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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是中国首家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为目标的开放型和国际化的
研究院，2016 年 9 月由天风证券公司捐赠设立。研究院前身
为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1 年 9 
月，研究方向包括绿色金融、气候金融、能源金融及健康金融。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
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并与财政部建立了部委共建学
术伙伴关系。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
一。自 1961 年在瑞士成立以来，已经在全世界拥有 500 多万
的支持者和一个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活跃着的全球网络。
其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好未来。WWF在中国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
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WWF在中国的项目领域也由最初的大熊猫
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
源、野生物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一个地球)
是注册在深圳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保护生物多样
性、降低生态足迹、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创造人
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业务领域涉及：资助并开展珍
稀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淡水和湿地及海洋等关键生态系统
的环境修复和保护；公众环境教育、公众参与、可持续消费相
关工作；低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等。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出品
该报告及其展示材料中使用的地理实体名称均不代表世界自
然基金会对于任何国家、领土或地区的合法身份、主权、边境
线及边界持有任何观点。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总部位于瑞士格朗， 2022年出版。全
部或部分再版任何内容必须提及标题、主要作者，并说明上述
出版商为版权所有者。

© 2022 文本 世界自然基金会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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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渔业1

＊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环境、粮食安全息息相关。一方面，水产品是全球和中国人
民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对我国“蓝色粮仓”的建设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另一方面，渔业不仅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健康的自然环境，又对其所处的生态系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历史上粗放的生产模
式，当前渔业资源衰退、水域污染、环境恶化等问题凸显，加之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也对渔业产业稳
定性造成重大威胁。显然，渔业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议题，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对于
减少环境破坏、提高产业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也与我国对渔业产业发展定位相符。

＊ 特别说明：“渔业”一词在中英文中存在显著差异，中文语境下可包括"咸淡水捕捞、咸淡水养殖、水产加工"三部分，英文语境下“FISHERY”通常指代“海洋捕捞”。根据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
议《潮向未来：金融助力海洋可持续复苏》报告中的阐述——“海产品行业包括生产、加工、分销和零售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及其他水生动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食品产业。”故英文摘要中涉
及“渔业”的部分用“SEAFOOD”一词来指代。

金融是推动渔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重要抓手。在绿色
金融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海洋相关产业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蓝色金融”成为绿色金融议题下的新兴领域，诸如蓝色债
券等创新性的金融工具为推动海洋相关产业和环境改善提供资
金。然而，绿色金融、蓝色金融对于渔业支持力度还很有限，尚没
有在渔业产业有较为深度和广度的应用，金融如何支持渔业的
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一个需要加强探索和实践的领域。基于此，本
报告将聚焦产业金融的视角，围绕渔业业务产生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即“渔业金融”，对其如何助力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
探讨。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专家研讨以及利益相关方访谈对渔
业金融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研究得出的现状，绘制了金融
助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

本报告具体聚焦三个渔业重点产业：第一产业（简称“一
产”）的捕捞和养殖以及第二产业（简称“二产”）的水产加工。
由于目前围绕渔业展开的金融活动和相关金融服务相对有限，
所涉及的金融活动主要包括渔业行业主体的融资和保险，所以
本报告主要聚焦贷款和保险两大类金融服务。此外，因为自然资
源和环境是渔业所有产业依存的根本，所以本报告聚焦可持续
发展的环境维度。

中国渔业产业概述
报告首先对我国渔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进行了解读，

即渔业产业经济增长和渔业可持续发展是两位一体、相辅相成
的。这不仅与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保持一致，金融充分支持产
业经济增长也是助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渔业产业呈现以“小而散”的小规模主
体为主的现状特点，这类主体大多从事第一产业生产活动，生产
模式多样，地域性强，生产模式较为粗放，信息可得性差，监管困
难。渔业产业中大型水产企业较少，且大多从事水产加工、饲料
生产等业务，或者从事更加现代化的第一产业生产活动。与其金

融服务相关，渔业产业还具有其他突出特点，包括自然风险、市
场风险、政策风险、管理操作风险高，以及渔业资产金融化困难、
地域性和差异性强，人才专业壁垒高等特点。

中国渔业金融现状
上述渔业产业的这些特点导致渔业金融具有风险高、金融

服务提供困难的内生特点，由此金融机构的实操呈现供需矛盾
突出、政策性强及与可持续概念脱钩的三大特点。

具体来说，在融资方面，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通过信贷对渔
业行业主体提供金融服务，当前以抵押贷款形式为主。
•	 第一，因为渔业产业的弱质性，信贷服务呈现政策性强的特
点。这体现在为渔业提供服务较多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以
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为主。这些银行支持产业的方式也主要由银行的政策定位和
和相关产业政策决定。

•	 第二，信贷服务呈现供需矛盾突出的特点。因为渔业本身具
有高度风险性、渔业相关资产盘点估值困难、金融机构对行
业了解有限等原因，信贷支持动力不足、抵押品不足、信贷服
务提供困难，造成目前整体资金支持有限。在有限的资金中，
金融服务在周期、增信等方面仍无法满足行业主体需求，银
行类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对象具有偏向，主要覆盖中大型水
产企业，对小规模行业主体的支持有限。

•	 第三，信贷服务呈现与可持续发展脱钩的现状。因为缺乏相
关政策工具，金融机构对行业了解有限，金融机构在推动渔
业相关的绿色投融资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有渔业业
务授信流程中主要关注渔业主体的财务健康和偿债能力，对
主体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缺乏主动的、系统的考量。

在保险方面，渔业互保协会（转制后将成为正规金融机
构——全国和地方性渔业互助保险组织）和商业保险机构都提
供渔业保险服务，提供的保险服务主要分为三大类，包括互助保

险、非互保的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	 第一，渔业保险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从服务提供角度来看，

因为渔业的高风险性，商业保险机构开展营利性的保险业务
比较困难，渔业保险以政策参与较多的互保和政策性保险为
主。从投保方角度来看，高风险也意味着高昂的保费。同时，
因为估值困难等原因，保险服务难以提供。渔业保险的落地
也很大程度依赖政策支持，包括保费补贴、渔业保险试点等。

•	 第二，渔业保险呈现强烈的供需矛盾。渔业保险覆盖不全面、
不均衡。首先，在生产端，渔业第一产业捕捞渔业的保险覆盖
相对全面，水产养殖业保险比较欠缺，水产养殖保险目前主
要以不稳定的试点形式存在，且保险服务提供范围以工厂化
养殖等现代化养殖方式为主，传统养殖的保险产品较少。其
次，针对市场端的风险的产品，尤其是水产品价格保险仍在
开发中，相关保险产品比较少。整体而言，现存的保险服务险
种比较单一，无法满足多元化的渔业生产风险保障需求。

•	 第三，渔业保险服务与可持续发展概念脱钩。一方面，由于渔
业生产相关信息可得性差，缺乏评估工具等原因，保险机构
缺乏对渔业生产方式的干预抓手，在产品条款中缺乏对生产
方式可持续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保险机构在渔业板块还缺
乏专门为绿色渔业生产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产品。

金融支持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于此现状，发展渔业金融来推动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

任重道远，渔业金融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同时，渔业金融应该
紧扣国家战略，既要支持产业增长，也要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
以此发展方向为依据，本报告绘制了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渔业
金融可持续发展路线图，主要包括三大方面：
•	 第一，推进组织化、信息化进程。针对渔业金融内生特点，需

要推进渔业主体，尤其是小规模主体的组织化、信息化进程，
这可以解决信息可得性差、金融服务提供成本高等问题；

•	 第二，进一步完善渔业金融服务。包括推动渔业资产金融化
进程、通过政策和金融手段降低渔业风险性、优化渔业金融
服务布局、从产品层面完善渔业金融服务等举措；

•	 第三，落实渔业金融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具体而言可
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1）渔业金融实践的“绿化”：金融机构
通过主动将可持续相关标准纳入金融服务流程中，推动渔业
的可持续经营；2）渔业金融支持“绿色”渔业：缩小绿色金融
服务缺口，绿色的渔业金融可以为绿色渔业技术、行业主体
可持续转型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和资金支持。

金 融 支 持 渔 业 产 业 发 展 示 意 图

完 善 渔 业 金 融
支 持 产 业 发 展 体 系

将 可 持 续 发 展 概 念
植 入 渔 业 金 融

政 策 性 强

金
融
现
状

产
业
发
展

金
融
转
型

金 融 助 力 产 业 转 型

政 策 助 推
金 融 转 型

产 业
可 持 续 发 展产 业 增 长

可 持 续 发 展 与
金 融 服 务 脱 钩

金 融 介 入 不 足
供 需 矛 盾 大



我们致力于
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together possible panda.org

WWF使命是
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
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美好未来

®2022
本报告 100% 使用环保纸
版权所有®1986 熊猫标识WWF -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注册商标
WWF 北京代表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花园东巷城市空间 1921 文化产业园 3 号楼 5 层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f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