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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将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划分三个适应性

循环圈，一个贫穷陷阱及构成适应性循环圈所需的若干个适应性循环，揭示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问题。 结果

表明：（１）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依次经历了第一个适应性循环的前环中环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贫穷陷阱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第二个完整的适应性循环（１９７７—１９８５ 年）以及第三个适应性循环的前环阶段（１９８６ 年至今）；（２）海洋渔业

产业、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海洋渔业社会环境是触发整个系统由开发到保护到释放再到更新转变的关键要素；（３）市场需求、政
策制度响应和资源限制分别是推动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外部扰沌力和内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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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以其较大的产业生产总值比重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与

保障，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依托。 近年来，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７．９５ 攀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５１ 呈现波动性趋高走势［１］，海洋渔业对海洋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来自渔民、鱼群内外部生

存坏境及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水平对海洋经济作用程度。 其演化往往是非线性的、无确定的，厘清其演化过程

和驱动机制是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为谋求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需把握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各个演化阶段，寻找该系统的适应性循环规律。 所谓适应性循环是反映复合系统在遭受外界干扰后进行自组

织学习并构建恢复力能力的演化模式［２⁃４］。 目前，国内外对于适应性循环理论研究已较为成熟，主要用来探

求在复合系统下时序上各研究领域的演变规律。 国内适应性循环理论研究在基于社会—生态系统下，将旅游

地发展演进和地域间生态系统评估作为主要研究层面。 王群，陆林［５］ 等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利用适应性

循环理论来判定千岛湖旅游地发展过程并揭示引发该旅游地循环运转的内外部驱动力；陈娅玲［６］ 将山西秦

岭地区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与适应性循环理论相结合提出该地可持续发展对策；王俊［７］ 在基于黄土

高原地区农业社会—生态系统关键变量下分析导致该系统适应性循环的演进机制；刘焱序［８］ 等以深圳市区

为例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将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估指数扩展为“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准则，为权衡

空间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国外研究主要将适应性循环理论应用到把握系统动力模型的规律和对系统关键变

量识别中。 Ｗｉｅｓｅ Ｆ Ｋ［９］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视角从时空方面阐明北极海洋生态系统变化规律。 Ｒｏｇｅｒｓ Ｊ Ｄ
［１０］将适应性循环系统运用到人类社会系统研究中，揭示了社会变革中连续性和机会的重要性。 Ｊｏａｎｎｅ［１１］ 利

用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圈来表征圣罗莎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旅游特征。 Ｇｒｏｎｅｎｂｏｒｎ Ｄ［１２］ 通过

适应性循环概念来解释导致欧洲人口规模大幅波动原因；Ａｌｌｃｏｃｋ Ｓ Ｌ［１３］采用适应性循环框架来探讨气候和环

境变化对土耳其卡帕多西亚的社会文化变迁影响。 适应性循环理论以其非线性逻辑构建，通过动态把握各研

究对象发展走向的节点事件以捕捉适应性循环的驱动因素，进而明晰在复杂条件下所研对象的内部发展

规律。
本文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以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把握系统关键要素，

明晰该系统下海洋渔业发展脉络，揭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为中国海洋

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意义。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概况

国际性学术组织“恢复力联盟”为理解耦合系统下各单位子系统相互关系的动态演化规律而引入适应性

循环理论［１４］。 适应性循环是基于生态系统演替的传统观点之上，增加了更新和释放两个时间阶段，使适应性

循环构成动态三维框架。 Ｈｏｌｌｉｎｇ 在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以时间为序列提出系统每构成一个周期的适应

性循环需经历开发（γ）、保护（κ）、释放（Ω）、和重组（α）４ 个阶段，且每个周期循环的转换取决于 ３ 个维度，即
潜力、连通度、恢复力［１４⁃１７］，而这 ３ 个维度也分别对应了地理学时空分析中所强调的“静态格局—空间交互—
动态趋势”的组合模式［８］。 目前，在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呈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与当地产业经济系

统的发展过程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为整体把握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动态演化模式，将社

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框架延伸到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中。 在时间序列上，系统一方面来自于内部

因子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压力的扰动，导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循环轨

迹的周期也相应发生变化，同时系统内部动态及外部压力成为促成系统适应性循环演化周期转变的主要动

力。 由此，将该系统下的适应性循环圈（图 １）划分为两个循环阶段：由 γ 指向 κ 和由 Ω 指向 α，即系统适应性

演变轨迹是在资源不断积累和转变的长周期与创新重组的短周期间运行，且不能同时发生只能按照纵向时序

进行。

８５８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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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适应性循环嵌套模型［１７］

Ｆｉｇ．１　 Ａａｄａｐｔｉｔｉｖｅ 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ｌｅ

γ 表示开发阶段、κ 表示保护阶段、Ω 表示释放阶段、α 表示重组阶段

循环阶段Ⅰ（γ→κ）：在开发初期阶段，系统以生长积累为主，发展较为迟缓，恢复力作用不明显，同时受

内外部扰动因素影响较小，脆弱性较低。 当资源积累、技术手段、经济发展到达到一定高度，系统不断扩张，到
了开发阶段末期，系统敏感不稳定状态逐渐暴露使得脆弱性、恢复力随之抬升。 在保护阶段，受开发阶段大量

积累作用影响，系统内各组成要素均达到了稳定且迅速的发展，表现在系统当面对扰动而显现的恢复力持续

攀升，连通度逐渐发达，潜力不断提升。 然而系统在由单一结构向多元复杂性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脆

弱性却持续走高，对应的恢复力上升到最高点后不能与逐渐趋高的脆弱性达到动态平衡后开始下滑，由此逐

渐向释放阶段过渡。 对于海洋渔业而言，初期往往是沿海地区渔民为满足生计需求进行海洋渔业资源开发而

表现出的过度关注海洋渔业产量而导致的海洋渔业资源大量流失、环境恶化、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调

等问题。 同时，随着开发速度加快，一些隐形的负向因素逐渐暴露，为促进产业继续发展，由此转向保护阶段

以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
循环阶段Ⅱ（Ω→α）：在释放阶段，系统开始僵化，潜力迅速下降，恢复力回落，在遇到扰动因素无法迅速

做出判断排除干扰，但受前一阶段该系统与各要素紧密联系的惯性作用，其连通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该阶

段的海洋渔业发展状态一般表现为资源积累、产业推进面临瓶颈，在遇风暴潮、赤潮等自然灾害侵袭后，微薄

的海洋渔业资源储存量以及极具脆弱的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状况在无法抵抗外界因素迅猛冲击会突然释放，速
度较快。 原本紧密而有机的系统开始崩溃，恢复力直线下降直至最低，由此进入第四环节，更新阶段。 在此阶

段，系统内部表现出较高的潜力，不断寻求创新及新的发展动力从而提高恢复力效能，并根据自身现有条件进

行调整、重构、再适应。 与此同时，系统会避免复制前阶段恶性因素，从而降低系统脆弱性。 对于海洋渔业产

业生态系统而言，近岸海域污染，海洋灾害的扰动及不当的海捕行为等将导致海洋渔业资源质量低且数量少，
阻碍海洋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系统只有将现存问题完全暴露并进行不断调整、更新，才有可能进入海洋渔业

产业生态系统的新阶段或为新阶段的产生奠定基础［１８⁃１９］。
根据适应性循环三个属性变化的标准值组合，表明系统并非依次按照开发、保护、释放、更新 ４ 个阶段发

展，也存在病态状态：贫穷陷阱，僵化陷阱，锁定陷阱，未知陷阱。 以贫穷陷阱为例，在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过程中，若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于海洋生物资源而导致超负荷海洋捕捞，从而引发海洋生物资源承

载力急剧下降，同时又无法改变现有发展模式，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将无法还原，成为一个不可持续的枯竭

系统，最终因陷入贫穷困境而使整个系统分裂，表现为低潜能、低连通度、低恢复力。 而僵化陷阱，锁定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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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陷阱则分别呈现为高潜能、高连通度、高恢复力；低潜能、高连通度、高恢复力及高潜能、低连通度、低恢复

力的病态组合结构。

２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阶段

图 ２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圈

　 Ｆｉｇ．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新中国成立以来，将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分别从环

境态势变化、经济发展高低走向及社会生产制度变革三

大方面，参考以往专家学者研究成果［２０⁃２２］，依据适应性

循环理论并结合重大转折事件将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

态系统划分为三个适应性循环圈及若干个循环阶段

（图 ２、图 ３）。
２．１　 第一个适应性循环（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海洋捕捞业

为主的恢复型传统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４９ 年，受抗战影响，中国海洋渔业产

业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百废待兴。 直至 １９４９ 年，全
国政协将“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

领》标志着中国海洋渔业发展逐渐从无到有。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 年，为了大力恢复海洋渔业生产力来带动海洋渔

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开始实施合作社运动，逐步完成由

互助合作组到初级合作社最终向高级合作社的进阶。
１９５６ 年底，已有占海洋渔业总体的 ７２．５３％的渔户参加

了合作社运动，１９５７ 年底海洋渔业捕捞量达到近 １８０
万 ｔ，相比于 １９５０ 年增长约 ２．４ 倍［２３］。 这种高强度，突
增性海洋渔业捕捞使海洋生态环境无法迅速适应，出现

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水产局由此制定了《水产科学

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首次提出海洋资源保护实施方

案：利用资源，保护资源，计划指挥生产，但海洋渔业资

源开发一直贯穿于该时期整个产业进程。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大跃进”期间，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错误

提出在 １９５８ 年一年之内海洋捕捞量比 １９５７ 年增加

３７％—５０％，这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严
重侵害了海洋近岸渔业生物资源，直致该时期海洋渔业

资源承载力下降至最低点。 同时受非科学化方针指导，
违背海洋渔业生产作业规律，渔民打破休渔期、禁渔区，多采用机船拖网高耗能捕鱼方式，渔获物出现小型化、
低龄化，迫使海洋渔业资源严重退减，生态环境岌岌可危。 加之受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大批渔

民受自然因素干扰失去海洋作业能力，遭受严重破坏的海洋渔业产业再次搁置，导致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崩溃进入释放阶段。 １９６１ 年，中国沿海海域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总产量约为 １４０ 万 ｔ。 但此后，“养捕并重”方
针的提出并未使脆弱的系统得到有效恢复进而进入释放阶段后的修复阶段。

总体来看，１９６５ 年之前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范围狭小，海洋渔业产业人才、资本等积

累较弱且处于以海洋捕捞业为主的恢复型传统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以及缺乏海洋渔业科技等外向力刺激

由此经历了由开发、保护、释放所形成的适应性循环前、中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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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历史时期和事件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２　 贫穷陷阱（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危机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文革”动乱期间，左倾错误思想误导海洋渔业产业政策，是触发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

系统进入贫穷陷阱的关键节点。 其间，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在近海海域出现大批围海造田运动，破坏

近海海域滩涂资源，侵犯近岸水生生物栖息地，部分海洋生物资源濒临灭绝，极大破坏了海洋渔业生物多样

性，使得原本未有恢复完全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再次受创。 同时，为了扩大海洋渔业单产，大量引进网拖

船，导致幼鱼、鱼苗被一网打尽，切断了海洋渔业资源再生。 在产业分配上，否定“按劳分配”，很大程度上挫

伤了渔民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 在海洋渔业科技层面，“三下乡”运动使大量从事水产科研团队、机构被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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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致使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检测与防护工作受阻。 这种混乱局面直至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初由于实施灯光围网渔

业，城郊养渔业以及连家船的改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压力［２４］。
２．３　 第二个适应性循环（１９７７—１９８５ 年）：海洋渔业养捕并重的过渡型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５ 年，在经历“文革”后，国民经济开始调整，海洋渔业产业重新谋划发展。 在“政策放宽”，“市
场经济”，“承包制户”等一系列丰惠方针的指导下极大调动了相关从业者对海洋渔业生产作业的积极性与信

心［２５］，由此开启新一轮的海洋渔业适应性循环。
１９７８ 年全国海洋渔业捕捞业与养殖业之比为 ７１∶２９［２６］，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高密度海洋捕捞引发海洋渔

业产业生态系统再次受损。 １９７９ 年海洋渔业捕捞量达 ３０７．７９ 万 ｔ［２７］，捕捞强度与资源矛盾开始加大。 为防

止由于过度捕捞所致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失衡，１９７９ 年全国水产工作会议以“大力保护资源，积极发展

养殖，调整近海作业，开辟外海渔场，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市场供应”为工作方

针进行深入贯彻，进而使适应性循环圈由开发向保护阶段过渡。
１９８０ 年，全年大功率机动渔船新增近 ７０００ 艘，总功率高达 ２．７２×１０５ｋＷ［２７］，使原本未得到有效缓和的海

洋渔业再次受到海洋捕捞压力扰动，阻碍了海洋渔业产业调整进程。 同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中国沿海海

域渔汛难以形成，导致中国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逐渐消失，由此中国海

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圈呈现出较大范围的释放。
１９８３ 年中国海洋渔业从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依据本时期中国海域现有资源

环境状况，进行更新、重塑。 通过调整拖、围、刺、钓作业结构比例，极力控制近海捕捞强度，开发中上层鱼类资

源，着重提出“以养为主，养捕并举”的方针，且在养殖业中进一步提出发展“两高一优”政策举措，并以此作为

今后中国海洋渔业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 １９８８ 年全国海水养殖产量与捕捞产量之比为 ５０．１∶４９．９［２７］，产业结

构趋于平衡，海洋渔业资源得以恢复调整，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向下一阶段转变奠定基础。
本阶段受政策因素导向，大力优化海洋渔业养捕比，使系统处于捕捞业与养殖业平衡发展阶段，经历了由

开发、保护、释放、更新所构成的完整适应性循环。
２．４　 第三个适应性循环（１９８６ 年至今）向现代化转型期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

经过第二个适应性循环，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开始缓慢恢复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正向发展

态势并逐步向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现代化方向迈进。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注入，海洋渔业产业多元化组

合、产业发展政策定位及生态环境治理与预防等需长时间协调、博弈。 同时，海洋渔业逐渐由以捕捞为主向养

捕结合过渡，积极开拓远洋渔业，成为该系统适应性循环在海洋渔业产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化方向转变过程中

的助推器，构成了以开发与开发保护交互促进阶段。
２．４．１　 初级开发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自 １９８５ 年起，中国第一支远洋渔船队在西非海域开展捕捞作业为中国远洋渔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打开了远洋渔业发展的新局面，弥补了中国海洋渔获物只靠近海海域为主作业的技术缺憾。 １９８６ 年《渔业

法》的正式颁布，从法律层面制约了因机动渔船大量增加，捕捞强度过大等而产生的系列问题。 并对海洋渔业进

行整体区域布局，将海洋渔业产业结构根据各海域资源波动情况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直至 １９９０ 年，
坚持“以养为主，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提出，转变了海洋渔业生产作业方式，同时中国远洋渔业

五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点及面，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进入新一轮开发阶段。
２．４．２　 过渡开发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

为避免海洋渔业由以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和自给自足型的小规模单一海洋产业为主而进行的海洋渔

业经济创收，经初级开发阶段的养捕并举及远洋渔业的探索实施，缓解了由此带来的海洋渔业产量、质量低下

和海域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央提出海洋捕捞“零增长”、“负增长”计划，进一步缩减海

洋渔业捕捞量［２８］，侧面拉动了海洋养殖业并开拓了远洋渔业的发展。 但在过渡开发阶段，初具改变的海洋渔

业生产作业方式，使得海洋渔业的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运作机制产生对抗性，潜在问题和矛盾也开始显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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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滋生、缺乏培育经验是制约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因素。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政府集结一

切力量提升科技推广力度，采用高技术设备集中化养殖，改善了以往放养模式，并进一步将水产技术推广体系

进行规模化扩张，将“养护和合理利用近海资源”作为该时期海洋渔业发展重要内容。 １９９８ 年，沿海地区加紧

调整近海作业，以捕捞中上层鱼类资源作为主体，使资源利用更趋于合理［２９］。
２．４．３　 开发与保护交互阶段（２００１ 年至今）

此阶段，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将关注焦点由追求产量提升落到了海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渔民利益维护上，即从产业环境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转变。 中国渔业“十五”规划纲要指出“加
强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保护，积极发展水产养殖和远洋渔业”成为该阶段系统的发展重点。 ２００１ 年，全
面展开整顿“三无”和“三证不齐”的渔船清理工作并取得阶段性进展。 为进一步推行海洋渔业捕捞量由“零
增长”向“负增长”的目标过渡从而相继实施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计划，鼓励渔民退出捕捞行业，切断因人

为因素导致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为海洋渔业向集约型现代化产业转变奠定基础。 “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

渔业增长方式，从提质角度，加强鱼苗新品种培育，继续压低海域捕捞强度，进而加快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速度，使得养捕比例继续扩大，海洋渔业产业加工能力提升，海洋休闲渔业等快速扩张。 其间，纳入“双控”管
理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完成比率达到 １６２．８％。 随后，在“十二五”规划中，坚持生产发展与生态养护

并重，积极探索“蓝色农业”发展理念，将海洋牧场建设和增值放流相结合恢复海底植被，深层次改善海域生

态环境，并将渔民保障纳入系统向现代化进阶的范围，实现渔民收入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３０］。 进入“十
三五”阶段，进一步拉长海洋渔业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链条，拓宽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维度，进行优质化、高效能

鱼类种质培育，剔除结构性过剩品种。 形成有序、有度、有限的海洋渔业产业区域布局，深入夯实各海区海洋

牧场示范区建设，实现了海洋资源养护和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进阶式发展。
此阶段主要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中开发和保护的前环阶段。

３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问题

中国海洋渔业受其产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双重影响，使该复合系统在分别解决各子系统内外部矛盾中

寻求平衡从而完成一个适应性循环演化，并最终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若任意子系统在海洋渔业经济增长中

出现崩溃，会迫使整个系统进入适应性死循环，形成海洋渔业不可持续增长或陷入海洋渔业发展危机。
３．１　 海洋渔业产业子系统问题

自将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领后，大批渔民开始从事海洋水产作业。 １９８５ 年，从事海洋渔业人口数达

１６１．３１ 万人，年均收入 ２２９４ 元，超出同期农民年均收入的 ５９．８％，一定程度上促成低收入农民跻身于临时性

海洋捕捞行业，这种非规范化培训的从业人员的临时性加入阻碍了海洋渔业产业的合理化经营与管理［２１］。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在水产业的普及与应用及片面追求“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盲目乐

观海洋渔业开发方式，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主要集中于传统型海洋渔业第一产业，而在海洋渔业第一产业中则

以对海域生态环境破坏力强的海洋捕捞业为主。 这种不平衡的产业结构模式间接影响了渔民转产转业的观

念及行为导向，阻碍了海洋渔业由一产向二、三产转型的速率，造成海洋渔业长期处于低值化，停滞化态势。
同时，受早年间时代背景的约束和不科学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政策，错误将只关注提高产量，维持生计的渔民引

入违背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律的道路上。 直至改革开放后，“养捕并举”方针的实施有效改善了海洋渔业

产业结构（图 ４），其中，我国海洋渔业养捕比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６∶７４ 到 １９８５ 年的 ４５∶５５ 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７７∶２３，其产

业结构逐渐优化。 但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仍面临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经营格局过于分散、缺乏科技创新、
风险保障机制落后，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无法支撑海洋渔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同时，囿于在海洋渔业

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如（种苗、饲料、补给）等方面的有机构成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但缺乏合理化经营使

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在成本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海洋渔业产业的边际效益开始下降，进而造成海洋渔业经济整

体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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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７９—２０１５ 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捕捞、养殖及劳动力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ｔｃｈｅ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９—２０１５

３．２　 海洋渔业生态子系统问题

建国以来，在经历战争浩劫之后，为大力恢复生产力发展和重整经济建设，将目光聚焦到开发一切可开发

资源上。 海洋渔业作为“资源无限量供给”型产业，理所当然充当起食物供给主要来源之一。 在海洋渔业发

展初期，突增性捕捞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承载力，如海洋捕捞量由 １９５０ 年的 ５４ 万 ｔ 上升至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４９７ 万 ｔ，
已经超出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与科学评估中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可捕量的 ６６．３％，其捕捞作业方式以捕捞效率

大、捕捞强度大的拖网和刺网为主，约占同时期内捕捞作业方式的 ４０％和 ２６％。 同时，沿海渔民将维持生计

作为无节制海捕的先决条件，导致该时期海洋渔业生态资源保护政策相对稀少。 加之低水平的水产技术无法

提升海洋渔业资源生态恢复力并伴随因外界不可抗力因素如海洋风暴潮、赤潮等灾害的扰动致使海洋渔业生

态环境承载力直线下降。 而后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大量挤占沿岸海域滩涂资源，一些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以及各种污染物被携带入海，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至 ２０１５ 年，沿海海域共发生船舶溢油事件 ３２００
起，溢油量高达 ４２９３６ｔ，水体表面污染严重侵害海洋渔业资源多样性。 同时，随着生产力恢复，人口自然增长

率也迅速抬升，内陆人口大量涌向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快近海海域水质恶化速率，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阻碍海

洋渔业种质资源修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初，国家从制度、科技等方面入手，逐步加强对海域生态

环境治理力度，使海洋污染有所遏制，但海洋渔业生态承载力依旧维持较低水平。

４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驱动机制

４．１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关键要素

从适应性角度出发，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既包括海洋渔业产业对于海洋鱼类资源退减、环
境污染等生态环境的适应，也包含海洋渔业产业对政策体制及渔民生活状况的适应。 由此构成该系统适应性

循环圈的关键要素为海洋渔业产业、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海洋渔业社会环境。
首先，海洋渔业产业作为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构成因素之一，理应成为该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关键

要素。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的良性化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其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 目前，中国

海洋渔业产业结构正由“一、二、三”向“一、三、二”转变［１］，逐步从粗放式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模式向集约化产

业发展模式过渡，进而带动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向可持续化发展方向推进。
其次，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是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基础并贯穿于整个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始终。 海洋渔业

资源存量的增减，鱼类生存栖息环境的优劣，各海域海洋灾害的扰动等生态环境变化已成为中国海洋渔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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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向前推进的巨大推动力或阻碍力。
最后，海洋渔业社会环境中政策体制和渔民生活状况是推动系统适应性循环的把控者和利益相关者。 自

１９４９ 年全国政协将“保护沿海渔业，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领到 ２０１３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３１］，再到 ２０１７ 年农业部制定的《全国渔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中国海洋渔业发展

从政策体制上进行调控，扭转违背海洋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路线。 渔民作为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开拓者和

维护者，是海洋渔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能力、生活质量、幸福感指数对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

性循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４．２　 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驱动机制

纵观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各个阶段，推动该系统运转主要受资源限制的内部驱动力

和市场需求、政策制度响应的外部扰沌力的共同作用（图 ５）。
４．２．１　 资源限制

海洋渔业资源是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得以发展的基础要素，也是中国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海洋渔业资源并非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均可再生资源，具有特殊性，使得中国海洋渔业开发不能以过分攫

取资源为代价，从而造成海洋渔业资源负向变动。 在海洋渔业发展过程中，由人为因素导致海域生态环境恶

化或外在自然灾害所致的不可抗力使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如 ２０１５ 年，我国沿海海域共发生赤潮灾害 ３５
次，累计面积约近 ２８０９ ｋｍ２，直接限制了海洋渔业经济产业链条发展，阻碍了系统的正常运行。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在对海洋渔业资源无节制大包大揽后破坏了海洋渔业自身承载力，资源严重匮乏，致使该时期海洋渔业

经济停滞不前［３２］。 缺乏资源供给的海洋渔业无法进行产业转型和重构并长期徘徊于资源开发过程中，加速

系统陷入适应性循环圈中的释放阶段。 由此海洋渔业产业开发必须保持适量开采，使其维持在一定存量的水

平上，遵守海洋渔业资源休栖规律，形成一种稳定的可持续循环发展。
４．２．２　 市场需求推动

海洋渔业经济在得到市场需求满足后方可向前推进。 市场需求包含两方面，其一为内在经济发展刺激，
其二为人口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洋渔业初入正轨，前阶段战争因素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
口增长和物质需求造成极大困难。 在市场需求驱动机制下，海洋渔业产业进入开发阶段以满足人们的食物供

给需求和营养摄入，及通过提升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从而间接促进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后期，在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经济环境背景下，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使得人们对于

鱼类蛋白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必然要求海水产品大量供给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营养需求［３３］。 其次，囿
于市场需求多元化发展，开始依据市场发展导向而改变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模式，近 ７０ 年内海洋渔业实现由单

一传统型海洋捕捞业发展到养捕并举的海洋渔业产业，待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基本稳定后逐渐开发出休闲渔

业、远洋渔业等新型海洋渔业产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洋渔业经济转型。
４．２．３　 政策制度响应

国家政策制度变革是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的外部扰沌力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从政策制度

层面将海洋渔业产业开发合法化、系统化。 １９４９ 年自将“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写入《共同纲领》后，海
洋渔业产业开发得到政策支持，由此激发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大批涌向沿海进行海洋渔业生产作业，使得海

洋渔业产业得到有效恢复，渔民家庭财富得到积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压力。 随后，为进一步扩大海洋渔

业生产力，中央提出冒进，急于求成等口号方针，错误将海洋渔业发展目标集中到过量捕捞方向；以及在文革

期间过度强调“以粮为纲”、围海造田，导致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受挫、资源承载力下降、产业生态系统恢复力较

低，系统跌入贫困陷阱。 面对因生态环境因素而制约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等问题，政府部门做出适时的调整，相
应提出“养捕并重”、“大力保护资源”、“加强渔业资源和渔业水域生态保护，积极发展水产养殖和远洋渔业”
等方针，分散海洋渔业产业开发模式，解决了因过渡捕捞造成的海域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海洋渔业发展困

境，使得系统潜能得以进一步恢复，系统变量间联系也更加紧密，协调组织能力增强，由此中国海洋渔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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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逐渐走出困境从而开始新一轮适应性循环。 总体来看，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演变受政策制度

制约突出，系统在政策制度的驱动下，由开发阶段（γ）→保护阶段（κ）→释放阶段（Ω）→更新阶段（α）循环演

进。 其中多数海洋渔业产业政策的提出均属于事后补救性质而非事前预防性质［１６］，但在经历贫穷陷阱后，政
策制度的提出与实施使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朝着可持续方向健康发展。

图 ５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过程与驱动机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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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讨论与结论

为丰富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引入适应性循环理论有利于梳理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在长

时序上的演化过程，通过把握系统演变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对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所经历的适应性循

环阶段进行划分，进而得到在该系统下中国海洋渔业发展规律。
（１）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先后经历了以海洋捕捞业为主的恢复型传统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到

海洋渔业养捕并重的过渡型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最终到向现代化转型期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

性循环过程。 适应性各阶段循环运转往往是在经历崩溃释放之后在更新阶段中形成新一轮开发，从而再次构

成一个新的适应性循环。 其中，海洋渔业产业、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海洋渔业社会环境是触发整个系统由开发

→保护→释放→更新的关键要素，同时支撑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动力主要来自于海洋渔业资源

限制的内部驱动力和市场需求、政策制度响应的外部扰沌力的共同作用。
（２）就目前来看，中国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整体上正以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朝着可持续

发展方向进发，但分时期分阶段仍会存在崩溃释放阶段阻碍系统向前推进的速度，甚至会再次跌入贫穷陷阱。
由此，宏观上亟需加强海洋渔业在生态环境保护、种质资源修复、生产方式优化、公共政策调控等统筹布局；微
观上，首先通过采取农牧化方式（人工育苗放流、引种移植、改善渔场环境等）参与鱼类资源再生，加大海域自

然保护区建设；其次发挥不同海域的比较优势，开发不同水产种类，实现区域空间资源优势互补，提升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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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改善海洋渔业生产消费结构，将开发焦点由近海转向远海；最后，创新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建立以 ＩＴＱ 制度

为主体，其他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完善监管制度，同时及时调整制度设计价值取向以符合当前海洋渔业经济发

展需求。
（３）采用适应性循环圈以定性的方式来判定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演化阶段，在划分标准上存在

一定的主观性。 为力求精确划分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演进阶段并把握其驱动机制，未来将结合

定量分析，通过筛选关键变量进行对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恢复力、连通度、潜力进行测度，进一步阐释不同

尺度下的海洋渔业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演化过程，以期为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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