进步

来改造传统养殖业,大力发展海水养殖种类的人工

育苗技术,鼓励发展经营型海洋科研机构,加快海洋

生物技术产业化,把海水养殖种苗作为突破口,发展

壮大海水养殖种苗业,利用海洋生物技术改良主要

海水养殖品种,培育具有优良性状的海水养殖新品

种,引进繁育优良品种。三是大力发展海洋高科技

产业。围绕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工程、水产品加工等

领域,抓好适用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努力使海洋水产

品加工业在开发新产品方面取得新突破[5]。

3.着力优化海洋渔业结构,促进海洋渔业产业

升级

要树立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走高效养

殖、适度捕捞、生态旅游多元化发展道路,推动渔业

生产标准化、生态化、产业化。一是大力发展海水养

殖业。我国有很多海域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及水文

条件适合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生存和发展,为优化养

殖种类,调整、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丰富的物种资

源。海水养殖业要进一步加强对养殖区域布局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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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种类的调整,发展高价值种类的养殖,提高产品经

济价值,使养殖业者获得丰产丰收的经济效益。二

是加快发展远洋渔业。因为过度捕捞,致使近、内海

渔业资源衰退,局部海域基础生产能力下降。三是

积极发展休闲渔业。休闲渔业是近年来世界各地在

海洋渔业面临资源衰退、渔业效益下降的情况而采

取的战略措施,通过投放人工鱼礁,改善生态环境,
增加渔业资源量[5]。

4.大力发展现代渔业,努力增加渔民收入

一是重点发展科技型渔业。紧紧围绕海珍品苗

种培育、名特优新品种引进、传统品种改良、虾鱼类

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和渔业病害防治等,开展专题研

究和攻关,加快渔业科技创新,提高渔业整体水平,
切实推进渔业“三个转变”,即由传统品种养殖为主

向名特优新品种养殖为主的转变,由海上粗养为主

向沿岸集约化精养为主的转变,由多限于内湾生产

为主向外部深水域扩展为主的转变。二是大力发展

设施型渔业。坚持高起点,高档次,高效益的“三高”
原则,采取政策引导、财政扶持等方式,进一步完善

鱼虾贝等越冬设施配套,重点发展鱼虾类工厂化养

殖,积极推进鲑类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不断培植渔

业新的增长点,为渔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是加快发展生态型渔业。立足当地海域资源优

势,建造人工鱼礁,积极发展以海参、鲍等高附加值

品种为主的增养殖业。切实加大资金投入,扩大人

工增殖放流规模,有效促进渔业资源恢复。按国际

绿色渔业标准,加快鱼、虾、贝等传统支柱渔业改良

步伐,提高水产品质量,增加渔业经济效益[6]。

5.完善渔业发展政策,保障渔业持续稳定发展

一是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规划。着眼于可持续

发展,按科学化开发、规范化使用和持续化发展的原

则,切实加强对海域使用宏观指导与调控,合理调整

海域使用布局,逐步实现以规划促规范,以规范促发

展,在优先保证大项目建设的同时,为渔业长足发展

提供有效保障。二是进一步完善渔业发展政策。制

订鼓励和扶持外部深水海域开发的相关政策,依靠

科技进步和创新,改进生产方式,发展深水海域养殖

业,切实推进外部深水海域开发,有效缓解内湾海域

供求矛盾,为养殖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三是进

一步探索渔业管理新路子。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海域使用权公开招标、拍卖制度,逐步建立起遵循市

场经济发展规律和适应渔业发展要求的海域管理和

渔业发展新机制,以保障和推动海洋渔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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