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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渔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国民膳食
结构和保障食物安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参与公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发展渔业，关键靠科技。
“十五”期间，我国渔业科技成绩显著，渔业科研体系不断健全，科技条件建设进一步改善，科技队
伍素质日益提高，特别是在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域环境保护、水产健康养殖、渔业装备等重要领
域，一大批科技成果得到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50％
。
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渔业科
技总体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渔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不高，尤其是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仍然制约我国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所以渔业技术推广体系亟待进一步健全。
促进我国渔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大力推动渔业科技进步。
今后，要紧密结合渔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自身特点，进一步整合渔业科技资源，创新体制机制，稳步
推进创新体系建设；针对制约行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力争形成一批研
究水平高、应用前景好、社会影响大的科研成果；加快改革和完善水产技术推广体系，逐步建立多元
化水产推广体系，将先进适用的水产科技成果和技术推广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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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中渔业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序上是渔业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的历程，是渔业科技
自主创新的历程。
　　为了及时集成与跟踪我国水产科学的发展成果，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每年编辑出版《中国水产科
学发展报告》。
本书为《中国水产科学发展报告（2005-2007）》，书中认真总结了3年来渔业科技取得的重大成果，
深入分析了目前渔业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动态，全面展望了今后国内外渔业科技发展趋势，进
一步探讨了渔业科研的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有利于促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为渔业行政部门、研究
和推广机构、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全面了解渔业科技发展态势和动向提供参考指导，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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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渔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渔业科技进步对促进渔业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存
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基础性研究力度仍需加强。
目前，渔业科技创新进程缓慢，能力仍不强，原始性科技创新成果有待增加，一些高新技术研究仍较
滞后，某些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有些重要的养殖苗种，由于苗种繁殖技术不过关，如鳗苗的生产仍需依赖进口。
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变，提高渔业科技创新能力尤为迫切
。
对水产养殖、渔业资源环境、渔具渔法、水产品加工、渔业经济及管理等领域缺乏系统的基础研究。
养殖技术还处于经验性的把握，未能给规模化、集约化以及数字化控制提供基础数据。
对海洋和内陆水域的生态系统和资源状况仍需进行长期连续的调查研究等。
（2）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科技与生产结合不紧密。
渔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弱、技术成果产业化程度低，依然是制约我国渔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和推广经费的短缺，尽管每年都有几百项渔业科技成果经鉴定问世，但成果转化
率却只有30％～40％，大批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转化，存在着“两张皮”现象，科技与生产
脱节的矛盾突出。
这里也暴露出我们科技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性，致使一部分研究方向与产业需求发生偏差
。
（3）科技力量整合不够，缺乏行业统筹规划。
目前我国共有地市级以上渔业科研机构127个（其中中央级10个、省级42个、地市级75个），涉及水产
学科的院校10多个。
由于这些机构分属不同条块，在科研工作上大都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规划来通盘考虑或指导管理，
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攻克渔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加上这些年来管理方式的调整，致使行业调控
手段非常有限，省级科研力量和渔业相关院校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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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产科学发展报告(2005-2007)》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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