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论文
·

鲡
海洋开发对中国涉海职业变动的影响

蔡勤禹
,

张家惠
,

霍春涛
,

庞玉珍

中国海洋大学 社会科学部
,

山东 青岛

摘要 采用 实证研究方法
,

对近年来公布的海洋统计数字进行 了分析
,

总结 出中国涉海职 业 变动呈现的新特

点 传统捕捞业姜缩
,

渔民大批转产 新兴 涉海职 业增长迅速 涉海职 业 变动存在年龄和地 区性差异 涉海职

业 随 着产业 结构调 整而 变动
。

进一 步分析了促成涉海职 业 变动的原因主要在于 海洋开发促进人 口 流动
,

使

人们有了选择新职业 的可能 海洋产业规模扩大
,

吸收大 劳动力 新兴海洋产业 不 断涌现
,

促进 了新兴 海洋

职 业产生
,

并使海洋职 业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

指 出海洋开发对涉海职业 变动产生 了深刻 的影响
,

这种职 业 变

动使 沿海社会更加 充满活 力
,

是海洋开发社会效益 的具 体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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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变动作为社会变迁 的一个重要 内容
,

它指

劳动者在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流动和劳动角色变换

的过程
。

职业变动既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
,

也是

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量
。

本文所研究的涉海职业

变动
,

是指直接从事海洋产业或其他海洋工作所形

成的职业间的变动
,

也包括海洋产业辐射所形成的

职业间的变动
。

作者依据近年来国家海洋局及相关

部门公布的资料
,

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纳分析
,

总

结出中国涉海职业变动呈现 的新特点
,

并从海洋开

发角度对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

作者希

望通过这项研究
,

拓展中国海洋研究的内容
,

深化社

会变迁研究内涵
,

推动中国海洋开发事业在
“

科学发

展观 ”
指导下合理有效地进行

。

中国涉海职业变动特点

近年来
,

随着中国海洋开发的深化
,

涉海职业变

动规模增大
、

变动频次加快
。

作者根据国家海洋局

等部门公布的资料
,

进行归纳分析
,

认为中国涉海职

业变动呈现四个特点
。

传统捕捞业姜缩
,

渔 民大批转产

根据 年对沿海地区 人 口抽样调查所作

分析
,

年的 间
,

农
、

林
、

牧
、

渔
、

水利

业等传统行业 就业人员的比例从 下 降到
,

呈加速下 降趋势
。

其 中
,

前 年下 降了
,

后 年则下降了
。

特别是近年来
,

随

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实施
,

中日
、

中韩
、

中越北

部湾渔约协定相继生效
,

中国海洋捕捞传统渔场范

围缩小
,

大批渔船从外海传统渔场退出
,

大量渔民转

产
。

在 一 年期间
,

中国沿海累计报废渔船

约 万艘
,

转产捕捞渔民约 万人川
。

为了安置减船转产渔民
,

减轻渔民因职业变动

而带来的生活困难
,

中央财政共安排渔民减船转产

补助资金 亿元
。

沿海各级政府及渔业主管部门

坚持
“

堵疏结合
、

以疏促堵
”

的方针
,

加大转产渔民再

就业技能培训
,

同时大力组织推广
“

抗风浪海水网箱

养殖技术
” 、 “

对虾健康养殖技术
” 、 “

海参健康养殖技

术
”

等
。

如青岛市根据渔民绝大部分年龄偏大
、

文化

水平较低
、

技术单一的实际
,

组织实施渔民素质培训

工程
,

培训合格的渔民获得农业部颁发的资格证书
,

掌握谋生本领
,

成为沿海渔村新的致富群体
。

广东

省 年转产渔民 人
,

落实 户水上渔民

安居
,

培训渔民 人次
。

舟山市近几年共培训转

产转业渔民或直系亲属 人
,

同时实现 了

受训学员再就业 〔’〕
。

福建等省对转向发展水产加工

业和第三产业的渔民
,

优先安排水产加工专项经费
,

对转向发展养殖业的渔民优先提供浅海海域和扶持

资金
。

浙江有的市县将转产渔民纳入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
。

这些措施确保了转产渔民的生计
,

保持了渔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

从事海洋职 业人数增长明显
,

新兴 涉海

职 业增长迅速

年
,

我国海洋产业职工人数合计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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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海洋研究机构 个
,

职工总数 人
,

科技

人员 人 〕。

到 年
,

从事海洋职业人数增

长到 万人
。

按产业分
,

海洋水产人数 万人
,

滨海旅游业 万人
,

海洋交通运输业人数为 万

人
,

海盐业 万人
,

造船业 万人
,

海洋环保

万人
,

海洋石油 万人
,

海滨采矿 万人
,

海洋科研 万人川
。

近几年
,

中央和各级地方政

府对海洋开发 日益重视
,

沿海城市都将海洋产业作

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

涉海职业人数获得稳步增

长 表
‘一‘〕。

裹 年海洋产业从业人数统计衰

年份
从业人数 人

—
海洋产业合计

海洋水产业

海洋石油与天然气业

海滨砂矿业

海洋盐业

沿海造船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

沿海旅游业

海洋环保业

海洋科研业

海洋化工业

海洋生物医药业

海洋电力海水利用业

海洋工程建筑业

其他产业

对表 分析可 以 看出
,

海洋产业从业人数在近

几年迅速增长
,

年比 年净增近 万人
,

增长 年比 年增长近 万人
,

增

长
。

一批新兴海洋产业快速崛起
,

如海洋电

力
、

海水综合利用
、

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工程建筑业

等在海洋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

提供了大批就业

岗位
,

为职业变动提供了空间
,

带动了海洋职业人数

提升
。

涉海职业 变动存在年龄和地 区性差异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

随着经济体制和就业

体制进行的改革
,

计划经济时代
“

终身制
”
的单向就

业方式转变为双向选择和劳动合同制 个人从
“

单位

人
”

转变为
“

社会人
” ,

个人择业趋向 自由
,

新职业层

出不穷
,

为职业变动提供了可能
。

社会就业环境的

宽松
,

社会结构弹性
、

开放性 日益增强
,

使跳槽现象
、

自由职业者大量 出现
,

而涉海职业 变动存在年龄和

地区性差异
。

涉海职业变动在年龄上存在明星差异
。

一般而

言
,

职业变动的活跃群体是年轻人群
。

一方面是 由

于年轻人群的择业 自由度大
、

随意性强 一方面是因

为新增许多涉海新职业
,

特别是对年龄结构和学历

结构都要求较高的涉海新职业
,

为接受新知识较快

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职业变动机会
,

使他们成为新

兴职业的受惠者 而 中年人群则必须通过知识不断

更新
,

才能在新职业 中找到自己的新的位置
。

涉海职业变动还呈现出地 区性差异
。

职业变动

是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
,

经济活力强
、

经济开

放度高
、

与外界交流活跃的地 区
,

提供的职位数和新

兴职业相对较多
,

职业变动规模和频次相对较高
。

以 年统计的数字为例
,

该年全 国直接从事海洋

工作人员 万人
。

按地 区分
,

从事海洋工作人

员最多的是广东省 万人
,

占全 国海洋工作人员

总数的 福建省 万人
,

占 山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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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万人
,

占
。

广东
、

福建
、

山东三省海洋
工作人员占全国海洋工作人员总数的 还多

。

海

洋科研人员地区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别
。

山东省海洋

科研人员最多
,

达 人
,

占全国海洋科研机构从

业人员总数的 其次是天津市 人
,

占

第三是上海市 人
,

占
。

上述三

省市占全国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的 以上川
。

毫无疑问
,

导致涉海职业变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
,

人们通过空间上的迁移流动改变

了自己的职业
,

寻求更大发展空间
,

促使职业变动向

差异性方向发展
。

涉海职 业 随着产业 结构调整而 变动

世纪 年代以来
,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

海

洋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不断减少
,

第二
、

三产业所 占比

例持续增长
,

见表 明
。

衰 近年全国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概 份

全国海洋产业结构
年份

—
海洋第一产业 海洋第二产业 海洋第三产业

从表 可以清晰地看出
,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呈

现出二
、

三产业所占比例迅速提高的态势
,

特别是包

括海洋流通业
、

海洋服务和滨海旅游在内的第三产

业成长快速
,

对职业变动产生直接影响
。

结合表

分析
,

可以发现第一产业 中渔业捕捞业萎缩
,

海洋交

通运输业明显提升 滨海旅游业除 年因受
“

非

典
”

影响而下降外
,

总体就业人数上升
。

年
,

滨

海旅游收人 亿元
,

占全 国海 洋产业 总值 的
,

比 年增加
‘〕。

仅以浙江舟山市

的统计就可以看到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对职业变动的

影响
。

年舟山市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增幅在

巧 以上
,

全市渔村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人数

万人
,

同比减少 万人 从事二
、

三产业劳动的人

数增加到 万人
,

同比增加 万人
,

比例达
〕。

可以说
,

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应 了中

国产业调整的形势
,

大批劳动者随着海洋产业结构

调整而变动职业
,

使涉海职业朝着现代职业结构转

海洋科学

型
,

即一
、

二
、

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依次增多
,

呈倒金字

塔结构
。

以上就近年来中国涉海职业变动特点进行了归

纳
。

通过这些特点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多个视角来

认识沿海社会变迁
,

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

海洋开发的社会效应
,

从而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开发

和利用海洋
。

海洋开发对涉海职业变动影响

职业变动得以发生的因素有多种
,

诸如社会分

工
、

经济结构调整
、

制度性变迁及个人选择等
。

下面

集中从海洋开发视角对沿海城市涉海职业变动影响

进行分析
。

海洋开发促进人 口 流动和职 业 变动

中国东部沿海地 区是我国的城市密集区
。

这一

地带占 的国土面积
,

城市数量和城市人 口却

占全国的 和
,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

口分别占全 国的 和
。

改革开放 以

来
,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
,

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从

年的 亿元增加到 年的 亿元
,

年 间 增 加 了 多 倍
,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

海洋开发由过去的
“

舟辑之便
”“

渔盐之

利
”

发展到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多个领域
,

新兴的海

洋产业在海洋经济中所 占比例
,

已由 年的

上升至 年的
。

海洋产业的发展带动了

涉海职业就业规模的扩大
。

年
,

在中国沿海地

区对涉海从业人员调查表明
,

有近十分之一 的人员

从事着与海洋有关的职业
,

它们涉及国民经济的

个门类的 个行业
,

人数达到了 万人〔’ 〕。

年
,

涉海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增加到 万人
,

占沿海地区就业人数的 川
。

年
,

我国涉

海产业人员已超过 万人
,

比上年增加 万

人巨‘。〕。

随着沿海城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

人 口 向沿

海地区流动趋势有增无减
,

沿海人 口密度越来越大
。

解决沿海高密度人 口 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充分利

用海洋空间
,

如围海造地
、

建设海上工业生产基地
、

建设海底仓库和其他储存设施
、

发展海上城市
、

海上

机场
、

海上娱乐和旅游 中心等
。

其中
,

岛屿的开发具

有重要意义
。

比如
,

浙江宁波大榭岛现有人 口

万人
,

根据预测
,

大榭岛人 口 规模规划数可达

万人〔‘ 〕
。

可以说
,

人 口 的迁移和流动带来职业变动
,

人们向沿海地区流动
,

或直接就职于涉海职业
,

或间

接地从事涉海职业
,

从而促进职业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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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 区近十分之一职 业与海有关 多家
,

从业人员达 万多人
,

年创造增加值

随着海洋国土观念的确立 和海洋意识的增强
,

多亿元
,

涌现出荣成河 口
、

长岛黑石嘴
、

日照王 家皂

对海洋的开发进人科学合理 的开发时期
,

海洋水产 等一批休闲渔业村
。 “

渔家乐
”

亮起一个点
,

带动一

养殖业
、

远洋渔业
、

港口工业
、

海洋食品工业
、

海洋油 大片
,

拉动了经济发展
。

到 年
,

山东省拟建成

气工业
、

海洋药物工业
、

海洋能源工业
、

海洋旅游业
、

休闲渔业基地 处
,

其中达到《省级休闲渔业示

海洋交通运输业
,

以及围绕海洋产业发展起来的产 范点 》的基地 处
,

全省休闲渔业增加值争取达到

能产中
、

产后服务业等大力发展
,

吸纳了一大批劳 亿元
,

约占全省渔业增加值的 〕。

海洋产业

动力
。

如沿海城市的船舶工业
,

通过不 断技术改造 与城市发展互动
,

促进了沿海城市繁荣
。

和革新重新焕发生机
,

在世界航运业形势利好的推 海洋开发促进 了新兴职 业产生
,

海洋职

动下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

就业人数猛增
,

年从业 业 向专业化方 向发展

人数比上年新增近 万人
,

增长 川
。

海洋运 随着时代发展
,

人类对海洋开发的内容 日趋多

输业发展扩大了就业机会
,

按照 国家通用的港 口 与 样化
,

科学
、

环保地开发和利用海洋
,

成为新时期海

其关联产业就业之比为 计算
,

目前中 洋开发新课题
。

与之相伴的是一些新兴的海洋职业

国海洋运输业的就业劳动力为 万人左右
,

港 口创 兴起
,

年
,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

国家海洋局发布

造的就业人数达 万人左右
。

了海洋环境监测工等 个新兴职业
,

分别是海洋地

滨海旅游业作为一种
“

无烟工业
” ,

随着人们收 质调查工
、

海洋生物调查工
、

海洋环境监测工
、

海洋

人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更新而迅速发展
,

成为海洋产 水文气象调查工
、

海洋浮标工
、

海洋水文气象观 测

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
。

沿海各省市都将滨海旅游作 员
,

海洋职业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已十分明显
。

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

重点支持
,

旅游产品从过去 海洋科学教育是海洋开发利用 的基础
,

也是海

的观光旅游发展到度假旅游和涉海专项旅游
,

滨海 洋职业专业化的推动器
,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毕业 生

旅游 内容越来越 丰富
。

年滨海旅 游业 收人 走出校门
,

从事涉海职业
,

带动 了海洋职业 的专业

亿元
,

占全国海洋总产值 川
。

滨海旅游 化
。

从 世纪 年代后期开始
,

海洋发展成为我

业发展提供了许多就业 岗位
,

涉及 多个部门 国未来的资源和领土开发重点
,

海洋经济成为沿海

多个行业
,

促进了导游业
、

酒店业
、

运输业
、

餐饮业及 国民经济发展 的新增长点
,

海洋教育与科学研究发

零售业 的发展
。

以江苏省为例
,

根据《中国旅游年 展迅速
。

年
,

全国高等学校海洋科学和技术教

鉴 》所作统计
,

年
,

江苏省海洋旅游业收 育已由原来的几所院校发展到十几所
,

除此之外
,

还

入从 亿元增长到 亿元
,

年均增长
,

有近 所大学开展涉海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具

旅游直接就业人数从 万人增长到 万人
,

有涉海专业的高等院校总数近 所
,

中等专业学校

年均增长 “
。

山东省作为沿海大省
,

有丰富的 近 所
。

年
,

全国各海洋专业在校博士研究生

滨海旅游资源
,

年滨海旅游收人 亿元
,

人
,

毕业 人 硕士生在校生 人
,

毕业

占全省旅游总收人 的 ,‘ 〕。

年山东滨海旅 人 本
、

专科在校学生 人
,

毕业 人

游总收人升至 亿元
,

年增长到 中专在校生 人
,

毕业 人 成人高等教育

亿元 〕。

旅游就业人数占山东省就业人数的
,

在校生 人
,

毕业 人闭
。

年
,

海洋科

仅威海市就有 万多人直接从事该职业
,

间接带动 研教育实现新发展
,

专门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院校

当地增加 万个就业岗位
。

已达 余个
,

另有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南京大学
、

海洋休闲渔业是近年新兴的滨海旅游项 目
,

通 浙江大学等 余所高等院校从事海洋科学和教学
,

过修建海洋馆
、

海鲜广场
、

海钓基地
、

捕鱼观赏
、

海底 海洋科研人员达数万人
,

涉海专业 已涉及海洋资源

观光等休闲渔业设施
,

举办钓鱼节
、

渔船节
、

渔民节
、

环境
、

海洋农业
、

海洋新材料
、

海洋公共安全
、

海洋医

美食节等节庆活动
,

开展 以
“

渔家乐
”

为主题的海岛 药卫生
、

海洋法等多个领域
,

每年招收数千学生阳 〕。

休闲渔业游和丰富多彩的渔文化活动
。 “

渔家乐
”
的 另外

,

中国每年还有海洋职业教育培训点
,

培训大量

兴起
,

使面临渔业资源枯竭的传统渔民利用闲置 的 涉海工作人员
。

与此 同时
,

海洋专职科研机构也稳

渔船和渔具而开发的新的涉海旅游项 目
,

它使寂静 步发展
,

年海洋科研机构 个
,

专职研究人员

的渔村热闹了起来
,

小渔村变成了度假胜地
。

如山 连续几年稳定在 万一 万人
。

东省
,

截至 年 月
,

休 闲渔 业 基地 已发展 到 海洋教育科研 既是海洋职业 的一种
,

又 为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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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

,

促进了新兴海洋

职业的兴起
。

如海洋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相结合
,

产

生了海洋生物技术这一新的领域
。

海洋生物医药业

已成为我国一个新兴的发展迅速的产业
,

其开发和

发展正方兴未艾
。

年
,

沿海地区海洋生

物医药总产值分别为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从业人数 年为 人
,

年为 人
,

年是 人〔〕。

年
,

海

洋生物医药业不断加强新药研制与成果转化
,

产业

化进程逐步加快
。

全年实现增加值 亿元
,

比上年

增长
。

山东省海洋生物医药业增加值占全国

海洋生物医药业增加值
,

居全国首位
。

海水利用也是一个新兴海洋产业
。

经过近

多年努力
,

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的膜技术产业在中

国取得突破性进展
。

根据 目前的产业现状及市场需

求分析
,

中国膜技术产业 已从投人期转人成长期
。

据统计
,

年中国膜工 业 总产值约 亿元
,

在

年基础上 翻了两番
,

从事膜技术研究开发
、

设

计
、

生 产经 营的单位有 余家
,

从 业 人 员达 到

多人
,

形成了一支工程化能力强的产业 队伍
,

并通过培训和引进
,

已拥有一支颇具实力的人才队

伍
,

其中包括院士
、

博士等高级技术人员千余人川
。

大量海洋专业人才的加入是海洋职业 向专业化方向

发展的显著标志
。

沿海一些城市利用膜技术次第建

立盐水淡 化厂
,

吸纳 了一 批 批 涉海从业 人员
。

如

年相继投产的青岛华欧海水淡化示范工程
、

天

津碱厂海水循环冷却技术示范工程等
,

不仅产生 了

较好经济效益
,

有效带动冶金
、

化工
、

机械和材料等

行业发展
,

还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

减轻了

沿海城市用水紧张和海水水质恶化趋势
,

促进 了经

济和社会
、

环境协调健康发展
。

其他如海洋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

海洋环保业
、

海

洋信息技术
、

海洋化学资源的提取
、

深海采矿
、

海洋

空间利用等海洋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

都对海洋职业

的专业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这是海洋开发客观要

求
,

也是海洋职业变动的发展趋势
。

革
、

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

人们的职业观念
、

流动观念
、

竞争观念发生 了很大变化
。

这种变化不

仅趋向于注重经济因素
,

而且 向理性化
、

个性化
、

差

异化方向发展
。

通过这一变化
,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认识海洋开发给沿海地 区社会变迁带来的深刻影

响
,

也可以使我们从社会视角认识海洋开发的社会

效应
,

从而为更加科学地开发海洋
,

造福人类
,

提供

社会科学依据
。

结论

海洋开发对涉海职业 变动带来深刻影 响
,

使劳

动者有了更大的就业选择空间
,

为个人能力的发挥

提供了可能
,

使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

通过对涉海职

业变动研究
,

可以发现在沿海地 区
,

随着市场经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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