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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239.htm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

十九日） 国务院同意水产总局《关于全国水产工作会议情况

的报告》，请认真贯彻执行。 水产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辽阔的海洋和内陆水面，水产资

源丰富，发展水产事业的条件很好。但是，它的重要性，至

今还没有被我们一些同志所认识。 这些年来，水产品产量和

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

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过来。各地要切实加强对水产工作的领

导，全面地、完整地执行农林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各有关

部门也要积极支持渔业生产，努力把水产事业搞上去。 关于

全国水产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全国水产工作会议于二月五日

至三月一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总结水产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研究了水产工作的调

整和着重点的转移问题，制定了加速水产发展的方针、任务

和政策措施， 大家一致表示要尽快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为

实现渔业现代化而努力。现将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报告

如下。一、 水产工作的现状 建国以来，水产事业有较大发展

，这对改善市场供应，增加出口，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

干扰破坏，加上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方针执行得很不好，渔

业摆不上位置，以及我们在工作中违反客观规律造成的缺点

、错误，致使水产工作积累了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一）水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近海捕



捞能力成倍增加，渔场却没有相应扩大，盲目发展底拖网作

业，片面强调高产，酷渔滥捕，带鱼、黄鱼等主要品种产量

连年大幅度下降。鱼越打越小，有的已形不成渔汛，有的几

近绝种。工业污染严重影响了海珍品的生产，舟山等主要渔

场已受到严重威胁。 内陆水域建闸筑坝，隔断了鱼蟹洄游通

道；围湖垦殖，使水面大量缩小，产卵场遭到破坏；水域污

染日益严重，有的江河鱼已绝迹。全国淡水捕捞直线下降，

由五十年代年产六十多万吨，下降到七十年代三十多万吨。

（二）人工养殖发展缓慢。我国有可以养殖的内陆水面七千

五百万亩，浅海滩涂七百四十万亩， 发展海、淡水养殖的潜

力极大。但因经济政策不合理，又缺乏资金、物资、饲料，

内陆水面只利用了百分之六十，单产很低；浅海滩涂已利用

的不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养的主要是贝藻，鱼虾极少。（三

）产品质量差，腐烂损失严重。水产品总产量中，小鱼杂鱼

和低值鱼占一半以上。而且保鲜加工设备很少，冷冻品不到

总产的百分之五，低质咸干品比重大，每年约有三、四十万

吨腐烂变质。目前，我国水产品除工业原料、供应出口和腐

烂损失的以外，可供国内人民食用的每人平均只有五斤多。

数量少，质量又差，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群众意见很大

。（四）集体经济薄弱，社队负债累累。由于渔业政策不落

实，成本高，鱼价低，经济单一，管理混乱，渔业社队多数

亏本，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仅沿海渔区欠国家贷款累计达

五亿五千多万元，平均每个劳动力三百元。（五）设备落后

，技术水平低。全国还有三十多万条非机动渔船。 机动渔船

的机械装备、助渔导航仪器也十分落后。深海捕捞技术没有

过关，远洋渔业还是个空白。养殖设备简陋，人工增殖尚未



开展。水产品加工还处于“一把刀，一把盐”的落后状态。

水产科研教育底子薄，人员少，水平低，远远不能适应生产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会议认为，上述问题不解决，不

仅渔业的现代化无从谈起，连现有产量也难以维持，已经到

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二、 抓住重点，尽快把水产生产搞

上去 会议根据当前水产工作矛盾很多、问题成堆的状况，认

为水产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从调整入手，贯彻执行“

大力保护资源，积极发展养殖，调整近海作业，开辟外海渔

场，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市

场供应”的方针，使水产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在坚实可靠

的基础上稳步前进。 水产工作近期的任务是：今明两年力争

把生产秩序整顿好，近海捕捞产量维持现有水平，着重保护

资源，提高产品质量，淡水和海水养殖有较大发展，一九八

０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四百八十万吨。一九八五年前，近海

资源得到恢复和增殖，外海渔场进一步开发利用，养殖生产

全面铺开，建成一批商品基地，一九八五年总产量达到六百

万吨，养殖产量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四提高到百分之四十。

基本消灭臭鱼烂虾现象，上市鱼货大部分改为鲜活鱼、冰鲜

鱼、冷冻鱼或其他加工制品，水产品出口换汇有较大幅度增

长。 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全面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以集体渔业为主，发挥国营渔业的骨干作用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资源的保护、 增殖和合理利用， 这是维持现有产量和进

一步发展的可靠保证；二是大力发展养殖，这是今后增加产

量的主要来源；三是改进保鲜加工，提高产品质量，这是改

善市场供应的有效措施。（一）加强渔政管理，切实保护资



源 水产资源是发展水产生产的物质基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国务院发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切实贯彻执行。今明两年，要建立起渔船登记、作业登记和

渔业许可证等制度，并尽快制定渔业法。 建立健全海区、省

、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和海区、省两级渔政船队。内陆主要

江河湖库，也要设置必要的管理机构和渔政船。设立渔业警

察，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各级渔政机构的职能和任务是，保

护水产资源，维护生产秩序，协同公安、司法部门执行渔业

法规，对外代表国家维护我国的渔业权益。所需的人员编制

和经费，海区和内陆跨省的大水面，由国家解决；其余的由

所在省、市、区解决。 渔政工作，在统一领导下，实行分级

管理。浅海养殖水域、滩涂和定置作业渔场由所在县的渔政

部门管理；机船底拖网禁渔区线以内海域，由所在省、市、 

区的渔政部门管理；禁渔区线以外海域，由海区渔业指挥部

管理。跨海区、省、县的生产作业，必须取得当地主管部门

的同意，并执行其有关规定。内陆水域，按行政区划管理，

跨界水面由有关方面协商管理。凡有争议的，由上一级渔政

部门仲裁解决。 要合理利用近海资源，减少拖网作业，发展

围、流、钓生产。大黄鱼、小黄鱼、 带鱼、对虾等重点品种

，由海区渔业指挥部会同有关省、市、区逐个制定保护措施

。一九八０年底以机动拖网渔船一律到禁渔区线外作业，现

有小马力拖网渔船要逐步转向其他作业或发展养殖。各地要

制定调整近海作业的具体方案。 经济上确有困难的社队在调

整作业时，国家要给予适当补助。要加强资源调查，建造一

批适合外海作业的船只，并着手发展远洋渔业。 严禁围湖填

塘，已经围垦而得不偿失的，要退田还湖。围海造田要统筹



规划，不得破坏水产资源。兴修水利必须考虑鱼蟹洄游繁殖

的需要。厂矿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令

。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毒鱼、炸鱼、偷鱼、抢鱼等不法行为

。对严重破坏水产资源的，要赔偿损失，绳之以法。（二）

充分利用水面，大力发展养殖 养殖生产，稳妥可靠，发展起

来可以增加社员收入，壮大集体经济，改善市场供应，扩大

出口货源，使水产生产布局更加合理。 集中建设一批养殖商

品基地。已经列入国家规划的十大片淡水鱼商品基地，要保

质保量按时完成，产品主要用于内销，中央和地方六、四分

成。海水养殖商品基地，要抓生产技术过关、出口换汇率高

的品种，产品主要供应出口。各省、市、区也要因地制宜建

设一批商品基地。基地的经营形式，主要是社办渔场或县社

、社队联合办场，建设用工由社队自力更生解决。需要补助

的投资、物资、设备以及收购产品回供的饲料、化肥等，国

家规划建设的基地由国家负责，地方规划建设的由地方负责

。 进一步扩大城郊稳产高产鱼塘的面积，有条件的要发展网

箱养鱼和工厂化养鱼，提高城市人民吃鱼自给水平。发展城

郊养鱼所需的资金、物资，应纳入城市生产建设规划。 要发

展和依靠群众，把一切宜于养殖的水面、滩涂充分利用起来

。沿海社队凡有条件的都要发展养殖，实行养捕结合。内陆

地区要兴办社队渔场，到一九八五年基本做到可养水面都养

上鱼。 水产总局建立养殖公司，饲养对虾和鳗鱼出口，所得

外汇，三、五年内用于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渔业现代

化建设。（三）搞好保鲜加工，提高鱼货质量 提高鱼货质量

，要从生产第一线的保鲜工作抓起。凡有条件改装的渔轮，

要逐步安装制冷机械；新建渔轮，一定要有制冷设备。现有



机帆渔船要有计划地改装一部分，带冰出海；新建的要有隔

热舱，有的还可配备制冷设备。要恢复船上渔获物冲洗和分

类装箱等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从产到销的冷藏流通网。国

家要集中力量搞好重点产区和商品基地的冷库、冷藏车船和

渔港码头的建设；同时，发动和支持群众大搞小型简易的冷

藏保鲜设施。大中城市批发部门也要增设冷藏设备，尽快建

立渔用冷藏设备制造工业。 选择一批重点渔业县、社建设加

工基地，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制冷、罐头、鱼粉和鱼糜制品

设备，采取渔工商结合的形式进行试点。大力开展低值鱼、

小杂鱼加工综合利用，提高食用价值。 水产供销部门要及时

做好水产品的收购、加工和调运。要严格质量标准，运用价

值规律，坚持以销鲜冷冻品为主，促进鱼货质量的提高。减

少经营环节，逐步实行按经济区域划片供应。要积极组织生

产单位同零售单位直接挂钩，或产销直接见面， 供应鲜活水

产品。 加强渔政管理，大力发展养殖，提高鱼货质量，这三

项工作既是调整的重点，也是实现渔业现代化的起点。各级

领导必须把人力、物力、财力转到这方面来，其他各项工作

，都要围绕这三项统一规划，合理安排。特别要大力加强水

产科研教育工作。尽快建立健全各级水产科研机构，建设现

代化的科学实验手段。要集中力量研究保护近海资源的科学

措施，搞清外海渔场的资源状况，研究养殖新品种的培育和

养鱼新技术，突破捕捞、养殖、保鲜加工机械化、自动化的

技术关键。恢复和充实高中等水产院校，提高教育质量，抓

好科技人员、渔工、渔民和干部的技术培训，迅速壮大科技

队伍，提高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水平。三、 落实渔业政策，

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我国水产总产量中，集体渔业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落实渔业政策，调动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把

集体渔业搞上去，使几百万渔民逐步富裕起来，不仅关系到

整个渔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而且关系到巩固海边防的大问题

。 会议结合渔业的具体情况，还拟定了发展集体渔业的十条

政策、措施。第一，稳定渔业社队所有制。目前我国渔业大

多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符合渔业生产特点和现阶段

生产力水平的，不要轻易变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

，不要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忙过渡。 近几年，被强迫并队过渡

群众强烈反对的，经县一级领导机关批准，允许改正过来。

对分散单干的，要加强教育，重新组织?鹄础第二，专业渔业

社队（包括国营渔场）的养殖水面、滩涂、土地，以及划给

连家船渔民的生产、生活基地，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犯。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平调渔业社队的劳力、

资金、产品和物资。第三，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的原则，加强定额管理， 建立健全奖惩制度，坚决纠正平

均主义。要实行“三定两奖”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第四

，国家对集体渔业的水产品试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的政策。

派购比例一般为百分之六十左右，具体比例可依各地不同情

况，本着专业高于兼业、海洋高于淡水、集中产区高于分散

产区的原则，由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确定，供销部门和

生产单位签订合同。派购部分，可以发放预购定金，并在渔

需物资供应上给予适当照顾。其余部分实行议价收购或由社

队自行处理，但渔民除自食鱼外，不搞实物分配。对于特供

和出口水产品，一般应实行全额收购，国家给予专项加价和

物资奖售等优待。第五，海水和淡水的水产品收购价格，从

一九七九年春汛起，分别提高百分之二十和三十，并相应扩



大品种、规格、鲜度、季节等差价。 支渔工业品要提高质量

，相应降低销售价格，逐渐缩小工渔产品之间的比价。渔业

社队（包括国营渔场）的养殖生产用电，按农用标准收费。

第六，渔业社队要以渔为主，多种经营。凡适合社队经营的

水产品加工和其他工副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放给社队

经营。允许渔业社队根据合同规定，把生产的鱼货运到销地

交售。第七，国家发放的专项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以及支

农资金、事业费，渔业应占有合理的比例。渔业附加税或渔

港基金，只许用于渔港及其他渔业设施的建设，不准挪作他

用。第八，渔业社队因发展生产新增劳力，要按渔民定量相

应解决口粮指标。要妥善解决专业渔民和国营渔场职工的家

属无户籍、无口粮问题。第九，对培育鱼种、亲鱼、网箱养

鱼和工厂化养鱼所需的饲料粮，要和机械化养猪、养鸡同等

对待。第十，供销部门收购养殖的鱼虾，要回供一定数量的

饲料和化肥。鼓励养殖单位利用池埂、隙地种植饲料，其产

品一律不予征购。四、 加强党对水产工作的领导渔业是目前

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请各级党委、革委会把水平工

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渔区一定要坚持以渔为主

，主要领导精力应该放在渔业；半农半渔地区，要农渔并举

，全面发展；其他地区也要根据条件，积极发展渔业。要建

立健全各级水产机构，内陆有些省要恢复和建立水产局，水

产机构和干部要保持稳定。各级水产部门要搞好组织建设和

思想建设，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精通业务，严格按照客规律

办事，把水产事业尽快搞上去。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

转各地贯彻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