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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牧“ 蓝 色 粮 仓 ”
——山东烟台海洋牧场建设调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4 月下旬，记者来到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金

山湾海域的东宇海洋牧场平台时，正赶上海参

的春季捕捞季。伴随马达阵阵轰鸣声，船员将

捕捞上来的海参装船，海螺、螃蟹、扇贝等新鲜

海货跟着一同上岸，海风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瞧，这海参一个就有半斤多！现在正是海

参大批量成熟时，每天能捞 1 万斤以上，多的时

候能有 2 万斤。”烟台东宇海珍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效平说，海参从幼苗到成熟要成长四五年

时间，春季和秋季是捕捞作业最繁忙的时节。

“海洋牧场”的概念近些年逐渐被大家所熟

知。海洋牧场是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

殖放流、生态养殖等措施，构建或者修复海洋生

物繁殖、生长、索饵或者避敌所需场所，增殖养

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模式。智能网箱和多功能海上平

台都属于海洋牧场的实现形式。

烟台海洋生态环境优良，近 1/5 的海域适宜

建设优质海洋牧场。目前烟台拥有省级以上海

洋 牧 场 43 处 ，其 中 国 家 级 18 处 ，居 地 级 市 首

位。海洋牧场总面积已发展到 130 万亩。

带为线、群为珠、线穿珠，在烟台莱州湾、庙

岛群岛、四十里湾、丁字湾海域，“耕海 1 号”“国

鲍 1 号”“经海 001 号”“长鲸 1 号”“长渔 1 号”等

海洋牧场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海平面上。海洋

牧场是怎样运作的？如何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给周边传统渔业从业者的生产生活

带来哪些变化？经济日报记者走访烟台多座海

洋牧场展开调查。

“类野生”养殖逐步实现

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南隍城岛是原种皱纹

盘鲍的发源地和原产地，也是原种皱纹盘鲍亲本

的主要输出地。4 月 21 日，记者登上全国首座坐

底式海珍品养殖网箱——“国鲍 1 号”。打开其

中一个养殖笼，看到几十头肥美的鲍鱼盖着海草

“被子”安居在内。网箱可年产优质海珍品 70 吨

至 120 吨，一个网箱相当于过去上万亩海域的养

殖数量。网箱突破了传统鲍鱼、海胆深海养殖的

限制，真正实现海珍品深远海智能装备化“类野

生”养殖。记者了解到，烟台市培植壮大莱州明

波、山东安源等渔业苗种“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

业，年培育各类水产苗种 3500 亿单位，成为我国

北方重要的海水健康苗种供应基地。

在南隍城岛海域上，首批亚洲最大量产型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经海 001 号”“经海 002

号”“经海 003 号”，呈“品”字形分立黄海海面，

之间相距约 3 公里。站在船头遥望，智能网箱

平台如同“海中城堡”矗立在海天之间。更令人

震撼的是登上“海中城堡”后，眼见肥美的黑鲪

鱼在网箱中不时浮出水面觅食，带来一抹抹银

光闪闪的鲜亮！

以“经海 001 号”深海智能网箱平台为例，

尺寸为 68 米×68 米×40 米，是坐底式钢结构，

养 殖 水 体 达 7 万 立 方 米 ，养 有 黑 鲪 鱼 约 60 万

尾。偌大的网箱平台上仅有 4 名工作人员，如

何实现数十万尾鱼儿的自动化、智能化养殖？

经海渔业渔服事业部工程师纪翔指着平台西南

角的漏斗形饵料罐说：“饲料运输船直接将饵料

打入漏斗，饵料通过分布在网箱四周的投喂口

实现每日投喂。”恰逢喂鱼时段，记者看到大漏

斗一侧的机房设备运转起来，碗口粗的投喂口

“哗啦啦”雨点般投射着饵料，不断有鱼群翻出

水面觅食。看着波光粼粼的围网，我们很难想

象，围网内竟然养着数量如此庞大的黑鲪鱼，短

短数月就将出鱼数百吨！

中集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刘富

祥告诉记者，“经海系列”是由中集来福士自主

研发的亚洲单体最大的深远海智能化网箱。网

箱上搭载了 5G 通信、海洋数据监测以及水下监

控等多种系统，可以让鱼儿在“类野生”环境下

生长。首批“经海系列”深水智能网箱里的“类

野 生 ”好 鱼 —— 经 海 黑 鲪 、经 海 花 鲈 已 开 始

收获。

中集来福士是一家海工装备制造企业，海

洋牧场平台是其“油转渔”初期的一项技术成

果。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助理总裁、

烟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福元表

示，“经海渔业是‘百箱计划’项目的实施主体，

乘着国家海洋战略深入和新旧动能转换的东

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项目实施渐入佳境，对

我们来说，从海工装备到渔业装备建造，再到渔

业养殖，每一次跨界都是挑战”。

2020 年，烟台市启动“百箱计划”，旨在通过

“百箱”带动“千箱万箱”，触发万亿级海洋经济

产业链。同年，由中集集团与烟台市共建的中

国海工北方总部战略合作首个落地项目——烟

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成立，有效推动海洋

牧场建设从“分散经营”向“集团化运作”转变。

据悉，“百箱计划”在 2023 年预计将开工建设

6 座至 8 座网箱。

日前，中集集团旗下中集来福士为烟台经海

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建造的“经海 004 号”智能网

箱在长岛南隍城海域完成坐底交付，将用于许氏

平鲉等商品鱼类的养殖。至此，经海渔业“百箱

计划”首批 4座网箱全部集结入驻南隍城岛。

渔民变身“耕海牧洋人”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近年来，依山傍海的

烟台长岛综试区南长山街道孙家村捧起了海洋

牧场饭碗。

“自从建设海洋牧场，搞起生态养殖，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海洋牧场被评为

烟台市市级休闲渔业基地，目前正在积极申报省

级海洋牧场，给村民带来更多福利！”孙家村党支

部书记孙成伟干劲十足。孙家村东源海洋牧场

海域面积 4400 亩，是村集体控股的海洋牧场，从

2015年开始建设，在中科院海岸带研究所技术支

持下，确立了“固藻集鱼”的模式，通过培植海藻

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养殖。

依托海洋牧场，孙家村还成立由村党支部

领办的海参养殖合作社，113 户村民加入合

作社，占村庄总户数的 73.6%。仅海参

销售一项，孙家村年均收入 200 余万

元，拉动村集体增收 60 余万元，社

员户均增收 4000 余元。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

人担心加快建设海洋牧场会

影响周边渔民的收入，事实

怎样呢？作为长岛综试区

南隍城村的老养殖户，葛

长会介绍：“正愁养的黑

鲪鱼没地方卖，经海把我

们养的鱼都买走了。”长

期以来，鱼卖多少钱，定价权在收鱼的人手里，

“小散”渔民很被动，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

体量大的养殖公司，“经海 001 号”的运营不仅没

有和周边渔民形成竞争关系，反而有效降低了渔

民的养殖风险。“经海 001 号”与岛上的渔业合作

社渔民签订“大渔带小渔”合作养殖协议，每年收

购鱼苗 60多万斤。

“过去我们养殖成品鱼需要 3 年时间，有海

洋牧场后只需 1 年半。我们养前半程，他们养

后半程，渔民收益不仅没减少，反倒增加了。”长

岛综试区南隍城乡南隍城村党支部书记李盛

平说。

在离岸数百米的南隍城岛湾区，分布着连

片的小网箱，渔民开着机动船忙碌着。热情健

谈的渔民葛茂武告诉记者：“我干养殖 20 多年

了，这些年养黑鱼，感觉湾区养殖不好做。内湾

流水少、养分少，鱼的死亡率就高。黑鱼 3 年才

能养到 1 斤多。去年，南隍城成立渔民合作社，

牵头与经海渔业合作。经海渔业的技术人员在

养殖过程中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养到半斤左右

的成品鱼苗，只要检验合格，经海就打包收走

了。”葛茂武介绍，经海的收购价一般比市场价

高一两元，整网收对鱼的伤害少。现在长岛好

多渔民也开始转型养黑鱼苗了。

人工造礁涵养生态

现代化的海洋牧场不仅使深远海成为“良

田”，供给更丰富的海产品，改善渔业从业人员

的生产生活状态，同时，也在悄然改善着海域

生态。

多年未见的大叶藻、海萝等藻类丛丛簇簇

地布满海岸，白江豚、鲸鱼等结队现身，鲍鱼等

野生海珍品、渤海刀鱼等传统鱼类资源不同程

度恢复⋯⋯眼下，在长岛徐徐展开了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看着现在的生态环

境，我们很难想起海洋渔业养殖曾经的模样。

彼时，近岸海域连片的养殖设施和粗放的饵料

投喂导致养殖产出大，污染也重。

这样的生态画卷自然离不开海洋牧场的功

劳。近年来，长岛下水多功能海上平台 5座、大型

智能网箱9座，累计投放各类人工鱼礁超过130余

万空方，增殖放流超过 3000余万尾。为持续改善

长岛周边海域生态环境，今年山东南隍城海洋开

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731 万元，全年投放人工鱼

礁1.6万空方，截至目前已投放0.8万空方。

每一个礁体表面富集大量的牡蛎、脉红螺

等贝类，礁区聚集大量斑石鲷鱼、梭鱼、大口虾

虎 鱼 、黑 鲷 等 野 生 鱼

类 。 人 工 鱼

礁 的 存

在 ，能 够 有 效 避 免 拖 网 作

业，防止过度捕捞。

东宇海洋牧场连续 12 年

向海底投石深海造礁，人工造礁

总量达四五十万空方，建造了天

然的“海底牧场”。海洋生态环境

改善了，海域野生螃蟹、各种经济鱼

类明显增多，经济效益可观。目前东

宇年产鲜参 50 多万斤，贝类 200 多万斤，

且产量呈每年递增态势。生物多样性大

大增加，使得这里具备良好潜水条件，吸引

各地游客。

如何做好传统渔业“减法”和海洋生态修

复“加法”？烟台市近两年共腾退、拆除非法和

不符合分区管控的近岸筏式养殖区 12 万亩，协

同推进投礁型、底播型、田园型、装备型、游钓型

5 大类海洋牧场建设，大规模实施近岸经济型人

工鱼礁建设工程，加大增殖放流力度，海洋牧场

生物资源明显增加。数据显示，烟台市每年增

殖放流各类水产苗种 10 亿单位以上，示范推广

海洋牧场鱼、贝、藻、参绿色生态养殖 20 万亩，

投放各类人工鱼礁总量达到 350 万空方，海洋

牧场和周边海洋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不仅如此，烟台市投入 5000 余万元实施海

水养殖污染控制示范工程，科学推进海上养殖

环保浮球、工厂化养殖场升级改造。建立海洋

牧场建设技术推广体系，在莱州、长岛成立 2 处

省级“生态型人工鱼礁实验中心”。加快打造海

洋牧场生物种质库和种业基地，加强重要水产

种质资源产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保护管理，

现有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8 处，保护区

面积 2.56 万公顷。

培育海上“田园综合体”

海洋牧场不只养鱼，还能擦出文化旅游的

火花。4 月 22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烟台市莱

山区四十里湾海域的烟台清泉海洋（牧场）公

园，看到斑石鲷、大泷六线鱼等各类名贵品种鱼

苗在网箱内游动。据了解，项目可年产斑石鲷

等优质鱼类 10 万尾，约 60 余吨。“游客来到这里

可先到大平台参观海洋牧场环幕底仓，再到智

能化围栏平台垂钓，垂钓完可以现场蒸煮鲜活

鱼，享受美味。”烟台清泉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养

殖技术总监侯明华说。

同样位于四十里湾海域的“耕海 1 号”海洋

牧场综合体，将渔业养殖与海洋旅游相结合，开

创了“蓝色粮仓+蓝色文旅”海洋牧场发展新模

式，在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智慧渔业、休闲渔

业、科技研发、科普教育等功能集成在统一平

台。游客可以在平台体验“渔夫垂钓”乐趣，品

尝“海洋主题”美食，欣赏“海上电影院”科普影

片，领略“耕海牧渔”海洋文化。

烟台东宇海洋牧场同样关注产业链延伸、

融 合 问 题 。

“相比传统渔业

生产模式单一、产业

融合度低、抗风险能力

差 的 短 板 ，现 代 化 海 洋 牧

场建设可有效带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延伸、优化海洋渔业产

业链价值链。”李效平说。烟台东宇海洋牧场利

用多功能海上升降平台和半潜式海上平台，合

理规划发展海上观光、休闲垂钓等文旅新业态。

在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发展方面，烟台市支

持海洋牧场同文旅、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海

上“田园综合体”。共创建省级海钓场 18 个，成

功举办 10 余次省级“渔夫垂钓”系列赛和全国

海钓邀请赛。

谈及海洋牧场前期探索面对的困难，烟台

市海洋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柏说，前期由于海

洋牧场建设缺乏足够的陆海统筹，尚未形成科

学合理的产业格局。而且，海洋牧场建设内容

远远超出了渔业养殖范畴，现有的标准和规范

无法满足发展需要。作为从耕海牧渔到游乐餐

饮的多功能发展平台，相关政策标准及管理监

督涉及多个部门，尚需进一步统一完善。

作为新兴业态，海洋牧场建设任重道远。

近日，烟台市制定出台了海洋牧场“百箱计

划”三年行动方案，将持续聚焦海洋牧场全产

业链建设，聚力强化苗种供应、装备制造、数

字智能、加工流通、品牌标准、金融服务、人

才智力、产业融合等八大支撑，计划到 2024

年，投产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设施 50 个，省

级以上海洋牧场总数达到 50 处，争创全国深

远海智能养殖示范区，全力打造国家海洋牧场

建设示范城市。

海中有“金山银山”，更有“绿水青山”。如

今一座座“蓝色粮仓”正在加速崛起，高奏“深耕

蔚蓝、向海图强”的海洋牧歌。

寻 找 最 适 合 的 路 径
港城烟台向海而生，因海而兴，在海洋牧

场建设过程中展开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与实

践，有三种发展新模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技术平台层面，“海工+牧场”联动，提

高牧场装备化水平。烟台通过发挥当地海工

装备企业科研优势，将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嫁

接到渔业领域，高端大型装备助力海洋渔业

走向深远海。通过第二产业的装备拉动了第

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升级，从而带动了一二三

产业协同发展。

在养殖周期方面，“陆海接力”兼容，形成

全时空水产养殖。烟台联结陆地与海洋，以

水产企业为龙头，大力发展陆基工厂化循环

水与深水网箱融合养殖。每年秋冬季，斑石

鲷等名贵品种在陆地上的工厂化车间养殖，

5 月末到 10 月初再转移到海洋牧场养殖。通

过陆基、海基“无缝衔接”实现了名贵鱼种的

“南鱼北育、南鱼北养”。

在生产方式层面，一花独放不是春，“大

渔带小渔”共享，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烟台

推行“科研单位+龙头企业+合作社+渔户”的

“大渔带小渔”模式，促进海洋牧场综合体向

规模化、区域化发展。同时，烟台当地实力较

强的海洋牧场企业，引领组建渔民专业合作

社，将海洋牧场建设与渔民转产转业结合起

来。截至目前，当地渔民合作社达到 300 家，

辐射带动 2 万多户渔民增产增收。

海洋牧场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

程。海洋牧场虽然不是全新概念，但各地的

探索时间也不算太长。如何耕牧“蓝色粮

仓”，如何确保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需要破解的问题还有很多。烟台的探索紧紧

依靠自身特色、发挥优势资源，寻找到适合自

己的耕牧之路，可能

是 海 洋 牧 场 持 续 走

下去的重要依托。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已达 136 个。这一数字距离《国

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 年）》提出的到 2025 年创建 200 个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的目标越来越近。曾经还相对陌生的“海洋牧场”概念，正在慢慢变为

现实。数量增加了，质量怎么样？现在的“蓝色粮仓”到底建成什么样了？带着诸多疑

问，经济日报记者来到山东烟台市采访调研，亲眼看一看，和海洋耕牧人们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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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宇海洋牧场。 李 仁摄

上图 烟台渔民将半成

品鱼送往海洋牧场平台进行

接力养殖。 张吉华摄

左图 烟台经海 001 号

海洋牧场。 张子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