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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水产养殖模式及其社会生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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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水产养殖模式与外环境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ꎬ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嵌入”型的农业生

产方式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在国家及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ꎬ水产养殖模式快速转型ꎬ转向片面追求高产量、

高产值的“高产”水产养殖模式ꎬ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问题ꎬ同时挤占种植业空间、危及粮食安全、威胁食品

安全、造成健康风险ꎬ亟待转型ꎮ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生态转型ꎬ需要汲取生态智慧重建物质循环ꎬ以保

障水产养殖的生态可持续ꎬ同时需要保障养殖户的经济回报ꎬ以使水产养殖获得社会可持续ꎮ “稻鳖共生”

“茭鳖共生”“稻虾共生”等民间探索出的共生农业模式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共赢ꎬ对“高产”水产养殖模

式的转型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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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水产养殖大国ꎬ水产养殖产量及水产养捕比例逐年升高ꎬ继 １９８８ 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首

次超过捕捞产量ꎬ并成为全球唯一的水产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之后ꎬ中国水产养捕比持续攀

升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为 ６ ９０１.２５ 万吨ꎬ其中养殖产量达到 ５ １４２.３９ 万吨ꎬ养捕比例已

接近 ７５ ∶ ２５①ꎮ «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提出ꎬ到“十三五”末ꎬ中国水产

品总产量中养殖产品比重将要超过 ８０％ꎬ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 ２００ 万公顷以上②ꎮ
与水产养殖产量和水产养捕比例逐年提升相伴随的是水产养殖带来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ꎬ例

如ꎬ水产养殖引起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ꎬ水产养殖污染成为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ꎮ 根据«第一次全国

污染源普查公报»披露的数据ꎬ在水产养殖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中ꎬ化学需氧量为 ５５.８３ 万吨ꎬ总氮为

８.２１ 万吨ꎬ总磷为 １.５６ 万吨ꎬ铜为 ５４.８５ 吨ꎬ锌为 １０５.６３ 吨ꎬ分别占全国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总氮、总
磷、铜、锌排放总量的 ４.２％、３.０％、５.５％、２.２％、２.２％③ꎮ 在中国一些水产养殖的重要区域ꎬ水产养殖

引起的污染问题则更为严重ꎮ 以太湖流域为例ꎬ在太湖流域面源污染中ꎬ水产养殖排放的化学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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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氨氮、总磷、总氮分别为 ４７ ５２７ 吨、１ ０８１ 吨、６７９ 吨、４ ２８０ 吨ꎬ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 １８.９％、６.７％、
１８.０％、９.４％ꎬ在面源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也分别达到 １４.２％、５.０％、１２.７％、７.０％①ꎮ

水产养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ꎬ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养殖户的养殖行

为、水产养殖模式发生的巨大变化直接相关ꎮ 与当前水产养殖模式不同ꎬ中国传统水产养殖模式实现

了物质循环利用ꎬ与外环境保持着和谐的关系ꎬ具有深厚的生态智慧ꎮ 以最为常见的池塘养鱼为例ꎬ
中国传统池塘养鱼以基塘系统和混养共生为基本特征ꎬ基于这样的养殖方法ꎬ人们巧妙地搭建出物质

能量循环往复于水陆之间的人工生态系统ꎬ使得水产养殖与外环境之间互相增益[１]ꎮ 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数十年中ꎬ水产养殖方式发生急剧变化ꎬ持续千年之久的传统水产养殖方式没有得到很好的传

承ꎬ逐渐被代之以一种片面追求高产量、高产值ꎬ以高投入、高密度、高污染为特征的水产养殖方式ꎮ
学界对这一水产养殖模式尚且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ꎬ我们基于其以追求片面的高产量、高产值为目标

的核心特征ꎬ将这一水产养殖模式称为“高产”水产养殖模式ꎬ“高产”既指涉对高产量的追求ꎬ也包含

着追求高产值即高经济效益的意涵ꎮ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下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未能引起政府、学界及民众的足够关注ꎬ相对而言ꎬ

最受政府部门重视的是水产养殖引起的面源污染问题ꎬ但就目前来看ꎬ尚未形成完善的治理体系ꎮ 关

于水产养殖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及其形成机制、治理路径ꎬ当前学界研究未能给出足够的支撑ꎬ在研

究内容和研究视角层面具有较大的局限性ꎮ 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ꎬ社会科学各学

科缺少足够的参与ꎮ 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绝大部分研究ꎬ其关注点集中于探讨水产养殖的污染问题ꎬ并
且大部分研究聚焦养殖水域内部的环境状况及修复技术ꎬ以改善养殖水域内部的水环境从而提升水

产品质量、养殖产量及效益为目标ꎮ 首先ꎬ这类研究缺乏系统观ꎬ局限于水产养殖水域内部环境ꎬ对水

产养殖所造成的外部环境污染及其他社会后果缺少关注ꎻ其次ꎬ这类研究缺乏历史和生态视角ꎬ对中

国传统水产养殖模式中的生态智慧及其积极社会效应缺少关注ꎬ甚至有研究将“传统”等同于“落
后”ꎬ从而导致对传统水产养殖模式中的生态智慧的汲取以及对当前主流水产养殖模式的批判性反

思处于被忽视的状态ꎻ再次ꎬ这类研究遵从技术主义的逻辑ꎬ侧重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探讨水产养殖污

染问题的解决路径ꎬ作为技术使用者社会主体的农户ꎬ其观念体系和行为逻辑较少进入研究者的问题

中心ꎬ这是技术政策难以落实到农户实际养殖行为中的重要原因ꎮ
在此现实背景下ꎬ本研究拟基于对中国水产养殖的重要区域———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田野调查

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政策的系统梳理ꎬ深入探讨“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形成机制、特点及其影

响ꎮ 具体来说ꎬ尝试回答以下问题:“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作为当下最为主流的水产养殖方式缘何形

成? 宏观政策、经济及社会文化因素ꎬ对养殖户舍弃传统水产养殖模式并采用“高产”水产养殖模式

起到什么作用?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具有哪些典型的形式和突出且有共性的特征? 其对自然环境

以及社会系统有着怎样的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ꎬ可以帮助理解“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症结所在ꎬ对
探讨切实有效的水产养殖污染防治方法尤为重要ꎮ

二、“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兴起及其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ꎬ水产养殖模式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ꎬ“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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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中迅速兴起并替代传统水产养殖模式成为主流方式ꎬ受到国家

和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ꎮ 国家力量对水产养殖模式变迁的影响ꎬ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一以贯之ꎬ作
用方式包括政策干预、组织动员、体制改革、技术推动等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伴随着一系列体制改革ꎬ国家逐步为市场让渡空间ꎬ市场力量逐渐成为除国家政

策以外塑造养殖户养殖行为的主要因素ꎮ 在市场逻辑下ꎬ养殖户的经济理性受到激发ꎬ同时ꎬ与市场

经济相伴生的消费文化ꎬ也促使养殖户采纳“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以最大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ꎬ来
应对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增长且无止境的消费需求ꎮ

１.国家、市场与“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兴起

从发生的社会驱动力来看ꎬ中国渔业领域的变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生态影响ꎬ与西方国家渔业

领域的变迁机制有较大差异ꎮ 西方国家渔业发展中产生的资源退化、生态破坏等后果ꎬ其主要的社会

驱动力为资本ꎬ资本增值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商品化过程是造成危机的根源ꎬ隆戈(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Ｂ.
Ｌｏｎｇｏ)及克劳森(Ｒｅｂｅｃｃａ Ｃｌａｕｓｅｎ)将这一逻辑概括为“商品的悲剧” [２]ꎮ 与此不同的是ꎬ中国渔业领

域的变迁ꎬ国家力量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ꎮ
在计划经济时期ꎬ水产养殖与农业生产中的其他领域一样ꎬ受到国家政策力量的直接影响ꎮ 国家

力量通过政策干预、组织动员、技术推动等方式促使水产养殖向追求高产量的方向转型ꎮ 快速增产以

实现高产ꎬ被确定为新中国成立后水产养殖的主要目标ꎮ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书(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中ꎬ大力发展淡水水产养殖、增加产量便被设定为新中国成立后水

产领域的目标[３]ꎮ 到了“大跃进”时期ꎬ受全国整体上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氛围影响ꎬ对水产高产及

增产速度的追求达到一种狂热的状态ꎮ 各地争先恐后地组织起“水产大跃进”“向水域进军”ꎬ湖泊、
水库、塘堰、河流、沟渠、鱼塘、稻田都被利用起来养殖水产[４－５]ꎮ

这一阶段ꎬ在高产、快速增产的目标之下ꎬ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水产养殖模式相比ꎬ水产养殖品

种、方式发生变化ꎮ 仅仅养殖“四大家鱼”被作为“陈旧观念”打破ꎬ养殖品种开始扩大①ꎮ 在具体的养

殖方式上ꎬ开始普遍推广高密度放养ꎬ１９５８ 年提出的八字高产方针ꎬ“密”字名列其中ꎮ 自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７７ 年ꎬ除个别年份外ꎬ水产产品产量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ꎬ至 １９７７ 年ꎬ全国水产品产量已从

１９４９ 年的不足 ５０ 万吨增长到 ４７０ 万吨ꎬ其中人工养殖水产品产量达到 １１９ 万吨②ꎮ
１９７８ 年至今ꎬ国家力量对“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推动ꎬ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引导、以政

府力量促进科技创新等方式开展ꎮ 改革开放后ꎬ中央及地方政府更为重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ꎬ由时任国家水产总局局长等人员组成中国渔业协会访日代表团ꎬ赴日本参观考察日本的渔

业生产ꎬ形成把发展水产养殖而不是捕捞作为水产增产的主要途径以及加速实现渔业现代化的思路ꎮ
在 １９７９ 年初召开的全国水产工作会议上ꎬ确定了积极发展水产养殖的方针ꎬ在此方针下ꎬ沿海省份大

力发展海水、淡水水产养殖ꎬ内陆省份则积极发展淡水水产养殖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水产养殖模式变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ꎮ 与集体经济时期

相比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水产养殖户的劳动积极性ꎬ单位水面的产量获得提升ꎬ涌现

出较多水产养殖“万元户”等养殖户养殖致富的事例ꎬ被媒体广为宣传ꎮ 国家水产总局工作人员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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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村实地调查后感言ꎬ“对生产责任制的作用ꎬ思想上是承认的ꎬ道理上也是懂的ꎬ但是对它在短短

的时间效果如此显著ꎬ用到哪里灵到哪里ꎬ则是出乎意料的” [６]ꎮ １９８５ 年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
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ꎬ提出“水产品全部划为三类产品ꎬ一律不派购ꎬ价格放开ꎬ实行

市场调节”的政策①ꎮ 这一政策通过放开市场的方式ꎬ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ꎬ又一次激发了养

殖户提升水产产量、产值的热情ꎮ
与西方现代渔业发展过程中ꎬ资本为追求利润成为技术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不同ꎬ政府是中国水产

养殖技术变革和推广的主要推动者ꎮ 改革开放后ꎬ以高产为目标的现代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被提升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例如ꎬ１９８２ 年ꎬ国家水产总局给浙江省下达“池塘养鱼连片万亩千斤高产

技术推广”项目ꎬ推广 １９７７ 年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承担的“池塘养鱼稳产高产技术研究”的成果ꎬ
该研究通过“混放密养、轮捕轮放、合理投饵、看水施肥、防治鱼病、机械增氧”等技术养鱼ꎬ最高亩净

产达到 １ ３６８ 公斤[７]ꎮ
市场力量对水产养殖领域的介入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ꎮ 伴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 １９８５ 年水产品价格放开政策的施行ꎬ国家逐步为市场力量让渡空

间ꎮ 在市场机制之下ꎬ不仅水产养殖户的劳动积极性高涨ꎬ经济理性也被激发出来ꎬ为实现利润的最

大化ꎬ水产养殖户纷纷趋向于在养殖水域中单一化养殖市场价值最高的水产品种ꎬ最大化水产养殖密

度ꎬ使用高效配合饲料ꎬ过量投饵以压缩水产品的生长周期ꎬ并吸纳现代技术如使用增氧泵和各种药

剂应对上述养殖方式造成的问题ꎬ“高产”水产养殖方式逐渐成为主导的水产养殖方式ꎮ 与此同时ꎬ
改革开放以来ꎬ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现代消费文化也驱使着水产养殖户采纳“高产”水产养殖方式ꎮ
在市场经济之下ꎬ不仅人们的利益诉求被重塑ꎬ对物质需求水平和结构也被改造ꎬ从事水产养殖的农

户需要不断提升水产养殖的利润ꎬ以应对现代消费文化之下对物质的无限需求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家政策与市场力量协同作用ꎬ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了“高产”水产

养殖模式ꎮ １９９７ 年ꎬ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渔业发展意见的通知»ꎬ要求“把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作为主攻方向ꎬ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广优良品种、调整养殖品种结构等措施ꎬ大幅度地增加产

量ꎬ提高效益”ꎬ“可以采取拍卖使用权等多种方式ꎬ要进一步放开搞活ꎬ推进水产养殖业形成适度规

模经营” [８]ꎮ «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中ꎬ针对不同区域ꎬ分别提出“提升

规模经济的效益”“改造中低产池塘”“提高水面单位面积产量”“研发高效的水产饲料”“提升配合饲

料普及率”等目标和要求②ꎮ
在国家及市场双重力量的驱动下ꎬ中国水产业不仅养殖方式快速转向“高产”模式ꎬ产量也因此

进入了一个增产的黄金时期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到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水产品产量持续上升ꎬ这其中人工

养殖水产品产量增速较快ꎮ
２.“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基本特点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及市场力量下逐渐形成的“高产”水产养殖模式ꎬ无论是养殖品种还是

养殖方法的选择ꎬ均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养殖水域内单位产量和产值为目标ꎬ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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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水产品产量①

第一ꎬ在“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下ꎬ养
殖品种的选择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ꎮ 人们

倾向于选择在单位时间、单位水面中经济

效益最高的水产品种ꎬ经济效益相对较低

的水产品种逐渐被人们放弃ꎮ 就全国范围

而言ꎬ在海水养殖品种中ꎬ以鲈鱼、鲆鱼、大
黄鱼、美国红鱼、石斑鱼、鲷鱼、南美白对

虾、斑节对虾、日本对虾、中国对虾、青蟹、
梭子蟹、海参、海胆为主ꎻ在淡水养殖品种

中ꎬ新中国成立前“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改变ꎬ罗非鱼、鲈鱼、鮰鱼、
鳜鱼、黄颡鱼、黄鳝、河蟹、甲鱼、南美白对虾、克氏原螯虾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水产品种占到较大比例ꎮ

第二ꎬ同一水体内单一品种养殖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同一水体内多品种混养共生的方式逐渐减少ꎮ
一方面ꎬ在“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下ꎬ水产养殖品种发生变化ꎬ同一水体不同鱼种之间混养搭配更为困

难ꎻ另一方面ꎬ在单位时间、单位水面最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追求之下ꎬ为提高单位水体的利用率ꎬ经济

价值相对较低的水产品种被放弃ꎮ
第三ꎬ高密度养殖ꎮ 水体自然承载水产量是有一定限度的ꎬ单位水体中如果养殖水产品过多ꎬ水

体中的溶解氧便被耗尽ꎬ进而出现鱼虾缺氧浮头大量死亡的现象ꎮ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ꎬ从国家层面到

养殖户个体层面ꎬ对提高养殖密度以实现高产的目标追求一以贯之ꎬ科研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以此为目

标开展大量研究ꎬ例如ꎬ在增加养殖密度以提高产量的要求下ꎬ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所于

１９７２ 年成功研制叶轮式增氧机ꎬ并被作为“池塘高产机”成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ꎬ从此突破了高密度

养鱼的瓶颈ꎬ成为水产养殖产量提升的“拐点” [９]ꎮ 现今ꎬ增氧机在水产养殖中应用十分广泛ꎬ我们在

生活中经常可以看见鱼塘中使用增氧机增氧的现象ꎮ 有观点认为ꎬ增氧机是中国推广最广、数量最多

的渔业机械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鱼机械ꎮ
第四ꎬ大量投饵ꎬ并使用富含诱食剂等各种添加剂的高效配合饵料ꎮ 在追求短时间内获得最高单

产的“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之下ꎬ往养殖水体中大量投饵以促使水产品最快速增重的现象较为普遍ꎮ
大量投饵、频繁投饵ꎬ使得养殖的水产始终处于“饱腹”状态ꎬ最大限度地增重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据浙江

菱湖地区一位鲈鱼养殖户介绍ꎬ他的一个养殖面积为 １４ 亩、养殖品种为鲈鱼的鱼塘中ꎬ每天喂食量近

４００ 斤饵料ꎬ每天上午喂食 ２ 次ꎬ下午喂食 ２ 次ꎬ如果池塘中还有鲈鱼吃食便继续喂ꎬ一直要喂到鲈鱼

不再吃食为止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高效饵料也一直是相关科研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ꎬ曾一度广泛使用

化肥养鱼的方式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一些天然的或人工合成的诱食剂被大量应用于水产饲料ꎬ
以刺激水产大量摄食ꎬ提高产量ꎬ受到养殖户的青睐ꎮ

第五ꎬ大量使用化学药剂ꎮ “高产”水产养殖是一种对化学药剂高度依赖的养殖方式ꎮ 化学药剂

被频繁运用以解决高密度养殖、大量投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ꎮ 高密度养殖和大量投饵会导致水体中

溶解氧缺乏ꎬ总磷、总氮以及其他有害物质含量高ꎻ过量投饵会导致水体过肥ꎬ产生大量藻类ꎬ导致水

体中所养殖的水产呼吸困难、抵抗力下降等ꎮ 此外ꎬ过高密度养殖、不健康的水质还会造成养殖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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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致病细菌、寄生虫ꎬ对所养殖的水产品产生危害ꎬ等等ꎮ 从课题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来

看ꎬ当养殖户发现养殖水域内出现这些症状时ꎬ解决的办法一般是带着水样到鱼药店化验、配药ꎬ以减

少损失ꎮ 这些药剂包括消毒剂、杀藻剂、杀菌剂、杀寄生虫剂、抗生素等ꎮ
与中国传统水产模式相比ꎬ“高产”水产养殖模式在养殖品种、养殖方法以及水产养殖与其他农

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三、“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社会生态后果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广泛应用提升了养殖户的物质生活水平ꎬ为人们提供了总量大、品种丰

富的水产品ꎬ改善了人们的膳食结构ꎬ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效应ꎮ 然而ꎬ如果从水产养殖与外部

环境之间的关系、水产养殖与其他农业生产以及食品安全等角度作更为细致的分析ꎬ可以发现“高
产”水产养殖模式具有较为严重的消极社会效应及生态效应ꎮ

１.生态脱嵌、代谢断裂及其破坏性后果

中国传统水产养殖模式与外部环境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ꎬ是一种典型的 “生态嵌入”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型的农业生产方式ꎮ 中国传统水产养殖模式形式多样ꎬ有桑基鱼塘、蔗基

鱼塘、油基鱼塘等以基塘系统为特征的养鱼模式ꎬ亦有稻田养鱼、鱼藕共生、鱼菱共生等共生模式ꎮ 在

上述传统水产养殖模式下ꎬ水产养殖嵌入生态系统中ꎮ 以浙江菱湖地区持续千年之久的桑基鱼塘模

式为例ꎬ鱼塘内部巧妙搭配不同水产品种从而高效利用水域内营养物质ꎬ鱼塘与种桑养蚕之间通过蚕

沙喂鱼、塘泥肥桑等方式实现物质循环ꎬ鱼塘排向外河的含有营养物质的塘水ꎬ人们通过从外河捞水

草、螺蚬喂鱼以及河泥肥田、肥桑的形式实现循环利用[１]ꎮ 可见ꎬ这样的水产养殖模式嵌入一个物质

能量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之中ꎬ与此同时ꎬ还在当地民众代代相承的传统生态知识指导下嵌入当地传

统生态文化之中ꎬ这种传统生态文化源自人们以系统观看待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环节的

生产实践ꎮ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为“生态脱嵌”型农业生产方式ꎮ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不同于传统水产养

殖模式:其一ꎬ不同于传统水产养殖模式下鱼塘内部巧妙搭配不同水产品种从而高效利用水域内营养

物质的做法ꎬ“高产”水产养殖模式采用单一品种养殖ꎬ以养殖水域内经济效益最大化而非综合生态

效益最大化为目标ꎻ其二ꎬ不同于传统水产养殖模式下水产养殖与其他农业领域互相增益的特征ꎬ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以单一水产养殖领域的高产量、高利润为目标ꎬ水产养殖与周边其他农业领域

几无物质流动ꎻ其三ꎬ在“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下ꎬ养殖水域与外河间的物质流动为单向流动ꎬ养殖水

域富含营养物质的肥水通过频繁外排进入外河后ꎬ因为养殖户不再利用外河水草、螺蚬作为水产饵料

且不再利用河泥ꎬ从而未能实现循环利用ꎬ造成了物质代谢的断裂ꎮ
物质代谢的断裂形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ꎮ 大量投饵及普遍较低的投饵使用率导致大量残饵残留在养

殖水体中ꎬ并在分解的过程中产生大量氨氮、磷、亚硝酸盐、硫化物以及一些铁、锌、铜等重金属物质ꎮ 水产

品养殖密度过高ꎬ排泄物量过大ꎬ同样会增加养殖水体中的氮、磷的含量以及硫化物、重金属的含量ꎮ 单一

品种养殖不同于水产品种混养ꎬ无法充分利用养殖水域中的营养元素ꎬ如此养殖模式下养殖水体水质较差ꎬ
养殖户需要频繁地将养殖水域中的水抽出部分排至外部环境中ꎬ同时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抽水稀释养殖水

体ꎬ在此过程中ꎬ养殖水域中的大量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外部环境ꎬ造成污染ꎮ 此外ꎬ大量药剂的投入ꎬ也
加重了养殖水体中的污染ꎬ并随着养殖水体外排最终加重外部环境的污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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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挤占种植业用地ꎬ危及粮食安全

在“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之下ꎬ单位土地面积的水产养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是种植业所产生

经济效益的数倍ꎮ 在经济效益的比较之下ꎬ养殖水产的农户倾向于将农田改为鱼塘、虾塘等经营水产

养殖ꎬ从而造成水产养殖挤占种植业用地ꎬ危及粮食安全ꎮ 正是在此现实背景下ꎬ为保耕地红线和粮

食安全ꎬ２０１４ 年ꎬ国土资源部、农业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１４〕１２７ 号)ꎬ禁止水产养殖占用基本农田①ꎮ
地处太湖之滨、自古具有淡水水产养殖传统的浙江菱湖地区ꎬ在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农户以“三三制”为

特征的生计结构(种田、养鱼、种桑养蚕各占 １/ ３)维持了千年之久ꎬ近几十年以来ꎬ因为应用“高产”水产养

殖方法的水产养殖利润最高ꎬ人们纷纷改农田、桑地为鱼塘或是甲鱼棚ꎬ走向规模化水产养殖ꎮ
以菱湖地区的 ＳＺ 村为例ꎮ ＳＺ 村以养殖鱼虾为主业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该村鱼塘总面积为１ ０００

亩左右ꎬ目前鱼塘面积已经超过 ２ ５００ 亩ꎬ其所扩大的 １ ５００ 余亩鱼塘便由水田及桑地改造而来ꎮ 根

据村党支部书记 Ｄ 先生的介绍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农户将水田和桑地改为鱼塘的情况非常普

遍ꎬＤ 先生自家的 ４ 亩水田及 ４ 亩桑地均开挖成了鱼塘并流转给水产养殖大户ꎮ 同时ꎬ养殖业对种植

业的冲击ꎬ不仅在 ＳＺ 本村发生ꎬ伴随着村民的外流对外地也造成了影响ꎬ因为 ＳＺ 村养鱼历史悠久ꎬ养
鱼技术代代相承ꎬ大部分村民自幼习得养鱼技能ꎬ以养鱼为主业ꎮ 在规模化养殖的趋势下ꎬ由于本地

土地资源有限ꎬ目前 ＳＺ 村全村 ７８０ 多户农户中近 ５００ 户在外地包地养鱼ꎬ经济能力好的农户承包百

余亩ꎬ经济能力弱的农民则承包四五十亩ꎮ
除了挖塘养鱼以外ꎬ近十多年浙北地区温室甲鱼养殖“蔚然成风”ꎬ因为市场需求大、利润高ꎬ村

民们纷纷在水田中建造温室甲鱼棚ꎬ侵占基本农田的问题非常严重ꎮ ２０１３ 年前后ꎬ浙江省年供应市

场甲鱼 １５ 万吨ꎬ占全国供应总量的 ５０％ꎬ其中有一半产自温室大棚ꎬ浙江省至此成为中国甲鱼养殖第

一大省②ꎮ 也即是说ꎬ全国甲鱼总供应量中有 １ / ４ 左右来自于浙江省的温室甲鱼养殖ꎮ ２０１２ 年课题

组在浙北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时ꎬ当地农民正在水田中大兴土木、修建养殖甲鱼的温室大棚ꎮ 一座甲鱼

棚一般长约 １００ 米ꎬ宽约 ８ 米ꎬ占地面积为 ８００ 平方米左右ꎮ 棚内分上下两层养殖ꎬ养殖 ２ 万多只甲

鱼ꎬ年产量 ２ 万多斤ꎮ 以 ２０１３ 年冬季市场收购价 １３ 元 /斤计算ꎬ一个甲鱼棚年产值至少 ２６ 万元ꎮ 当

地养殖户介绍ꎬ这样的一座甲鱼棚需要的建设成本为十多万元ꎬ养殖一年甲鱼即可回本并有所结余ꎬ
从第二年开始将产生更高的利润ꎬ也正因此ꎬ当地农村刮起了“甲鱼养殖风”ꎮ

因为水产养殖是当地主要产业ꎬ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水产养殖侵占农田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ꎮ 直到 ２０１３ 年底以来浙江省以“五水共治”为载体开展大力度的水环境治理ꎬ温室甲鱼养殖因为

污染问题严重被强制性取缔ꎬ温室甲鱼养殖侵占基本农田的问题才得以缓解ꎮ 但据课题组调查所获

信息ꎬ在市场机制下温室甲鱼养殖现象此消彼长ꎬ在浙江省被取缔的同时ꎬ其他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

则出现了升温现象ꎬ从全国来看ꎬ其挤占种植业用地、危及粮食安全的问题并未得到缓解ꎮ
３.威胁食品安全ꎬ造成健康风险

随着人们饮食健康意识的提高ꎬ在当今中国社会ꎬ人们的肉食消费结构出现了畜禽肉类占比逐渐

下降而鱼虾类占比逐渐提升的趋势ꎮ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虽然为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善提供了丰富

的品种和可观的产量ꎬ但水产的品质堪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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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ꎬ如前所述ꎬ“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下的水产养殖对化学药剂具有非常强的依赖性ꎮ 为了

缩短水产养殖周期、减少损失、提高产量ꎬ各种生长激素、抗生素、杀虫剂、杀菌剂、杀藻剂被频繁地使

用到水产养殖中ꎮ 同时ꎬ为提升售价ꎬ一些药物还会被用于提高水产品的“品相”ꎬ这其中的一些药剂

在水产品体内累积ꎬ通过食物链放大ꎬ最终给人类健康造成威胁ꎮ
例如ꎬ早在 ２００２ 年ꎬ农业部修订的«ＮＹ５０７１—２００２ 无公害食品鱼药使用准则»中将氯霉素、孔雀

石绿等药物列为禁用渔药ꎬ但仍然有养殖户在水产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①ꎮ 人体长期低剂量摄入氯

霉素等抗生素且在身体中不断累积ꎬ会影响造血功能ꎬ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即白血病等[１１]ꎬ孔雀石绿

则有潜在的致癌、致畸及致突变等危害ꎮ
另一方面ꎬ“高产”水产养殖模式之下的水产品本身的机体抵抗力差ꎬ其所处的养殖水域水质差ꎬ

都易造成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微生物对水产品肌体的侵入ꎬ并最终经过人们的食用进入

人体ꎬ增加人体患胃肠炎、败血症、痢疾等疾病的风险ꎬ对人体造成危害[１０]ꎮ
相关的检测数据也表明了这一问题ꎮ ２０１６ 年中国水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位列五大食用农产品

末位ꎬ药残留超标、含有毒有害物质、微生物污染等是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最主要风险ꎮ 食品安全事件

大数据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间全国共发生了 ７ ５０５ 起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ꎬ位居全部

食品大类的第 ３ 位②ꎮ 此外ꎬ中国出口水产品因不合格被通报、拒绝进口的事件多发ꎬ２０１５ 年中国出

口水产品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通报 １８９ 例ꎬ占出口美国农产品被通报次数的 ２９％[１１]ꎮ

四、结论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ꎬ水产养殖业在国家及市场力量的双重驱动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ꎬ但亦带来一系列

严重的社会问题ꎮ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相比传统水产养殖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水产养殖从养殖

区的农业系统中独立出来ꎬ片面追求水产养殖单一领域短期的高产量、高产值ꎬ而不是系统理性、长期

理性ꎬ从而衍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生态后果ꎮ
从降低水产养殖社会危害及生态后果、推动水产养殖业永续发展的角度来看ꎬ“高产”水产养殖

模式亟待转型ꎬ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ꎬ相关探索非常有限ꎮ 浙江省在近

年“五水共治”政策执行的过程中ꎬ对水产养殖污染问题的治理做出了尝试ꎬ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整治

温室甲鱼养殖污染问题ꎬ在全省内掀起强制拆除温室甲鱼棚的行动ꎮ 虽然这一整治行动起到了切断

污染源头的作用ꎬ但是付出了切断产业发展、切断养殖户生计的代价ꎬ并且ꎬ因政策局限浙江一省ꎬ温
室甲鱼养殖在浙江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ꎬ在全国层面并未起到妥善治理的作用ꎮ
“一刀切”式的“关”“堵”等简单治理方式ꎬ对其他地区及其他水产养殖品种的治理不具有借鉴意义ꎮ

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ꎬ“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转型以及由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活动ꎬ需要建立在

重建物质循环以及保障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基础上ꎮ 只有实现物质循环ꎬ才能保障水产养殖的生态可持

续ꎬ同时ꎬ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ꎬ只有保障养殖户的经济效益ꎬ水产养殖才能获得社会可持续ꎮ 近年来涌

现出的共生农业正是这样一种类型ꎬ如浙江德清民众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稻鳖共生、茭鳖共生模式以及其

他地区民众所探索出的稻鸭共生、稻鱼共生、藕虾共生等农业模式[１２]ꎮ 以浙江德清为例ꎬ稻田为甲鱼提

供各种虫、蛙、螺、草籽等天然饵料ꎬ甲鱼因此更健康ꎬ类似野生甲鱼ꎻ水稻因为甲鱼活动驱虫ꎬ全程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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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农药ꎻ水稻生长过程利用甲鱼粪便ꎬ不需使用化肥ꎻ出产的甲鱼及水稻因为品质较高从而获得更好

的市场价格ꎮ 稻鳖共生模式不仅在共生水域内实现了物质循环利用ꎬ还保障了粮食安全及食品安全ꎬ养
殖户也因为较好的产品品质获得了更高的利润ꎬ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共赢ꎮ “高产”水产养殖模式的

生态转型ꎬ需要充分吸收生态智慧ꎬ结合当前社会经济背景ꎬ作出更进一步的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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