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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ISO 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的概念、要索和实施等方面，对渔业管理和资

源保护工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渔业管理的趋势和一些公约、管理措施形式的

内涵，对我国渔业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给以启迪，以便引起对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平衡问题的

重视。文章还建议我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应加强渔业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各自的泡业

资源环境保护方针和规划，并公开宣布，接受公众监督4建立对泡业生产活动的所有环节的记录证

明制度，以便对各组织在贯彻执行所制定的渔业资源环境保护方针和阶段性规划fi标的情况进行

评估和督查s建立和严格实行绿色标志制度，严禁违规捕捞、销售和购买幼鱼，从市场环节杜绝捕

捞幼鱼的现象』应充分重视国际上提出的生态标记问题，应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以适应国际险业管

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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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运动，各国政府、组织、科学家以及广大群

众都意识到"环境、资源、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联 合国于1972年发表"人类环境宣言"

(斯德哥尔摩宣言) ，1992年发表了"关于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21世纪议程"、"联 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等文件，还制订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宣言和公约[李瑞1997J。

在环境保护方面，国际标准化组织(1S0 ) 意识到标准化工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应

起的作用，响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 统一世界各国的环境管理

标 准， 加 强国 际合 作 和交流，减少世 界贸易中 的非关税壁垒，于 1993年开始逐步推出

ISO 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我国也相应提出了GB/T 24000系列标准，进行宣传、贯彻和实

施，这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 施和保证。

在渔业资源保护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1994 年发表的一份世界植业状况述评中，指出

全球海洋捕捞的年相对增长率已接近零。也就是说，传统的植业资源已接近最大产量，年平均

温获量也已接近最大产量。如果对传统的植业资摞进一步加强捕捞强度，必然会造成谊业资源

全面衰退，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生态环境破坏。

为了建立科学的、系统的植业资惊和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在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中，

借鉴ISO 14000环境管理的概念很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何通过应用ISO 14000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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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概念来认识和理解国际渔业管理实践，对我国、渔业管理适应国际新潮流，特别是我国宣布

实行海洋渔业捕捞零增长的战略目标后，如何建立良性的机制，保证目标的实现，更具重要意

义。

1 ISO 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的基本概念

为了了解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与白业活动的关系，对有关的概念作简要介绍。

1.1 关于环境的定义

在 IS0 14000中 "环境(environr时nt) "的定义是"组织从事运行的外部存在，包括空气、

水、土地、自然资惊、植物、动物、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定义中的"组织"是指各种单

位、公司、团体、行政管理部门等。定义中的环境是广义的大环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可以

说是从组织内部延伸到全球系统，人类赖以生存的大环境。环境还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

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各种自然要素的组合，还包

括人类与自然要素间相互形成的各种生态关系的组合[李瑞1997J。

1.2 生态平衡与物种多样性

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皆处于稳定和畅通的状态。在

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平 衡还表现在物种的相对稳定，其内部具有自动调 节或自我恢复能力。

但是，生态系统的自动调 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外界的干扰超过限度，就会引起生态平 衡的

破坏。

各类生物物种是地球上的宝贵的资源和生命的象征。一个物种的形成要经过二千到一万

代才能遗传巩固下来，这包括人类自身的发展。专家估计，由于环境原因，到2050年将有25%的

物种陷入绝境，六万种植物处于濒危。这必将使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挑战。如果，因人类的生产

活动使水环境污染和鱼类等物种多样性破坏，则最终也会对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张坤

1998J。

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所以能在地球的大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原因是人类在生

态系统中处于生态平衡状态，人类和大自然长期和谐相处，如果，人类不能自觉地、有效地控制

大规模污染和大规模破坏自然资摞的活动，则必定会使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造成生态不平衡，

也必将不能持续发展，导致毁灭。

2 环境管理体系的要素与实施

按 ISO 14000系列标准要求建立的环境管理体系，是由5个一级要素构成的[李瑞1997J.

这5个一级要素是:①环境方针;②环境规划F ③实施、运行p④检查和纠正措 施以及⑤管理评

审 。这些要素表明了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通过有计划的评审 和持续改进，螺旋上升、循环

不断，以保持管理体系的更趋完善和提高的过程。这种管理体系及其内涵的理论，对、渔业资摞

环境保护和管理 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IS0 14000系列标准的实施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措 施来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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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规范组织的环境行为，ISO 14000系列标准要求各组织自己制定环境方针、自标和

环境规划，并以自我声明的方式向社会承诺，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2)为了确保这种机制的科学、完善和行之有效，ISO 14000 系列标准采用了与 ISO 9000 

标准相同的方式建立管理体系，通过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保证环境方针、目标的实施;

(3).为了促进各组织对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自觉性，ISO 14000系列标准推行环境标志制

度。通过标志图形、说明标签等形式向市场说明有标志产品与无标志产品的环境表现的差别，

向消费者推荐有利于保护人类环境的产品，同时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形成强大的市场力，

达到影响企业的环境决策，改善组织的环境行为的目的;

(4)为了实施环境标志制度，尤其是第三方认证标志(生态标志)，必须实施环境体系的审

核认证制度;

(5)实施产品生命周期评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合理配置和环境污染问题;

(6)环境表现评价。对组织的环境表现和影响，进行连续动态的评价，指导组织选择防止活

染、节约资源的方案，推荐新产品和科学的管理体系。

首先应注意的是，环境方针是由各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制订并正式颂布的。该方针反映了该

组织的最高管理者的价值观、信念、原则和意向，是该组织的环境管理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为

准则，表达该组织对其环境的意向与原则声明。该组织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全过程是在环境方

针的指导下进行的。组织的全体员工所进行的与环境有关的全部活动均在该环境方针的大前

题下，所有的计划、措施、行动、 都应符合环境方针，为实现环境方针服务。

管理体系要求在各组织的环境方针中必须作出以F的承诺:①遵守有关环境的法律、法

规，以及组织应当遵守的其他内部和处部要求，这些要求是环境保护工作对组织提出的最低要

求，是组织必须予以满足并作出承诺 的;②始终贯彻和实现持续改进;③重视预防。

环境方针的制定应切实针对组织的环境因素和改进的需求，适应其活动、产品、服务的性

质、规模和环境影响。

其次要注意的是管理体系中引入了产品生命周期评定制度。生命周期是指从市场营销调

研、产品设计开发、加工制造、销售分发、使用运行、报废处理到再利用的整个过程，有的人称为

"生命圈飞IS0 9000族标准称为"产品的→般生命周期"。进行生命周期评定时，要对这个过程

的每一环节(阶段〉进行资摞消耗和环境影响分析。一个好的产品设计(绿色设计)应该是生产

制造过程资源消耗少，对环境污染小，流通和使用过程能摞和资摞消超少、对环境不污染或者

少污染。产品报废时不产生大量无法自然消t窑的垃圾、能回收利用的成分比重大，同时产品的

性能又能较好地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要求p对加工制造而言，在过程中实行以预防为主的全过

程控制采用无污染或少市染的"清洁工艺"达到环境管理的方针和目标。

3 海洋渔业资源现状与可持续发展

保护温业环境和资糠的意识加强，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表现

在沿海国加强了对专属经济区的管理和国际社会通过加强区域性、渔业管理来保护公海资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渔业有关部门自提出植业可持续发展以来，开展了系统的活动，有计划地主

持制订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如高度?回游和跨界鱼类的管理公约，负责任捕捞活动准则等。并从

温业资源保护、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等角度研究具体实施方案。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渔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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摞管理和植业可持续发展上己采取了许多措施，并制定了21世纪行动计划。宣布海洋捕捞零增

长和实行伏休是其中之一。

但是，全球的植业资源与.ff境问题仍不容乐观。经过多次专家咨询讨论，联合国粮农组织

发表文章表明白AO 1998J.全球的捕捞能力大大超过、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根据对25年4000

个数据资料的分析，表明1/3鱼在处于濒危状态.1/3为过度捕捞，造成植业资源破坏和物种多

样性的平衡失调$同时因过度投入，使经济效益降低F 同时还指出，水产养殖和捕捞关系到21世

纪人类粮食安全[蒋圄平1999J。

中国渔业产量为世界第一，占世界水产总产量的1/3[农业部、渔业局1998J。这奠定了我国

的憧业大国地位。但是，由于中国的温业生产是粗放型，是以资惊和人力的消耗为代价，即投入

产出比低，科技贡献率为48%;又因为我国近海谧业资晾在强大的捕捞船队民期捕捞下，己处

于濒危状态，单位努力量的温获量严重下滑，几乎所有经济鱼类都难以形成渔汛。因此，对于我

国渔船数量不断增加和生产量的不断增长，国内外植业界并不赞扬，而是认为对自然资源的掠

夺和浪费，对此现象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中有两个与憧业密切相关，它们是生态环境思化与新

资源开发问题，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与保护问题。

引起生态平衡破坏的主要因素分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是指人类的不适

当的活动，包括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发利用，工业生产和生活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等。例如，在植

业生产中，过度捕捞使某种经济鱼类资源锐减或衰竭，捕捞对象向食物链低段转移，赤潮频频

发生等现象都表明海洋中的生态系统已被严重扭曲。"东方不亮，西方亮，捕完一 种鱼，会有新

鱼种补上"的错误观念在我国还有市场。往往在开发新捕捞对象 和新渔场的活动中，一方面对

海洋生态中的鱼虾物种，依次由高向低地、逐一毁灭性捕捞。另一方面由于鱼类资摞是流动性

资惊，谁捕到就为占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憧船数成倍增长，故经过几十年掠夺性捕捞，目

前我国的重要经济鱼类资摞均已衰竭，主要捕捞对象都是处在海洋生物食物链底层，如虾，拟

沙丁鱼等。又如，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包括水产养殖的废水和挽衣粉对水环境的、污染，造成鱼

类受污染和死亡。此外，人工培育的鱼种逃逸到自然环境中，与野生鱼类的海杂等。上述情况都

会破坏物种多样性，造成生态平衡破坏。

就植业来说，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主要涉及保护物种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平衡，

避免生态破坏或失 衡，密切关注物种灭绝的危险，加强植业资源保护等是谊业可持续发展的前

题。

4 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与海洋渔业管理的比较研究

ISO 14000是一种环境管理体系，它的科学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可供植业管理参考。以下将

从该管理体系的角度来分析海洋植业管理实践，根据ISO 环境管理体系的要素进行比较研

究，以便得到启示。

4.1 组织的自我声明和承诺

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严峻情况 .1999年初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温委会会议发表了"罗马宣

言"[蒋国平1999J.提出减少30%捕捞能力或憧船。我国政府在原则上同意"罗马宣言"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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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实行海洋捕捞零增长。表示对保护海洋、渔业资摞的

关注和实际行动。海洋捕捞零增长是我国政府的战略方针，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国际社会

对我国政府的声明以及实施2至3个月的伏休反响积极。例如，在中美、渔业管理的交流会上，美

国政府高度赞扬此举。

根据ISO 14000的管理理念，各级政府组织和企业 都应制定自己的植业资摞环境保护政

策，并以声畴的形式宣布，接受公众的监督。从最基层的单位做起，使、渔业资摞环境保护工作成

为各单位的自觉行动。显然，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各企业单位还停留在被动执行植

业法规的阶段。

4. 2 提高环境意识，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良性的机制

我国温政和地方有关部门利用伏休，组织渔民学习有关保护油业资源知识和法规，提高渔

民的自觉性。同时，通过制定政策，建立保护植业资源的机制.以梅洋捕捞零增长为例，国内对

此 反应积极，加强了资摞保护的意识。例如，舟山地区一名植业管理工作人员说〔钟友仁

1999J:"海洋植业零增长有利于憧区干群从根本上转变旧的思想观念。从历来靠船增网谋求产

量增长的传统思维定势，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植业综合开发效益的方向转变。从海上‘有鱼大

家捕，不捕白不捕'的自由掠夺植业资糠的无序、无度竞争，向依法捕捞，保护资熄，为子孙后代

造福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舟山乡音报登载了一位捕鱼名老大的话"早该实施了，资源

破坏太严重了。过去因自己是名老大，为了保名声而追求高产，为了经济效益而尽量多捕鱼。结

果是捕的鱼越来越小，小鱼比例越来越多……";渔业管理部门的领导说，过去过分追求产量指

标，产量数字表示政绩"数字里出干部" 容易造成虚报统计产量。现在的政策是以零增长或负

增长为政策，给基层干部松了绑，有利于科学管理和保护资源。总之，我国宣布海洋谊业捕捞零

增长有利于形成保护植业资源环境的舆论环境。

但是，目前我国的企业还存在仅仅庄重捕捞产量和经济效益，对捕获幼鱼未采取严格的措

施的现象，有的还持默许的态度，时有违规捕鱼现象发生。帆张网作业中。超比例地大量捕获幼

鱼等。又如，在实行伏休期间，不少地方政府提倡和鼓励"一船多用"，将拖网船改为灯光围网作

业，以便在伏休期间可继续作业，提高经济收入。而开捕时，又"倾巢而出气造成总捕捞能力和

强度不但没有降低，反有增强的事实，不利于植业资惊保护，显然在这方面尚有大量工作要做。

因此，要促进各组织对建立、渔业资源环境管理体系的自觉性，提高环境意识，形成强大的

舆论压力和良性的机制，达到影响企业的环境决策和改善组织的环境行为的目的。

4.3 持续改进和重在预防，实行环境表现评价

植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必须重在预防。至今为止，人们对生态系统的了解是很不够的，

而且生态系统破坏后，是不可逆转的，将是灾难性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一项新的政策或

目标都需要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例如，宣布零增长后，国内各级部门在实施中反响不一。由

于目前的捕捞产量是以产值按标准价格折算得到，故有些人认为只要在折算时调整一下，就可

满足目标要求。这显然是对零增长的战略目标意义认识不足，同时是被此项工作的艰巨性所难

住的表现，需要继续加强宣传教育，使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了实现零增长，温政管理部门从

船舶数和马力的"双控"着手，同时还延民东海的伏休期为3个月，南海开始实行2个月的伏休期

等。但是，要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还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防止伏休后开捕时，大量温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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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的捕捞现象，可采取配额制等;严格实行许可证制，控制和限制网具的规格和数量;减少

和禁止使用危害渔业资源的捕捞工具，如小同目的帆张网;在管理措施跟不上的情况下，禁止

使用电捕虾等作业;持续改进和提高温业管理水平。

按ISO 14000 管理的办法，应对温业企业、管理部门等组织的保护植业资惊环境的表现和

影响进行连续动态的评价。从各级政府到各种植业企业， 都应制定各自的保护憧业资澜的阶段

性措施和行动计划。定期检查和改进，在达到目标，经评估后，制订新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实现

螺旋式持续提高。目前我国的温业企业还没有建立自觉主动地保护憧业资惊环境的机制，还处

与被动地执行植业法规和保护渔业资糠的规定的状态。这表明、渔业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4.4 渔业管理是一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配合

憧业管理和、渔业资摞保护不仅涉及生物学，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例如，舟山群

岛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的也业基地，整个社会和经济都是以、渔业为中心。特别是一些海岛，更是

以捕捞业为中心。当前，为了保护海洋、渔业生物资源，采取海洋捕捞车增长，延长伏休期等措

施，但同时应看到这会造成谊民经济收入降低，以及相关产业的生产率下降、劳动力过剩和社

会经济活动萧条等现象。因此，必然会要求以海洋捕捞为仨的地区改变经济结构，开展多种经

济活动，从以提高产量来发展经济的传统做法转变为以提卤质 量和附加值为主要经济发展模

式。这种转变必然需要时间更需要全社会支持才能实现。不仅仅是渔业管理部门，而且各级政

府主管 都要参与渔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积极创造实施条件。例如，发展养殖业或种植业，其关

键可能是加工和市场的开拓，否则不可能有持续发展;海岛地区发展海洋公园和旅游业，则需

交通、通讯、旅游、教育等部门以及省市等上级政府的支持，包括政策和经济的支持。例如降低

海岛之间的交通费，促进海岛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为海岛学生提供专项奖学金，促进受教育水

平提高，提高经济发展的潜力。各级政府应清醒地看到，仅仅靠海岛地区的居民是无力眺出原

有的经济结 构;

此外，国际植业管理实践经验表明，为了降低捕捞强度，保护、渔业资顿，将憧业劳动力，特

别是捕捞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非、渔业经济领域，实行植船回购计划等，将花费政府大量资金。因

此，在宏观上，"严格限制农民等非渔业劳动力进入憧业"应成为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基本政

策，通过制定法规，保护传统谊民的长远利益。目前，有些地方省市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鼓励

农民下海，从事捕鱼业。传统谊民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雇佣外地农民来降低劳务成本，均造

成海洋植业捕捞劳动力和温船数猛增。对调 整渔业结构、降低捕捞能力和强度工作造成很大困

难，增加国家的负担。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渔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制订详细的、全面的植业行动计划，而

且实施该计划不仅是植业部门或农业部的工作，而且是全社会的工作。

4.5 标志制度

按ISO 14000要求，产品均应具有环境生态保护标志。相比之下，就水产品生产来说，可分

三种:①"最小可捕体长"可以看成是一种资摞保护的标志，凡大于最小可捕体长的温获表示己

贯彻资摞保护的规定。在欧洲鱼市场上，对不符合渔业管理规定谧获均贴附有标签。我国也有

最小可捕体长的温业法规，但目前的问题是不仅要禁止或限制捕捞幼鱼，而且应重视市场的作

用，应严格禁止销售和购买幼鱼z②实行捕捞和加工生产过程的记录证明制度，以便监督，使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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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和加工生产活动符合渔业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例如，提交完整的有关捕捞地点、使

用的网具种类和规格等记录，包括按规定使用鱼虾分离装置(TED)或防止误捕海鸟等濒危物

种装置的情况。提交水产品加工和装卸记录，控制、渔船海上废水排放等，这些在国际水产品贸

易中已成为一种规范性实践;③生态标记。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8年底召开了有关在农产品中

实行生态标记的专家咨询会〔徐新亮 1999J.这项工作的概念是与ISO 14000的标志制度相似。

当前，可将第一和二项作为温业管理工作的重点。建立全社会对"绿色食品"的崇尚和重

视，自觉抵制幼鱼的销售。对符合、渔业法规的谊获物应给予"绿色食品"的档志。另外，比照"绿

色设计"和"生命圈"的概念，企业对、渔业生产的全过程应逐项分析和监督，保证对、渔业资源和

环境不造成损害或将损害降到最低水平。而对第三项生态标记问题，则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一

方面因该项工作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应立即开展研究，掌握有关技术和建立相关的制度。另一

方面还应考虑到生态标记涉及对濒危鱼种的保护，捕捞产量连续几年下降的鱼种 都可能列为

濒危鱼种，并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应注意到生态标记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通行证，也可能成

为贸易中的一种技术壁垒。可以说，符合ISO 14000等国际标准将成为世界贸易和市场竞争中

的又一张通行证，故我国有关部门应做必要的准备。

总之，对照ISO 14000环境管理的概念，我国渔业管理尚有许多地方急待改进。国际植业

正向严格管理方向发展，我国提出海洋捕捞零增长或负增长是一项正确的战略日标，各组织和

个人有都应积极建立和提高资糠环境保护的意识，制定明确的规划和阶段目标，落实政策和措

施，定期检查和改进。特别注意加强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从提高人民素质和获得技术支持来有

效地保护温业资源环境。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全社会的

协同支持方能实现。还应从制度和法律建设上着手，建立机制，保证、渔业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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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cope， specification， defin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IS0 14000 series of enviromental management standards (EMS)， a 

primary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angement in China has been carried out. The study will help creating the un

derstanding of the tendency of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related concepts of convention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world， and give comments on the fishery ecosystem protection of China， 

particularly emphasis the importance of species vari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ecosystem. The 

paper suggested that (1) The companies， corporations， firm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r institutions in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nd maintain procedures to make their 

employees or members at each level to create the awaren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fjsheries re

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2) The top manager (or manag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establish and define the organization's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envi

ronmental policy and related planning， which should b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for the check

ing and monitoring. (3) To establish a records system， collecting the documents of all activi

ties of fishing operation and relative processing and transportation， as evidences for checking 

and inspection. (4) To establish a 11 green mark" or "eco-labeling" system， and to establish 

the law or regulations for forbidding and preventing the fishing， selling and buying the un

dersize fishes and larvae from illegal catch. The eco-labeling program proposed in the F AO 

consultant meeting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work should be orga

nized in the national leve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KEYWORDS fisheries resources，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SO series of 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