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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2 日，江西省各部门联合下发了《江西

省重点水域退捕渔民转产就业指导意见》，意见中指出要

规范落实退捕渔民转产转业就业的工作指导、规范退捕

渔民转产转业的支持政策。通过访谈得知退捕的渔民老

龄化程度严重，大部分渔民表示，自己的技能仅为捕鱼

方面，缺少其他转业相关技能。2019 年年末，随着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渔民安置问题难上加难。1

一、长江流域禁捕退捕现状

长江流域禁捕是保护长江生态环境，落实“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大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把实施重大生态修

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中要求

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推进禁捕工作，退捕渔

民要“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不能单纯依靠退捕补

偿，长久之计必然是引导他们转产转业，培养自我发展

能力，激发和增强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1]。

二、渔民转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渔民上岸转

产转业安置仍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渔民基本情况存在“老龄化、低学历”的问题

表 1 为调查者的基本信息。从取得学历来看，调查

者中小学以下人数最多，占 39.06%，小学的人数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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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7.50%，本科以上为 0，这说明退捕渔民学历普遍降

低，学历对于转产转业的程度起决定性作用，学历低是

限制渔民转产转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年龄结构来看，

本次调查渔民中 40-50 岁的受访者居多，占 39.06%，其

次为 30-40 岁，占 35.94%。该数据说明了退捕渔民的年

龄偏大，“年纪大了，学不动”是年长退捕渔民面临的问

题。退捕渔民学历低、老龄化，造成了转业动力不足的

现状。

表1　被调查者基本属性

（二）渔民转业问题存在“收入低、就业难”的问题

图1　转业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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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渔民就业问题

如图 1 所示被调查渔民中，有 61.83% 的渔民转业前

月收入在 3000 以下，转业前的经济收入难以解决衣食问

题，渔民的工作收入已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不再

是以前捕渔能发家致富的局面了。低收入使得他们在禁

捕政策下发后依赖政府补贴金及子女的赡养，难以独立

进行工作更换。如图 2 所示，被调查渔民中有一半以上

存在较为显著的转业问题，其中 90.62% 认同因技能受限

导致转业困难，其次是因岗位种类较少、文化知识不足、

转业收入不符、家庭原因转业困难。

（三）渔民转业意愿存在“有顾虑、随大众”的问题

图3　转业意愿

图4　政策导向

从图 3 看，48.44% 的渔民有较高的转业意愿，接近

半数的渔民在转业工作时，具有从众心理，他们不会考

虑自身是否适合这份工作，而是依赖同伴的片面言语，

导致转业后工作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图 4 对政府

导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49.13% 的渔民对政府导向存在

顾虑，50.87% 的渔民对社会、政府的态度及政策认同为

主。渔民对政府相关引导策略的满意度的态度表示认同

但存在政策落实程度的持疑。

（四）渔民转业行为存在“难选择、有需求”的问题

图5　工作条件

图6　工作类型

图 5 中可以看出转业渔民比较关心转业后的工作量、

离家距离、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大多数

渔民转业后年龄较大，有许多劳务活不能做，这使得他

们在选择转业对工作量有一定要求，还有许多渔民想找

离家比较近的工作，这使得他们对工作条件有不同的需

求。图 6 显示接近 60% 的被调查渔民已有职业规划，他

们无土地资源，对渔业捕捞的依赖性大，故而在退捕安

置工作时他们有各种需求。已转业渔民认为，虽然转业

后收入提高了，但并没有彻底的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他

们希望转业后的工作收入能够进一步提高，保障他们的

家庭开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三、解决措施

针对以上四个问题，参考了有关文献和互联网资料，

整理并提出以下解决措施：

（一）转产转业需因人施策、因势利导

针对转产转业存在的问题差异进行不同角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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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引导。对于退捕渔民老龄化，需要做的更多关注

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保障他们在医疗方面的特殊权益。

而对于学历低这一问题，应当鼓励他们就业创业，与高

校联合为青年退捕渔民提供学习平台与机会，帮助其中

想提高学历的渔民。深入了解渔民的转业趋势，站在渔

民的利益角度，提供多样化的岗位选项并加大对渔民的

支持引导，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岗位。[2]

（二）转产转业需政策扶持、就业创业培训

“收入低”的解决策略为通过落实就业创业政策，对

渔民创业进行贷款、政策、税收、人才培养、社团注册

等多方面地支持，满足物质需要，鼓励渔民进行创业。

并落实相关保障政策，为渔民产业进行保驾护航。“就业

难”的解决策略为渔民提供就业创业培训，通过调查渔

民转业后工作类型可以看出原捕鱼的相关行业、自营企

业、服务类、旅游业、务工务农等行业更能为渔民接受，

培训内容可以市场为导向，以上述行业为分支，设置合

适合理的技能培训课程。此外还应该为渔民提供培训补

助，培训的同时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转产转业需给予生产要素支持

对于渔民转产转业建设，社会应给予积极支持。具

体可操作建议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缺少项目启动资

金的渔民 [3]，降低贷款条件，进行低息或免息贷款等；二

是尊重并给予渔民自主选择的权利，通过周围其他渔民转

业后生活改善进行引导，是极为可观的方式；三是引导渔

民发展集体经济，针对当地渔民村落所处地理位置、可利

用资源等，建设其他产业链，帮助当地渔民再就业 [4]。

（四）转产转业工作须针对重点人群

自禁捕退捕令下发，不同的社会扶持政策也相继而

来。渔民缺少对政策的解读能力，当地渔民协会、村委

会、相关政府部门需要针对下发文件，针对对应渔民全

体进行解读工作，并引导他们获取自己的补偿或补助。

例如对高龄渔民的养老保障，应与其家人进行沟通，落

实到户。

四、结语

渔民转产转业的现状严峻，解决问题迫在眉睫。退

得出、稳得住、能小康，渔民转产转业存在问题希望全

社会一同关注。本次调查受疫情及其他时间因素限制，

对时政、渔民村落的研究不足，在之后的调查研究中会

深入研究其他因素。本次调查旨在推动渔民保障的相关

政策的改善，保障因禁捕退捕而失业渔民的利益，为渔

民上岸转产转业的发展构建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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