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瞄准和打造新“千亿”产业 

——加快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升级发展的若干思考 

涂宗财 李金林 王 辉 

我省是国家大宗淡水鱼的主产区，大宗淡水鱼是指青、

草、鲢、鳙、鲤、鲫、鳊七个品种的淡水鱼。近年来，我省

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迅速，养殖面积、鱼产量、产品加工率

等实现稳步增长，大宗淡水鱼产业已成为我省渔业的基础，

其在保障人民生活水平、解决渔民、农民就业、保护生态环

境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3 年，全省大宗淡水鱼产量达 149.2 万吨，约占全国

总产量的 8%，全国排名第五，产业产值已经突破 500 亿元。

大宗淡水鱼产业具有打造成农业产业中的“新千亿”产业的

良好资质条件，但也面临着一些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障碍。

将大宗淡水鱼产业打造成我省“新千亿”产业的关键之举就

是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着力破解产业升级发展中的制约

因素。 

一、大宗淡水鱼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江西是“鱼米之乡”，也称“江南水乡”，“鱼”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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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江西的两大基本元素，渔业在江西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近年来，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大宗淡水鱼已成为

水产养殖的主体，大宗淡水鱼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已成为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解

决渔农民就业、保护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资源节约型产

业。 

1.大宗淡水鱼产业是保障百姓生活的菜篮子工程 

蛋白质缺乏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省属于不发达地区，

蛋白质缺乏尤其严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蛋白质

的需求不断增加，肉类大宗农副产品价格连年上涨，相比十

年前，禽肉价格平均增长 1.2～1.5 倍。而大宗淡水鱼价格基

本保持稳定，2004 年平均价格为 4～10 元/公斤，2014 年为

6～14 元/公斤，白鲢价格长期保持低位运行，在 4～6 元/

公斤区间变化。白鲢成为禽肉价格激增时低收入人群唯一动

物蛋白摄入来源。大宗淡水鱼在平抑物价，保障低收入人群

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大宗淡水鱼产业是解决渔农民就业的民生工程 

江西是传统渔业大省，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渔业乡 28

个，渔业村 362 个，渔业户 33.6 万户，渔业人口达 155.2 万

人，淡水鱼养殖业解决了 80%的渔民就业。近年来，淡水鱼

养殖方式正在发生改变，池塘、水库正成为养殖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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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了大宗淡水鱼产业中，仅从事休闲渔

业人数就达 50 万人，大宗淡水鱼产业已成为农民工返乡创

业的第一大产业。 

3.大宗淡水鱼产业是保护“一湖清水”的生态工程 

水体污染及富营养化是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保护所面临

的最大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大湖泊、江河水质出现下降，

而我省湖泊、江河的水质得到了持续改善，这与我省连续 14

年的淡水鱼增殖放流活动密不可分。大宗淡水鱼具有生物多

样性，其食物链各具特点、相互补充。淡水鱼每天可消耗自

身体重 40%的水草和浮游生物，鲢鱼每长 1 斤可消耗掉 10

斤蓝藻，是治理蓝藻有力的“生物武器”。大宗淡水鱼共同

形成了水体的“清洁工”，在水体生态净化系统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4.大宗淡水鱼产业是促进资源节约的示范性工程 

大宗淡水鱼养殖周期短，生产效率高，养殖料肉比低（料

肉比即养殖所耗饲料与产出禽肉的比例），平均为 2:1，不

足肉牛养殖的 1/3，低于生猪、羊和肉鸡养殖（见图 1），是

养殖业节粮典范。且淡水鱼养殖是低碳、节粮、节地型环境

友好产业，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可与其他水产进行混

养，生产过程中可“吃掉”大量的“碳”，也是典型的低碳

环保型与节地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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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禽畜与大宗淡水鱼养殖的料肉比 

二、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省坚持“控制捕捞、发展养殖、主攻加工、

搞活流通、确保安全、拓宽功能”的发展方针，按照“一县

一品”、“一条鱼一个产业”的发展思路，加大了宜渔资源

开发力度，推进了水产健康养殖和现代渔业建设，渔业增长

方式有所转变，全省渔业尤其是大宗淡水鱼产业得到了恢复

性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1.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稳步发展 

近年来，我省淡水养殖面积持续增长，2013 年达 649.84

万亩。大宗淡水鱼产量止跌回升，2013 年达历史新高，为

149.15 万吨（见图 2）。鱼苗产量增长稳定，2013 年达 326.08

亿尾。产品加工率（含其他水产）增速稳定，2013年达 26.36%。

渔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2013 年突破万元大关，达 10510 元，

比农民平均收入高出 1820 元（见图 3）。据估计，2013 年



 

5 
 

全省大宗淡水鱼产业产值已突破 500 亿元，预计到 2015 年

末，产值将突破 600 亿元，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图 2  2009～2013 年大宗淡水鱼产量变化情况 

 

 

 

 

 

 

图 3  2009～2013 年我省渔民收入变化情况 

2.大宗淡水鱼产业在我省渔业中地位突出 

近年来，我省渔业得到了稳步发展，渔业经济总产值屡

创佳绩，2013 年突破 800 亿元，达到 819.1 亿元。其中，大

宗淡水鱼产业是我省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2013 年，

大宗淡水鱼产量占水产总量比例保持在 60%以上，2013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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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7%，大宗淡水鱼产业已成为我省渔业的基础，在我省渔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3.我省大宗淡水鱼产量全国排名第五 

近年来，我省大宗淡水鱼养殖环境得到了恢复，产量得

到稳步提升，占全国大宗淡水鱼产量比例逐年增高，2008～

2012 年大宗淡水鱼产量在全国的排名稳定在第五位，2012

年更是达到历史新高，为 7.51%。 

4.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一是养殖面积开发潜力大。我省淡水资源丰富，但开发

程度较低，已开发面积仅占全部水域面积的 25.94%。二是养

殖单亩产量提升空间大。当前我省大宗淡水鱼养殖池塘均产

量不足 500 公斤/亩，水库不足 80 公斤/亩，湖泊不足 50 公

斤/亩，而精养池塘均产量可达 1-2 吨/亩，精养水库可达

100-150 公斤/亩。三是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在良种繁育、饲

料与药物开发、加工方面均具有较大增长空间。 

三、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升级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存在发展缺乏顶层设计、产业技术

体系不健全、基础研究薄弱等问题，导致产业发展水平低，

产品竞争力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现状，这是当前产业升级

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产业政策缺乏顶层设计 

一是政策扶持力度较小。目前，仅有少数渔业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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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且扶持对象各不相同，政策未形成合力。产业发

展中薄弱环节并未得到实质改善，产业的生产力依然低下，

产业中“重数量轻质量”、“重养殖轻育种、轻加工”、“重

生产轻管理、轻流通”的低水平发展的现状未得到改变。比

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资助每个县进行标准化池塘的改

造点不超过 3 个，面积不超过 5000 亩；柴油补贴资金多被

转化为渔民和渔企的收入。 

二是“扶强不扶弱”的现象严重。比如，渔业柴油补贴

政策补贴的对象是渔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资助对象为

300 亩以上连片池塘。由于我省渔船多集中在企业手中，300

亩以上连片池塘又比较少，大多数渔民和小企业未享受到国

家优化政策。 

2.科技投入机制缺乏，产业技术体系不健全 

由于科技投入机制缺乏，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基础研究

薄弱，产业技术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良种选育滞后，全省

良种覆盖率低；养殖模式落后，集约化程度低；绿色病害防

治技术缺乏，安全渔药少；水产动物营养需求研究不足，饲

料配方不科学；加工技术水平低，综合利用技术缺乏。 

3.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低 

一是鱼品种结构不合理。我省大宗淡水鱼养殖草鱼和鳙

鱼比例过高，两者产量之和超出总产量的一半（见图 4），

鳊鱼和青鱼的比例均不到 5%，存在混养搭配不科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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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提升空间较大。 

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我省大宗淡水鱼以鲜销为主，加

工产品比例低，产品加工率仅 26.36%，加工品中初级加工品

比例过高，达 60%以上，且精深加工技术缺乏，原料利用不

充分，利用率不足 50%， 80%的下脚料被粗放利用，资源浪

费严重，产品附加值低。 

 

 

 

 

 

 

图 4  我省大宗淡水鱼产量分布 

4.产品缺乏创新，品牌影响力弱 

江西的“山青”、“水秀”全国人民都知道，而江西的

“鱼美”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水产企业品

牌意识淡薄，对“江西水产”品牌的宣传力度均不足，导致

江西水产品牌的影响力弱。另一方面是因为产品缺乏创新，

与周边省份养殖的品种基本相同，但养殖技术相对落后，产

品价格不占优势。在上述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我省大宗

淡水鱼的市场开拓受到严重影响，与水产大省尤其是湖北省

产大宗淡水鱼竞争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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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相关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相对封闭，与其他产业融合的

深度不够。产业规模和增长速度均不如相关产业，急需加快

产业融合，通过产业的融合与互动带动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

发展。在其他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大宗淡水鱼产业

发展相对较慢。如 2014 年，江西食品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2306.0 亿元，增长 16.7%，旅游业收入达 2649.7 亿元，增

长 39.8%，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2130 亿元，增长 19.2%。

而全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总产值为 500 亿元左右，增长率仅

7.6%（按渔业平均值计）。 

四、推动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升级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省正处于“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

干兴赣”的攻坚阶段。笔者认为，以我省启动“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为契机，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加强大宗淡

水鱼产业顶层设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突破产业发展技术

瓶颈，是推动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升级、将大宗淡水鱼

产业打造成“新千亿”产业的重要举措。 

1.完善大宗淡水鱼产业的顶层设计和扶持政策 

一是出台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建议“十三五”期间编制

《江西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目标至 2020 年，

全省大宗淡水鱼产业产值达到 1000 亿规模。 

二是调整“渔业”补贴与优惠政策，参照农业制定“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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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补贴政策，让渔民享受农民类似的“养殖直补”、“渔

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渔机具购置补贴”，水产

加工企业享受农产品加工企业同等税收、水电费等优惠政

策。 

三是引入金融、保险和期货交易等服务，政府通过宏观

调控手段和财税政策引导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期货交易进

入“渔业”，解决渔业发展中融资难与风险高等突出问题。 

四是通过政策引导，发起科技入“渔”行动，让更多的

优秀科技人员参与到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中来，不断壮

大产业中科技人员队伍，提高产业和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

业整体发展水平。 

2.建设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 

一是在 2014 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正式启动十三五时

期“江西省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大对大宗淡

水鱼产业的科研经费投入，并列入省级财政预算，形成科技

投入的长效机制。2014 年，我省启动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大宗淡水鱼产业被列为首批启动的三

个试点产业之一。 

二是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推广站，组建产业协同

创新团队，设立专业技术岗位和综合推广站，重点在良种繁

育、高效养殖、病害防控、营养和饲料、加工与流通等方面

开展研究，攻克产业发展关键技术。 

三是通过池塘改造、种场建设、装备升级等夯实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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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础，提高产业现代化程度。 

四是整合社会资源，建立产业技术转化平台与产业化示

范基地，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研究与产业化示范力度，促进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五是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远程监控等技术

建立产品流通监控体系，率先在全国实现大宗淡水鱼产业的

信息化（如发展水产品电商）。 

3.优化大宗淡水鱼产业结构 

一是大力培育大型水产骨干与龙头企业，加大支持科技

型中小水产企业发展力度，努力开拓与培育新的增长点，以

加快产业发展速度，做大产业增量。 

二是通过科技创新、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与示范、养

殖品种的优化等提高养殖效率，提升产品加工率与资源利用

率，增加产品附加值，延长并完善产业链，以科技引领产业

发展，以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三是成立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发展联盟，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的“三链”融合，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联动

发展，带动我省大宗淡水鱼产业协调发展。 

4.进一步强化与提升“江西”大宗淡水鱼的品牌效应 

一是打造全国大宗淡水鱼产业品牌。全面推广“鄱阳湖”

商标，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引导符合条件的水产企业使用江西

渔业协会注册的“鄱阳湖”商标，让“鄱阳湖”品牌发挥更

大的经济价值，使“鄱阳湖”品牌成为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区

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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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借鉴南城鳙鱼成功申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经验，

积极推动高安脆肉鲩鱼、萍乡红鲫、兴国红鲤、万安玻璃红

鲤、彭泽鲫等具有地方特色淡水鱼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三是树立全国“三品”淡水鱼产品产地形象。在全国率

先开展“三品”（ 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淡水鱼生产技术研究，率先制定“三品”技术规范，率先推

行“三品”淡水鱼产品生产。 

5.推进大宗淡水鱼产业与绿色食品产业、文化及创意产

业、旅游产业、休闲渔业深度融合与互动发展 

一是借势发展休闲渔业。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各具特

色的休闲渔业，包括水上垂钓、水上观光、涉渔生产体验、

水产特色餐饮、特色水产购物、渔村人文欣赏、渔业科普欣

赏和休闲度假等，设计“食鱼文化”欣赏、渔业观光等旅游

线路。 

二是全力打造“食鱼文化”。组织举办淡水鱼文化节、

民间食鱼传统征集、烹饪大赛、垂钓大赛等活动，借助世界

低碳大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平台立体式宣传江西淡水

鱼，让来赣游客不只是“登山”和“赏月”，还可“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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