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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清印主编的《海水养殖与碳汇渔业》是在2011年11月5-7日由中国水产学会海水养殖分会主办，上海
海洋大学承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协办，在上海市召开的
“2011年全国海水养殖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200多篇论文报告的基础上，经过筛选编辑而成。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综述；第二章遗传、育种及基础生物学；第三章生态调控与苗种培育；第四章健康养殖技术与
模式；第五章营养、代谢与消化生理；第六章疾病预防、控制与免疫；第七章养殖生态与环境。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从事水产养殖工作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参考使用。

《海水养殖与碳汇渔业》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海洋生物学(J50701)和水生生物
学(S30701)的大力赞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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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广东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成效　　1．广东省
海洋经济总量长期位居首位　　广东省海洋经济自1995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到2007
年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连续13年稳居全国首位，大约占到全国20%。
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海洋油气业发展最为迅猛。
以2005年为例，本年度广东省海洋油气业产值占全国55.05%，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渔业等主导海洋产业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三大蓝色产业密集带建设初见成效　　广东省沿海地区凭借区位和资源优势，海洋经济区域
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粤东、粤中（珠江口）、粤西三大蓝色产业密集带初步形成。
珠江口地区已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
东西两翼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在三大蓝色产业密集带中，汕头突出发展重化工业和水产品加工业，水产品出口连续四年居全省地级
市首位；潮州建成全省最大的烤鳗加工、贝类集散地。
汕尾是全省最大的鲍鱼养殖基地，全市养鲍场已达40多家，年产量超1000t；惠州着力建设临海石化工
业区；湛江、茂名大力发展海洋石化业、港口物流业；珠海、阳江、惠州、茂名等地区着力打造滨海
旅游品牌等等。
　　3．海洋科技和教育成效显著　　广东省积极部署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全面启动实施了《广
东省科技兴海1999-2010年规划》，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技
术等海洋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重大科技兴海招标项目取得丰硕成果，14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建成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8个区域性水产试验中心。
在海洋教育方面，广东拥有全国第二所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除此之外还有中山大学海洋学院
、广东省水产学校等海洋教育机构，多年来培养了大批海洋与水产技术和管理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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