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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众多, 陆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日益

严峻 , 仅依靠陆域系统解决国民食物供给问题 , 面

临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而我国除了拥有 960 万平方

公里的陆域国土外, 还拥有 300 万平方公里可管辖

的海洋国土, 可供开发的海域资源十分丰富。“蓝色

粮仓”建设, 是以海洋生物资源为对象, 以沿海滩涂

和深海大洋为主要作业场所, 采取现代科技和先进

设施装备, 通过增殖、养殖、捕捞、精深加工、储存

运销等手段, 为人类持续稳定提供优质充裕海洋食

品的经济活动。相对陆地农牧产品生产而言, 海产品

生产具有“不与人争粮, 不与粮争地”的特点, 生产

过程资源消耗少, 环境污染轻, 且海产品蛋白质含量

高达 20%以上, 是谷物的 2 倍多, 比肉禽蛋高五成, 

还可提供陆地食品不具备的多种营养元素, 是陆地

食品的有效补充和替代品。因此, 在重视陆地农牧

业发展的同时 , 也应重视对海洋国土的开发利用 , 

将广阔的海域和沿海滩涂建成人类粮食储备的“新

大陆”, “海陆并进”构建我国大粮食安全体系。

国内外学者在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海域、滩涂和

海洋生物资源 , 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 挖掘海

洋在食物供给的潜力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现有文献

中与“蓝色粮仓”建设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

下方面。 

1  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一直关注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日本水产经济学家清光照夫和岩崎寿男[1]提出通

过进行水产资源增殖和发展栽培渔业来恢复和增加

海洋渔业资源 , 从而持续提高渔获量 , 满足市场需

求。Huntsman[2], Nakken[3], Davis[4]指出, 海洋渔业资

源已被过度利用, 许多重要的商业鱼种面临灭亡的

严重威胁 , 海洋渔业区正在逐渐瓦解。Oconnell[5], 

Hsu[6]认为, 由于忽略了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资

源的内在联系 , 导致海洋渔业资源被过度利用。

West[7], Masalu[8]认为, 由于沿海团体拒不执行相关

政策 , 使政府对捕捞量的控制有名无实 , 致使海洋

渔业资源日趋减少。Ochwada-Doyle 等[9]认为, 增殖

放流由于幼苗缺乏适应性而导致低成活率, 应由盲

目释放幼苗转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释放幼苗, 以提

高增殖放流的成活率。Moksness 等[10]评估了日本、

挪威和丹麦的海洋牧场中多种鱼类的经济效益, 并

将海洋牧场计划分为三类: 重建或恢复枯竭的库存; 

支持休闲渔业; 支持商业渔业。Agardy[11], Wilsona

等[12], Greenville等[13]针对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 

主张通过建立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和渔业保护区

来恢复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Timmons 等[14]

指出全球水产养殖业在未来十几年中, 以环境友好方

式满足世界人口对水产品需求的关键技术在于循环水

养殖系统(RAS)技术。循环水养殖系统的高效经济模式

使它在所有的养殖模式中, 单位产量是最高的。 

近年来, 国外学者非常重视通过制度创新来保

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 渔业权转让制度和渔业配

额制度成为研究热点。Hentrich等[15]认为, 建立可转

让的渔业权制度是保护渔业资源的有效办法。

Sanchirico等[16]经过对冰岛、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

拿大的实证研究, 认为实行个体配额制度有利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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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学者很早就对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利用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郑曙光[17]、傅占先[18]、史同广[19]、

高强 [20], 从治理海洋污染 , 建立渔业法律制度 , 调

整渔业生产关系 , 加强政府间的协作 , 谋求国际合

作, 控制捕捞强度, 控制近海渔船盲目发展, 保护渔

业栖息地环境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阐述了保护海洋渔

业资源的措施和方法。 

随着海洋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 不少国内学者

将研究重点转向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

渔业资源的人工增殖, 包括实施增殖放流、建设人工

鱼礁和海洋牧场[17-20]。胡兆群[21], 马永兴[22]指出要

重视海洋渔业的增殖, 在挖掘海洋渔业资源潜力的

同时, 更应搞好增殖放流活动。张秀梅等[23]强调长期

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养护渔业资源和修复渔业

环境的重要措施, 指出应将水生生物栖息地保护作为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李文抗等[24], 

林光纪[25]指出可以通过建设人工鱼礁来保护和修复

海洋渔业资源, 并且提出了建设人工鱼礁的具体建

议。刘卓等[26], 佘远安[27]通过对日本和韩国海洋牧

场建设和发展情况的分析, 归纳了海洋牧场建设的

五个主要环节与过程: 生境建设; 目标生物的培育

和驯化; 监测能力建设; 管理能力建设和配套技术

建设 , 并且强调应通过对海洋牧场的利用和管理 , 

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增长和利用极大化。彭

树锋等[28]概括了国内外工厂化养殖现状: 国外工厂

化养殖技术向高新化方向发展; 我国工厂化养殖起

步较晚 , 养殖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 , 与发达国家相

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并且指出应加快封闭式循

环水养殖系统的开发和推广, 来加快我国工厂化养

殖的发展。刘大安[29]主张通过发展工厂化养殖, 减少

对捕捞的依赖, 并对工厂化养殖这一先进的海水养

殖方式的特点、必然性和技术要求等进行了详细阐

述。陈君[30], 董永虹[31], 王淼等[32], 杨美丽等[33], 杨

林等 [34], 就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对策以及

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及实施路径和策

略进行了细化研究, 强调要加强政府在海洋渔业可

持续发展中的宏观干预 , 优化海洋渔业产业结构 , 

走海洋渔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2  关于水产品对国家粮食安全作用

的研究 

国外学者和机构越来越重视水产品对粮食安全

的保障作用。Wheeler 等[35]提出了海洋农业的概念, 

认为海洋农业是在海洋中“耕种”农作物, 并且指出

海洋农业已经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矿物营养, 但随

着发展规模的扩大以及养殖品种单一, 随之出现的

生物疾病问题亟待解决。联合国粮农组织(1995)在日

本东京召开“渔业对粮食安全保障的持续贡献国际

会议”, 通过的《京都宣言》指出: 发展渔业, 增产

水产品, 在世界粮食安全保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鼓励各国发展水产养殖 , 作为增进粮食安全的

一项重要措施。Ahmed等[36]、Bondad-Reantaso等[37]

认为 , 蓝色海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领域 , 水产

品生产和贸易对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

长和居民消费等具有重要影响, 可以直接和间接地

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2002 年 9 月世界可持

续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实

施计划》指出, 鉴于水产养殖对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

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 应支持水产养殖 , 包括小规模

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刘西安等[38]认为应从食品多样化的角度加强食

品安全保障, 强调了发展水产养殖业对确保中国食

品安全的重大意义, 指出水产品有利于节约和替代

粮食, 改善国民营养及健康状态。张铭羽等[39]认为鱼

类等水产品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 而

且易为人体消化吸收 , 与种植业和畜牧业相比 , 渔

业具有“四节一增”的特点: 即具有节地型、节水型、

节能型、节粮型、增殖型农业的特点, 因而主张应充

分开发利用我国广袤的水域这一“蓝色国土”, 为居

民提供丰富的水产食品 , 提高水产品产量 , 为粮食

安全作贡献。杨子江[40]从居民食物消费数量、土地

资源可利用效率及饲料利用效率三个方面, 深刻阐

述了渔业发展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 并且指出传

统捕捞业、水产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休闲渔业

都对国家粮食 焜安全生产具有积极影响。黄季 [41-43]

在对我国粮食安全的研究中, 对水产品生产和消费

亦给予关注, 采用计量模型对我国未来水产品供需

及贸易情况进行了预测 , 认为水产业是我国未来

10~20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之一。 

3  蓝色农业、蓝色海洋食物计划和

“蓝色粮仓”的相关研究 

发掘海洋潜力 , 开发蓝色国土 , 海陆并进构建

食物生产体系, 以缓解粮食安全压力的研究在国外

较为少见,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蓝色农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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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海洋食物计划和“蓝色粮仓”等领域。 

3.1  关于蓝色农业的研究 

包建中院士[44-45]率先提出利用先进技术开发海

洋和海洋生物资源, 发展“蓝色农业”, 创建陆地农

业之外的第二个农业, 提出海洋是 21 世纪人类的第

二粮仓。随后很多学者多角度论述了开发利用海洋

生物资源、发展“蓝色农业”的重要性及其广阔前

景。戴小枫等[46]强调海洋生物本身是人类的蛋白质

食物, 富含各种营养物质, 生物利用度高, 发展蓝色

农业是解决“蛋白质饥荒”的一个重要现实途径。

邹益峰[47]强调了发展蓝色农业的优越性, 包括广阔

的开发前景、可观的经济效益, 认为应该从海洋生物

食品、保健品、医药、化工等方面发展蓝色农业。

接着, 学者们从“蓝色农业”发展的主要路径、重点、

问题及对策措施展开了进一步研究。曾呈奎院士[48]

指出水生生产必须走以农牧化为主导的道路, 通过

人为干涉、人力控制, 在海洋里进行一系列的耕海活

动, 发展我国蓝色农业。张福绥院士[49]指出, 生态养殖

和工程养殖是我国蓝色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应从基

础研究着手, 注重高新技术的应用, 走生态养殖的道

路, 以促进蓝色农业的健康发展。相建海等[50]提出实

施生物保安战略, 确保蓝色农业安全健康持续发展。

指出生物保安是一项一体化战略方针, 包括分析和

管理食品安全、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方面的风险以及

有关环境风险的政策和管理框架, 并强调要解决食

物安全问题 , 保证健康的养殖环境 , 必须实施生物

保安战略, 如, 制定海水养殖过程中的生物保安标准

和规范并在海水养殖业中贯彻执行, 建立生物保安的

国家信息交流和检测网络, 加强统一和协调管理等。徐

敬明等[51]指出了我国蓝色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缺乏整体开发利用“蓝色国土”的战略意识; 环境恶化, 

生态系统失衡, 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养殖品种单一, 

缺乏优良品种。进而根据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对策: 加

大对污水环境的治理, 从源头上防止水环境的再污染

和扩散; 坚持淡水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并

重的方针; 实施良种工程, 加快名优品种发展; 运用现

代生物和工程技术, 实施潮上带和陆地工程化养殖; 

应当重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药物、营养补剂及天然活

性物质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 

3.2  关于蓝色海洋食物计划和“蓝色粮仓”

的研究 

唐启升院士 [52-53]认为, 海洋是我国未充分开发

利用的最大疆域 , 具有巨大的动物蛋白生产潜力 , 

是我国未来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 应实施国家“蓝色

海洋食物”计划。并且提出通过实施三大战略(养护

战略、拓展战略和高新技术战略)、建设两大体系(现

代海洋渔业发展体系和蓝色海洋食物科技支撑体系)

加以具体推动和实施。陈新洲等[54]指出海水养殖的

亩效益是粮田的十倍, 应合理开发利用“蓝色资源”, 

同时指出海洋食品营养丰富, 更有益于国民素质提

高, 而且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2011 年以前, “蓝色粮仓”的提法散见于新闻报

道, 仅是对海洋渔业的比喻性称谓。2012年, 学者们

对“蓝色粮仓”展开初步研究。卢昆等[55]阐述了“蓝

色粮仓”的概念, 指出“蓝色粮仓”具有较强的生态

脆弱性和立体化作业特征, 其有效库存还呈现出总

量不稳定和品质易腐烂的特点, 未来“蓝色粮仓”建

设将更多依赖于海水养殖业。韩立民等[56]阐述了日

本、美国、韩国、挪威等世界主要沿海国家“蓝色

粮仓”建设经验。李嘉晓等[57]分析了“蓝色粮仓”

的建设基础、面临问题和发展潜力。秦宏等[58]提出

建设“蓝色粮仓”的五大推进策略, 包括“空间拓展”

战略、海域利用效率提升战略、价值链延伸战略、

内涵式发展战略和科技支撑强化战略, 并从保障基

本的养殖水域和滩涂、健全财政扶持和投融资机制、

加大海洋渔业研发力度、强化海产品市场建设、提

高海产品安全水平和加强与周边区域的合作方面提

出了保障措施。游桂云等[59]分析了山东半岛在建设

“蓝色粮仓”中的优势和现状, 在借鉴日本发展海洋

牧场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山东半岛建设“蓝色粮仓”

的政策措施。韩立民等[60]在分析“蓝色粮仓”空间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蓝色粮仓”的

空间拓展策略, 包括坚持限额捕捞制度、扶持远洋渔

业、优化传统养殖模式、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兴建

海洋牧场和发展现代化工厂化养殖, 并从规划用海、

资金支持、产业政策、科技支撑以及国际合作等角

度给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未来研究

展望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历程, 遵循着两条主线。 

一是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相关研

究。这部分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主要是针对海洋渔业

资源被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严峻现实 , 

探讨如何恢复海洋渔业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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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发掘海洋资源潜力, 促进渔业相关产业发

展, 以增加渔业产出。这部分内容是“蓝色粮仓”建

设绕不开的问题, 因此为“蓝色粮仓”建设研究奠定

了基础。但是, 现有的研究视角是就渔业论渔业, 大

多是关于某一具体方面或问题的研究, 没有与国家

粮食安全关联起来, 没有在陆海统筹的基础上考量

空间、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和相关产业体系协调

发展的问题。 

二是有关水产品对粮食安全作用以及“蓝色农

业”等的研究。这部分研究成果体现了学者们对于

海洋在人类食物体系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以及如何

深入挖掘海洋食物生产潜力, 打造海洋食品供给体

系的思考。总体来讲, 这些研究初步探讨了“蓝色粮

仓”的基本理论问题, 为“蓝色粮仓”后续深入研究

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 现有的研究未对海洋食品对

粮食安全的作用和贡献做出实际测算和理论阐述 ; 

缺乏基于资源、空间和生态环境约束的对我国未来

海产品生产潜力的估算; 缺乏对“蓝色粮仓”建设的

整体设计, 如建设路径、发展模式、产业体系、空间

布局等。 

“蓝色粮仓”建设研究, 是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

综合性、系统性工程。“蓝色粮仓”具有其独特的自

然属性、经济属性、空间属性、资源属性和生态属

性。在今后研究中, 应在以下方面予以深化和拓展: 

一要科学界定“蓝色粮仓”的概念体系、基本特征

和功能定位, 探讨“蓝色粮仓”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发

展模式, 搭建“蓝色粮仓”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

要定量测算和科学评价海洋食品对粮食安全的贡献

程度, 在资源、空间和生态约束基础上, 对我国未来

海洋食品生产能力进行合理估算; 三要对“蓝色粮

仓”建设的支撑体系进行系统研究, 如对支撑“蓝色

粮仓”建设的资源环境体系、科技体系、产业体系

和政策体系等进行研究 ; 四是遵循陆海统筹原则 , 

对“蓝色粮仓”建设的空间优化布局和重大项目建

设进行设计; 五是开展对“蓝色粮仓”综合发展水平

进行评价、监测与预警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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