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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远超100亿元人民币)吸引日本将目标锁定中国。
此外,亚洲以泰国、印度尼西亚为主,欧美以荷兰、美
国、德国、英国为主,需求量大幅增加。

日本锦鲤战略归纳为:一是实施CoolJapan战

略。日本政府积极向海外宣传“日本魅力”,在提

高产品附加值、产品服务质量、优惠政策、拓展海

外市场、地方品牌宣传等方面得到日本政府大力

支持。日本政府通过产地供给侧改革推进战略实

施,即,在新泻县成立锦鲤特区,简化当地农业用

地转为锦鲤养殖池相关手续[14]。二是强化出口战

略。随着日本少子高龄化进程加剧和市场萎缩以

及亚洲新兴市场崛起,日本积极开发海外市场,

2015年农林水产品的出口额高达7451亿日元

(约481.8亿元人民币)。日本以“国鱼”锦鲤强化

品牌宣传,特设营销专业公司负责中介和出口等

流通业务。此外,定期举办世界锦鲤评品会和相

关学术研讨会,带动了包括旅游观光业在内的地

方经济发展。

数据来源《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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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日本锦鲤出口国家和地区

Fig.8 ChangesinJapaneseKoiexport

3.3 小结

鳗鱼资源修复战略和锦鲤出口战略是在原有淡

水渔业管理方法失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集中财力

选取经济价值高的优势品种进行的新改革举措。毋

庸置疑,战略实施产生了一定效果:内向型战略和外

向型战略延缓了淡水渔业持续低迷的趋势,占据淡

水养殖业一半规模的鳗鱼养殖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宏

观调控的重要抓手,每年支撑淡水渔业经济发展;从
锦鲤养殖出口来看,不仅上升为国家战略,还承载了

拉动地方经济的重任。
然而,日本淡水渔业复兴仍然任重道远。特别

是,鳗鱼养殖基地主要为日本国有控股90%以上的

4个县(鹿儿岛、爱知、宫崎和静冈)的水产企业,锦
鲤养殖基地主要为新泻县。鳗鱼和锦鲤养殖地域的

局限性以及商品稀缺性等特点导致了日本国内供给

失衡,养殖生产者掌握价格主导权,市场竞争失衡下

产业生产红利难以辐射整个淡水养殖产业。相反,
局部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增加成为日本政府宣传业绩

的招牌,两者呼应推动试点地区和品种发展战略

实施。
面对以上“典型优势产业”对整个淡水渔业提振

不利的背景下,笔者提出针对日本淡水渔业衰退内

因的解决方案,即,主张通过内部结构性改革提振日

本淡水渔业:一是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应承担主体责

任。日本地方淡水渔协承担治理淡水流域环境和修

复鱼类资源上存在困难,可以考虑将共同渔业权返

还给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利用地方财政和人力来支

持增殖事业和生态环境治理,亦能提高渔民的生产

效率。二是日本天然渔业资源归属意识差(无主

性),管理义务不明确且缺乏相关治理资金。鉴于

此,可以尝试导入地方环境税制度,在法律约束下,
政府主导精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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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中国的经验借鉴

日本淡水渔业发展战略是以海洋渔业模板发展

起来的,过度的资源利用以及内部结构性衰退导致

包括淡水渔业在内的整个渔业萎靡不振。汲取“教
训”以及案例“经验”,为中国淡水渔业可持续性发展

提供一些启示。

1)加速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农渔发[2019]28
号文件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湖泊、水库等大水

面是中国内陆渔业水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主张

建设水域生态文明、保障优质水产品供给、推动产业

融合、促进渔民增收[15]。但是,资金额以及具体实

施细则尚未明确,三大部委联合实施相关措施之前

应提前进行责任划分。
中国规定了渔业资源资产归国家所有,在淡水

渔业资源管理意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等方

面好于日本,但是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地区间的治

理差异,对于细化至个别鱼种生态系修复方面尚存

很大提升空间。日本出台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正式文件早于中国且积累了一定经验,
日本《淡水渔业振兴法》于2014年6月27日通过日

本国会审议立法,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
草局在2019年12月30日发布《关于推进大水面生

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此,建议中国从天然资

源生态环境的源头抓起,相关部门信息共享互助,共
同治理鱼类洄游水域生态环境。明确职责分工和监

督执法,确保管理资金并制定明确实施细则。

2)品牌化战略带动地方经济。中国淡水水产品

是重要的蛋白质供给源,然而市场价格持续低迷。
借鉴日本培育名优水产品试点的做法,使振兴战略

效果惠及地方渔民,同时,要吸取日本局部产业链垄

断市场的教训,选取试点地区和优势品种要公开透

明,致力于中国资源禀赋贫困地区的水产品品牌化

建设,官民联合脱贫攻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活力。

3)三产融合发展。一是大力发展大水面生态渔

业(第一产业)。引进大水面生态养殖的名优品种,
优化水产品养殖结构。二是提高产品深加工能力

(第二产业)。满足当代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生产

高附加值的水产品。三是发展休闲渔业(第三产

业)。通过政策引导、合作经营等方式,带动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发展休闲渔业,实现经

济利益增长。通过科学指引和示范带动作用,推进

我国淡水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4)绿色发展模式“走出去”。大力提高渔业国际

竞争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

订和国际渔业治理,积极推动中国淡水水产养殖技

术、养殖模式、观赏性鱼类等“走出去”,提高利用“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借鉴日本锦鲤出口战

略,中国政府可以向海外宣传中国优势品种(观赏鱼

类等),加快品种选育以及出口商品的特色宣传。构

建中国淡水渔业绿色发展体系,将食用性和观赏性

淡水产品的养殖产能“走出去”,推进国内绿色发展

以及输出改革模式造福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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