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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介绍和评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在渔业领域科技创新方面

的实施情况, 并展望我国渔业发展的未来趋势。通过对重点专项的任务布局、项目经费概况、项目分布

情况、承担与参与单位(人员)情况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 概括和评述专项实施特点和项目成效。分析显示, 

该专项具有系统性布局、重点领域突破、产业链协同创新、产业环节差异性布局等特点。在种质创制、

健康养殖、资源养护、友好捕捞、流通加工等五大产业需求上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 显著提高了我国渔

业科技创新水平。基于“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的实施成效, 我国渔业科技创新在“十四五”期

间及以后将更加注重拓展水产养殖新空间, 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和智慧渔业, 提高养殖设施和装备水

平, 提升加工综合水平, 加快冷链物流建设, 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领域。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

优质蛋白食品产业结构, 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淡水和海洋资源, 推动我国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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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消费者对

高品质、营养丰富的食品需求逐渐增加。渔业产品成为

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保障粮食安全和满足

人民生活需求具有重要意义。2022 年, 中国渔业总产量

为 6 865.91 万吨, 可分为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两大部

分。淡水渔业以养殖为主, 包括鱼类、虾类、蟹类等多

种水生动物, 2022 年淡水养殖总产量为 3 289.76 万吨, 

占据中国渔业总产量的约 47.9%, 对提高农村居民收

入、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海洋渔业主要包括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和远洋渔业三个

部分, 2022 年总产量分别为 950.85 万吨、2 275.70 万吨

和 232.98 万吨, 分别占我国渔业总产量的约 13.8%, 

33.1%和 3.4%,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护海洋生态平

衡以及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 

然而, 在渔业发展过程中, 我国也面临一系列问

题与挑战[2]。首先, 过度捕捞导致渔业资源衰退。据

统计, 由于资源总量的影响, 中国近海渔业海洋捕捞

总量已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1 200 万吨左右下降至

2022 年的 951 万吨[1, 3]。其次, 环境污染对渔业资源

产生严重影响。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导

致水质恶化, 进而影响渔业生产。第三, 水产养殖存

在隐患, 如使用不合规饲料、药物和添加剂等问题。

此外, 渔业科技水平相对滞后, 导致捕捞和养殖效率

较低, 且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应用不够普及, 产业结构

亟待优化, 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及市场开发不足, 制约

了渔业经济效益的提高[4]。因此, 我国正采取切实措

施, 加大对渔业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投入, 提高渔

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完善渔业产业链, 提高渔产品的

附加值和品质, 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经济

发展, 并在维护生态环境平衡中发挥作用。 

科技创新在保护渔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实

现环境保护、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培

养人才队伍以及支撑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是解决我国渔业发展的诸多挑战, 实现渔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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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关键途径[5]。长期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渔业科

技创新发展规划部署, 通过各种形式支持渔业科技

领域的创新活动。其中, 国家层面的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公益性行

业专项”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对渔业科技

领域基础、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全局

性、长期性的支持,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性进

展, 为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6]。 

“十三五”以来, 根据以往渔业科技发展以及科

技计划进展和项目支撑情况, 我国对近期渔业科技

支撑规划进行了系统性、深度的优化[3]。其中, 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层面通过“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

专项对渔业科技创新领域进行了战略性布局与支

持。截至 2022 年底, 专项执行期结束。本文就专项

实施背景、任务布局、目标与立项情况, 结合布局情

况与渔业科技创新面临问题进行探讨。 

1  专项背景与意义 

当前, 我国渔业发展正面临农业全球化、发展和

贸易一体化格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亟需转型升级。

开辟水域为基础的优质蛋白食物产业新业态, 构建覆

盖内陆与海洋水域的渔业生产模式, 持续高效提供优

质蛋白, 实现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是实现我国粮食

安全、经济发展、资源养护、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 年 3 月)提出“要加强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发展海洋经

济, 推动构建‘蓝色经济体’。”《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 实现渔

业绿色发展, 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保障国家渔业资源

和渔业生态环境安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 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为经济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国发〔2005〕44 号)和《国务院印

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

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等精神, 科技部

启动实施了“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旨在践行“大食物

观”理念, 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我国渔业产业转型升级与持

续发展。该专项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 围绕我国主要流域、海区和大洋, 发展智慧养

殖、智能捕捞、绿色加工新型产业体系, 打造三产融合、

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渔业

生产体系, 实现我国渔业科技由并跑向领跑跨越[7-8]。 

2  专项任务布局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根据产业需求、

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瓶颈, 针对种质创制、健康

养殖、资源养护、友好捕捞、流通加工等五大产业

需求, 实施良种引领、技术升级、空间拓展、产业示

范等四大行动, 构建智慧养殖、智能捕捞、绿色加工

等三大体系, 满足优质蛋白高效供给和产业转型升

级兴业两大需求, 建设一个“蓝色粮仓”。按照强化

全链条创新、产业空间布局, 突出一体化组织, 提升

产品品质和装备技术水平思路, 贯通基础研究、重大

共性关键技术、典型应用示范, 布局了 20 个重点任

务, 2018—2020 年共设置 50 项重点任务方向[9-12]。 

2.1  基础研究 

围绕渔业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 部署了 5 个基础研

究任务, 包括重要养殖生物种质资源利用的遗传基础、水

产动物营养代谢调控与免疫机制、重要养殖生物与环境

互作机理、渔业水域环境退化与生物资源补充机制、水

产品营养品质保持机制与功能解析。设置了 11 个基础研

究指南方向, 包括遗传分子基础与调控机制研究方面 5

个(水产养殖生物生长和品质性状、抗病和抗逆性状、性

别和发育、营养需求与代谢、疫病发生), 环境、资源、

生态方面机制研究 4 个(重要养殖生物对典型环境胁迫的

响应、典型养殖系统对自然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渔业

水域生境退化与生物多样性演变、食物网结构特征与生

物资源补充), 水产品营养品质保持与调控和营养功效因

子结构表征与功能解析研究 2 个。这些研究为种质创制、

健康养殖、资源养护、流通加工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2.2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专项围绕五大产业链条技术瓶颈, 在重要养殖生

物种质创制与生殖操作、重要养殖动物病害防控与高

效饲料研制、陆基绿色生态养殖智能装备与关 

键技术、海水生态高效增养殖工程装备与关键技术、

渔业水域生态修复与现代化海洋生态牧场构建技术、

远洋资源友好型捕捞技术与装备、水产品冷链物流与

质量安全控制、水产品绿色加工与高效综合利用等方

向进行了重点部署, 最终设置了 25 个指南任务方向, 

包括种质创制与规模化研究 5 项(重要养殖鱼类、虾蟹

类、贝类、藻类、棘皮类); 养殖技术装备与模式研究

10 项(水产养殖动物病害免疫预防与生态防控、新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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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源开发与高效饲料、淡水池塘渔农种养生态养殖、

海水池塘和盐碱水域养殖、工厂化智能净水装备与高

效养殖、湖泊生态增养殖、滩涂增养殖技术与生态农

牧化、浅海生态增养、开放海域和远海岛礁、深远海

工业化养殖); 资源环境修复技术与装备研究 3 项(渔业

水域环境监测、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现代化海

洋牧场); 远洋技术与装备研究 2 项(远洋生物资源立体

探测与渔场解析、友好型捕捞); 水产品加工、储运、

质量安全技术装备 5 项(水产品陆海联动保鲜、危害物

质检测与质量控制、智能化加工、高质化生物加工、高

值化利用)。这些项目致力于打造一批新品种、新技术、

新装备、新模式和重大产品, 形成全产业链技术体系, 

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性示范提供技术与装备支撑。 

2.3  典型应用示范 

专项针对技术装备创新与集成应用结合不紧

密、区域工程示范效果不凸显、渔业水域生态、经

济和社会效益不平衡, 科技推动渔业产业发展能力

不显著等关键问题, 在内陆、近海、深远海、远洋典

型水域, 实施具有特色的工程示范。在池塘绿色生态

养殖与综合利用、盐碱水域绿洲渔业、湖泊水域净

水渔业、黄渤海生态渔业三产融合发展、东海渔业

资源增养殖与高值利用、南海智能化养殖与综合利

用、远洋渔业新资源开发与综合加工等领域进行重

点部署, 最终设置了 14 项典型应用指南方向, 包括

井冈山绿色生态立体养殖模式示范定向项目、淡水

池塘、海水池塘、渔农综合种养绿色智能养殖与高

值化加工、内陆盐碱水域绿洲渔业、湖泊水域净水

渔业模式示范指南方向 6 项; 黄渤海现代化海洋牧

场、循环水精准养殖与清洁生产、滩涂生态农牧化

与三产融合模式示范指南方向 3 项; 东海渔业资源

增殖与多元化养殖、精深加工与高值利用模式示范

指南方向 2 项; 南海智能化设施养殖与综合利用、岛 

礁资源养护与生态增养殖模式示范指南方向 2 项; 

远洋渔业新资源开发与综合加工模式示范指南方向

1 项。典型应用示范项目有效提升了水产品品质、附

加值和经济效益, 引领和支撑我国陆海统筹、生态安

全、品质优良的区域性蓝色粮仓建设。 

3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专项项目立项

概况分析 

3.1  专项立项总述 

截至 2020 年,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总

共立项 50 个项目, 共计 259 个课题。专项于 2018 年

首次立项, 确定了 17 个研究方向, 包含 11 个基础研

究项目、5 个种质创制研究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和 1 个典型应用示范项目。接着, 专项于 2019 年确定

了 21 个新的研究方向, 涵盖 20 个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和 1 个海洋牧场示范项目。2020 年, 专项启动了

12 个典型应用示范项目。综上所述, 在 50 个立项项

目中, 包含了 11 个基础研究项目、25 个共性关键技

术项目和 14 个典型应用示范项目(详情见表 1)。 

3.2  项目经费概况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在“十三五”期

间总经费为 25.29 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国家拨款

14.27 亿元和自筹资金 11.03 亿元。国家拨款占比

56.4%, 显示出国家拨款在专项资金中的主导作用。各

项目的平均支持经费为 5 059 万元, 其中, 国家拨款平

均为 2 854 万元, 自筹资金平均为 2 205 万元。单个项

目的最高资助金额为 1.85 亿元(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 

国家拨款对单个项目的最高资助金额为 4 140万元(基

础研究类项目), 自筹资金对单个项目的最高资助金

额为 1.63 亿元(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针对不同项目

类型的专项总经费、国拨经费和自筹经费资助强度情

况见图 1。从资金分配的角度看,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图 1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专项按项目类型统计资助总经费(a)、国拨经费(b)、平均国拨经费(c)资助强度 

Fig. 1  Total, state-funded, and average state-funded amounts of the “blue granary” projects based on projec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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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研究项目分别使用了该专项国家拨款总资金的

58%(7.33 亿元)和 28%(4.06 亿元), 而典型应用示范类

项目只使用了国家拨款的 20% (2.88 亿元); 自筹资金

方面,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分别

使用了自筹资金的 38%(4.22 亿元)和 62%(6.81 亿元)。

从项目类型来看, 基础研究项目的资金全部由国家拨

款提供, 共计 4.06 亿元。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类项目有

64%(7.33 亿元)的资金来源于国家拨款, 典型应用示

范类项目有 30%(2.88 亿元)的资金来源于国家拨款。

年度总经费、国拨及自筹经费情况见图 2, 在立项年

度资助情况上, 2018 年至 2020 年, 国家总拨款的占比

分别为 39%、42%和 18%。其中, 2018 年立项项目的

平均国家拨款约为 3 309 万元, 2019 年立项项目的平

均国家拨款约为 2 877 万元, 2020 年立项项目的平均

国家拨款约为 2 168 万元。从单个项目的资助力度来看

(图 1), 尽管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最

高(6 921 万元), 但其国家拨经费平均资助较低, 只有

2 056 万元。基础研究项目平均资助经费为 3 687 万元, 

少于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经费(国拨+自筹)4 620 万元, 

但基础研究经费均来源于国拨经费, 而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国拨经费为 2 934 万元。这种分配反映了专项顶

层设计思路, 国拨经费主要用于支持需投入一定时间

和公共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以及不

容易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典型应用示范类

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成熟, 融资潜力巨大, 有利于引

导单位和社会资金向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流入, 鼓励

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参加单位提供配套经费。 

3.3  项目分布情况概述 

“十三五”期间共有 24 家单位承担了 50 个项目 

 

图 2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专项 2018—2020 年度立项项目

总经费、国拨和自筹经费情况 

Fig. 2  Summary of total, state-funded, and other funded 
amounts of the “blue granary” projects (2018–2020) 

 
(表 2), 涉及中国海洋渔业与水产养殖的优势单位 , 

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8 项)、中国

海洋大学(6 项)、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6 项)、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4 项)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4 项)等。从项目承担单位来看, 涉

及水产食品类高校、中国科学院涉海涉水系统研究

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系统院所和渔业相关企业

等类型 , 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要单位类型 , 企

业承担的项目较少。经费分配情况显示, 80%的总经

费和 91%的国拨经费流向了科研院所和高校。此外, 

85 家课题承担单位中, 90%以上课题承担单位集中

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21

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20 项)、

中国海洋大学(19 项)和上海海洋大学(14 项)是承担

课题数排名前四的单位。 

 
表 2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项目牵头单位信息表 
Tab. 2  Affili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blue grana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ject 

单位类型 承担项目单位(承担项目数量) 

中央级科研院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8);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2);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1);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1);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1) 

高校 

中国海洋大学(6); 厦门大学(1); 南昌大学(1); 浙江工业大学(1); 河海大学(1); 大连工业大学(2); 上

海海洋大学(2); 

大连海洋大学(1); 湖南师范大学(1) 

企业 

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 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 

南通龙洋水产有限公司(1); 浙江兴业集团有限公司(1); 

三亚崖州港湾投资有限公司(1);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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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题都有来自不同类型的单位参与其中。255

家参与单位中, 大专院校、事业型研究单位、企业分

别占比 32%、22%和 44%。在项目类型方面, 11 个基

础研究项目分布在中国海洋大学(3 项)、中国科学院

涉海涉水院所(3 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系统院所

(3 项), 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各有 1 项。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项目(25 项)主要由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系统院所(10 项)和中国科学院涉海涉水院所

(7 项)承担。典型应用示范项目则由 6 家涉水涉海公

司承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系统院所和中国科学

院涉海涉水院所分别各承担 2 项, 其余 4 项则由 4 所

不同的涉水高校承担。项目牵头单位主要分布在中

东部水域面积广大以及沿海地区, 具体地理位置包

括山东(20 项)、上海(8 项)、湖北(6 项)、辽宁(3 项)

和浙江(3 项)等。其他内陆省市仅有湖南、北京和江

西各承担一个项目, 无西部地区相关单位承担项目。

另外, 为支持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稳固老区脱贫和致富成果, 2018 年专门设置“井冈山

绿色生态立体养殖综合技术集成与示范”定向支持

项目。 

3.4  项目承担团队和推荐单位情况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是“十三五”

期间国家对海洋和淡水渔业领域唯一的专项研究 , 

因此 , 在全国行业水平上 , 该专项的承担团队情况

具有代表性。该专项有 6 472 名参与人员, 平均每个

项目有 129 人参与。其中, 负责或参与该专项研究工

作的团队成员获院士、“万人计划”“百人计划”“长

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等国家级人才项目称号的有 23 人次。项目和

课题主持人年龄分布情况见图 3。从年龄分布方面来

看, 主持人在项目申请时的年龄最大为 59 岁, 最小

为 36 岁, 平均为 51.12 岁。其中, 60%以上的主持人

年龄在 50 岁以上, 而只有 8%以下的项目主持人年

龄在 40 岁以下。在课题承担人中, 40 岁以下的人占

17%。按职称分类, 承担和参与人员中有 34%具有高

级职称, 39%具有博士学位, 37%为女性。该专项的项

目人均经费为 39 万元, 其中人均国拨经费为 22 万

元。由于每年主要立项项目类型的差异, 人均国拨经

费从 2018 年的 27.6 万元(主要为基础研究项目)减少

至 2020 年的 15.3 万元(全为典型应用示范项目)。“蓝

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共有 15 家推荐单位, 农

业农村部(14 项)、中国科学院(10 项)、教育部(7 项)、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3 项)和辽宁省科学技术厅(3

项)是推荐获批项目最多的部门和单位。这一分布与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的重点关注问题主

要归属负责部门及优势部门一致。 

 

图 3  “蓝色粮仓”专项项目(a)、课题主持人(b)年龄分布 

Fig. 3  Ag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and subproject holders of 
the “blue granary” projects 

 

4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专项实施特点 

4.1  系统性布局 

该专项立足于整个海洋产业以及淡水渔业的全

局, 旨在满足种质创制、健康养殖、资源养护、友好

捕捞、流通加工等产业需求。为此, 该专项从系统性

的视角出发, 对科技创新进行了布局。专项立项与实

施过程中, 全面考虑水域生态、资源、经济等多个方

面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将水产养殖基础研究、海

洋牧场建设、水域生态修复与保护、现代渔业发展

等方面进行整体布局 , 实现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益 , 

避免重复投入 , 为各个环节提供技术支撑 , 形成相

互补充、协同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借此, 推动渔业

产业链的升级与转型, 从而实现整个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另外, 该专项考虑到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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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典型性应用示范实施等特点, 对不同类型的项目

分三个年度进行了重点立项、启动和实施计划, 以加

强专项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2  重点领域突破 

该专项计划通过开展重点领域基础研究 , 深入

探索生物资源、水产养殖、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基本

问题, 为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科学支持。在此

基础上, 专项明确提出要在关键技术和重点领域实

现突破。优先投入研究和开发种质创制技术、海洋

牧场智能化装备技术、智能化养殖技术、生态养殖

技术、深远海养殖技术、水产品远洋捕捞、流通、

以及加工利用等领域。本专项计划聚焦于生态养殖、

海洋牧场建设、友好捕捞、保鲜物流、高值与高质

加工等关键领域 , 加大研发力度 , 推动关键技术和

核心装备的自主创新。同时, 专项还注重关注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致力于降低海洋牧场对环境的

负面影响, 提高生态养殖水平。专项将集中优势资

源、整合创新体系, 力争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提升整个行业的

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为我国渔业产业的发展提供技

术支持。 

4.3  产业链协同创新 

该专项旨在强调整个水产产业链上的协同创新, 

覆盖种质资源创制、生态环境修复、渔业资源勘探、

养殖技术研发、饲料研究及水产品加工等多个环节。

同时 , 该专项也强调了跨学科融合的重要性 , 鼓励

生物学、生态学、海洋学、环境科学、水产养殖、

工程技术、信息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协同交叉融合。

通过与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创新机构的合作, 共

同攻克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 并开展技术成果

应用与推广, 进而推动水产养殖业科技创新体系的

构建。通过布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项目, 该专

项推动产、学、研用相结合, 实现水产业全产业链的

优化, 最终提高整体产业竞争力。 

4.4  产业环节差异性布局 

针对不同水域和资源特点 , 本专项实施了差异

化的科技创新策略。在内陆淡水水域, 主要聚焦于绿

色生态养殖 , 并着重优化养殖水体环境 , 以保障水

产品质量和安全 ; 在近海海域方面 , 突出生态化和

自动化 , 强调生态修复与资源养护 , 积极引领现代

化海洋生态牧场的发展 ; 在深远海海域 , 突出养殖

机械化和智能化, 注重大型养殖装备和工作平台的

建设; 在远洋捕捞方面, 侧重工程化和信息化, 强调

精准捕捞和船载加工一体化设施与成套装备的建立; 

而在流通加工方面 , 突出高值化和高质化 , 聚焦新

产品开发 , 强化流通与加工装备 , 建立产品质量追

溯技术体系等。该布局旨在针对各地区和产业环节

的实际需求和资源条件, 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科技创

新计划。通过提高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 本专项

将推动各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  评述与展望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作为“十三五”

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渔业领域的唯一支持项目, 

旨在实现优质蛋白高效供给和推动供给侧改革。该

专项对夯实和引领渔业科技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并

凸显了海洋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迫切需求。 

截至 2022 年底, “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

项项目执行期结束, 在水产品智能化作业装备与技

术、鱼类高效疫苗开发与应用技术、水产主养品种

分子性控制种技术、水产品生化工程高值化加工技

术方面实现系列突破, 产生池塘绿色生态养殖和渔

农综合种养新模式、现代化海洋生态牧场三产融合

新业态、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新装备等重大标志

性成果。在提升现代渔业原始创新能力、主导水产

种质创制能力、养殖捕捞装备研发能力、生态养殖

精准管理能力、渔业资源高效养护能力和水产食品

绿色加工能力方面具有重大潜力, 有望显著提高我

国渔业科技创新水平。 

然而, 当前我国渔业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主

要包括: 1)资源环境刚性约束矛盾突出, 渔业资源衰

退、水域生态环境退化态势尚未根本扭转。2)高品质

水产品供给比重偏低, 符合国民消费习惯的预制加工

水产品开发不足。3)水产养殖标准化、机械化、设施

化程度低, 冷藏保鲜和加工流通设施建设滞后。因而, 

《“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中指出科学拓展水

产养殖新空间, 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 提高养殖设

施和装备水平; 发展水产品初加工, 提升加工综合水

平, 加快冷链物流建设; 发展智慧渔业, 高标准建设

现代化海洋牧场等发展规划[13]。未来, 渔业科技发展

相关资助规划将更加聚焦精准育种、绿色养殖、生态

增殖、智能捕捞、高质加工的关键理论创新、技术突

破和产品创制, 促进水产领域主导品种更普及、养殖

技术更精准、国产装备更智能、渔业管理更智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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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我国将持续推进渔业发展行业相关的

科技创新。专项以绿色生态养殖为着力点, 实现了从增

量到提质的转变, 并强化海洋渔业的装备能力和产业

空间拓展。近海主要以引领现代化海洋生态牧场发展

为主线; 深远海则以提升智能装备技术水平为突破点; 

远洋则以提高精准捕捞和一体化加工能力为抓手。这

些举措将推动海洋渔业产业迈上新台阶, 实现更多优

质蛋白的供给。“蓝色粮仓科技创新”重点专项作为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专项, 在渔业科技的发展方向上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2]。未来, 该类专项或可更加注重资助

经费的增加和资助方向的拓宽, 进一步促进渔业发展, 

实现渔业优质化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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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and evalu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Blue Gran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a special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fisher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future trends of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onditions of undertaking and participating units (personnel) of the key special project, as 

well as the special implemen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ness through an in-depth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task, project funding overview, and project distribut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pecial project features a 

systematic layout with breakthroughs in key areas, emphasiz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differentiated layout of industrial links.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progressed in the five major industrial 

requirements of fisher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ch as germplasm production, healthy aquaculture, 

resource conservation, friendly fishing, and circulation and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key special project of “Blue Gran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ina’s fisher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ll focus on expanding new spaces for aquaculture. Such efforts would include developing 

ecologically healthy aquaculture models and smart fisherie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quacultur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processing,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and establishing modern marine ranches with high standard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beyond. 

This will further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high-quality protein foods, develop freshwater and marine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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