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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纳米比亚地处西南非洲， 渔业是其第二大经济产业。 该国海洋资源丰富， 以

捕捞业为主。 渔业和海洋资源部为渔业管理机构。 2003 年渔业和海洋资源部成立了

水产养殖司， 近年从提升国民粮食安全， 提高城乡居民蛋白质摄入量， 创造就业机

会的高度提出要重视发展水产养殖业。 本文介绍了纳米比亚渔业现状及其特点， 并

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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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面积约 82.5 万 km2

里。北同安哥拉、赞比亚为邻，

东、南毗博茨瓦纳和南非，西濒

大西洋。海岸线长 1 600km，拥有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EEZ）。主

要河流有奥兰治河 （Orange）、库

内内河 （Kunene） 和奥卡万戈河

（Okavango）。属亚热带半沙漠性气

候。2010 年全国人口约 230 万。
纳米比亚 2009 年 GDP 为 9 400

亿美元，年增长率 1%；农业占

GDP 的 5.1%，捕捞业占 3.6%，岸

上鱼类产品加工占 1.4% （纳米比

亚中央统计局 2009 年数据）。

一、纳米比亚渔业

纳米比亚的 200 海里专属经

济区是世界上著名的优质渔场。
虽然纳米比亚捕捞业的发展远远

超过其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但发

展水产养殖业，力争保护天然渔

业资源，也是纳米比亚渔业的长

远目标。

（一） 捕捞业

1.海洋捕捞业

（1） 现 状。 纳米比亚毗邻南

大西洋，每年捕捞上岸 20 多种重

要商业鱼，可持续产出量达 150

多万 t。商业捕捞和鱼类加工业是

纳米比亚稳定就业率、出口创汇

和增长 GDP 的重要保障。海洋捕

捞业是纳米比亚第二大出口创汇

和 GDP 贡献率排名第三的产业。
主要捕捞种类有沙丁鱼、鳀鱼、
无须鳕和竹荚鱼，除此之外还有

较少量的舌鳎、深海蟹、龙虾、
和金枪鱼等。
2005—2008 年 4 年间纳米比

亚的捕捞和船上加工业收入和岸

上加工业收入两方面统计了捕捞

业对 GDP 的贡献，见表 1。
（2） 捕 捞 业 总 许 可 捕 捞 量

情 况 。 纳米比亚独立之前，由于

该国的渔业资源缺乏养护加之过

度开发曾锐减到危险水平。1990

年独立后，政府采取保守的资源

养护政策和强硬的渔业执法行为，

2011 年 4 月 13 日至 5 月 11 日， 笔者随团赴纳米比亚执行商务部援纳米比亚哈达普地区

水产养殖中心改造项目可行性调研， 并多次拜访了该国的渔业和海洋资源部， 与该部领导就项

目设计内容进行了反复探讨。 结合在当地收集到的第一手数据、 资料查询和调研心得写成此文。

感谢 《中国水产科学》 编辑部主任张晓琴研究员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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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恶化的不良趋势才得到

遏制，并逐渐好转。纳米比亚渔

业管理机构为防止过度捕捞，促

进产业的经济发展，颁布了渔业

和海洋资源开发权、渔船执照等，

并对某些鱼类规定了总许可捕捞

量 （TAC） 和个人捕捞配额。表 2

记录了纳米比亚 2000—2009 年纳

米 比 亚 海 域 内 主 要 捕 捞 种 类 的

TAC 数据。
配额种类上岸量如表 3 所示。

2008 年，表中所列种类处于上岸

量低谷期。
表 4 所示为水产价格。2009

年上岸价和最终价均较 2008 年有

很大幅度提升。2009 年的上岸价

年增长 72%，最终价年增长 43%。
在海洋捕捞业财政收入方面，

2005—2009 年 期 间 ， 在 经 历 了

2007 年一个较高财政收入年之后，

2008 年各类财政收入项目均处于

较低水平，其余几年均处于较稳

定的水平，见表 5。
2.内陆捕捞 纳米比亚缺乏优

质的自然水体来发展内陆捕捞业。
仅在卡普里维地区和卡万戈地区

开展了有限的内陆捕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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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产养殖业

1.水 产 养 殖 业 的 现 状 纳米

比亚现代水产养殖业起源于 20 纪

80 年代，最初为小规模养殖罗非

鱼、鲤鱼和鲈鱼，水产养殖产量

非常低。80 年代中期，逐渐增多

的私营单位参与水产养殖活动，

大规模的水产养殖在哈达普地区的

哈达普水坝开展。至今，哈达普研

究中心还为南部地区养殖户培训水

产养殖相关知识和技能，并给他们

分发鱼苗。1996 年，路德里兹港、
鲸湾市、斯瓦科普市一带展开了牡

蛎、贻贝、海藻的海水养殖业，

在约 100 座水坝和农场附近展开

了罗非鱼、鲶鱼的养殖。
2.发展水产养殖业的优势和重

要 意 义 纳米比亚未经污染的海

水和淡水环境为开展水产养殖业

提供了良好条件。发达的捕捞业

降低了鱼饲料成本，现已形成的

水产市场拥有廉价的鱼副产品和

生产快速的贝类水生动物。随着

完备的加工、包装和市场流通体

系日臻成熟，国内市场对水产品

需求日益增加，良好的基础设施

和便捷的交通系统可将水产品运

往世界主要水产品市场。发展水

产养殖业可提升国民粮食安全，

提高城乡居民蛋白质摄入量，创

造就业机会，增加出口创汇。
3.淡水养殖 淡水养殖主要以

社区为单位，可改善居民膳食结

构，提升就业率和提高社区居民

收入。虽然纳米比亚的内陆养殖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奥兰治河、
库内内河、奥卡万戈河等地区蕴

含着发展淡水养殖的极大潜力。
优先养殖品种为鲶鱼和罗非鱼，

现哈达普地区已开展了这两种鱼

的商品养殖。纳米比亚的淡水养

殖品种主要包括黄边罗非鱼、伦

氏罗非鱼、革胡子鲶和鲤鱼。
4.海水养殖 海水养殖种类主

要为太平洋牡蛎和欧洲牡蛎，其

他的还有一些贝类如鲍鱼、扇贝、
蛤和贻贝等。

5.水 产 养 殖 发 展 趋 势 和 市 场

2002 年 10 月召开的纳米比亚养殖

业务发展研讨会明确提出，养殖牡

蛎、贻贝和藻类极具潜力。海洋牧

场式鲍鱼养殖也因其具有的商业潜

力而受到多家外国企业的青睐。此

外，在纳米比亚海岸，已试点养殖

扇贝和蛤，且成果喜人，显示出了

该品种养殖发展的良好前景。
其他优势养殖品种包括无须

鳕、大菱鲆、龙虾和对虾。淡水

养殖品种方面，淡水对虾和西澳

大利亚淡水鳌虾也是未来可能养

殖的品种。此外，观赏鱼养殖业

也具有乐观的发展前景。
纳米比亚水产养殖市场首先

是国内市场，而后会拓展到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和更广

阔的国际市场，因此对水产养殖

的投资力度将逐年加大。在发展

本国水产养殖业的同时，还应对

资助机构、当地和海外投资者应

加强投资力度。

三、纳米比亚渔业管理

纳米比亚渔业和海洋资源部

负责管理和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
可持续管理水生资源和推动水产

养殖是该部的任务，其远景是将

国家发展成为在水产养殖产业占

领先地位的国家。渔业和海洋资

源部下设运行处、资源管理处、
水产养殖处、综合服务处和政策

规划经济处 5 个。
纳米比亚渔业政策重点是：

资源恢复和保护、渔业经营发展

与国家社会经济效益相结合。为

此，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禁止非法捕鱼，并对违规者予以

严厉打击；严格渔业生产标准和

企业、渔船的渔权发放及注册登

记，征收渔权费、注册费和营业

税；严格设定、发放和监管主要

鱼种年可捕量和配额，并规定不

许转让，征收配额费及资源研究

费；制定资源利用和渔业发展短、
中、长期规划，兼顾政府、企业

及国民等各方利益；鼓励上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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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加工，设定上岸比例，给予配

额鼓励，以及在收费、营业税、
所得税、培训费等项目上给予优

惠待遇，以增加出口创汇，更新、
改造加工厂和雇佣培训当地工人；

鼓励当地企业参与竞争，实行纳

米比亚化，在渔权和配额发放、
企业和船只注册、税收和投资政策

等方面予以优惠；增加就业和加强

专业技术培训及设施；寻求外援，

加强国际合作，吸引外资、技术及

管理经验；加强资源评估，鼓励研

究开发新资源和投资海产养殖等。

四、纳米比亚发展

渔业存在的问题

（一） 捕捞业现存问题

本格拉上升流为纳米比亚带

来了极其丰富的鱼类资源。纳米

比亚独立前，国外远洋渔船过度

捕捞使得海洋捕捞业几近毁灭。
独立后，政府随即宣布了 200 海

里专属经济区，并实施了严格的

管理政策。虽然自独立后沙丁鱼、
鳀鱼和竹荚鱼数量得到了提升，

生物量也稳步增长，但因为捕捞

业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加之近年

气候变化，纳米比亚西部沿海水

温上升，沙丁鱼、鳕鱼等喜冷鱼

群曾因此大幅减少。大多数鱼种

资源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二） 水产养殖业现存问题

1.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 尽管

纳米比亚具有优越的水体条件，

水产养殖生产作为经济活动来说，

仍只限于农民维持生计。全国大

部分渔民对养殖生产中的水质调

控、病害防治、日常管理等相关

技术都掌握不多。
2.种苗生产能力较低 纳米比

亚水产育苗企业数量较少，且苗种

质量难以保证，造成水产苗种供不

应求，养殖从业者得不到足够的苗

种，制约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3.养殖基础设施薄弱， 资金投

入 严 重 不 足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离不开相应的生产基础设施和技

术装备。纳米比亚由于从业人员

的整体经济实力较低，还没有能

力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造成了

生产能力不高的现状。
4.培 训 机 构 和 人 员 相 对 匮 乏

纳米比亚水产养殖刚刚起步，尽

管渔业和海洋资源部在一些水产

养殖中心开设了培训班，并派员

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水产养殖先进

国家进行学习，但接受教育的人

数十分有限，加之水产养殖和推

广方面的技术人员匮乏，导致了

养殖技术推广受到很大限制。

五、建 议

（一） 对捕捞业的几点建议

1.加 强 渔 业 资 源 的 调 查 和 监

测， 掌 握 完 整 资 料 数 据 纳米比

亚渔业管理制度以捕捞权为基础。
主要捕捞品种都设定了 TAC。但

由于独立时间较短，缺乏完整连

续的相关资料，对渔业资源的调

查和监测工作相比发达国家也缺

乏重视，以致无法全面了解渔业

资源的状况。设定 TAC 的前提就

是要搞清楚渔业资源，然后再以

此来设定捕捞限额。笔者认为，

纳米比亚应加强连续、长期、细

致的渔业资源调查和监测工作。
2.适当实行渔业补贴 纳米比

亚现不实行渔业补贴。笔者认为，

适度的渔业补贴能鼓励投资，促

进贸易，对于发展经济和提高就

业率都有推动作用，且有助于吸

引外资。
（二） 对水产养殖业的几点建议

社会经济方面，应在纳米比

亚推广水产养殖示范中心项目和

以社区为单位的小规模群体的养

殖模式，重点进行低投入的示范、
低风险的温水性养殖品种的示范，

除此之外还应在纳米比亚广大农

村地区推广，如罗非鱼、鲤鱼和

鲶鱼等鱼种的养殖。纳米比亚渔

业和海洋资源部明确提出，发展

水产养殖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粮食

安全、提高人们蛋白质的摄入水

平，着重发展水产养殖业是该部

门的发展目标，意义重大。因此，

现行政策应以示范和推广水产养

殖技术为主，向广大养殖户发放

鱼种、指导养殖操作。
养殖技术方面，纳米比亚水

产养殖技术发展水平较低，而中

国是世界上水产养殖第一大国，

养殖技术先进。非洲地区消费较

大的罗非鱼是中国水产品主要出

口品种之一，养殖技术体系成熟、
标准化程度高，鲶鱼、鲤鱼养殖

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非常

适于在纳米比亚推广。
中国援助纳米比亚的哈达普

水产养殖中心改造项目针对其硬

件设施进行改造，改造后的养殖

中心设计生产能力可达到年产罗

非鱼 33.5t、罗非鱼苗种 90 万尾，

改造后的冷库每班可加工罗非鱼

500kg、每次冷藏 20t。设计生产

能力已大大超过纳米比亚当前实

际生产能力，而纳米比亚目前的

水产养殖技术难以实现设计最大

产量。因此，纳米比亚希望中国

能派员赴纳米比亚进行技术指导，

或邀请纳米比亚相关技术人员到

89- -



World Agriculture2012.1（总 393）

作者单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中国学习水产养殖技术。笔者认

为，援外项目不仅只对受援国在

设施、设备方面进行建造及改造，

也应对受援国进行技术支持和指

导，从而帮助对方实现水产养殖

技术的根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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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观赏桃包括垂枝型品种起源早于食用栽培品种， 用作观赏、 药用、 祈福、
辟邪。 江户时代为其栽培及品种选育的鼎盛时期， 许多品种至今仍在应用。 垂枝型

观赏桃品种资源数量约有 10 余个。 近 10 年来是观赏桃包括垂枝型品种研究和栽培

的快速发展时期。 垂枝型观赏桃在改善美化城市乡村环境、 生活居住环境以及创造

新的景观资源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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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垂枝型

观赏桃资源

笮 张 毅

一、前 言

桃原产中国，何时引入日本

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在绳文时

代后期 （约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

前 300 年） 或弥生时代 （约公元

前 300 年至公元 300 年）。现存最

古老的和歌集 《万叶集》 （成书

于 7 世纪后半叶至 8 世纪后半叶）

中记录有歌咏桃花的和歌七首。
在明治时代 （1868—1912 年） 以

前，用作观赏、药用、祈福辟邪

和鲜食，主要的栽培目的是观赏。
桃花是继梅花、樱花之后的 3 个

主要的赏花树种之一。现代栽培

的食用品种起源于明治时代。
17 世纪的江户时代 （1603—

科技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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