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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嘉兴市水产志，的出版，是嘉兴水产业的一件大事。

嘉兴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海之滨。境内地势低平，荡漾

罗列，河网密布，水产资源十分丰富。自古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的广大渔(农)民凭借着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依靠勤劳和智慧

开创了一部艰苦卓绝的水产发展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民经济改革．调整方针指引

下，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调动了渔(农)民养鱼积极性，加上鱼塘基

本建设和科学养鱼的推进，致使嘉兴市的水产业在八十年代进入

了振兴的新阶段。为了嘉兴水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很有

必要系统认识嘉兴水产业的发展历程。编写<嘉兴市水产志)就是

要把历史的宝贵经验继承下来，吸取精华，发扬光大，以利进一步

把嘉兴水产业提高到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水平。

这本志书上限追溯到事物的起始，下限到1989年。表述范围

重点为市本级，辐射各县(市>。比较翔实地记述了解放后近四十年

嘉兴水产业所走过的艰苦曲折的道路，介绍了各方面的成就和差

距，总结了历史经验，为我市建国以来第一部内容较全面、资料

较完整的专业志书。

社会在前进，时代在发展，水产战线上的干部、群众在借鉴历

史经验的同时，要正视现实的新情况，新问题，遵循党的十三届六

中，七中全会精神，依靠政策，依靠科技，改进作风，扎实工作，巩

固基地建设，拓宽养殖途径，加强管理，提高效益，繁荣市场。实现

新时期赋予嘉兴水产业的历史使命，继续谱写水产发展的新篇章。

李振荣

19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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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民改。指1953年的水上民主改革。

2·渔改：指1968年开始的连家渔船社会主义改造。

3·度量衡建国后均用公制，解放前的按原文记载或注明公
制。

4·币制；建国后至1955年为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

全国发行新人民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
元。

5·四大家鱼：指的是鲢鱼、鳙鱼，青鱼，草鱼。

6·本志时间下限到1985年，为了说明问题有的延伸到1989
年。

}’。＼、＼r卜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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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嘉兴市是在1983年8月机构改革撤地建市(撤销嘉兴地区，

分建嘉兴、湖州两市)时建制的，属省辖市。下辖嘉善、平湖、海宁

(1987年2月撤县建市)、海盐，桐乡五个县(市)和城区、郊区两个

区。

嘉兴县古榜李地。秦长水县，又改由拳，属会稽郡。孙吴改置嘉

禾县，后改嘉兴。隋废，入吴县。唐·武德中，复置，属苏州。寻省。

贞观中复置。五代属杭州，后于此置秀州。宋、元、明俱属嘉兴

府，至清不变。辖区有府城、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崇德、

桐乡一府七县。

1946年，海宁从杭州划出，归属嘉兴地区。

嘉兴地区在明清江南(狭义的江南是指苏、松、常、嘉、湖五府、

经济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它反映出江南水乡经济发展的特

点，既有蚕桑之利，海，河，陆运三便，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又因

为它位于上海经济区的范围，对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更具有重大的

意义。

嘉兴市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带，地理坐标界于东经120。

17 727”"-'121。15754Ⅳ，北纬30。19739Ⅳ,--'31 001757 IP。位于亚热

带北缘，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境内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

充沛，鱼类生长期长。据1979年的渔业资源调查，全市有淡水

水面39．4万亩，其中荡漾(包括河道、淡浜)为35．1万亩，池塘为

4．3万亩。沿海平湖、海盐、海宁三个县(市)海岸线长达124公

里，可围海涂达8万亩。经初步查明，鱼类资源(包括杭州湾沿岸

咸淡水鱼类)有110个科(属)，其中70余种(属)是经济鱼类。在

水生动物中还有脊椎动物爬虫纲的龟鳖，节肢动物甲壳纲中的中

r、一叫人

』



华绒整蟹、青虾，秀丽白虾等。水生植物主要有菱，特别是南湖菱，

是嘉兴的特产。

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从发

现新石器遗址的嘉兴南湖乡马家浜，以及桐乡罗家角等文化遗址

的出土文物中，多处发现网坠、鱼骨等物。说明嘉兴在离现在七千

多年之前就有渔猎。

古人一直很注意渔业生产，先哲尚父，起于东海，获渔盐之利，

以大其国。陶朱公富甲天下，而治生之法，首称水畜。

嘉兴市渔业生产虽然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渔业资源，

悠久的渔业历史。但在解放前的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下，渔业生产

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池塘养鱼很不发达，不仅面积少，而且单产

低，大部分处于“自水养鱼靠天收”。据1950年统计，池塘平均单

产只有59．6千克。外荡养鱼寥寥无几，广阔水域长期处于荒芜

状态。捕捞渔民生产方式落后，鱼产低、收入少，生活十分艰苦。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广大渔民开展反霸反封

建斗争，进行水上民主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确立了渔民的政治

地位，并开始走上集体化道路，帮助渔农恢复生产，发展池塘养鱼，

建立国营养鱼场，发展外荡的水产养殖。至1959年淡水鱼总产量

达到了8576吨，比1950年总产4037吨，增产1．12倍。

然而渔业生产的发展是波折的。1960年由于强调了。以粮为

纲”，忽视了渔业生产，许多地方出现了毁塘种粮，缩小外荡养

殖水面，至1963年淡水鱼产量下降到5596吨，比1959年下降

34．3％。

1964年至1980年基本处于徘徊阶段。虽然在1968年贯彻

执行连家渔船社会主义改造后，结束了渔民长期的水上漂流生活，

实现了陆上定居，定点捕捞，养捕结合，使外荡产量有明显提高。但

由于部份水域受到工业废水和麻水的污染，以及水上交通船只的

机械化．大型化等因素，制约着外荡的养鱼生产。因而淡水鱼总产

量到1976年仍只有5809吨，13年时间只增长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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