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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中山市海洋与水产志》正式付梓了，这是水产工作上的一件大事，我感到格

外的高兴，谨致热烈的祝贺。

中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南部，水产资源丰富，品种繁多，索有“鱼米之乡”的美

誉。中山人民从事水产生产的历史悠久，特别是淡水养殖业，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

验，培育了众多的优良品种，创造了独特的塘基生产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一系列方针政

策指引下，中山市把水产养殖业确定为农业生产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深化改革，完

善家庭承包和双层经营管理体制；调整农业布局，因地制宜，扩大养殖面积；改革

养殖制度，调整养殖品种，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品种养殖；增加投入，整治鱼塘，

改善鱼塘条件；依靠科技，普及科学养鱼；以市场为导向，搞活产品流通，建立渔政

渔监队伍，加强渔业法规建设和近海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加大外海资源的开发力

度等措施，促进了水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99年。全市水产品总量达到20

万吨。目前，中山市还有众多的内陆水域和辽阔的浅海滩涂有待开发，发展潜力极

大，特别是海洋的开发利用，比之对陆地的开发利用，可以说仅仅是起步，水产业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o

《中山市海洋与水产志》真实地记录了中山市水产业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

绩和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后做好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它可以让

更多的人们了解水产业，关心支持水产业，对全市水产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是为序。

中山市副市长

2000年5月11日



·4· 中山市海洋与水产志

凡例

一、本志编写的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理论为指导，坚持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山渔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及行业特点。

二、本志的体例：按事以类从，横排纵写的方法，运用地方志的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基本体裁进行编纂，在结构上用章节目层次，共lO章33节、约26万

字。以志为主，忠于原始资料，述而不议。在记述时除个别地方引用原资料用文言

文外，其余用语体文记述，辅以图表、照片。

三，本志断限。上限因事而异不限，下限止于1998年底，个别内容有所延伸。

四、本志纪年。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用当时的纪年方法，并在括号内加注年、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称谓。凡属机构名称、历史地名、各级政府官职、行业，俗语均用当时

当地的习惯称谓，必要时用括号加以说明。

六、本志数字的使用。民国时期及其以前，采用《香山县志》及市图书馆、市档

案馆等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运用中山市统计局，中

山市海洋与水产局的数字。建国初期流通的人民币行文时未经换算的称为“旧

币”，其币值是现行流通的1／10000。本志中的度量衡写法，如斗、升、石、寸、市尺、

市担、市尺、公尺、公斤、公分、米、克、马力、吨、顷等均按当时习惯沿用。必要时在

括号内加以说明。

七、本志资料来源。本志的资料来源市海洋与水产局的档案室、市的档案馆、

市的图书馆、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农业局、市水利局、市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公司

以及知情人座谈和本局有关同志的提供，文献繁多，故在行文时不另注出处。

八、本志中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县委、市委、地委、省委的均指中

国共产党县市、地、省各级党的组织。

九、记述中山渔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受历次政治运动失误所造成的后果，

则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在有关的章节内。

十、本志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编写，将大事、要事、新事以时

间顺序，以时系事，以事系时记述。在渔业生产上有功绩今仍健在的人，按“生不立

传”的原则，本志未能设“人物传”章，而只是将本局各职能部门的干部、群众、先进

代表和集体载人本志“名人录”内，予以表彰。

十一、本志内所录用的有关数字，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局里各职能部门，在

年末写的总结、指示、通知等所使用过的数字，第二种是局统计部门，于次年2

至3月份新汇总上报的数字，如后录用，根据情况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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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江下游，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沿海滩涂广阔，

河涌纵横，鱼塘星罗棋布，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阳光充沛，雨量充足，水源

丰富，水质良好，生物饵料丰盛，水产资源丰富，品种繁多，素有“鱼米之

乡”的美誉。

渔业养殖：中山市渔业历史悠久，按自然和历史发展规律，渔业在先，农

业在后，捕捞在先，养殖在后，就整个渔业发展过程来说，以淡水养殖基础较

好，早在明末清初，本境西北部，经济作物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

化，开展挖塘抬基，先后进行鱼基结合，鱼果结合，鱼蔗结合，逐步形成独特

的“桑基鱼塘”、 “果基鱼塘”等以基塘形式的物种循环，能量转化，水陆互

相作用的人工生态系统，反映出中山传统养鱼的特色，成为当今具有商品生产

基础的经济作物地区。

水产局成立四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的渔业生产取得了较

大的成绩，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但养殖业是在发展上走过几经曲折的道路，尤

其长期以来中山渔业工作受“左”的错误影响，以及在“四人帮”十年动乱期

间的破坏，淡水养殖出现了以粮为纲，毁塘造田，江河浅海捕捞，盲目发展，

出现靠水吃水，吃水不管水，吃了子孙饭，鱼类资源严重衰退，使整个渔业受

到严重影响，发展缓慢，自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实行

家庭承包和双层管理责任制，调整农业布局，因地制宜扩大养殖面积，改革养

殖制度，调整养殖品种，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品种养殖，增加投入，整治鱼塘，

改善鱼塘条件，渔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统计1983年全市水产品

总产量达到73．24万担，获得连续五年(1979至1983)创历史最高水平，平均

每年递增9．8％，塘鱼亩产605市斤，居全国县级淡水养殖总产量的第三位。在

提高渔业生产水平的同时，通过调整农渔生产结构，新挖鱼塘8万多亩，又随

着生产的发展，养鱼专业户、重点户积极采用新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和新品

种，开创了淡水养殖技术现代化，从传统养鱼迈向以集约化生产为特色的现代

化养鱼的新局面。粮食集中产区又以挖塘抬田，改造低洼田，扩大养鱼面积为

内容，使农业生产结构从自给半自给的单一经济走上多元化商品生产的道路。

据统计，1990年全市水产品总量7．18万吨，其中塘鱼总量6．39万吨，单产

501公斤，分别比1978年增2．42倍和1．5倍o 1995年市委市政府就如何发展

“三高”渔业，着重扩大发展菜蓝子工程，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健全和充实各

级水产推广机构，下大决心因地制宜，调整生产布局，内引外联增加投入，依

靠科技普及科学养殖，建立健全服务体系，拓扩和疏理流通，促进渔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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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市委市政府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以水产养殖为龙头，生态禽畜业和规模

化蔬菜生产为两翼的主导产业，带动“三高”农业发展，在整个大农业中，制

定了“二个三七”的战略措施(即全市的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为粮食生产，三分

之一为塘鱼生产，三分之一为作物生产，而渔业的总产值占70％，在塘鱼生产

中优质鱼养殖面积占30％，而产值占70％)，水产部门动员广大养殖户以市场

为导向，积极调整生产布局和养殖品种结构，发展海洋渔业，搞好服务，促进

渔业生产持续稳定协调发展，1995年鱼塘面积24．6万亩，比1994年增加3．1

万亩，水产总产量为14．7万吨，比1994年增加1．8万吨，增长13．9％，其中

塘鱼总产13．5万吨，比1994年增加7．8万吨，增长15．4％o亩产549公斤o

1996年塘鱼养殖面积26．95万亩，比1995年增1．8万亩，增长7％。水产品总

量为16．94万吨，比1995年增长5％，其中淡水养殖是14．74万吨，比1995年

增长4．5％。1997年渔产品总量为17．7万吨，其中淡水养殖15．9万吨，海捕

为1．5万吨，总产值17．48万元。1998年渔产品总量为19．19万吨，总产值为

18．88亿元。实现了增产增收，夺取了渔业生产的第二十个丰收年。

渔业捕捞。中山渔业捕捞基础较薄弱，1949年全市仅有捕捞渔业户

490户，2395人，以内河连家船为主，兼有一些小风船，共469艘作业，生产力

十分落后。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先后从内河水域向珠江口内渔场、粤东、粤

西浅海渔场发展，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渔业机械化设备，在整个农业中处

于领先地位。但发展经历过艰难曲折的道路。随着作业渔场的变迁，渔具、渔

法不断淘汰更新，从1962年起向较大马力发展，直到1977年拥有机动渔船44

艘，1532吨位，4397匹马力，其中较大马力的渔船都设有无线电台，对讲机、

鱼探仪等导航设备。多年来，不断地淘汰更新渔具渔法，从打鱼炮、小围网，

到灯光大围网，从小型密拖网到大型密拖网都属掠夺性作业，同时每次调整和

整个海区一样，一窝蜂而上，带来捕捞强度过大。继内河水域之后，先后导致

珠江口内渔场，浅近海渔场的资源衰退，以致消失。尽管1977年创造了历史最

高水平，年产量达到10．67万担，但大多数是羊仔、池仔、横泽仔等低质渔

类，经济价值低，严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造成渔业集体经济负债多。

据当年统计仅横门区渔业486户，2001人积累负债额达300万元。正当捕捞渔

业处在往何处去的时候，也是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时期，从1979年起开展调整渔业经济结构，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认真贯彻

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实渔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大包干到

船。在调整渔具渔法时，认真贯彻《渔业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的精神，以降低

浅近海捕捞强度为重点，积极发展中深海渔船的小水产生产。在降低浅近海捕

捞强度的同时，一方面积极开展补偿贸易，利用外资，引进17艘1585吨位

5474匹马力的大型捕虾船，向中深海发展。另一方面贯彻国家、集体、个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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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上的方针，允许渔业区的渔民购买小机船，进行小水产生产。几年来渔民自

购机船的有49艘466匹马力，与此同时加强渔政管理，开展江河人工增殖。据

统计从1986年至1990年向江河投放鱼苗2800万尾，虾苗191万尾，耗资

52．31万元，使江河水产资源开始出现回升的势头，做到一面捕捞一面增殖，合

理利用水产资源。

渔产品销售。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水产品销售方面几经曲

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渔业生产，五六十年代统购统销，七八十年代议购议

销，直到1985年全部取消派购任务，敞开销售，九十年代多层次拓销o 1982年

对淡水养殖产品的收购开始松绑，除国营水产单位、商品鱼基地和专业渔业社

队派购外，一般不开展派购，实行市场调节，对海水养殖品种除对虾外，一律

列为三类产品，允许生产者自行处理。这样结束了养殖亏本的局面。据统计

1989年全市塘鱼生产总量5．89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315％，平均每年递增

11％，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同步增长，群众普遍认为，塘鱼产供销的

十一年改革，是农村中最成功的一项，可分为二个时期来说明，第一时期

(1979至1983年)农村出现鱼苗专业户，塘鱼专业店、渔档、渔台以及塘鱼代

运代销专业户和渔贩，这些行业部能做到就地育苗，就地经营，方便群众，卖

买公平，解决了过去集体渔苗场难以解决的幼苗过剩、粗苗供应不上的历史难

题。在满足港澳、广州三大传统市场需要后，发挥了专业户渔贩的作用，开展

了长途贩运，打开了塘鱼销向外区县镇市场。据统计1983年全市塘鱼商品流通

量3．05万吨，占总产量94％，其中国营公司购销量为44％，那些产销专业

户，渔贩、乡村渔台购销量达56％o第二个时期(1984至1987年)以市场为

导向．开拓国内外市场。在国内市场方面，以国营水产部门为骨干，通过购销

合同，组织大规模冷冻鱼类运往北方，开展南鱼北运业务。在国外市场方面，

由市水出公司通过优质优价，淡季高价的方法，与养殖渔户签订定质、定量、

定时的购销合同，并加工制成冷冻鲮鱼片、鲮鱼丸、鳙鱼头等方便食品，输出

港澳和国际市场。第三时期兴建鲮鱼罐头厂，建立工渔结合，以厂联合养鱼户

的生产体系，开展水产资源综合利用。提高水产资源的利用价值。步入九十年

代，围绕着搞活流通这个中心，开拓市场，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流通体系，

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体、 “四个轮子”一齐运转，加入水产品流通领域。

市水产公司建立水产批发和期货交易市场，年购销水产品2．8万吨。市外贸水

产出口公司同养殖户签订购售合同，年购售水产品1．3万吨，其中鲜活出口港

澳塘鱼6500吨，加工制品通过港澳转销世界各国6500吨，拓展市场发挥国营

主渠道作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各个镇区兴建农贸市场101个，建筑面积37

万平方米，每个农贸市场均设有鲜鱼档位，年销售水产品1．2万吨，成为水产

品主要集散地。又在港口大南沙大桥脚下设立了大型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年销

售水产品7825吨。鼓励和支持联合体和个体参与水产品流通。据统计全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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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多只窿艇、货车和2万多人加入了水产品流通领域，把鲜活水产品运销到

广州、珠海、深圳、东莞、汕头等大中城市市场，平均年销售水产品1．2万

吨。沙朗养殖专业户还与省外沟通，把“四大家鱼”及罗氏沼虾等鱼产品运往

湖南、湖北、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地销售，年销售量2万多吨。由市水

出公司联合有关单位组织名特新的鱼品种，空运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日本、南

韩等国销售。

改革开放以来，水产品急冻、冷藏、保鲜加工制品技术日益完善，截至

1997年全市先后兴建起5座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1．55万吨，6座水产品冷

库，日急冻75吨，冷藏1200吨，3间制冰厂，日制冰1000吨，4间水产品罐

头厂，罐制品1727吨，年冷藏加工水产品35万吨，形成生产、急冻、冷藏、

保鲜，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全市水产生产的产量、产值、

效益同步增长。据统计1997年销售总量1．29万吨，销售总值9533万元。

渔业科技：加强科技工作，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水产发展中的作用。改革

开放以来，中山渔业科学研究工作紧密配合，服务于发展渔业生产这个中心，

越抓越活，越搞越好，收效甚大。一是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加强科技的管

理，改善科技工作的运转机制，面向生产，注重社会效益，多出成果，建立起

以水产研究所为龙头的科研、试验、示范、推广基地，市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同承担的“863”计划南方鲤鱼基因工程课题，取得了圆

满的科学成果。罗氏沼虾育苗技术有了重大突破，掌握了规范化生产技术，苗

种供应省内外，提高了社会效益，经济上一举扭亏为盈，为科学单位树立了榜

样和提供经验，带动了各镇区的科研发展。二是大力推广高产养殖技术，加快

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高产综合养殖技术正从作物地区向沙田地区推

广转移，鱼禽畜综合养殖方式推广和普及，水产生产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

高。三是大力协助和做好各级技术站职能的转变，深入开展以技术指导、技术

咨询、技术培训为内容的技术服务活动，落实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

线去承包、去经营，发挥其作用，四是注重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不

断地提高水产科技水平，如新品种桂花鱼、全雌鲤、淡水白鲳、罗氏沼虾、鳗

丽、斑点叉尾鲷鱼、埃及胡子鲶，优良鱼种的引进和对增氧机的推广使用都为

中山市的渔业稳产、高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起了重要作用。五是人工

育苗和推广高产养殖技术，鱼病害防治技术的攻关，取得了新的成果，始终贯

彻科研促生产，以生产促科研的方针，夺取科研和生产双丰收。

中山市渔政、渔监部门，他们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勤恳敬业，千方百计

管理好渔政，监督好船舶及海上安全生产，保护好水产资源，人工放流增殖，

为渔业生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发展，中山渔业在前进，总结成绩，吸取经

验，继往开来，愿在新的世纪中渔业生产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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