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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世诚

在水产业为事，不了解该业的历史和现状，是很难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所

谓。不揽古今，论事不实一，也就是这个道理。《青岛市水产志》的问世，满足了这一需

要，实现了盼望已久的夙愿。

《青岛市水产志》从宏观到微观记载了全市水产捕捞业、养殖业、加工业等诸方

面的演变情况，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青岛市水产业的主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勤

劳勇敢的渔区人民，创造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业绩，尤其是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发展水产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生动史实

需要记载，有大量珍贵资料需要辑存，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把历史的变迁记录

下来，把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业绩载入史册，这不仅有其现实意义，而且

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为《青岛市水产志》的出版感到可喜可

贺。

．<青岛市水产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编纂的。据此，编志工作者立足当代，回首

过去，放眼未来，把历史的、现实的浩如烟海的资料加以收集、核实、整理，力图把这

一指导思想体现在志书的各个部位和环节，做到与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相

吻合，并显示出社会主义新方志与旧方志的重要区别。从这一点我感到《青岛市水

产志》同已出版的兄弟志书一样，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或者说打上了时代的标

记。

《青岛市水产志》在编纂过程中，曾几易篇目，数改志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这部志书虽有不足之处，但我深信，它对各级领导和广大干

部群众在发展水产事业中，进一步熟悉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开拓前进，将起

到利今惠后的作用，这，也正是编纂这部志书的目的所在。是为序。

199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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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岛市人民政府的部署，青岛市水产局于1986年初成立史志办公室，在

市史志编委会办公室指导下，承担《青岛市水产志》的编纂任务。参加纂编工作的人

员，在水产局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记述青岛水产业的历史和现

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1987年6月，《青岛市志·水产志篇目设

计》(第三稿)，由市志编委会列入《青岛市志总体设计》。

编纂水产志，原拟定先撰集《长编资料》，再按志体设计编写初稿。后来根据资

料整理情况，研究直接编写初稿，一步达到评审稿的质量要求，尽量容纳有保留价

值的资料，暂不受市志总体设计的字数限制，但须资料翔实，在体例结构、记述方

法、语言文字等方面均要符合志体规范，成稿后，可以成为水产行业志的基础。按此

决定，于1990年3月完成水产志初稿，40多万字，印发水产志编委成员及有关方

面领导人和专家审阅。同年11骨，由水产局召开评审会，参加者有编委部分成员、

水产企业和县区水产局负责人、市史志办负责人、市农委负责人、省水产志主编，以

及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学院、省海水养殖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通过

评审，认为志稿在资料内容、体例结构、思想观点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基础较好，并提

出修改意见。1991年8月，《青岛市志·水产志》(送审稿)修订完成，约15万字，作

为市志的分志，将由市志办统一指导删改后，列入青岛市志分卷总纂。

按照《青岛市水产志》(行业志)的设计要求，对水产志评审稿的内容进行调整，

增加渔业环境资源和水产科技两部分资料，其他部分作若干补充，于1992年12

月，完成本志稿的增删整理。设概述和大事记，领略青岛水产业发展概貌和历史脉

络。志，十篇：(一)渔业环境资源，反映青岛渔业发展的资源条件；(二)海洋捕捞渔

业，重点记述民间渔业和渔轮业的历史变化；(三)渔港，记青岛渔港的形成和变化；

(四)水产养殖业，以海带养殖的兴衰和养虾业的兴起为记述重点；(五)水产贸易，

记述青岛水产品市场的历史和现状；(六)水产加工业，记水产品加工和海藻综合利

用，逐步发展为青岛渔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七)水产科技，反映青岛海洋渔业

科技优势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现实意义；(八)渔政，记青岛对渔业法规的执

行，以及维护渔权的内容；(九)水产企业简况，分单位记青岛市属水产企业和省属

海洋渔业公司的沿革变化；(十)县区渔业概况，对所辖县区的渔业历史和现状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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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资料。附录资料：“青岛地区各时期水产业概况表"系正文不能系统反映和对

比的数字；青岛市渔业管理规定，属正文无法完整记述而具有保留价值的渔业法规

文件。书中插图20幅，多附于有关内容之后．照片24幅，辑于卷首，除编审会议及

史志工作者四幅外，余皆与志文内容相关。

水产志属经济类编，未直接记述党的决策机构的工作活动。水产行政机构沿革

和任务范围，以及人事任免事项，附写于概述后面。

本志的编纂过程较长，内容设计有几次变动，记述的时间断限不尽统一。下限

的时间，最初定为1985年，后改为1986年，故多数资料补充到1986年为下限；因

渔业经济改革开放，在调整渔业结构、发展对虾养殖等方面，1987年的成效显著，

此类内容有些记到1987年；1990年3月，决定增设大事记，按已掌握的资料录辑

至1989年，可部分缩短下限与成书的时间距离；1992年，在修订本志稿的过程中，

着手增补科技资料，根据资料征集情况，水产科技篇的内容记到1990年，反映青岛

水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意义。

记述的地区范围，按规定以1985年青岛市行政区划，包括国家、省驻青岛的渔

业生产和科研单位的生产活动以及有关的科技事项。在综合记述中对市区的资料

较详，注意反映城市对郊区的幅射作用；对县区渔业资料的记述，以历史区划界限

为主，作必要的衔接I设“县区渔业概况"篇，使所辖县区渔业历史和现状有较完整

的资料。对国家、省驻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的活动及科技成果，记述与青岛水产业

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1986年3月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集中征集资料，得到青岛市档案馆、图书馆、

博物馆、市史志办、省水产志办的热情帮助，查阅到《胶澳志》、《中国实业志》、《即墨

县志》(同治本)、《青岛概览》、《青岛渔业经济概况》(日文)、《青岛指南》、《鲁案善后

月刊》等有关青岛渔业的内容；《二十二年来的胶州湾》等关于胶州湾的部分论述；

《东方渔业》等有关报刊杂志的资料；以及山东、青岛地方当局涉及青岛渔业的有关

文书档案等。参阅《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张震东著)、《帝国主义与青岛港》(胡汶本

等著)、《山东省水产志(初稿)》等。搜集到建国前的资料共有30万字，摘抄资料近

10万字，内容包括1897至1949年青岛渔民生产生活情况、渔具渔法、机轮渔业的

兴衰、渔港变迁、日本侵渔及我国维护渔权等。建国后三十多年的资料，主要摘抄自

水产行政业务档案，除“文革"期间资料缺乏，有几年未立档案外，其他各个时期的

档案大体齐全。连同增补“大事记"、。渔业环境资源"和“水产科技”资料，共查阅文

书档案450多卷，摘抄资料约100万字；市水产局所属企业和青岛渔船检验站、青

岛海洋渔业公司提供资料约20万字。所搜集的资料，经筛选整理，制资料卡片

3000份，对青岛水产业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资料基础，基本达到“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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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线，横不缺项"。沿海县市区水产局先后提供水产史志资料，反映本地区渔业发

展概貌。

《青岛市水产志》系众手所成，在征集资料过程中，得到牛全增、李启明、李文

泽、王才、吕锡缙、孙庆霞、纪成进、安征、郝建书、王显忠、胡保胜、侯光国、于业利等

同志，以及县区参与水产史志工作的同志，积极协助，给青岛市水产局史志办公室

以很大支持，谨此志谢。
’

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坚持数年辛勤耕耘，力求《青岛市水产志》能够成为一

部严肃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真正起到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但因工作人员水

平低，对编志工作深感力不从心，加之时间跨度大，资料难以搜集齐全，志书的内容

结构又几次增减变动，文笔不尽统一，虽尽心竭力加工修改，然重复、疏漏、失当乃

至错误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鉴察指正。

青岛市水产局史志办公室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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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根据《青岛市志总体设计》的编纂原则，记述青岛水产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的时间断限，上限起自事物的发端，下限定为1986年，部分事项适当

下延。

三、本志记述的内容，包括青岛市行政区划内水产业重要事项的发展变化。

四、本志资料，主要源于文书档案，对有关文献、史料、专著、报刊杂志等广为征

集，间有部分口碑资料。使用资料为转述方式，不注明出处；所用数字，以正式统计

数为主要依据。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志为述、记、志、图、表、录多体并用，以志体为主。志，按篇章节目层次排

列，横陈门类，纵述始末；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有纪事本末体；概述及分单位记

述的内容，以纵述为主。

六、地名、机构，按当时的名称书写，变动者括注今称，机构名称太繁者，第一次

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货币流通数值，除注明者外，均按当时币值记述。

七、记时，采用公元纪年。1911年以前的纪年括注历史纪年，正文为历史纪年

的则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



目 录

序言⋯⋯⋯⋯⋯⋯⋯⋯⋯⋯⋯⋯⋯⋯⋯⋯⋯⋯⋯⋯⋯⋯⋯⋯⋯⋯⋯⋯⋯⋯⋯⋯⋯⋯
．、￡·—-1一

鄹吾⋯⋯⋯⋯⋯⋯⋯⋯⋯”⋯．．⋯”⋯⋯“⋯⋯“””⋯⋯“⋯⋯⋯⋯⋯⋯⋯⋯⋯⋯⋯”

凡例···⋯⋯⋯·⋯··⋯····⋯⋯··⋯⋯⋯⋯·······⋯········⋯·⋯·····⋯·····．⋯⋯⋯·．·⋯．··

{Ij[：i2l；·········⋯⋯···⋯···⋯···⋯···⋯···⋯····⋯·····⋯···⋯⋯····⋯··⋯⋯·⋯⋯··．．．·⋯··

大事记⋯⋯⋯⋯⋯⋯⋯⋯⋯⋯⋯⋯⋯⋯⋯⋯⋯⋯⋯⋯⋯⋯⋯⋯⋯⋯⋯⋯⋯⋯⋯⋯⋯
’

第一篇渔业环境与资源

第一章海洋渔业环境⋯⋯⋯⋯⋯⋯⋯⋯⋯⋯⋯⋯⋯⋯⋯⋯⋯⋯⋯⋯⋯⋯⋯⋯

第一节海湾、岛屿⋯⋯⋯⋯⋯⋯⋯⋯⋯⋯⋯⋯⋯⋯⋯⋯⋯⋯⋯⋯⋯⋯⋯⋯

第二节 浅海、滩涂⋯⋯⋯⋯⋯⋯⋯⋯⋯⋯⋯⋯⋯⋯⋯⋯⋯⋯⋯⋯⋯⋯⋯⋯

第二章海洋渔业资源⋯⋯⋯⋯⋯⋯⋯⋯⋯⋯⋯⋯⋯⋯⋯⋯⋯⋯⋯⋯⋯⋯⋯⋯

第一节近海渔业资源⋯⋯⋯⋯··IDlip⋯⋯⋯⋯⋯⋯⋯⋯⋯⋯⋯·⋯⋯⋯⋯⋯⋯

第二节 滩涂生物资源111．0 m·D QOIIbO qP 000⋯⋯⋯⋯⋯⋯⋯⋯⋯⋯⋯⋯⋯⋯⋯⋯⋯

第三章内陆水域资源⋯⋯⋯⋯⋯⋯⋯⋯⋯⋯⋯⋯⋯⋯⋯⋯⋯⋯⋯⋯⋯⋯⋯⋯

第一节 内陆水域⋯⋯⋯⋯⋯⋯⋯⋯⋯⋯⋯⋯⋯⋯⋯⋯⋯⋯⋯⋯⋯⋯⋯⋯⋯

第二节淡水渔业资源⋯⋯⋯⋯⋯⋯⋯⋯⋯⋯⋯⋯⋯⋯⋯⋯⋯⋯⋯⋯⋯⋯⋯

第二篇海洋捕捞渔业

第一章群众渔业⋯⋯⋯⋯⋯⋯⋯⋯⋯⋯⋯⋯⋯⋯⋯⋯⋯⋯⋯⋯⋯⋯⋯⋯⋯⋯

第一节 渔民状况⋯⋯⋯⋯⋯⋯⋯⋯⋯⋯⋯⋯⋯⋯⋯⋯⋯⋯⋯⋯⋯⋯⋯⋯⋯

第二节 帆船渔业⋯⋯⋯⋯⋯⋯⋯⋯⋯⋯⋯⋯⋯⋯⋯⋯⋯⋯⋯⋯⋯⋯⋯⋯⋯

第三节机帆船渔业⋯⋯⋯⋯⋯⋯⋯⋯000 090 OOB QDO⋯⋯⋯⋯⋯⋯⋯⋯⋯⋯⋯⋯

第四节 渔业体制⋯⋯⋯⋯⋯⋯⋯⋯⋯⋯⋯⋯⋯⋯⋯⋯⋯⋯⋯⋯⋯⋯⋯⋯⋯

第五节 渔业贷款⋯⋯⋯⋯⋯⋯⋯⋯⋯⋯⋯⋯⋯⋯⋯⋯⋯⋯⋯⋯⋯⋯⋯⋯⋯

第二章渔轮业⋯⋯⋯⋯⋯⋯⋯⋯⋯⋯⋯⋯⋯⋯⋯⋯⋯⋯⋯⋯⋯⋯⋯⋯⋯⋯⋯

第一节 私营渔轮业⋯⋯⋯⋯⋯⋯⋯⋯⋯⋯⋯⋯··Ooi00⋯⋯⋯⋯⋯⋯⋯⋯·

第二节建国前公营渔轮业⋯⋯⋯⋯⋯⋯⋯⋯⋯⋯⋯⋯⋯⋯⋯⋯⋯⋯⋯⋯⋯

第三节 建国后国营渔轮韭·／Ln LIL Lit一⋯⋯⋯⋯⋯⋯⋯”⋯⋯⋯⋯⋯⋯⋯⋯．．．．⋯

第三章渔场渔期⋯⋯⋯⋯⋯⋯⋯⋯⋯⋯⋯⋯⋯⋯⋯⋯⋯⋯⋯⋯⋯⋯⋯⋯⋯⋯

( 1 )

( 1 )

( 1 )

( 1 )

(11)

(39)

(39)

(42)

(45)

(45)

(48)

(50)

(50)

(51)

厂J
v

)))))))))))

7

7

1

8

3

3

6

7

2

3

9

5

5

6

6

7

8

8

8

9

9

9(((((((((((



2 目 录

第一节 帆船作业⋯⋯⋯⋯⋯⋯⋯⋯⋯⋯⋯⋯⋯⋯⋯⋯⋯⋯“⋯⋯⋯⋯⋯””

第二节 机动船作业⋯⋯⋯⋯⋯⋯⋯⋯⋯⋯⋯⋯⋯⋯⋯⋯⋯⋯⋯⋯⋯⋯⋯⋯

第四章渔船⋯⋯⋯⋯⋯⋯⋯⋯⋯⋯⋯⋯⋯⋯⋯⋯⋯⋯⋯⋯⋯⋯⋯⋯⋯⋯⋯⋯

第一节风帆渔船⋯⋯⋯⋯⋯⋯⋯⋯⋯⋯⋯⋯⋯⋯⋯⋯⋯⋯⋯⋯⋯⋯⋯⋯⋯

第二节机动渔船⋯⋯⋯⋯⋯⋯⋯⋯⋯⋯⋯⋯⋯⋯⋯⋯⋯⋯⋯⋯⋯⋯⋯⋯⋯

第三节 渔船修造⋯⋯⋯⋯⋯⋯⋯⋯⋯⋯⋯⋯⋯⋯⋯⋯⋯⋯⋯⋯⋯⋯⋯⋯⋯

第五章渔具⋯⋯⋯⋯⋯⋯⋯⋯⋯⋯⋯⋯⋯⋯⋯⋯⋯⋯⋯⋯⋯⋯⋯⋯⋯⋯⋯⋯

第一节 渔具种类⋯⋯⋯⋯⋯⋯⋯⋯⋯⋯⋯⋯⋯⋯⋯⋯⋯⋯⋯⋯⋯⋯⋯⋯⋯

第二节 网具制造⋯⋯⋯⋯⋯⋯⋯⋯⋯⋯⋯⋯⋯⋯⋯⋯⋯⋯⋯⋯⋯⋯⋯⋯⋯

第三篇渔 港

第一章青岛渔港⋯⋯⋯⋯⋯⋯⋯⋯⋯⋯⋯⋯⋯⋯⋯⋯⋯⋯⋯⋯⋯⋯⋯⋯⋯⋯

第一节渔港建设⋯⋯⋯⋯⋯⋯⋯⋯⋯⋯⋯⋯⋯⋯⋯⋯⋯⋯⋯⋯⋯⋯⋯⋯⋯

第二节 渔港交易管理⋯⋯⋯⋯⋯⋯⋯⋯⋯⋯⋯⋯⋯⋯⋯⋯⋯⋯⋯⋯⋯⋯⋯

第二章辖区渔业港湾⋯⋯⋯⋯⋯⋯⋯⋯⋯⋯⋯⋯⋯⋯⋯⋯⋯⋯⋯⋯⋯⋯⋯⋯

第一节简易港湾⋯⋯⋯⋯⋯⋯⋯⋯⋯⋯⋯⋯⋯⋯⋯⋯⋯⋯⋯⋯⋯⋯⋯⋯⋯

第二节 县区重点渔港⋯⋯⋯⋯⋯⋯⋯⋯⋯⋯⋯⋯⋯⋯⋯⋯⋯⋯⋯⋯⋯⋯⋯

第四篇水产养殖业

第一章藻类养殖⋯⋯⋯⋯⋯⋯⋯⋯⋯⋯⋯⋯⋯⋯⋯⋯⋯⋯⋯⋯⋯⋯⋯⋯⋯⋯

第一节 海带⋯⋯⋯⋯⋯⋯⋯⋯⋯⋯⋯⋯⋯⋯⋯⋯⋯⋯⋯⋯⋯⋯⋯⋯⋯⋯⋯

第二节裙带菜、紫菜、石花菜⋯⋯⋯⋯⋯⋯⋯⋯⋯⋯⋯⋯⋯⋯⋯⋯⋯⋯⋯⋯

第二章对虾养殖⋯⋯⋯⋯⋯⋯⋯⋯⋯⋯⋯⋯⋯⋯⋯⋯⋯⋯⋯⋯⋯⋯⋯⋯⋯⋯

第一节 生产规模⋯⋯⋯⋯⋯⋯⋯⋯⋯⋯⋯⋯⋯⋯⋯⋯⋯⋯⋯⋯⋯⋯⋯⋯⋯

第二节经营状况⋯⋯⋯⋯⋯⋯⋯⋯⋯⋯⋯⋯⋯⋯⋯⋯⋯⋯⋯⋯⋯⋯⋯⋯⋯

第三节 生产技术管理⋯⋯⋯⋯⋯⋯⋯⋯⋯⋯⋯⋯⋯⋯⋯⋯⋯⋯⋯⋯⋯⋯⋯

第四节 对虾增殖⋯⋯⋯⋯⋯⋯⋯⋯⋯⋯⋯⋯⋯⋯⋯⋯⋯⋯⋯⋯⋯⋯⋯⋯⋯

第三章贝类养殖⋯⋯⋯⋯⋯⋯⋯⋯⋯⋯⋯⋯⋯⋯⋯⋯⋯⋯⋯⋯⋯⋯⋯⋯⋯⋯

第一节滩涂养殖⋯⋯⋯⋯⋯⋯⋯⋯⋯⋯⋯⋯⋯⋯⋯⋯⋯⋯⋯⋯⋯⋯⋯⋯⋯

第二节筏式养殖⋯⋯⋯⋯⋯⋯⋯⋯⋯⋯⋯⋯⋯⋯⋯⋯⋯⋯⋯⋯⋯⋯⋯⋯⋯

第四章海水鱼与海珍品养殖⋯⋯⋯⋯⋯⋯⋯⋯⋯⋯⋯⋯⋯⋯⋯⋯⋯⋯⋯⋯

第一节海水养鱼⋯⋯⋯⋯⋯⋯⋯⋯⋯⋯⋯⋯⋯⋯⋯⋯⋯⋯⋯⋯⋯⋯⋯⋯⋯

第二节 海参、鲍鱼增养殖⋯⋯⋯⋯⋯⋯⋯⋯⋯⋯⋯⋯⋯一⋯⋯⋯⋯⋯⋯⋯

第五章淡水养殖⋯⋯⋯⋯⋯⋯⋯⋯⋯⋯⋯⋯⋯⋯⋯⋯⋯⋯⋯⋯⋯⋯⋯⋯⋯⋯

第一节发展状况⋯⋯⋯⋯⋯⋯⋯⋯⋯⋯⋯⋯⋯⋯⋯⋯⋯⋯⋯⋯⋯⋯⋯⋯⋯

第二节苗种培育⋯⋯⋯⋯⋯⋯⋯⋯⋯⋯⋯⋯⋯⋯⋯⋯⋯⋯⋯⋯⋯⋯⋯⋯⋯

(11I)

(111)

(114)

(125)

(129)

(129)

(138)

(147)

(147)

(151)

(159)

(159)

(161)

(165)

(165)

(173)

(176)

(176)

(180)

(184)

(186)

(188)

(188)

(189)

(191)

(191)

(192)

(193)

(193)

(19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