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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是一个水产大省
,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 的对虾养殖业以及随对虾 养殖 业发展

起来的饲料
、

水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曾是沿海各县市农 民奔小康和政府财政收人的主要

途径 ; 90 年代初 开始兴起的养鳗业和甲鱼养殖业曾是我省 出口 创汇 的拳头产品 ; 刚刚兴

起 的大黄鱼网箱养殖立马又面临病害
、

养殖大黄鱼品质不佳等问题 ;现今养鲍城东 山的鲍

鱼正经受着病害的大肆侵袭… …

纵观我省水产业的沉浮
,

与 日本等发达国家相 比较
,

我们不得不去思考
、

分析
,

首先
,

水产科技在水产业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

是先导作用
、

指导作用 ;还是水产科技的发展

落后于产业的发展
,

水产科技对水产业仅起到了服务作用和
“

救火效应
” 。

其次水产科技

推广部 门是否真正起到 了推广示范和教育的作用
。

第三
,

在水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品种布

局上
,

市场导向
、

科技导 向
、

政府引导各自发挥 了多大作用
,

是不是纯粹 的市场行为
。

第

四
,

水产科技工作者是以产业发展为己任或是以做实验写论文为 目标 ;是仅致力于 自己 的

研究方向或某一个品种
,

还是经常能把 自身的研究与整个水产业 的发展联 系起来考察
。

本文就我省水产业的成败得失和以上几个间题
,

谈谈关于水产科技与产业链合的几点粗

浅意见
。

1 加强水产基础理论研究
,

是产业化的前提和基石

加快科技成果 向生产转化是科技工作者主动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责任
。

当我们谈

论如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时
,

更多强调的是应用研究
,

而且 最好能立竿见影 ; 更多批评的

是哪些不切实际的基础研究和束之高阁的论文成果
。

而一些科技工作者趋之若鹜
,

为了

生存而舍弃阳春白雪
,

甘为下里 巴人 ;科研 的投人更多偏 向于应用方面
。

科技创新的源泉

是基础理论研究
,

这是许多人都熟知的简单道理
,

但在
“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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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下
,

我们很多人
,

包括科技工作者 自身都迷悯 了
,

急功近利思潮在
“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

这一论题内迅速蔓延
,

一发而不可收
,

其结果是背道而驰
,

反而阻碍 了科技 向生产力转化

的前进步伐
。

19 93 年我省对虾养殖业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

随之而来的是对虾饲料业
、

水产品加

工出 口 的萎缩
,

大片虾场抛荒
。

虾病席卷全省沿海对虾养殖区
。

狼来了
,

我们就开始 打

狼
。

细菌病
、

真菌病
、

病毒病
,

弧菌
、

球菌
、

杆状病毒
、

白斑病毒等新鲜词儿为一般养殖户所

了解
,

虾康一号
、

鱼虾救星应运而生
。

19 93 年 以来在虾病防治等研究上投人了大量的财

力
、

人力和物力
,

但结果如何
,

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
。

养殖户在不得意的情况下采用 自然

纳苗养殖
,

有虾收虾
,

有鱼收鱼
,

有蟹收蟹
,

养殖户勉强维持生计
。

科技工作者在虾病研究

的实践 中和养殖户的此类实践中得到了启示
,

泰国养虾模式的引进
,

生态养殖模式
,

高位

池养虾模式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笼的
。

但效果如何呢 ? 不论哪种模式都是依赖于

养殖环境的改善
,

从而提高养殖效果
,

但是由于整个养殖的外部环境— 海湾和沿岸海域

环境遭受了严重的污染
,

小环境又能好到什么程度
。

因此我们的水 产科技发展跟不上产

业发展
,

水产科技工作者扮演 了服务队和消防队的作用
,

没有 能起到产业发展先导的作

用
。

当对虾养殖业在全国风起云涌之初
,

有一些科技工作者呼吁主要虾病防治的研究
、

养

殖环境的研究
,

因为污染会限制养殖
,

养殖同样会引起污染
,

这就是环境容量 (养殖容量 )

问题
。

但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听得这种意见
,

又有 多少科技工作者能坚持科学的思想
。

一

片海湾内全都是虾池
,

一亩虾池投放 5 万甚至 8 万虾苗
,

大量的新鲜饲料 (小杂鱼 )投人虾

池
,

以大投饵
、

大换水来获取高产 (高产并不一定是高收益 )
。

虾池老化迅速
,

海湾与近海

污染严重
。

因此
,

可以说 19 9 3 年养虾业的灭顶之灾是因我们违背 自然规律而遭到的罚

惩
。

即使在 1 993 年 以后
,

一些科技工作者提出要控制养虾规模
,

并重视养殖环境
、

苗种质

量
、

对虾营养
、

病害防治时
,

我们仍然迷失方向
,

一味专搞虾病研究
。

倡导科学更应该倡导

科学的思想
,

没有基础理论储备
,

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科技创新
,

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必须加

强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防止另一种倾向
,

就是基础理论研究 中的闭

门造车
,

搞基础理论研究也必须与实际相结合
,

瞄准国际前沿和国民生产中切实需要解决

的问题和可能碰到 的关键问题
。

因此我们倡导科技工作应清高为
“
阳春 白雪

” ,

也要甘为
“

下里巴人
” ,

有这种科学的思想
,

才能更好实现
“

科技兴国
”

之策略
,

加快科学技术 向生产

的转化
。

2 推广示范作用是水产科技产业化的中间链条

水产科学属于农业科学
,

农业科学技术 的应用十分强调推广和示范
,

杂交水稻这项科

技成果产业化的成功也得益 于推广和示 范栽培
。

为什么农业科技产业化需要推广 和示

范
,

主要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可产业化的程度相对于制造业低
,

因为制约种养殖业 的因素除

了技术和物质外
,

还有其他多种不可估计的 自然因素
,

特别是气候 突变等 自然灾害因素
,

说白了种养殖业仍要靠天吃饭
。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从事种养殖业者文化科学素养普遍较

低
。

可见推广示范作用在水产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科学的思想要求传播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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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
,

在推广示范过程中
,

既为水产科技产业化作好 了预备
,

同时也传播科学文化知

识
,

培训 了从业者
,

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科技素质
。

中华绒整蟹人工养殖在全国这么大范

围内开展
,

得益于 80 年代初人工配制半咸水和天然海水蟹苗 培育的成功
,

更在于从蟹苗

到蟹种 (扣蟹 )培育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应用
,

为部分生产者所掌握
,

从而形成了从 育苗
、

培

育蟹种和养成的产业化体系
。

我省泥蜡育苗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就 获成功
,

但只有春花

而无秋实
,

而泥蜡人工养殖技术产业化的果实落在了浙江
,

是因为浙江的水产科技工作者

不仅生产出了蜡苗 (沙 )
,

而且培育出了广大养殖户所能接受的仔蜡 (蜡豆 )
,

产生了相当规

模的生产和经济效益
。

至今类似于福建泥蜡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的仍有不少
。

这

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扶持和企业的介人
,

另一方 面需要科技 工作者付出更多 的劳动和倾注

更大热情
、

精力
。

推广和示范是水产科技产业化的中间链条
,

推广和示范是各地水产技术推广站的职

责
,

因此需努力加强各地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建设
,

从人才
、

资金上给予倾斜 ;同时应加强管

理
,

防止出现个别人利用国家的设施和资金为 自己谋利益的倾向
。

作者还认为推 广和示

范不仅仅是水产技术推广站 的任务
,

同时也是广大水产科技工作者的任 务
。

我们科技界

不是常说
, “

扶上马
,

还需送一程
”

吗 ? 推广和示范工作很苦
、

很累
,

但往往成果又不是 自己

的
,

因此很少人愿意涉足
。

这需要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
,

也需要科技 工作 者的奉献
,

作者

前文提及科技工作者既要清高为
“

阳春 白雪
” ,

又要甘为
“

下里 巴人
”

就有这个意思
,

因为传

播科技知识同样是每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

3 政府的引导是加强水产科技产业化的保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任何产业 的发展其市场导向是最为重要的
,

水产业的发展也不例

外
。

而水产业的发展又不同于其他行业
,

福建水产业 的个体行为十分明显
,

然而个体在对

市场的把握上和承受市场风险能力方面却远不如集体和国营经济
,

可见推广和示范作用

的重要性
。

同时政府 的引导也十分重要
,

而不能是一种纯粹 的市场行为
,

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

那么政府应如何引导产业的发展呢 ? 确实由于水产业 以个体行

为为主
,

政府要行使宏观调控有难度
。

但无论如何政府首先要有加强引导的意识
,

还要 以

科学的态度对待一个产业 的发展
,

然后利用经济法律的手段来 引导一个 产业健康发展
。

例如当一个项 目一窝蜂上的时候
,

我们可加大税费征讫的力度
,

制定谁开发
、

谁得益
、

谁保

护治理环境 的法规等手段限制盲 目上项 目
。

当要鼓励一个新项 目时
,

可采用免征税费等

方法来扶持等等
。

在对虾养殖风起云涌之初
,

如果各地政府部 门能把本地区 的养殖面积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

增加其他养殖品种
,

不仅可 以减少如此巨 大的经济损失
,

也可保

持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

如果我们能控制东山八 尺 门和平潭珠屿 口 的网箱数
,

那么

今天这些 内湾仍然是 网箱养鱼的基地 ; 如果我们各地能控 制养鳗业 的合理规模和布局
,

19 97 年福建的养鳗业也不会遭受如此巨 大的损失
。

然而悲剧都发生 了
,

但前车之鉴
,

如

能为后事之师
,

至少也不失 为一件幸事
。

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不懂科学
,

他们要的是数

字
、

政绩
,

急功近利
,

导致 了产业 的衰败和可持续发展后 劲的减 弱
,

甚至发展 动力耗尽
。

199 6 年夏天作者在霞浦调研时指出
,

霞浦的养鳗业得控制规模
,

不能再发展了
,

而该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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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扶持和扩大养鳗业
,

以期成为该县支柱产业
,

创造 比 1 99 5 年 1亿更多的产值
,

事实

是霞浦的养鳗业 19 9 6 年就几乎全军覆没
。

政府 的引导还体现在对科研的投人上
,

前文也提到了基础理论研究 和应用研究的投

人之争
。

如果我们能在 80 年代 中后期就开展养殖容量及虾病防治的研究
,

结果就可能完

全不一样
,

可见政府引导的重要性
。

政府的引导还体现在科技项 目的立项论证
、

科研经费

的争取
、

科研项 目评估验收等各个方面
。

我们至今沿用的科技项 目论证评估
,

验收方法都

是同行评同行
,

专家评专家
。

这种方法固然有其道理
,

但往往只能保证项 目的科学性
,

很

难实现产业化
。

现在倡导多学科的交叉与合作
,

而这种交叉与合作也是创新的源泉
。

多

学科在一起论证评估往往能扩大视野
,

使科技产业化更好更快实现
。

同时我们也可尝试

以青年人评专家的做法
,

青年人思想活跃
,

可能会 提出更多具有新思维的问题
,

有 了问题

才会有创新
。

同时让青年人参加此类活动
,

也有利于青年人 的学习和成长
。

加快科技产业化的进程
,

需要建立和完善科技与产业之间的中介机构 (或市场 )
,

政府

的引导也是十分重要的
。

依作者浅见
,

现在机构太多 了
,

为何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不能承

担这一职责呢 ?

4 科技工作者倡导科学思想
,

弘扬科学救国
、

兴国的精神
,

是加快科技产业化的动力

科技工作者是创新的主体
,

是科技产业化 的主体 和动力
。

因此科技工作者作 为主体

先要 倡导科学的思想
,

科学的思想包括科学 的态度
、

科学 的方法
、

科学的精神等等
。

科学

探索是了解
、

揭密 自然规律的过程
,

那么我们科学工作者是 以呆在实验室搞实验写论文为

工作 目标
,

或是以 产业的发展为 己任
,

紧密联 系生产实 际从事科研活动 呢 ? 回 答是肯定

的
,

那就是科研工作必须与生产实际相联系
,

但我们又有 多少科技工作者能做到这一点
,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
。

科学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
,

但时下伪科学的东西仍然不少
,

究其原因

仍然 是晋升职称这根
“

指挥棒
”

在作怪
,

一方面这根
“
指挥棒

”

需要重新锻造
,

另一方面科技

工作者要克服虚荣心
,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自己崇高的职业
。

科学倡导百家争鸣
,

但时下仍

然存在学术垄断
,

哪个专家的话就是
“

真理
” 、

就是
“

语录
” ,

这就抑制了学术气氛 的活跃和

真理探索的进程
,

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道而驰
。

科技工作者倡导科学的思想
,

首先必须树立远大的 目标
,

这个 目标就是以科学救 国
、

兴国为 己任
,

有了这种责任感
,

上面提及的问题就可能迎 刃而解
。

作为科技工作者是否仅

囿于 自己的研究方向或某一个品种
,

而有没有考虑整个产业的发展
,

从全局上把握 自己 的

科研活动 ; 作为科研工作者是否 以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和解决国民生产 中遇到的或可能遇

到的问题
,

从事科研活动
,

或是 以 自己 出成果
,

发展壮大 自己 为科研服务 的 目标呢 ? 这些

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检讨
。

现在学术界存 在一种不 良的风气
,

许多重大课题为某些所谓 的

学术权威或学术带头人所瓜分
,

因为重大研究课题的申报指南是他们或他们的嫡系门生

所制定
,

申请者也以他们为主
,

评估者又是他们
,

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何乐不 为呢 ? 另一种

倾向就是只顾 自己出战果
,

发展壮大 自己的队伍而误导科研方 向
。

关于分子生物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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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产育苗上的应用
,

作者认为 目前的导向有偏
,

转基因鱼和多倍体育种技术的应用将会

给人类
、

给生态环境带来多大的影响
,

我们又没有认真评估和分析过 ; 国外 90 年前 比较热

衷该方面 的研究
,

而现在为什么不热
,

原因是 什么
,

我们有没有去探究
。

现存 的物种是经

过几亿年的进化经 自然选择而存在
,

创造新的物种
,

其对生态系统能流和物流将会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
,

会不会干扰和破坏生态平衡
,

从而危及可持续发展
。

转基因鱼和多倍体水生

动物都是低等动物
,

其潜在的繁殖力 和扩散力非常难控制
,

因为这些动物毕竟不是克隆羊
“

多利
”
可以圈养的

。

其次人类食用 了这些产品对人类本身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影响
,

我

们也不清楚
。

因此作者认为分子生物学技术应更多地应用于 自然物种的保护
,

特别是优

良物种和濒临绝种的物种的保护
,

其次应用于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和海洋药物 的开发研

制上
。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