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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促进舟山远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采用SWOT-PEST分析法,从政策、经济、社

会和技术4个方面,分别分析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发展战略

组合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舟山远洋渔业已初步具备高质量发展优势,但仍然存在劣势,同时机

遇和挑战并存;未来应采取劣势-挑战(WT)战略,政府、市场和行业3个层面共同发力,推动远洋渔

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政府层面应统筹规划远洋渔业发展、完善扶持政策和加大扶持力度,市场层

面应开发国内市场、扩展国际市场和提高产品实力,行业层面应提高远洋渔船及其装备的现代化

水平以及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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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further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Zhoushandistant-water

fisheries,thispaperadoptedtheSWOT-PESTanalysismethodtoanalyzetheadvantages,disad-

vantage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Zhoushandistant-water

fisheriesfrom4aspects:policy,economy,societyandtechnology,andputforwarddevelopment

strategycombinationsandsugges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Zhoushandistant-waterfishery
hadinitiallypossessedhigh-qualitydevelopmentadvantages,buttherewerestilldisadvantages,

and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coexist.Inthefuture,thedisadvantage-challenge (WT)

strategyshouldbeadopted,andthegovernment,themarketandtheindustryshouldworkto-

geth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distant-waterfisheries.Amongthem,th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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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mentlevelshouldmakeoverallplanningforthedevelopmentofdistant-waterfisheries,im-

provesupportpoliciesandincreasesupport,andthemarketlevelshoulddevelopthedomestic

market,expandtheinternationalmarketandimproveproductstrength.Attheindustrylevel,

themodernizationlevelofdistant-waterfishingvesselsandtheirequipmentshouldbeimproved,

andthecomprehensivequalityofemployeesshouldbeimproved.

Keywords:Distant-waterfisheries,High-qualitydevelopment,Distant-waterfishingvessels,Dis-

tant-waterfishing,Industrialchain

0 引言

渔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是

契合我国现代渔业发展现状的动态化和持续化发

展方式。舟山远洋渔业历经30余年的发展历程,现
阶段舟山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按照绿色发展理

念,结合自身渔业发展特征推动远洋渔业发展。为

适应新型海洋渔业发展模式的变化,舟山市远洋渔

业形成以大洋性捕捞为主体、过洋性捕捞为补充的

生产方式。推进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由

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向追求高质量和高内涵发展转

变;紧紧围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的总

体目标,通过改革措施、创新技术和提高产量促进

远洋渔业平稳良性发展,不断提高远洋渔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率。

1 研究方法和理论

1.1 SWOT-PEST分析法

SWOT-PEST分析法是逻辑性较强的研究方

法,通过对目标时间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整合和分

析推导,提出相关建设性解决方案。目前渔业领域

的研究内容多为政策和技术的影响。远洋渔业是

我国渔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

涉及范围较广,因此本研究运用SWOT-PEST分析

法分析舟山远洋渔业发展在政策、经济、社会和技

术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2 比较优势理论

传统的优势理论主要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

优势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均为时代的产物,

反映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关系。其中,

比较优势理论由绝对优势理论演化而来,主要内容

为当所有产品仅具有比较优势时,贸易同样可以发

生。在比较优势理论下,各国对贸易战略决策做出

正确选择,即在集中生产和出口时选择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品,而在进口时选择具有“比较劣势”的

产品[1]。

2 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SWOT-PEST
分析

2.1 优势

2.1.1 政策优势

政府对于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加大扶持

力度,《新时期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

计划(2020—2024年)》提出舟山远洋渔业的发展目

标,即 力 争 到 2024 年 全 市 远 洋 渔 船 规 模 达 到

700艘,远洋渔业捕捞、物流、加工、贸易和特色小镇

旅游等全产业链产出达到800亿元,建成全产业链

发展的远洋渔业中国第一强市[2]。

2.1.2 经济优势

舟山经济实力较强,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远洋渔

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远洋渔业发展势头正

盛。舟山远洋渔业在渔船、产量、技术和装备等方

面取得巨大突破,远洋渔船数量以及远洋捕捞产量

和产值等指标在全国位居前列。截至2020年末,舟

山远洋渔船达到676艘,占浙江远洋渔船总数的

85%,远洋捕捞优势日益增长。

2.1.3 社会优势

舟山位于我国东部沿海,面向太平洋,是我国

走向世界的海上门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舟山具

有深厚的渔业文化底蕴,远洋渔业的发展氛围日益

浓厚。此外,舟山已打造具有特色的远洋渔业基地

和远洋渔业文化品牌。

2.1.4 技术优势

舟山远洋渔业发展较早,经过探索、发展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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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3个阶段,已在捕捞范围、捕捞产量、渔业技术和

专业劳动力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我国多个远

洋渔业城市中名列前茅。舟山拥有浙江唯一的国

家远洋渔业基地,实现生产、加工、运输、仓储和供

应等全产业链的服务经营;采用新型远洋捕捞装

备,建设与大吨位远洋渔业码头相匹配的现代化冷

藏设施,完善远洋水产品集、疏、运体系;位于定海

的远洋渔业小镇是远洋渔业基地的核心发展力量,

为远洋渔业基地的创收做出极大贡献。

2.2 劣势

2.2.1 政策劣势

政府对舟山远洋渔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和深度

仍有不足且针对性较低,相关政策多为宏观发展规

划,而对渔民、渔船、技术和企业等要素以及产业发

展指导缺乏明确的政策指示和激励措施,导致远洋

渔业发展动力不足且缺乏后劲。

2.2.2 经济劣势

远洋渔业具有风险性高和资金投入高的特征,

须有充足的资金作为支撑。一方面,舟山远洋渔业

企业多为小型企业,资金储备压力过大,加上信贷

严格和审批较慢,导致远洋渔业企业抵御金融风险

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一产业占比较大,加上减船转产政策的落实力度

不足,对远洋渔民的经济打击较大。

2.2.3 社会劣势

舟山远洋渔业从业人员数量波动较大且有下

降趋势,存在劳动力流失的问题。外籍专业人员较

多,本土专业人员较少且无论是培养进度还是数量

储备都不足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大部分远洋渔

业辅助人员仅通过简单培训即可直接上岗,专业素

质较低。

2.2.4 技术劣势

缺少自动化和精准化的远洋捕捞装备,专业技

术人才数量较少。由于缺乏科学规范的指导,一些

远洋渔场出现渔船密集的现象,易加速渔业资源的

衰退。远洋渔船老龄化问题严重,超过50%的北太

鱿鱼钓船的船龄在20年以上,不仅浪费资源,而且

安全性和技术性都达不到标准[3]。远洋渔业基地的

配套设施不完善,不利于突破空间发展限制。

2.3 机遇

2.3.1 政策机遇

随着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步伐的加快,蓝色经济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4],舟山也致力于

建设海洋经济城市。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能促进

我国渔业外向型经济发展,并有效提高我国海洋竞

争力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3.2 经济机遇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日益匮乏,远洋渔业成为

渔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多方位的经济支持增强舟

山远洋渔业发展活力,其中国家层面的经济支持包

括渔船燃油补贴、渔船升级改造资金补贴和水产品

运回免税等,浙江和舟山层面的经济支持包括减船

转产补贴、远洋渔业基地企业免税和加速远洋渔业

企业贷款审批等,合力助推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

2.3.3 社会机遇

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国际远洋渔业发展模

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历史性机遇。我国积极建设并参与双边或多

边组织,有助于推动远洋渔业基地的国际合作,从

而促进水产品贸易和降低水产品交易成本[5]。此

外,我国已成为水产品进口大国,国内市场对水产

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为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契机。

2.3.4 技术机遇

远洋渔业是风险性较高和技术依赖性较强的

产业,舟山远洋渔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即提高技术创

新能力和现代化水平。一方面,提高远洋渔业装备

水平,完善渔船基础设施,采用新型远洋捕捞装备;

另一方面,提高远洋渔民专业素质,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此外,随着国际渔业贸易的日益频繁,我国

逐渐加强远洋渔业技术的国际交流,为舟山远洋渔

业技术提供发展经验。

2.4 挑战

2.4.1 政策挑战

远洋渔业是我国“走出去”的重要产业之一,近

年来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保障远洋渔业的发展。

由于产业竞争较大和把握机遇难度较高,舟山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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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发展已进入“瓶颈”。此外,由于海洋环境保护

力度的加强以及过洋性渔场准入条件的提高,远洋

渔业的竞争更为激烈,舟山谋求远洋渔业高质量发

展须探寻新出路。

2.4.2 经济挑战

远洋渔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各环节均须有

强大的经济能力作为支撑,产业发展的经济投入压

力越来越大,燃油、人工和入渔等成本的增加不利

于远洋渔业创收。此外,公海渔业资源多被渔业发

达国家所控制,阻碍舟山远洋渔业的发展。

2.4.3 社会挑战

与远洋渔业发展较好的山东等地区相比,舟山

缺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大型标杆性远洋渔业企

业,且大部分企业注重第一产业,涉及第二和第三

产业的企业较少,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较低。此

外,舟山水产品加工仍以粗加工和初级加工为主,

产品类型不够精细,无法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

化需求。

2.4.4 技术挑战

在生产环节,尽管舟山远洋捕捞渔船数量不断

增加,但渔船老龄化以及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在

加工环节,水产品加工的技术含量不高,缺少精深

加工技术,尚未形成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水产品精深

加工企业。在销售环节,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舟

山远洋渔业的销售渠道有所拓展,但仍存在销售渠

道单一和销售市场狭窄的问题。此外,尽管舟山已

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渔业科技人才的发展,但远洋渔

业从业人员仍存在综合素质偏低、专业技术能力不

高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等问题。

3 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组合

基于政策、经济、社会和技术4个影响因素,分

析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

及外部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利用SWOT-PEST分

析法,总结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组合。

3.1 优势-机遇(SO)战略

发挥内部优势,把握外部机遇。结合国家发展

政策和“一带一路”建设,科学规划舟山远洋渔业高

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优越的自然资源、浓厚的渔业

文化、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扎实的产业基础等优势,

整合相 关 资 源,共 同 推 进 舟 山 远 洋 渔 业 高 质 量

发展[6]。

3.2 劣势-机遇(WO)战略

明确内部劣势,利用外部机遇打破发展“瓶
颈”。目前舟山远洋渔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

阶段,亟须在引导远洋渔业企业提高生产能力的基

础上,整合、拓展和重组产业链结构,促进水产品加

工和流通等各环节的全面集成发展[7]。打造全产业

链应促进内部横向整合,鼓励远洋渔业企业兼并重

组,打造龙头企业;促进外部垂直整合,推进生产、

加工、冷藏、交通、贸易和金融的整体衔接,鼓励合

格企业建设海洋渔业综合生产基地;积极引进和培

养优秀人才开展远洋渔业科技创新,保证科技成果

的顺利转化,形成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远洋渔业

发展模式。

3.3 优势-挑战(ST)战略

发挥内部优势,应对外部挑战。政府加大对舟

山远洋渔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并采取多元化治理措

施[8];优化舟山远洋渔业价值链,提高国际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打造远洋渔业国际战略支撑点,逐步打

破我国长期处于远洋渔业价值链低端的格局,增强

我国在国际渔业领域的话语权。

3.4 劣势-挑战(WT)战略

弥补内部劣势,应对外部挑战。完善远洋渔业

法律法规,提高组织能力;引进管理人才和先进技

术,加强对远洋渔船的智能化管理;提高安全生产

意识,对内通过定期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对外

严格按照操作标准规范作业;构建综合配套服务体

系,重点打造舟山远洋渔业优质品牌。

4 发展建议

目前舟山远洋渔业已初步具备发展优势,但仍

然存在发展劣势,同时机遇和挑战并存。舟山提高

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转变发展模式和突破发

展极限的阻力仍较大。因此,WT战略更契合舟山

远洋渔业发展现状,即政府拉动力、市场操纵力和

行业内推力齐头并进,推动舟山远洋渔业高质量

发展。

4.1 政府层面

4.1.1 统筹规划远洋渔业发展

舟山十分重视远洋渔业发展,随着蓝色经济理



2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2年 

念、“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

舟山须对远洋渔业提出新的发展定位。积极沟通

降低入渔成本,减轻渔民负担,拓展远洋渔业发展

空间,建立远洋渔业战略支点,优化远洋渔业价值

链,提高发展主导权。将远洋渔业作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构建相应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建立专项委员

会,联合科研院所和高校等的力量共同制定舟山远

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框架,打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4.1.2 完善扶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根据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和远洋渔业

长远发展利益,结合现有产业政策,制定远洋渔业

发展配套政策。政府提供补贴,发挥大型远洋渔业

企业的带头作用,尽快完成远洋渔船及其装备的置

换升级。研究引入一系列务实的优惠政策和专项

基金,在渔船修缮、捕捞生产和水产品加工等方面

对符合条件的远洋渔业企业给予补贴。在财政支

持下选择和培育发展潜力较大的远洋渔业企业,采

取龙头企业与骨干企业并举发展、共同推进的模

式[6]。不断调整相关政策,避免政策滞后性制约产

业发展。

4.2 市场层面

4.2.1 开发国内市场,提高产品实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内消费者对于远洋水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应加

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并做好宣传工作,采取有

效措施吸引国内外优秀远洋渔业企业入驻舟山。

拓宽国内鱿鱼、金枪鱼和秋刀鱼市场,构建全面的

远洋水产品销售渠道。着力提高远洋水产品质量,

保证持续供给质量过硬的远洋水产品。基于行业

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远洋渔业龙头企业,提

高品牌影响力。

4.2.2 加强国际合作,扩展国际市场

由于远洋渔业具有外向性的特点,扩展国际市

场对于舟山远洋渔业发展至关重要。加大对舟山

远洋水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提高与主要海洋渔

业国家、渔业协会和大型渔业企业贸易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走在世界远洋渔业发展前列。面对远洋渔

业竞争激烈的现状,创建自主品牌是打开国际市场

的有效措施,应打造舟山远洋渔业品牌[9],以此提高

产品美誉度、保障产品质量和促进产品创新。以优

越的地理位置为基础,积极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等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等国家联合推广,形成合作

共生、联合经营和共同发展的产业品牌集群。

4.3 行业层面

4.3.1 提高远洋渔船及其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加大远洋渔船的升级改造力度,新建一批符合

国家资助项目标准的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冷海

水金枪鱼延绳钓船和大型鱿鱼钓船等远洋渔船[10]。

认真落实远洋渔船管理制度,加大对不安全渔船的

把控,提高远洋渔业企业的自我监督能力。提高远

洋捕捞能力和产量,巩固大洋性渔业发展优势,扩

展捕捞渔场和捕捞品种。通过提高远洋渔船及其

装备技术水平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舟山新的

经济增长点。

4.3.2 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建立健康有序的远洋渔业劳动力供应市场,打

造全系统服务的劳动体系。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本

地渔民转向远洋渔业岗位,加快培养优秀船员。积

极与农业农村部远洋渔业培训中心等相关机构开

展合作,严格远洋渔业企业法人和项目负责人的上

岗资格培训,提升远洋渔业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

吸引和鼓励国内外远洋渔业专业人才和水产院校

应届毕业生到舟山从事远洋渔业,支持远洋渔业企

业与高等院校通过定向委培等方式合作培养专业

人才,建设具有国际视野和熟悉远洋业务的复合型

远洋渔业人才队伍[11]。

5 结语

远洋渔业是舟山渔业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重

要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舟山远洋渔业的发

展理念和模式亟须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本研究采

用SWOT-PEST分析法分析舟山远洋渔业发展的

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针对舟山远洋渔业发展现

状和主要制约因素提出战略组合。未来舟山应采

取 WT战略,政府、市场和行业3个层面共同发力,

推动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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