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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EAN countries and Guangdong have strong complementarity in fishery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and fishery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ASEAN countries has great poten-
tial for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analyzed the cur-
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arine fisheries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Prov-
ince and ASEAN countries, and put forwar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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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盟国家与广东的渔业在资源、技术、产品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广东与东盟国家的渔业合作具有极大

的发展潜力。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分析广东省与东盟国家海洋渔业合作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发展

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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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世纪新的“一带一路”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9 月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1]；之后一个月，

他首次提出了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3]。自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

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引着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渔业合作向广泛、广阔发展。 
“一带一路”在标准、门槛不设前置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否在“带或路”上，只要

想参与，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一种适合的合作与发展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中国在新秩序形

成过程中的话语权。 
“一带一路”的核心体现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遵

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开展对接。具有开放包容性，无排他性。 

2. 广东省与东盟国家海洋渔业合作现状 

广东与东盟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既要战略方向和工作框架，还须找准

可开展合作的相关领域和切入点。当前，加强广东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渔业合作，是广东推动一带一路

的一个切实可行领域和切入点。 
广东与东盟国家，在海洋渔业资源提给与需求、海洋渔业经济互补性、地缘所具有先天的地理和交

通条件、良好的制度保障、多边与双边相关合作日益深入等相关背景下，广东与东盟国家在海洋渔业开

展了广泛的合作。 

2.1. 搭平台，建机制 

建立与东盟国家建立机制，往往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先行牵线搭桥。为此，广东省通过出访考察、接

待来访、举办经贸洽谈会、签订合作备忘录等形式，建立平台，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等东

盟国家开展经贸交流和技术合作。 

2.2. 以项目为抓手，开展务实合作 

根据广东省与东盟等在资源基础、渔业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互补性，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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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渔业“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水产养殖技术、市场贸易等方面的优势，与文莱、马来西亚、菲律

宾在从苗种、养成、饲料、加工、渔业投入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目前，汕尾国泰公司在文莱投资建

设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已投放深水网箱 260 多口[4]。广东海大集团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等国家投资

建设饲料生产、鱼虾苗养殖、饲料贸易基地[5]。广东省渔业种质保护中心与菲律宾 JTL 集团公司合作，

在菲律宾的民都洛岛建设罗非鱼、宝石斑及对虾养殖基地[6]。 

2.3. 强化远洋渔业合作，推进纵深发展 

远洋渔业是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纽带，推进渔业合作向纵深发展，利用广东省渔船的捕捞能

力，合作开发渔业资源。积极推进发展远洋渔业，建造了一批现代化的远洋渔船，带动了一大批国内渔

船走出去，减轻了国内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2016 年，广东省共有 189 艘远洋渔船在国外或公海生产，

年产量 5.5 万吨，产值 9.6 亿元，其中开展大洋性金枪捕捞 96 艘、开展过洋性捕捞 93 艘[7]。 

2.4. 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及防灾减灾国际合作 

针对南海周边东盟国家保护与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的技术需求，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联

合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斯里兰卡等东盟及南亚国家，建设中国–东盟近海海洋生态系统保护联合研

究中心项目，在国外建设多个海洋生态系统观测与研究站，开展陆源污染物监测与控制、海洋生物多样

性、海岸带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联合研究，建立南海典型生态系统监测网。广东省气象局与斯里兰卡

等国家合作建设海洋灾害综合观测与评估基地，并计划在 2020 年以前在沿线国家港口或区域建设 8 个海

洋气象观测站点，开展港口气象专项服务。 

2.5. 输出引进二手抓，推进交流合作 

近年来，广东省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水养殖和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海洋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的

合作。广东省组织申报的 2015 年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中国–东盟现代海洋渔业技术合作与产

业化开发示范项目”已获得正式批准并开始组织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接待和培训了缅甸、马来西

亚、菲律宾、南太平洋岛国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养殖户代表

团体 20 次以上，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技术交流。仅缅甸一国，其国家渔业协会主席吴天明先生就亲自 2
次带队访问广东渔业，养殖业大户代表团来粤培训考察 6 次以上，人员超过 200 人次，带动了该国凡纳

滨对虾和石斑鱼、鲈鱼、罗非鱼等类品种的养殖。 

2.6. 举办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推动海洋经济对外合作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览会、国际性经贸会展活动，已经成功

举办六届。中国海博会的规模、档次、影响力、经贸实效等逐年提升，成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平台，被誉为“中国海洋第一展”，得到国家海洋局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充

分肯定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树立了中国海洋展会的良好品牌形象。2018 中国海博会 11 月 24 日在湛

江市举办，参展参会国家 72 个、企业机构 2400 多家，专业观众超过 5 万人次、普通观众达 50 万人次，

达成交易和合作意向 1100 多亿元[8]。 

3. 广东海洋渔业参与“一路一带”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对外合作方式单一、层次不高 

目前，我省海洋渔业对外合作主要是以一般贸易为主，合作区域主要集中在东盟和南太等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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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是以渔业养殖捕捞和加工等合作为主，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主管部门、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的

经贸交流和技术合作有待提升。 

3.2. 对外向型渔业扶持力度有待加大 

远洋渔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三高”产业，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符合国家利益的产

业。远洋渔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财政和政策的扶持。深圳市在短短几年集聚了全省超过 50%的远洋企业

和远洋渔船，主要得益于其出台的扶持远洋渔业发展政策。目前，国家对远洋渔业发展扶持政策主要是

柴油补贴，对远洋渔业基地建设等的补贴尚未落实。 

3.3. 海洋渔业外向型专业人才缺乏 

随着我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海洋渔业对外合作上迫切需要一批专业型、复合型的外事外经人才。

但由于缺乏渔业外向型专业人才，对国际通行贸易规则、国外相关政策、市场行情变化、国外先进技术

等缺乏准确的把握和了解，我们的企业往往比较被动，缺乏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理利用国际规则来保

护自己的能力和意识，成为制约我省渔业外向型发展的瓶颈。 

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东盟国家开展渔业合作的发展建议 

为加快推进广东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东盟国家的渔业合作，将继续坚持“渔业技术走出去”

和“渔业产品引进来”相结合，在以下几方面开展。 

4.1. 加强渔业全产业链的合作 

继续发挥我省在渔业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广东省优势企业到东盟国家进行产业投资，建设多

边的现代渔业合作示范区。在深远海网箱养殖、陆基工厂化养殖、新品种繁育、饲料与加工、渔业投入

品生产及疫病检测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扶持远洋渔业综合补给基地建设，完善远洋渔业在捕捞、运输、

补给、仓储、加工、营销等方面的产业链。 

4.2. 加强海洋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与合作 

加大与东盟国家在海龟、珊瑚等濒危物种保护开展合作研究，联合开展联合海域渔业资源养护，保

护和开发利用海洋与渔业资源。 

4.3. 推动开展海洋观测预报预警和防灾减灾合作 

密切与东盟国家相关防灾减灾机构的信息共享，完善海洋预报减灾救灾联动与合作机制，实现信息

共享共用，实现海上搜救联动。 

4.4. 推进建设海洋渔业产业示范区 

依托自身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产业互补，建设好海洋渔业产业园区，实现分区域，各有侧重，大

力发展海洋渔业科技和海洋渔业经济。 

4.5. 加强科技交流人才培养的合作 

依托广东省高等院校的教育资源、广东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开展国际办学，培养具有国际水准的

专业技术人才。 

5. 结语 

中国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起国及核心国，广东作为中国改革的桥头堡，同时濒临南海，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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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切实推进广东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渔业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先天地理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独

特的历史人文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应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阵地、先行区和示范领域，充分

发挥广东的龙头和示范带动作用，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的“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明确要

求，大力推进广东与东盟国家海洋渔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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