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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忧参半的2019年已经过去了，
但这一年留给獐子岛人的教训，却值
得铭记于心。”4月30日，獐子岛披露
2019年年报，公司董事长吴厚刚在致
股东的一封信中，如此表示。2019年
秋，獐子岛底播虾夷扇贝再次发生大
规模死亡事件，受此影响，公司经营业
绩再次出现较大额度亏损，全年亏损
3.92亿元。

重要养殖品种虾夷扇贝短时间内
接连三次大规模死亡，獐子岛也被一
些投资者戏称为“故事大王”。特别是
2019年秋季抽测再次发现扇贝受灾
后，市场质疑声音不断，纷纷调侃“扇
贝跑了”上演第三季。扇贝到底受没
受灾？公司的监测预警系统为什么没
防住灾情？接连受灾后海水养殖还要
不要做下去？《证券日报》记者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

对于海水养殖中的监测预警，大
连海洋大学苏延明教授近日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肯定还是
手段越多越好。”

到底受没受灾？

扇贝到底有没有受灾？《证券日
报》记者从大连市政府相关部门得到
的消息是，受灾的不止獐子岛一家，其
他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

灾情蔓延时，在现场走访多处养
殖海域后，2019年11月16日，《证券日
报》记者被准许随同大连市政府相关
部门组织的专家组，对长海周边海域
底播虾夷扇贝死亡情况进行调查。当
天的日程安排是上午现场调查，下午
开会研讨。在抽测调查现场，除了《证
券日报》记者和专家组所在的由长海
县协调的辽长公安1号船，还有獐子岛
协助安排的一艘采捕船和一艘载有多
家媒体记者的科研船。当天共抽测三
个点位，包括专家组和科研船上的记
者选定，三个点位抽查情况显示，受灾
情况都很严重。

在专家组所在的辽长公安1号船
后甲板上，《证券日报》记者看到，当日
采捕上来的扇贝，死亡比例依旧很高，
大部分都是空壳，每箱能挑出的活贝
并不多。

“这一看就是新死的扇贝，如果死
的时间长了，壳里的颜色就变了。你
看大部分都是刚死的，壳都是亮亮的，
雪白雪白的。”一位水产行业专家一边
翻捡着扇贝，一边说道。

除了死掉的空贝，活着的扇贝情
况似乎也并不好。《证券日报》记者在
现场看到，即便是活着的，贝壳里也大
都灌满了泥沙。一些闭得很紧，需点
力气才能撬开的贝壳，里面也是如
此。而正常捞上来的活贝，里面很少
会有大量泥沙的情形。

“扇贝濒死前的状态就是这样，闭
壳肌收缩无力，外套膜萎缩。”有专注
贝类研究的研究员扒开一个尚且存活
扇贝的贝壳表示，“所有贝类临死前都
是这个状态，这些活贝的状态并不
好。”

当天下午，《证券日报》记者随专
家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人员来到大长
山岛，在长海县政府五楼大会议室召
开座谈会，听取长海相关扇贝养殖企
业情况汇报，并由专家对扇贝死亡情
况进行探讨研判。会上，包括獐子岛
在内4家企业反映的情况显示，此次受
灾波及长海县大部分海域，部分企业
损失情况较重。

“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经常出现
大批量死亡现象。”长海县某小型水产
公司负责人在介绍情况时表示，公司
养殖面积相对较小，2014年后，公司在
2015年、2016年大概播了九千余万枚

苗种，正常2017年、2018年进入收获
期，但实际生产中，亩产只有2公斤至3
公斤左右，较过去正常时40余公斤的
亩产相差甚远。

“我们公司比较小，没有各种监测
和统计数据，但就公司从播苗到最后
采收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绝收。”该
负责人在座谈会上如此表示。

但也有公司是部分区域出现灾情。
“2016年-2017年公司底播扇贝

分地区出现过大面积死亡。2017年、
2018年播苗的规模都不少，接近100万
亩。”长海县另一家水产养殖企业负责
人在介绍情况时表示，“（2019年）10月
底和11月初，普查时还没有发现异常，
前四五天（11月16日的前四五天），再
普查的时候，分区域发现死亡情况，有
的地区死亡率在50%以上，有十几万
亩死亡率在20%-30%，接近40%，其他
区域还比较稳定。”

还有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当时的抽
测情况是部分受灾，据该公司一位副
经理介绍，（会议召开的）前些日子曾
对2017年至2018年播苗情况进行盘
点，盘点的20个点位中，有8个点死亡
率达到30%。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在2019
年11月份传出扇贝受灾消息后，有金
融机构离开獐子岛抽测现场，曾第一
时间对其他贷款客户启动摸底调查。
该机构对某养殖企业五十余万亩底播
海域的抽测结果显示，该公司底播虾
夷扇贝死亡情况也很重，死亡率高的
区域接近80%。

在更高层面，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局后来还曾组织专家组于2019年11
月27日—30日在辽宁大连开展调研，
并于2019年12月11日进一步组织召开
贝类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该调研组
实地抽样扇贝死亡率与2019年11月16
日大连市相关政府部门组织专家抽样
得到的死亡率结果相近。调研组还注
意到三个现象。一是调研期间，不断
有大量死亡扇贝空壳被打捞出水，表
明确实向海中投放了大量的贝苗；二
是死亡的扇贝个体普遍较大，多数为2
龄以上扇贝，表明大多数扇贝苗种在
投放到海底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生长良
好；三是许多扇贝死亡个体或者存留
部分软体部完整，或者壳连接肌依然
存在，或者闭合肌仍然有力，表明这些
个体为近期死亡。

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的受灾问题，
大连市政府相关部门一位内部人士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小的企业和养
殖户本身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就很
难，所以在受灾的时候并不会对外讲，
怕消息走漏后银行抽贷。”

监测预警为何未避免死亡？

在2014年初次大规模受灾后，獐
子岛就加大对养殖水域监测投入力
度。在2019年11月16日下午的座谈会
上，獐子岛也是唯一能够提供详尽的
水文、气候、底质等生态数据的企业，
但据公司监测整理到的数据，2019年
似乎并没有特别异常。

据獐子岛一位技术员在会上所做
的汇报，2019年1月份-10月份平均气
温较2018年高1摄氏度，但较2017年同
期低0.33摄氏度。降水量则与历史同
期和2017年差异不大。水温方面，表
层水温与2018年基本持平，较2017年
低约0.5摄氏度。高温天数较2018年
和2017年都要少一些。

2019年每三个月提取一次的潜标
底层水温数据显示，南部区域 ，7月
份-8月份较历史同期低约1.3摄氏度，
9月份较同期高0.8摄氏度，10月份与
往年基本持平。水温变化稳定，10分
钟波动最大值小于2摄氏度。东北部
区域，7月份-8月份也较同期低1.3摄
氏度，9月份、10月份与同期持平，10分
钟波动最大值小于1摄氏度。

2019年7月份，国家贝类产业技术
体系病害防控研究室、獐子岛综合试验
站在獐子岛贝类资源养护事业部配合
下曾两次开展高温期应急性调查。拖
网采捕的底播虾夷扇贝，提取到的潜标
数据，以及测定的生态环境相关数据和
虾夷扇贝糖原数据，均显示当时的生态
环境和虾夷扇贝存活状态是正常的。

饵料丰度方面，据上述技术员介
绍，2019年的2月份-3月份较往年同期
略低，4月份-9月份显著高于同期，10
月份与2018年基本持平，1月份-10月
份平均较历史同期要高约60%。各项
数据显示，2019年的气候、水文等指标
并未出现明显异常。

獐子岛在公告中强调，海洋生物
的增殖和养殖无法及时做到对于生物
死亡的预警提醒，亦无法有效实现避
免死亡结果的发生。

同时，公司表示，目前国际、国内
尚未有对生态指标、生物指标进行关
联评价标准的研究。

扇贝死因是什么？

在2019年11月16日下午的专家座
谈会上，一家养殖企业负责人在汇报
情况时，就其公司十几年养殖情况进
行分析，认为在多次采捕过的区域，一
般就会出现严重死亡的情况，拉网采
捕的次数越多，情况也会越严重。一
家大型水产公司负责人表示，扇贝死
亡情况每年都有，也有部分海域是好
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死亡，
可能有海流变化 、海洋气候变化等方
面因素，确实说不明白。

獐子岛负责汇报情况的技术人员
当时表示，对于扇贝的死因，公司技术
部门初步认为，竞争性品种扩张、养殖
规模过大、苗种应激、养殖模式单一、缺
乏对环境突变的预防机制、病原感染都
有可能成为大规模死亡的原因。但具
体是哪方面因素引发的，尚不能判定。

在座谈会上，中国海洋大学慕永
通教授表示，实际出海考察情况显示，
几家企业陈述客观属实。对于此次受
灾，要把整个北黄海都放进关注的范
围，对扇贝死亡原因的求证过程要严
谨，不能简单地轻易下结论。如对底
质的变化就不能仅关注物理形态的变
化和简单的水质数据，饵料方面不仅
要关注数量，也要关注其对于扇贝的

“适口性”。
参与调研的王崇明教授，是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病
害领域的专家，他认为竞争性品种的
大幅扩张，对扇贝底播养殖，或是一
种潜在的危险。

“据《中国渔业年鉴》数据，2018年
我国贝类总产量是1400万吨，其中增
长幅度较大主要是蛤和牡蛎，其中牡
蛎的滤食率比较高，是扇贝的竞争性
品种。”王崇明教授当时在会上表示，
已知的两种病毒中，牡蛎疱疹病毒宿
主比较宽泛，对贝类危害也较大。在
其对牡蛎的监测中，牡蛎疱疹病毒呈
现不好的趋势，2019年首次检测到该
病毒，南方某省的牡蛎2019年也发现
了这种病毒，包括牡蛎等品种在内的
滤食性贝类在北黄海的快速扩张，或
对养殖产业带来风险。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研究员梁
玉波博士每个月都会对相关海区进行
监测，积累了丰富历史数据。其分析，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黄海海域和渤
海海域正呈现严重的酸化问题，带来
的就是海藻小型化、有毒化，甲藻越来
越多，适合扇贝进食的硅藻却越来越
少。此外，陆源大量氮源排往海里，引
发海水氮磷比严重失衡，已从原来的
1：16变成现在的1：40左右，对扇贝所
需滤食的浮游生物影响也非常大。座
谈会上，梁玉波博士分析，环境因素或
是扇贝受灾死亡的一个诱因。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院的于佐安
研究员从饵料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据其研究得到的结论，浮筏扇贝与底播
扇贝的饵料结构并不一样，浮筏扇贝以
硅藻为主，底播扇贝以底栖藻和底栖碎
屑为主。据其监测到的大连周边海域
数据，饵料丰度方面往年是2月份-3月
份高，5月份-6月份低，低的时候在每升
1万到2万个左右。2019年的情况是2月
份-3月份与往年持平或略低，5月份后
大幅升高，高的时候每升海水20万个至
30万个，这个数值应得到关注。

一份综合调研结论认为，底播虾
夷扇贝大量死亡，是海水温度变化、海
域贝类养殖规模及密度过大、饵料生
物缺乏、扇贝苗种退化、海底生态环境
破坏、病害滋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海水养殖还要不要做？

接连几次受灾，为进一步控制风
险，近年来，獐子岛制定的一个重要战
略就是“瘦身放海”。“瘦身”就是处置
一部分非核心资产，“放海”就是进一
步压缩底播虾夷扇贝规模。

为进一步关闭海上敞口风险，
2019年12月13日，獐子岛第七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
部分海域的议案》，同意放弃海况相对
复杂的海域约150万亩。

根据公司的规划，自2020年开始，
以优化适合本地生态系统条件的虾夷
扇贝新技术、新良种、新模式，每年中
试虾夷扇贝约10万亩，基本关闭底播
虾夷扇贝增养殖风险。

“海水养殖是食品安全粮食安全
的重要部分，全球范围内都在加强对海
洋的探索，我们不能遇到困难就放弃。
海洋开发是獐子岛六十余年的发展根
基，我们一定要守住。”对于缩减养殖面
积，獐子岛董事长吴厚刚近日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獐子岛所有
的海洋开发项目中，目前只有扇贝一个
品种出现意外，鲍鱼、海参、海螺、海胆、
牡蛎等品种发展的都很好。目前针对
扇贝受灾所进行的调整，只是品种结构
上的调整，海水养殖仍是公司的核心主
业之一。公司并不是不发展海洋，而要
是要更强化海洋。”

对于公司推进的资产处置瘦身计
划，吴厚刚表示是为了进一步聚集主业。

“公司前些年效益比较好的时候，平
台和业务涉猎较广，目前处置了一些资
产，有些效益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主要还
是为了进一步改善机制。”吴厚刚讲到，

“通过进一步聚集主业，建立示范区，寻
求进一步的标准提升，通过资源保护、科
技创新，来让公司变得更‘健壮’。”

记者从獐子岛了解到，公司计划
保留相对优质的海域约85万亩，其中
55万亩用于海参、海螺、鲍鱼、海胆、
牡蛎、藻类、鱼类等资源养护和养殖，
30万亩用于抗逆性虾夷扇贝和大西
洋深水扇贝等优良品种的底播增养
殖中试和探索。

“准备保留的这85万亩是传统的优势
产区，都在獐子岛四个岛的近海，我们放
弃了风险相对较大的远海等外围海域，核
心资源区并没有放。”吴厚刚补充道。

獐子岛2019年巨亏3.92亿元
“扇贝跑了”是不是一个故事？ 本报记者 李春莲

“五一”前夕，北京市西城区出台学区新
政，即今年 7 月 31 日之后将实施多校划片。
这让很多家长没有了度假的心情，还有最后
三个月的时间，要不要搭上最后一班车，为孩
子取得一个确定的上学名额？

链家中介小祝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新政出台后，新上线了不少房子，不少业主急
于出售，等实施多校划片以后，学区属性下
降，价格肯定会有所下降。

买还是不买？从去年就开始看西城学区
房的小杨在上述政策出台后，更加迷茫。

他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为了孩子，
买西城学区房肯定是不错的选择，以我们的
预算来说，买得起的房子居住环境又太差。
多校划片以后，意味着不一定能上想上的学
校，不确定性太大。”

多校划片为二手学区房降温

4 月 30 日，北京市西城区发布《北京市
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关于西城区 2020 年义务
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下称《意
见》）明确，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后，西城区
购房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家庭适龄子女
申请入小学时，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
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
区内入学。

此外，自2020年起，西城区将对适龄儿童
入学登记地址及就读学校实施记录，自该房
产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内
只提供一个登记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
的除外)。

西城区不是第一个实施多校划片的区
域，东城区在2018年6月30日实行多校划片，
海淀区在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多校划片。

业内认为，实施多校划片的初衷一是为
学区房降温；二是希望教育资源能均衡分配。

《证券日报》记者从某中介平台看到，以
西城区一流一类小学育翔小学为例，最近7天
内，新上了74套房子，有80套房子降价，平均
降2.3%，最大降10.3%。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此类规定可以看出
两点。第一、各类房产的入学学位在6年内只
能使用一次；第二、即便是购买了学区房，其
学区的分配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即不能保
证意向学区的获得。

严跃进认为，此次政策应该说体现了当
前学区改革的重要导向，即通过限制学位和
随机分配学区的方式，使得部分二手房的买
卖降温。在过去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可以获
得较好的入学名额和机会，很多购房者会选
择部分户型小的学区房，这也使得此类学区
房出现了价格炒作等乱象。而通过此类学
区的政策调整，客观上为学区房降温。同时
也改变了教育的方式，使得小学教育更加规
范，也促进教育教学资源更加合理配置，其
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和房住不炒等都有积极
的作用。

部分学区房现恐慌性降价

“‘五一’假期期间看房的客户特别多。”
负责西城月坛片区的链家中介小张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价格方面，老牌牛小和比例直
升市重点中学的小学划片范围内的业主，部
分出现了一些恐慌性降价。随着政策出台，
一些热门校（不均衡片区），担心多校划片以
后房子要降价，所以主动降价想尽快成交的
比较多。

小张还以自己前两天成交的一套房子为
例，一套49.4平方米的一居室，报价715万元，
成交价 673万元，降了 42万元，而这房子有 7
个报备的意向客户。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查阅二手房中介平
台发现，以西城区一流一类学校实验二小为
例，其配套的学区房，65平方米的两居室最低
的挂牌价超过 1000万元，每平方米价格超过
15万元；更有面积较小的一居室，每平方米挂
牌价格达到20万元。

据了解，高达20万每平方米的房子，多为
“占坑房”，由于房子年代久远，房屋面积太
小，一般不适于居住。家长购买此类房子的
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孩子拿到一张“入学券”。

事实上，一直以来，西城区和海淀区被称
为北京教育的两大高峰。由于海淀区以疯狂
给孩子上辅导班而闻名，让许多家长没有时间
也没有金钱“拼娃”，直呼“拼不起”！。“佛系”的
西城也因此成为很多家长们的首选，这直接导
致西城的学区房让很多人“高攀不起”。

“不少客户想搭最后一班车，最近一些
客户成交周期都在 1 天至 2 天，有合适的房
子就定了。但最近新出的房子也多，比如金
融街片区，5月 2日当天出房 70套。”小张还
表示，这次政策受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什刹海
和金融街划片，以往价格较高，金融街片区
之前投资客多一些。多校划片以后，西单、
宏庙、实验二小等学校受到的冲击比较大，
所以出房量大，赶紧卖了可能少亏点。德胜
和月坛片区学校实力均衡一些，影响相对来
说不太大。

严跃进也认为，从购房者的心态来讲，最
近肯定是会加快买房的。会有家长为了取得
确定的入学指标名额，而争取搭上最后一班
车。但后期政策实施后，房价肯定会降温的。

西城宣布实施多校划片
有学区房现恐慌性降价

本报记者 桂小笋

5月 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
提及，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
零售场不得使用超薄塑料袋。结合
1月 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
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简称：限塑令）中，
对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提出了
禁止使用要求的相关规定可知，塑
料制品及其替代行业，面临着全新
的发展转机。

在劳动节假期期间，《证券日报》
记者走访了北京一些商超线下卖场，
目前来看，免费的连卷袋使用数量仍
然十分惊人，而电商平台的包装也未
刻意使用塑料产品的替代品。“具体
商品的包装是在门店完成的，平台只
是提供了手提袋”，有电商平台向《证

券日报》记者提及。

造纸龙头企业被持续看好

“有没有志愿者愿意做垃圾分类
上门推广工作的？”《证券日报》记者
看到，在北京市的某小区业主群里，4
月30日左右，有物业人员在筹划如何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显示，除对居民生活垃圾有所
规定之外，对于超市、商场、集贸市场
等商品零售场的塑料制品使用也有
提及。

对此，物美集团相关人士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实
际上，物美早在 2008 年就开始使用
收费塑料袋，支持环保事业。对于
此次即将实施的《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物美也充分给予支持。

在塑料袋规格方面，物美销售的塑
料袋厚度为 0.027毫米，符合国家使
用标准。

在《证券日报》记者的走访过程
中，多位消费者提及，缺乏替代品造
成购物不便，仍是妨碍减少使用塑料
制品的主要原因，这也意味着，替代
产品的市场仍有极大开发空间。

此前，有券商研报提及，应对限
塑令，龙头造纸企业提升技术布局产
能，强者恒强。新版限塑令的推出将
为造纸行业带来巨大的行业机遇，面
对限塑令带来的相关纸制品的需求
提升，造纸企业如何提升自身技术、
进行产能布局及完善产业链将决定
企业能否抓住此次机遇。龙头企业
有望凭借自身规模优势、原材料成本
优势及技术优势进一步提高市占率；
为满足限塑令带来的白卡纸需求，抓
住行业新机遇，白卡纸龙头企业注重

提升技术，尤其食品级白卡技术，研
发费用占比逐年提高；废纸系龙头企
业加快推进产业链一体化、加速海外
产能布局，积极应对箱板纸替代需
求。龙头企业有望充分把握限塑新
机遇，进一步提升行业集中度。

企业实质受益需要时间

有公司人士对《证券日报》提及，
限塑令的确为公司带来利好，但由于
销售渠道、市场分布等原因，目前难
言业务有实质性的影响，实质受益需
要时间。

2018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
的《零售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报
告》显示，对于零售企业而言，替代产
品的缺失，是减少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用品使用的主要难题。

对于塑料制品的替代产品是

否会增加运营成本的问题，上述物
美集团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物美早在 2008 年就开始试行塑料
袋收费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免
费的连卷袋面临使用量突增的情
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费者对
环保事业的理解，目前连卷袋和收
费塑料袋都处于正常成本控制内，
同时物美也鼓励大家使用自带的
购物袋。”

不过，上述物美集团人士也坦
言，虽然连卷袋的成本在控制范围
内，但目前仍有部分消费者利用免
费的连卷袋代替塑料袋装商品。实
际上，连卷袋属于初级包装产品，安
全等级和质量等级无法与收费塑料
袋相比，也无法直接装熟食和过热
商品，“希望新政推出后，消费者可
以多带可循环利用的购物袋，避免
浪费连卷袋。”

北京垃圾分类再提“限塑”零售企业鼓励使用循环产品

专家组成员察看死亡扇贝 摄影 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