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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海洋渔业的发展趋势来看 ,国际海洋渔业已经进入了全面管理的时代
[ 1]
。这要求沿海国对其专

属经济区内的水产资源必须负责任地进行合理 、有效地利用 。要保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除了改变

对渔业资源利用的观念和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 、措施外 ,最有效和直接的方式就是将捕捞渔船数量 、功

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世界上先进的渔业国家和地区如欧盟 、美国 、日本 、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 ,为

了保护渔业资源都不遗余力地对渔船数量进行控制 ,并且结合自身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减船措施和方

法
[ 2]
。对于我国的海洋渔业而言 ,自建国以来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捕捞能力持续增加 ,海洋渔业资源已

经不堪重负。而随着我国与日本 、韩国以及越南等国家有关渔业协定的签署和实施 ,我国还会有数量众

多的海洋捕捞渔船退出以往传统的作业渔场 ,重新进入我国本来就已经资源匮乏的渔区 ,对已经衰退的

渔业资源造成更大的压力 。所以 ,我国必须削减当前过剩的海洋捕捞渔船 ,而这也是为了从根本上保持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维护我国渔业社区的稳定和保护广大渔民的根本利益 。

1　我国海洋捕捞强度现状分析

1.1　海洋渔业产量和不同作业类型的产量

1989-2002年我国海洋捕捞总产量以及不同作业类型的产量变化见图 1[ 3-11] 。从图中我们可以直

观的看出 ,我国的海洋捕捞产量持续增长 ,在 1999年达到了最高的 14.97×106 吨 ,而且在 1998年之前

海洋捕捞产量几乎成直线增长 。这种趋势直到我国在 2000年提出“零增长”的政策后才开始得到抑制 。

在各种捕捞方式当中 ,拖网是我国海洋捕捞中使用最广 、数量最多的渔具 ,其作业范围广 、捕捞对象

多 、生产机动灵活 、捕捞效率高
[ 12]

,但对渔业资源的破坏力也最强 。定置网也是我国海洋渔业中广泛使

用的传统渔具。张网是定置网中的一种 ,其分布广 ,数量大 ,捕捞对象除部分中型鱼类外 ,大多为小型或

幼稚鱼类 ,对幼鱼损害严重。刺网的选择性相对较强 、但过度发展对渔业资源也会造成严重损害。此

外 ,在我国海洋捕捞中广泛使用的渔具还有围网 、钓具等。



　　由图 1可见 ,对渔业资源破坏力大的渔具 ,即拖网和定置网在我国海洋渔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而选

择性相对较好的刺网 、钓具作业则比重较低 ,这说明我国海洋渔业的捕捞作业结构极不合理。对渔业资

源损害严重的渔具所占比重大 ,增长迅速 ,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对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 ,是导致我国海

洋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之一。

图 1　1989-2002 年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及不同作业类型的产量变化

Fig.1　Changes of China' s total marine catches and different fishing gear' s yield , 1989-2002

1.2　海洋机动渔船数量和功率的变化

1989-2002年我国海洋捕捞渔船数量以及功率的变化情况见图 2。伴随着海洋捕捞产量的快速增

长 ,我国的海洋捕捞努力量迅速膨胀。海洋机动渔船的数量从 1989年的 23.4×105 艘增加到 2000年的

28.97×105艘 ,总功率更是从629.29×105kw 增加到 2002年的 1340.15×105 kw ,在海洋机动渔船数量持

续缓慢增长的情况下 ,总功率则几乎呈直线性增长 ,增加的功率将近一倍 。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机

动渔船的数量在 2000年之后由于我国减船计划的实施 ,已经开始减少。但是在渔船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渔船的总功率反而继续增加。

图 2　1989-2002 年全国海洋机动渔船数量(万艘)和功率(万千瓦)变化

Fig.2　Changes of quantity and power of China' s powered fishing vessels , 1989-2002

　　这是因为在渔业的获利前景看好时 ,渔民会千方百计地再次增加投资 。而作业渔船的捕捞能力并

不是由单一因素构成的 ,而是由一系列因素所构成。渔业管理机构很难有效地控制所有因素。如果某

320 上 海 水 产 大 学 学 报　　　　　　　　　　　　　　　　　　14卷



一因素受到控制 ,则渔民就会利用没有受到控制的因素来取代受到控制的因素。譬如通过增大渔船的

主机功率 、采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材料等 ,最终使得渔船的捕捞能力增加 ,对渔业资源产生更

大的压力 。这就要求我们 ,在捕捞强度的控制方面 ,不仅需要坚决控制渔船的数量 ,对渔船的功率也同

样要加大监管力度 ,坚决执行农业部的“双控”要求 ,使我国海洋渔业的捕捞强度真正得到控制 。

1.3　渔民数量变化

与海洋作业渔船数量和功率的迅速膨胀相适应 ,海洋渔业的劳动力数量也迅速增长 。从图3来看 ,

海洋渔业劳动力在这十几年中一直平稳增长 ,总的劳动力从 1989年的 204.2×105 人 ,增加到 2001年的

292.9×10
4
人 ,其中专业劳动力从136.7人增加到 2001年的 211.1×10

5
人 ,兼业劳动力从 67.5×10

5
人

增加到2001年的 81.8×105人 。虽然在 1999年曾经短暂的减少过 ,但在 2000年就迅速恢复 ,并且没有

因为 2000年开始的“零增长”计划的实施马上减少 ,反而进一步增加 ,直到 2002年 ,这种增加趋势才得

到抑制。其中在 2002年专业劳动力减少了近 4万人 ,兼业劳动力减少了 2万多人 。在当前的减船转产

工作中 ,数以百万计的渔业劳动力的转产就业问题实在是各级政府都需要面临的一项非常严峻的任

务[ 13] 。1989-2002年全国海洋渔业劳动力 、专业劳动力以及兼业劳动力数量变化见图 3。

图 3　1989-2002 年全国海洋渔业劳动数量变化

Fig.3　Quantity changes of marine fishermen in china , 1989-2002

2　关于国家在 2010年前实施的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和有关措施

经国务院批准 ,农业部从我国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对全国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实行总量控制

(以下称”双控”)制度 。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 ,1999年 、2000年农业部分别实施了海洋捕捞”零增长”和”

负增长”政策 ,进一步加大了对海洋捕捞强度的控制力度 。但许多沿海地区由于受就业压力 、捕捞渔民

转产转业补助和渔业劳动就业政策不配套等因素影响 , ”双控”制度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 。据统计 ,到

2002年底 ,全国海洋捕捞渔船为222 ,390艘 、12 ,696 ,631 kw ,与”九五”期间的”双控”指标相比 ,船数按可

比口径增加0.5%,功率增加 35.6%。鉴于这种情况 ,农业部又出台了《关于 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

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 ,加快了我国海洋捕捞渔船削减的步伐。

其总体目标是根据渔民的可承受能力和渔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将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

数分别从 2002年底的 222 ,390艘 、12 , 696 ,631 kw ,压减到 2010年的 192 ,390艘 、11 ,426 ,968 kw 以内 ,船

数减少3万艘 ,功率数减少 1 ,269 ,663 kw ,年均减少 3 ,750艘 、158 ,708 kw[ 14] 。并且下达了各省 、自治区 、

直辖市的减控指标[ 15-17] 。通过压减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 ,达到初步控制我国海洋捕捞强度盲目增

长和资源过度利用 ,逐步实现海洋捕捞强度与海洋渔业资源可捕量相适应的目的。沿海各省 、自治区 、

直辖市应按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 、政策的规定 ,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可在完成本地区”双控”指

3213期　　　　　　　　　　　　　 刘立明等:关于我国渔船削减计划的研究



标的基础上 ,加大减船力度 ,早日实现本地区捕捞强度与渔业资源可捕量相适应的目标。在组织实施上

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职责分工方面:控制海洋捕捞渔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农业部负责全国海洋捕捞渔船”

双控”指标的分解和监督管理工作。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双控”指标的贯彻落实和

监督管理 。计划 、财政 、银行 、工商等有关部门根据职能分工负责控制海洋捕捞渔船的相关工作。

实施方式为:由沿海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下达的”双控”指标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

情况制定出3至 4年应减船数 、功率数的计划 ,报农业部核准。经农业部核准后 ,由沿海各省 、自治区 、

直辖市人民政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 、《渔业船

舶报废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以下要求执行:(1)禁止制造(按规定淘汰旧船再建造 、更新改造捕捞渔

船的除外)、进口拟在我国管辖海域从事生产的海洋捕捞渔船 ,(2)重点压减持《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渔

船 ,以及从事拖网 、帆张网 、定置张网作业的渔船 ,(3)结合渔船报废制度 ,引导捕捞渔民转产转业 。

沿海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农业部核准的控制计划 ,于翌年第一季度末向所

在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集中上缴上年度本省(区 、市)已核减的捕捞渔船有效凭证。各海区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局应将上缴的有效凭证统一登记造册 ,以备后查 ,并根据农业部的要求 ,集中销毁。

3　渔船削减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

3.1　配套法律 、政策措施方面

我国是在近几年当中才开始进行有关渔船削减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相关的法律法规都不够完

善 ,并且对淘汰报废 、转产转业渔船的赎买补助标准偏低 ,对渔民的吸引力不大 ,且补助款项兑现速度过

慢[ 18] 。在转产转业方面 ,虽然我国相继出台一些政策措施鼓励渔民转产从事养殖业 ,但是对于鼓励渔

民从事远洋渔业 、海运以及其他行业的相关鼓励政策 、措施还比较缺乏 ,使得渔民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数

不多 ,积极性不高[ 19] 。

3.2　渔民自身方面

思想保守 、观念陈旧:长期以来 ,世居海岛的渔民已经形成了“渔民就是捕鱼”的传统思想 ,很难短时

间内突破这种观念的桎梏 。而且很多渔民头脑中存在 “内行生意不可丢 ,外行生意不可做”的想法 ,固

守着捕鱼这一时代相传的职业 。还有的渔民对退出捕捞后的就业出路问题存在着种种顾虑 ,认为现在

下岗人员多 、农民进城多 、渔民转产后就业岗位难找等 。也有的人觉得转产困难 ,于是抱着一种等待 、观

望和畏难的态度 ,对转产转业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 20] 。

技术单一 、综合素质低下:世代生活在大海上的渔民 ,在长期与海洋 、航行 、捕鱼的生活中熟练掌握

了在海上捕鱼以及生存的本领 ,但却缺乏其他的谋生技能 ,在就业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且专业捕

捞渔民年龄日趋老化 、文化素质较低 ,在接受新的技能 、文化方面也存在缺陷 ,为开辟就业门路增加了困

难。

渔船难处理 、转产转业资金严重缺乏:据调查 ,我国有近半数的渔船存在债务 ,而且很多是民间高利

的借贷。近几年海况不好 、鱼价下跌 ,很多渔民都是保本经营甚至亏损经营 ,前几年效益好时的赢利又

大多投入到渔船的购买建造上 。大多数渔船在经过扩大 、翻新后 ,由于近几年捕捞效益下滑 ,船价大幅

贬值 ,以致很多渔民经营困难 、资不抵债 。这使得一些渔民处于一方面经营亏损想要转产转业 、另一方

面卖船又难以清偿债务 、甩脱不掉的两难境地 。即使渔民在转产转业中获得了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经

济补助 ,但是合起来约有 8 ～ 9万 ,只是原船造价的 1/10。于是由于资金严重短缺 ,很多渔民心有余而力

不足 ,严重制约了渔民的转产转业 ,给渔船的削减工作带来了困难。

3.3　非渔劳力冲击较大

在我国当前的渔业中 ,各个渔村青年人下海捕鱼的已经越来越少 ,专业捕捞渔民已经到了自然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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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阶段 。但同时非渔劳力与外来劳力越来越多[ 21] ,以浙江省普陀区为例 ,从 1996-2001年该区渔

村专业劳动力以年均 2%的幅度递减 ,而非渔劳力与外来劳力则以 5.7%的幅度递增 。在下海从事捕捞

的非渔劳力与外来劳力达 5139人 ,占捕捞劳力总数的 19.28%,并且呈现继续上升态势 ,甚至在某些地

方已经成为渔业捕捞的主力军 ,对海洋渔业捕捞强度的削减工作带来很大的冲击
[ 22]

。

3.4“三无”渔船难以从源头上得到控制

虽然地方渔政管理机构已经停止了审批和建造近外海渔船 ,切实强化了“三无”船只以及非法修造

船厂的清理整顿 ,并且拆解 、没收了一批“三无”和“三证不齐”渔船 ,但是现在新的这样的渔船却又重新

出现 。据了解 ,这是本地一些依然以捕捞为生而又没有渔船的渔民 ,利用其他地区对建造渔船控管不严

等情况 ,通过非法途径 ,在外地建造或买入 ,造成了难以从源头上控制渔船的盲目增长[ 23] 。

4　对策探讨

4.1　加大力度 ,完善减船转产政策措施

渔民减船转产是一项利及当代 、功在千秋的重要政策 ,各级领导都要重视 ,各个部门都要支持 。农

业部应该与国务院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 ,使得就业岗位能够向转产渔民倾斜 。不仅

制定鼓励渔民从事养殖业的政策措施 ,也应相应的制定鼓励渔民从事远洋渔业 、海洋运输 、休闲渔业等

行业的政策措施 ,并且使得这些可能的就业途径具有可操作性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可能的阶段[ 24 , 25] 。

提高对淘汰报废 、转产转业渔船的赎买及补助标准 ,尤其是提高对大马力渔船报废的补助标准 ,给

予报废渔船赎买补助的总数额达到 40%左右 ,并且能够及时兑现 ,增强对渔民的吸引力[ 26 , 27] 。虽然我

国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不可能实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同等的渔船赎买标准 ,但过低的赎买价格使得渔

民获得的补偿与初期投资差值过大 ,使渔民难以卸下沉重的债务包袱 ,也不能顺利的转产转业 。

对渔民转业所从事的海上海运船 ,不应一般的视为专业的水产品贩运船 ,在征税 、信贷 、审批等方面

应尽量简化手续 、减轻负担。对从事休闲渔业的渔民在给予补助外 ,也应该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对转

移作业区域从事远洋捕捞的渔民 ,国家 、地方政府除给予政策 、技术支持外 ,还应该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

或者提供风险保险。

4.2　加强教育 、引导渔民转变思想观念

观念一旦深入人的头脑 ,就很难加以改变 ,尤其是对那些祖祖辈辈都在海上从事捕捞的渔民而言。

但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是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渔民对我国当前的渔业资源和渔业政策的认

识 ,使其认识到渔船淘汰报废和渔民转产转业的不可避免性 。鼓励渔民克服被动的思想 ,积极主动的寻

找创业新途径 ,减少减船转产的人为阻力 ,加快减船转产进程。

4.3　进行培训 、增强渔民再就业能力

渔民在长期从事海洋渔业捕捞的过程中形成了单一的谋生技能 ,使其在新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

的境地 。加强教育和培训 ,提高渔民及其后代的素质这一艰巨的工作应引起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只

有渔民的素质得到提高 ,他们才会有开明的观念 、长远的眼光和更强的创造能力 。一方面 ,应开设具有

发展潜力的职业学校 ,跳出渔业 ,拓宽专业面 ,为渔民转产转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 ,要借鉴国有企业

“下岗再就业”的经验和做法 ,在渔区设立渔民转产转业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举办各类培训班 ,对捕捞渔

民进行养殖 、加工 、建筑 、运输 、烹调 、流通 、经营等各类行业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拓宽渔民转产转业

的视野和技能 ,为渔民转产转岗打下良好基础 。

4.4　加强监管 、严格控制非渔劳力下海捕捞

必须改变当前一方面推进渔民转产转业 ,另一方面大批非渔劳力 、外来劳力下海捕捞这一不正常的

状况 。非渔劳力下海既冲击了国家渔船 、功率”双控”指标 ,加速了对近海渔业资源的破坏 ,也降低了海

洋捕捞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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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海洋捕捞强度 ,应该严格执行海洋捕捞行业就业准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

确规定:”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培训 。”海洋捕捞作为一种危险的特殊的行业 ,应该实行准

入制度。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目前浙江省已经出台了《海洋捕捞就业准入制度》),推行海洋

捕捞劳力准入制度 ,采取通过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以及增加征收雇佣非渔劳力 、外来劳动力的船东税

收的方法 ,遏止非渔劳力 、外来劳力从事海洋捕捞的趋势。以此减少其与当地专业渔民”抢饭碗”的问

题 ,优先保障当地渔民的就业出路问题 。

4.5　构建渔区社会保障制度 ,解决渔民后顾之忧

渔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直接关系到渔民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渔区社会稳定的大局 。由于我国实

行城乡两种制度 ,使得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将广大的渔民排除在外 。而近几年随着渔区经济发

展的变缓 ,渔区人口老龄化以及在转产转业中所出现的失业 、转产失败等风险 ,使得渔区社会保障制度

的建立显得非常迫切[ 28] 。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渔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包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内的全面的

渔区社会保障制度[ 29] 。养老保险的建立 ,可以针对老龄化的渔民 ,解决其因年老带来的后顾之忧 ,促使

其放弃“趁着还能干再捞几年好养老”的想法;失业保险可以针对渔业结构调整和转产转业过程中生活

出现困难的渔民 ,将失业保险同再就业工程结合起来 ,通过就业介绍 、转岗指导 、技能培训 、失业救济 、对

雇佣失业渔民企业给予优惠政策等措施 ,尽可能解决渔民面对转产转业的后顾之忧 ,推进转产转业工作

的顺利进行。

4.6　拓宽渔民转产转业途径

渔民的转产转业工作与捕捞渔船的削减工作紧密相连 ,互相影响 。渔船削减计划要想顺利实施 ,必

须做好渔民转产转业工作 。因为只有解除了渔民就业的后顾之忧 ,渔民才会积极响应减船号召 ,使得减

船工作顺利开展 。反过来 ,渔民转产转业工作做的成功 ,又会为其他观望 、等待的渔民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 ,使其认识到卖船以后的就业途径更加宽广 ,坚定减船的决心 ,促进渔船削减工作的进一步进行 。下

面对渔民可能的就业途径进行一下探讨 。

4.6.1　适当发展海水养殖业[ 30]

海水养殖是今后一个时期渔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要在养殖产量 、养殖品种 、养殖效益等三个方面

取得新的突破。充分利用浅海港湾可以利用的养殖水面 ,大力发展浅海养殖 ,突破深水抗风浪网箱技

术 ,因地制宜发展筏式养殖;扩大提高围塘养殖 ,鼓励把低产盐田 、棉地 、低洼地改造成鱼虾养殖塘 ,扶持

建设一批精养高效 、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提高围塘养殖效益;巩固发展滩涂养殖 ,重点实施名优特水产精

养高产战略
[ 31]

。通过发展精品高效的水产养殖业吸引更多的渔民弃捕从养 、积极进行转产转业 。当然

在发展海水养殖过程中必须注意环境保护问题 ,引导渔民尽可能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 、设备 ,在当地环

保部门的统一监管之下有序地进行 ,而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海水养殖。同时 ,渔区环境也直接影

响着渔区发展旅游业 、休闲渔业等产业的成功开展 ,需要加强保护。

4.6.2　积极稳妥扶持发展远洋渔业

远洋渔业是转移分流国内捕捞劳力最多的一项产业。继续巩固稳定东北太平洋 、西南大西洋鱿鱼

钓公海大洋性钓捕 ,适度扩大印尼等过洋性捕捞的发展 ,加大力度鼓励开发超低温金枪鱼钓和远洋捕捞

新渔场和新资源[ 32 , 33] 。但同时我们也须时刻注意国际海洋渔业管理方面的新动向 ,使我国国内的渔业

政策和发展方向与国际发展趋势尽可能协调起来 ,不致使我国在国际渔业交流和渔业谈判中陷于不利

的境地。

4.6.3　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

渔区政府要勤于牵线 ,敢于搭桥 ,引进资金 、技术和人才 ,兴办工商企业 ,吸纳渔区劳力。鼓励渔民

出外打工谋生 ,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 ,同时 ,要切实做好服务工作 ,为渔民找寻新的谋生之路。加强与其

他国家的劳务合作 、增加劳务输出 ,促使更多的国内捕捞渔业劳动力向远洋渔业以及国际渔业合作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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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转移 ,减少国内近外海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 。

4.6.4　深化加工 ,搞活流通 ,拓展渔业产业空间

要引导渔民采取多种方式 ,提高水产品质量 ,以适应消费者对水产品多样化 、优质化的需求;开发水

产品精深加工 ,增加水产品附加值 ,大力扶持龙头企业 ,推动水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 ,要搞好水

产品批发市场发展规划 ,鼓励运销大户从事水产品经营 ,形成有大 、中 、小多种形式的水产品经营流通网

络。积极拓展水产品出口贸易 ,增加出口创汇[ 34] 。

4.6.5　大力发展旅游业及休闲渔业
[ 35]

休闲渔业具有良好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应 ,目前正快速崛起 ,已经成为沿海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和引导渔民进行转产转业的一条新的途径 。海洋渔区风光旖旎 ,旅游资源丰富 。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节假日的增多 ,开发渔区旅游业及休闲渔业大有可为 。当前渔区开发的旅游形

式较有代表性的有以阳光 、海水 、沙滩为特色的”三 S”海岛风光等
[ 36]

。休闲渔业是一种集渔业 、娱乐 、旅

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 。由于有秀美的渔区自然环境 、野趣盎然的渔业生产劳动 、豪放淳厚的渔乡民俗风

情 ,沿海渔业地区已经受到越来越多旅游者的青睐。渔区政府应抓住时机 ,以现有的旅游资源为基础 ,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做好规划 、开发 、管理等工作 ,推进渔区旅游业及休闲渔业的发展 ,并由此

带动其它产业 ,为渔民转产转业提供足够的区域和空间 。

4.6.6　加快渔港小城镇建设 ,发展渔区二 、三产业

建设渔港小城镇 ,有利于渔区文化教育事业及二 、三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促进渔区经济结构的调整 ,

有利于渔民物质 、精神生活的改善 ,有利于加快渔业和渔村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以来 ,许多渔民从小岛迁到大岛 ,甚至县城 。现在 ,小岛迁 ,大岛建 ,以渔港为依托 ,建设渔区小城镇 ,

发展渔区二 、三产业 ,将被赋予更深的涵义和更重要的意义 ,它既是发展渔业经济的重要内容 ,也是为捕

捞渔民转产转业提供就业机会的重要场所。

4.6.7　大力发展海运业

积极拓展海上运输业是发展捕捞渔民特有优势和转业分流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可以在稳定现有油

运船队的基础上 ,在适度扩大海上运油供油船队;可以从事冷藏运输 ,如到东北太平洋装运鱿鱼和向沿

海城市运送水产品;可以为各个大中城市以及沿海码头 、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 ,扩大海上采砂 、运石等工

程船队;可以从事代客户装运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的货物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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