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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政扶持海水养殖规模化经营的
实践与思考

金，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每年安排

专项资金支持海水养殖集约化规模化发

展，使海水养殖业初步走上了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之路。据统计，2012年全省

海水养殖135万亩、产量86万吨、产值

114亿元，渔民人均收入1.6万元，比上

年增长9.1% ；累计发展海水养殖专业合

作社473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约30家。

一是支持培育优势主导产品。实施

现代渔业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对虾类、

海水蟹类、海水贝类等优势突出、特色

鲜明的主导产品，逐步形成品牌知名

度高、产业带分布集中、市场竞争力较

强、单个品种产值超过10亿元的五大类

六大品种的海水养殖主导产业，其中青

蟹、梭子蟹的产值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60%、66%，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

二是支持加强种业建设和技术推

广。实施水产种子种苗工程，培育良种原

种场，加大对全省30余个主要抗特定疫

病品种以及快速生长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工作，努力提高单位产出率和产品品质。

加强渔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强海水养殖

病害测报和防治。积极推广应用优质、高

效、生态安全的标准化养殖模式技术，全

省水产养殖标准化生产比重达到46.3%。

三是支持开展养殖生产设施和装备

建设。实施涵盖海水养殖在内的百万亩

标准鱼塘建设工程和现代渔业园区建设

工程，重点支持基地道路建设和改造、

进排水渠道建设、网箱、底增氧机械购

置等，大幅改善养殖生产条件。

四是支持加强水产品质量监管。高

度重视养殖产品质量与数量的同步提高，

建立责任渔技员制度，大力实施健康养

殖和标准化养殖，推行无公害产地认定，

认真组织开展包括海水养殖产品在内的

水产品药物残留监控、养殖投入口监管、

风险排查和监测等工作，省级初级水产

品抽检样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

五是支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针对

海水养殖产业总体低、小、散、乱的现

状，以百万亩标准鱼塘建设工程和现代

渔业园区建设工程建设为抓手，积极鼓

励各地在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按

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采用转包、

出租、入股等多种形式，促进养殖水面

承包经营权流转，为养殖水面进一步集

中于养殖大户和能手提供了可能。

二、当前海水养殖适度规模

化经营所面临的新问题

一是海水养殖发展空间受限。随

□章薇婷

浙江省于2010年启动包括海水养

殖在内的现代渔业园区建设，为推进海

水养殖适度规模经营进行了探索、积累

了一定经验。2013年8月，浙江省下发

《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界定

了家庭农（含林、渔）场的概念，并在加

强管理服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

组织领导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为促进海

水养殖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创造了条

件。当前海水养殖适度规模化经营仍然

面临一些新挑战和新问题，财政部门应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努力提升海水养

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

一、浙江省财政支持海水养

殖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浙江省财政积极筹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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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水域滩

涂被围垦、占用，养殖空间不断减少。

2008—2012年浙江海水养殖面积依次为

96.14千公顷、94.51千公顷、93.91千公

顷、90.84千公顷和89.75千公顷，呈明

显的逐步下降趋势。并且，在一段时期

内，这种现象还将进一步加剧。

二是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海水养

殖龙头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

的比例偏低。以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方

式比例约占到总数的75%以上，户均仅

20—30亩，65%以上以分散经营为主，

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较少，存在经营活动

相对分散、运行机制不够规范、设施化

程度低等问题。即使是规模经营组织，

其发展水平也不高，内部管理、自我服

务能力等都比较欠缺，抗风险能力、可

持续发展能力、市场竞争力较弱。

三是养殖技术总体比较落后。一些

海水养殖户所用的养殖饲料多是臭鱼烂

虾，缺乏优质的饵料和饲料，极易引发

养殖病害；海水养殖用药的研究、生产

跟不上海水养殖的病害防治需求；海水

养殖用疫苗的开发应用尚不够；养殖生

物的密度往往过大，造成养殖生物的代

谢产物积聚过多，过量投饵造成残剩饵

料沉积于水底引发水质和底质的恶化；

水产技术推广体系较为薄弱。

四是抗风险能力薄弱。海水养殖业

抵御各种风险能力较差，每年因自然灾

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给海水养殖造成重大

损失，特别是台风，十分容易造成海水

养殖户血本无归的致命打击，而保险业

尚未进入海水养殖领域，风险分摊和救

助救济机制不完善，灾后生产自救能力

薄弱。

三、完善海水养殖规模化经

营的建议

一是构建投入稳步增长的长效机

制。努力加大扶持力度，在现有补助补

贴种类基础上，按照养殖面积、产出量

和商品量分等进行补贴，财政专项资金

新增部分向规模经营倾斜，着力构建投

入稳步增长的长效机制。以现代农业生

产发展、农业综合开发、农机购置补贴

等资金为抓手，对符合条件的省级示范

性家庭渔场、专业合作社、特色渔业精

品园建设项目，通过贷款贴息、项目补

助、以奖代补等形式予以支持。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引导工商企

业、民间资本投资于海水养殖业，形成

多元化投入机制，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二是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保持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

上，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促进家庭承

包经营的升级，支持龙头企业、特色渔

业精品园、家庭渔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

发展。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年轻新型

职业渔民。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建立健

全培训制度，完善生产技术、操作技能、

质量监管、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内

容，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养殖户。落实支持大

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相关财政政

策，吸引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外

出务工青年农民、农村经纪人等从事海

水养殖业。支持探索组建农业劳务中介

服务组织，满足家庭渔场临时性用工需

求。支持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与养殖户

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

三是支持提高养殖户组织化水平。

因地制宜探索培育多种形式的海水养

殖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优先扶持合作

社增强海水养殖生产能力、兴办服务设

施的项目，扩大合作社及行业协会的作

用，推广“龙头企业（特色渔业精品园、

家庭渔场）+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集

体经济组织）+养殖户”的组织带动模

式，促进千家万户“低、小、散”的养殖

户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

市场竞争力。推进社会化服务下的横向

联合、股份制合作等，促进海水养殖业

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品牌化营销。

四是支持培育海水养殖新型服务机

构。按照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

市场化的思路，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

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

协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公共服务机构

重点加强在公益性、外部性、基础性的领

域以及经营性服务机构不愿干、干不来

的领域强化服务，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强

化科技成果转化。经营性服务机构，主要

侧重于对海水养殖的技术、包装、贮运、

加工、营销、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环节，

促进海水养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五是支持完善海水养殖生产质量管

理体系。支持相关主管部门建立水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和自律性检测检验制度、

药物残留抽样检测和病害测报制度。支

持开展以疫苗开发为重点的水产养殖病

害免疫防治发展战略，逐步减少乃至最

终彻底禁止抗生药物的使用。支持积极

发展综合养殖模式，利用养殖生物间的

代谢互补性来消耗有害的代谢物，减少

养殖生物对养殖水域的自身污染，实现

养殖水体的可持续利用。 

六是支持开展海水养殖保险探索。

各级财政积极支持各类政策性农业担

保公司把家庭渔场、特色渔业精品园等

纳入服务范围，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家庭

渔场、特色渔业精品园提供融资性担保

服务，省级财政对符合条件的农业担保

机构给予一定风险补偿。有条件的市、

县（市、区）要对扩大用于家庭渔场等

新型主体的贷款给予贴息。支持规模经

营主体参加渔业保险增强抗风险能力，

着力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积

极争取将浙江省更多的包括海水养殖

在内的农业保险品种纳入中央财政保

费补助范围。完善政府补助和商业保险

相结合的家庭渔场、特色渔业精品园等

的保险体系。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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