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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唐启升 1,2①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海洋渔业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   

山东  青岛  266071；2. 海水养殖生物育种与可持续产出全国重点实验室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本文共分 4 个部分：1. 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渔业总产量、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和水产养

殖占总产量百分比 3 组数据展示，直观地表达了中国现代渔业的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佐证

了中国式“以养为主”渔业发展模式的实质性贡献，不仅为保障粮食安全、营养安全和生态安

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还颠覆了自 1840 年以来世界“以捕为主或捕捞独大”的近代渔业发展

模式，“以养为主”已成为现代渔业发展的主要方向。2. 论述了激发中国式“以养为主”渔业快

速、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即超前的思想准备、坚实的科技支撑、正确的发展方针、清晰的发展

理念，这 4 个方面对未来的发展依然重要。3. 保证中国式“以养为主”渔业稳定、持续发展的

支撑点，包括独特的水产养殖种类组成和显著的渔业碳汇功能，这些特点仍然是支撑中国式现

代渔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4. 展望未来，绿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

的必需之策。大事之重是建设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实施养殖容量规划管理制度，建设资源

养护型捕捞业，强化限额捕捞管理制度和养护措施。为了保障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

渔业可持续产出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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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以养为主”渔业发展模式的实质性贡献，

不仅为保障粮食安全、营养安全和生态安全做出了重

要贡献，显著提升了渔业的食物供给功能、生态服务

功能和文化服务功能，还颠覆了自 1840 年以来世界

“以捕为主或捕捞独大”的近代渔业发展模式，“以

养为主”已成为现代渔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上也是

中国工程院自 2009 年以来多项渔业战略咨询研究形

成的一个基本认识(唐启升, 2013、2017a、2017b、

2019、2022)。另外，中国渔业发展的实质性贡献也

得到了国际认可并形成了美欧也在学的局面，例如：

2002 年世界水产养殖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科学指

导委员会为大会确定的主题是“中国——水产养殖之

乡(China, the home of aquaculture)”；2016 年联合国粮

农组织(FAO)渔业年度报告写道“2014 年是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水产养殖业对人类水产品消费的贡献

首次超过野生水产品捕捞业”，“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产量贡献在“60%以上”(FAO, 2016)；2020 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促进水产养殖发展的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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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
/executive-order-promoting-american-seafood-competit
iveness-economic-growth)。那么，中国渔业是怎样取

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并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模式？！ 

本文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成果的陈述、历

史过往重要事件和“以养为主”中国渔业独特点的总

结回答上述问题并展望未来，主要内容包括：显示中

国渔业发生重大变化的有关数据；激发“以养为主”

中国渔业快速、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保证“以养为主”

中国渔业稳定、持续发展的支撑点；展望和需要特别

采取的措施。 

1  显示中国渔业发生重大变化的有关数据① 

通过以下渔业总产量、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和水产

养殖与捕捞产量以及占总产量百分比 3 组数据展示，

直观地表达中国现代渔业的重大变化。 

1.1  渔业总产量的变化 

1949 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为 52 万 t，占世界渔业总产

量不足 3%；随着生产恢复和发展，20 世纪 50—70 年代

中国渔业年度总产量约为 100~500 万 t，占世界渔业

总产量 8%左右；1985 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为 802 万 t，

占世界渔业总产量 9%，之后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进

入 21 世纪，持续增加，2000 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为

3 706 万 t，占世界渔业总产量 29%，2010 年之后占比

超过 1/3，如 2020 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为 6 549 万 t，占世

界渔业总产量 36%，成为名副其实的渔业大国(图 1)。 

1.2  水产品人均占有量的变化 

1949 年中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不足 1 kg，仅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 1/10 多一点(13%)；20 世纪 50—70 年代

中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有所增加，但仍然处于较低水

平(约 1.7~5.2 kg)；1985 年人均占有量为 7.6 kg，不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1/2 (42%)，之后有了明显增加；

进入 21 世纪后持续增加，2000 年中国水产品人均占

有量为 29.2 kg，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40%，2020 年中

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达 46.4 kg，约为世界平均水平

的 2 倍(图 2)。这个重大变化是中国式“以养为主”

现代渔业持续发展的直接结果。 

1.3  水产养殖与捕捞产量及占渔业总产量百分比的变化 

1949 年中国渔业总产量中水产养殖与捕捞产量 

 
 

图 1  1950—2020 年中国与世界渔业总产量变化 
Fig.1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total fisheries 

production from 1950 to 2020 
 

 
 

图 2  1950—2020 年中国与世界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变化 
Fig.2  Changes in per capita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1950 to 2020 
 

百分比约为 3∶97，而世界渔业总产量中水产养殖产

量占比约为 2%左右；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水产

养殖与捕捞产量占总产量百分比约为 23∶77；1985 年

之后二者之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如 1988 年中国水产

养殖产量占比超过 1/2 (52%)，而世界渔业总产量中水

产养殖产量占比也有了增加，为 12%；进入 21 世纪，

水产养殖产量占比持续增加，2000 年中国渔业总产

量中水产养殖产量占比为 60%，2020 年占比为 80% 

(图 3)。2020 年世界渔业总产量中水产养殖产量占比

超过 1/2 (51%)，这意味着渔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

本的改变，水产养殖成为渔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中国

式“以养为主”的发展模式从保障粮食安全、营养安

全和生态安全等多个方面影响世界渔业的发展。 

2  激发“以养为主”中国渔业快速、持续发

展的驱动力 

1840 年之后，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惠及渔

业，蒸汽机开始用于捕捞渔船，催生了近代渔业发展，  
                            

① 为了便于比较，文内所使用的渔业数据按照中国统计标准计，即藻类的产量按干品计量(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等, 2023; FAO, 2023)。数据换算和制图由毛玉泽研究员完成，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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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50—2020 年中国水产养殖与捕捞产量及占 

渔业总产量百分比变化 

Fig.3  Changes in aquaculture and capture production and 
the percentage of total fishery production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20 
 

形成了“以捕为主或捕捞独大”的渔业发展模式。这

种发展模式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开始的现代渔业，但

是这个有百余年历史的发展模式却被中国“以养为

主”的渔业发展模式颠覆了，其驱动力主要表现为超

前的思想准备、坚实的科技支撑、正确的发展决策和

清晰的发展理念等 4 个方面。 

2.1  超前的思想准备 

1958 年，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发表高文华“养

捕之争”一文，文章作者是国家水产部主持工作的副

部长，虽然作者在文中对“以养殖为主”和“以捕捞

为主”两种发展意见都进行了充分的表述，但是他明

显倾向于前一种意见。经过讨论并根据党的八大二次

会议精神，最终提出“养捕并举”的指导思想，使“养

捕之争”暂告一段落。这次讨论的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是世界上首次在国家层面上把水产养殖放在与捕

捞业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单靠渔业

捕捞不能满足对水产品的需求，需要发展新的生产方

式，也使中国成为首个超前认识到水产养殖将在现代

渔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 

2.2  坚实的科技支撑 

1958 年，钟麟团队攻克鲢、鳙等家鱼的人工繁

殖技术，结束了养殖依赖天然鱼苗的历史，促进水产

养殖普遍而广泛的发展，带动了规模化养殖技术和学

科进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创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学科知识体系和支撑渔业发展的重点学科领域，在推

进产业科技进步、基础研究和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

了各自且相互关联的重点学科领域(唐启升等, 2023)。

重点学科领域的创新发展，铸造了新的驱动力，使中国

渔业科技进步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000 年的

50%上升为 2020 年的 60%以上，在大农业中最高，使

中国渔业科技在应用和基础两个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如

培育养殖新品种 283 个(1996—2023 年)、稻渔综合种养

和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等特色各异的生态养殖模式得

到广泛应用、水产基因组学技术成果占世界 40%以上

等，为中国式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正确的发展决策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城乡居民“吃鱼难”的问

题十分突出，“养捕之争”再次被提及。1978 年 10 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

之后两年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报刊和文件上专门

对水产问题做了 20 多次批示，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积极支持渔业生产，努力把水产事业搞上去。

邓小平同志谈到，“渔业，有个方针问题。究竟是以

发展捕捞为主，还是以发展养殖为主呢？看起来应该以

养殖为主，把各种水面包括水塘都利用起来”。198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

业的指示》和 1986 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以养殖为主”从国家大政方针和法律上

确定下来了，这个正确决策具有里程碑意义，典型的

中国式现代渔业快速、跨越发展也从此开始。 

2.4  清晰的发展理念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生产者和管理者

正确对待因快速发展引发的淡水、海水养殖病害暴

发，研究者积极开展研究，引入、发展新研究方法(如

养殖容量营养动力学定量评估方法等)，促进了规模

化生产“健康”、“生态”养殖理念和新生产模式的探

索。研究者还通过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提出了系统的

发展新理念、新目标和新模式，包括“非顶层获取策

略”(获得更多的产品)、发展“碳汇渔业”、明确“高

效、优质、生态、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建

设“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资源养护型捕捞业”

发展新模式(唐启升, 2013、2017a、2017b)。 

2019 年，经国务院批准，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

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

见》。这个文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水

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渔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方向。 

3  保证“以养为主”中国渔业稳定、持续

发展的支撑点 

保证中国“以养为主”渔业稳定、持续发展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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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点主要体现在独特的水产养殖种类组成和显著的

渔业碳汇功能，这些特点仍然是支撑中国式现代渔业

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3.1  独特的水产养殖种类组成 

研究表明，中国水产养殖种类组成的独特点是

种类繁多、多样性丰富且优势种显著、营养层次多且

平均营养级低、生态效率高、生物量产出多(唐启升

等, 2016)。例如，2014 年：1. 养殖种类 296 个、品

种 143 个，合计 439 个(淡水 214 个；海水 230 个)。

2. 淡水或海水养殖产量排名前 6 的种类占各自养殖

产量的 70% (淡水以鱼类为主，排名前 6 的种类——

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鲫鱼和罗非鱼的养殖产量

占淡水养殖产量 69.6%；海水以贝藻类为主，牡蛎、

蛤、扇贝、海带、贻贝和蛏 6 个种的养殖产量占海水 

养殖产量 71.3%)。3. 不投饵率 53.8%(淡水 35.7%，

海水 83.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保持较高的水

准。4. 营养级 2.25 (淡水 2.35；海水 2.10)，与世界

相比，营养级低且较稳定。另外，世界主要水产养殖

国家养殖种类多样性指数(H')聚类分析结果可以清楚

地看出，中国独为一支，是一个与其他国家差异较大

的独立类群(图 4)。 

研究还表明，“中国水产养殖中种类结构相对稳

定，变化较小”，在分析历史传统、发展需求、饮食习

惯和文化等形成原因之后，再考虑到规模化养殖方式

(如淡水的池塘、大水面、稻田等，海水的浅海、滩涂、

池塘等)的产品仍是产量的主体，“预计在一个较长时

期里这种水产养殖种类结构和产量结构不会发生根

本的改变”(唐启升等, 2016)。无疑，这对“以养为

主”的中国渔业稳定、持续发展是一个基本的保障。 
 

 
 

图 4  世界主要水产养殖生产国养殖种类多样性指数(H')聚类分析(唐启升等, 2016) 
Fig.4  Clustering analysis of Shannon-Wiener index (H') of the main aquaculture producers in the world (Tang et al, 2016) 

 

3.2  显著的渔业碳汇功能 

研究发现，“以养为主”的中国渔业有显著的碳

汇功能(张继红等, 2005; Tang et al, 2011)，原因很简

单：养殖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养殖生物不需要投饵，

如海水养殖中占产量 80%以上的滤食性贝类和藻类、

淡水养殖中占产量 1/3 多的滤食性鱼类。这些滤食性

贝类及鱼类通过大量滤食以浮游植物为主的有机物

间接地使用 CO2，而藻类通过光合作用直接吸收 CO2， 

形成了碳汇功能。最新研究创建了群体碳收支模型，

即：使用碳 = 移出碳 + 储存碳 + 释放碳(唐启升等, 

2022)。该模型不仅明确了渔业碳汇计量方法和新术

语，同时还明晰了“贝类养殖是碳源，还是碳汇”的

疑惑[例如，使用碳<释放碳为碳源(只有在额外投饵

添加碳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使用碳>释放

碳为碳汇；中国近海贝类养殖的实际情况是移出储存

碳占比为 63%，释放碳占比为 37%，是碳汇无疑！]。

2018—2020 年中国近海渔业碳汇评估结果如下：贝

藻养殖总碳汇平均为 648 万 t (相当于每年义务造林

87 万 hm2)，净碳汇平均为 422 万 t (相当于每年义务造

林 56 万 hm2)；捕捞群体总碳汇平均为 5 246 万 t (相当于

每年义务造林 701 万 hm2)，净碳汇平均为 1 836 万 t (相



第 6 期 唐启升: 中国式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5 

 

当于每年义务造林 246 万 hm2)；渔业总碳汇平均为

5 894 万 t (相当于每年义务造林 788 万 hm2)，净碳汇

平均为 2 258 万 t (相当于每年义务造林 302 万 hm2) 

(唐启升等, 2022; 张波等, 2022)。 

显而易见，“以养为主”的中国渔业的碳汇功能

显著，在海洋被视为中国近海最大的蓝碳，世界上也

少有。而“碳汇渔业”是绿色发展理念在渔业领域的

具体体现，能够更好地彰显渔业的食物供给和生态服

务两大功能，产生一举多赢的效应(唐启升, 2010)，

所以，这个支撑点为中国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基本保障。 

4  展望和需要特别采取的基本措施 

绿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渔业的现在和未来，将使

渔业的出路海阔天空，渔业五大产业(水产养殖业、

捕捞业、加工流通业、增殖渔业(海洋牧场)、休闲渔

业)和三产融合发展更具活力，为中国和世界将做出

更大的贡献。 

为了确保绿色高质量发展，中国渔业必然遵循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大

食物观”理念，大事之重是建设环境友好型水产养殖

业和资源养护型的捕捞业。为了绿色高质量发展，不

仅需要大力发展种业，提升规模化养殖以及捕捞业的

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及其装备水平，同时需要解

决渔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当务之急是实施保

障可持续产出的重大举措： 

1)建立区域养殖容量评估体系，实施水产养殖容

量规划管理制度； 

2)建立碳汇渔业示范区，发展生态、健康的新生

产模式，鼓励渔业碳汇交易； 

3)强化捕捞限额管理和多方位的资源养护措施； 

4)加强渔业可持续产出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微观

向分子生物学深入，宏观向生态系统拓展，确保渔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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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cludes four sections. 1. Significant changes in Chinese modern fisheries 

were explicitly expressed by three data sets (i.e. total fisheries production, per capita produc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and aquaculture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production)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Such 

changes document th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aquaculture-primary” fisheries 

development mode, which not only make greatly contribution to ensuring food security, nutrition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but also overturn the development modes of global fisheries oriented 

or dominated by capture fisheries since 1840. The concept of “aquaculture-primary”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ion of modern fisheries development. 2. The driving forces that stimulate the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quaculture-primary” fisheries were elaborated, including 

advanced mental preparation, solid technological support, correct development decisions, and clear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se four aspects will remain to be important for future development. 3. The 

unique composition of aquaculture species and their considerable carbon sink functions constitute the 

major pivots for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quaculture-primary” fisheries.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mai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supporting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fisheries oriented. 4. For the future,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ll be a 

necessary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fisheries. The top priorities are to 

build an environment-friendly aquaculture and implement an aquaculture carrying capac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build a stock conservation-based capture fisheries and strengthen the 

catch quota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servation measures. Therefore, the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fisheries good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or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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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ies carbon sink; Carrying capacity management; Catch quota; Conservation measures; Studies 

on sustainabl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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