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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50年代初，我校设置渔业资源专业以来，曾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改革。通过学科建设，特别 是80年代初开

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多次举办渔业资源管理、渔业管理等 高级研讨班，促使学科发展，目前已成 为渔业资源管

理专业，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问题。包括:①渔业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偏重资源生物学和环境，在人才培

养上侧重生物人才，学生的知识结构难于适应以社会、经济、生物为一整体系统的工作对象和研究实体。②从

微观意义上看，尽管这些年渔业资源管理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过改革，仍存在各课程之间在内容体系上

缺乏有机联系，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之间没有一适当比例，这就使培养 的本科生知识面或窄，不能满足工作

需要;或宽，却不扎实。③从宏观角度看，其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是一系统工程，需要教育的各个环节良好配

合，包括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及专业建设的经费投入等 。目前以上各环节本身未达到

最优配置，且各环节如何有机的联系以达到人才培养整体最优效果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2 目前国际上渔业资源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

为适应渔业从开发型向管理型转变，发达国家如日、英、美等 国都十分重视渔业资源管理人才的培养 。如

东京水产大学于90年代初将原"资源增殖学科"调整为"资源管理学科"，属交叉学科，其人才培养模式为复合

型。通过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水产资源管理与有效利用，包括渔业资源管理专业和水产资源经营

专业。其开设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涉及面很宽，如公共科目除外语 、数、理、化、生外，还有社会学、经济学、文 学、

人文 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文 化史等 。其课程设置为学生提供了相当宽的知识面，另外专业课中开设一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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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综合科目，涉及渔业资源管理学科研究和发展动态 ，由有关专业教师合开。使学生知识面有一定的深，同。

台湾海洋大学水产部渔业科学也设立水产资源保护及管理专业，侧重培养管理型渔业人才。

3 面向21世纪水产发展特点及对人才培养要求

我国水产业发展很快，1991年起总产量居世界第一，1994年达到2164万吨，其中一半来自 捕捞业。然 而产

量增 加的背后是渔业资源的严重捕捞过度。多数传统经济鱼类资源衰竭，已形不成 渔汛，而低值小型鱼类的比

例大幅上升。世界渔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60%的传统经济鱼类捕捞过度，有开发潜力 的种类很少，而且开发

这些种类必须要以捕捞、加工技术的突破为前提。要保证渔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必须对资源开发进行科学管

理，通过管理恢复已衰竭的渔业资源，把现有资源的利用调整到最佳社会、经济效果的水平。为此，联合国粮农

组织把加强渔业管理，持续利用渔业资源作为其今后的工作重点。

在"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可持续发展战略关于维护生态 持久性的三个目标包括:①保护基本的生态 和

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遗传的多样性;②确保物种和生态 系统持久利用;③把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结

合起来的方针①。根据维护生态 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应作为面向21世纪渔业资源专业

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向，即应以生物学为基础、资源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社会和经济效益为

目标、法律措施为手段，研究实行最佳社会经济效益的资源的持续利用与渔业繁荣。

渔业资源包括渔业生物资源及渔业水域资源。前者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资源的可再生性;二是资源的可

塑性;三是生物资源的回游性(流 动性)。后者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捕捞水域的共有性;二是水域的有限性;三

是渔业水域的差异性@。 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渔业资源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对专业人才的要求是能综合

运用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依靠决策理论，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方法 、有效的传统方法 以

及现代化信息处理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渔业系统中的有关政策、战略、规划、决策、管理等 方面的理论和应用

问题，为各级应用决策部门解决这些问题 提供科学依据和优化方案。按照这一要求，渔业资源管理专业应培养

二个层次的高级专业人才: 一是本科人才，其不同于侧重技术的渔业捕捞专业，也不同于偏重生物学研究的

水生生物学专业，它主要是以研究渔业资源的保护及渔业环境保护为主，二是研究生人才，其生源可以是渔业

资源管理专业，也可为相邻专业，包括捕捞、养殖、渔业经济、水生生物学等 专业，进行渔业软科学高层次的纵

向研究。

4 面向21世纪渔业资源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探索思路

围绕渔业的持续发展，为适应渔业由资源开发型向资源管理型转变，原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改为渔

业资源与环境管理专业。该专业以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渔业环境保护为目标，研究渔业生物资源保护和渔

业水域保护和管理等 问题。以生物科学、环境科学、管理学科为学科基础，其专业方向包括:①生物资源保护;

②渔政管理;③渔业水域保护与管理。

根据教育要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渔业资源与环境管理专业应培养复合型人才。

4. 1 人才规格

宏观上是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复合人才，微观上是技术科学型与管理型相结合的人才。

4. 2 素质要求

具有高度的职业素质，这包括首创精神，责任感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具有较高的一般文 化素质;健康的体

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①全 浩等(主编)，19940环境管理与技术，23-25。环境科学出版社(京)。

②吴万夫等(主编)，19950渔业技术经济学.292-293。科学技术出版社(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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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1)知识结构，应具备宽而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基础知识包括:自然 科学、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等。

主要专业知识包括生物学方面:如生态学及水域生态学、资源生物学、资源动力 学、鱼类学等;法律法规方面:

如国际海洋法 、渔业法规、海洋环境保护法; 资源经济学方面:如渔业资源经济学、渔业技术经济学等;渔业资

源保护及管理方面:如渔业资源管理、渔政管理、渔业环境保护等;渔业开发及增养殖技术方面:如渔场 学、渔

具渔法 学、水产增殖工程等;另外还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及一门外语 。

(2)能力 结构 ，主要包括:持久的创新能力，可通过培养 学生对问题 的鉴别，综合能力 ，卓有成 效的自 学能

力，阅读外文，查阅文献和掌握 科技情报的能力 来形成;实际操作能力 ;表 达能力，包括语言 ，文字 ，图表，符号

等 表 达能力 。特别 是能够用掌握 的知识和外语 进行国际交流 的能力 。

4.4 培养目标

渔业资源管理专业应培养 具有高度职业素质和一般文 化素 养，既掌握 深厚的现代渔业管理技术，又具备

系统的良好的人文 科学和自然 科学的知识，能够熟练地应用计算机技术，能用外语 进行国际交流，能解决自然

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特定实际问题，具备从事渔业资源管理和渔业政策制定工作、从事渔业资源调查、研

究、增殖、开发和渔业观察员能力 的高级渔业管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