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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以来，我国黄渤海和东海海域的主要鱼业资源(fish町=0""田)长期处于衰退状况，我国政
府意识到悔洋资源衰退的时间并不算太晚，为此制定和实施了 系列的保持渔业资源的文件和管理法

规。 建同以来，与渔业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性规范性文件达5田多件[110

然而，海洋渔业资源在退的局面依然没有好转， 表E 渔船总吨位前5佳的国家{酬年}

许多鱼类的资源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此期间 Tab.l DE啤回国由咆V酣曲t叩缸"帽皿缸恤

些新开发的渔业资源，也未能吸取教训，做到合理利 峙'回回m曙(t帽)

用，反而是卅监 种，就很快衰退。 80年代以来，我 国 家 渔舶〈百万吨)

国海洋捕捞1I匿继续成倍增长，到1997年达到了 中国 5.55 

俄罗斯 2.99 
450仅则艘陆船l2J 而1981年渔船数为60960艘[3J，20 

年间增长了6.4倍，捕捞力量高届世界首位，远远超
过其它国家(表1)。 渔业资源管理的环境在进一步

的恶化。 事实说明，思管我国的渔业资源管理取得

了 些成绩，但依然处于效率低下、执法不力的状

日本 1.51 

美国 1.4() 
印度 1.'" 

注2本表据文献[2J v 

况。 回顾和检讨我国在渔业管理方面的政策和贯彻这 政策的措施，笔者认为，我国在植业管理过程中

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指导方针方面

《渔业法》是我国渔业管理的基本法，实施《渔业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

使渔业做到合理开发利用。但是，在植业管理措施的规定上《渔业法》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植业资源

管理的最重要的 点是，必须以资源的再生能力作为资掠养护和利用的基础，在确定植业生产投入量和

产出量以及制订渔业管理措施时，应考虑种群资源量的再生能力。《渔业法}中时这一重要精神反映不

够充分。 这种局限性也存在于其他指导渔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中。 可见，我国渔业管理的基本法规政策

还没有深刻反映出养护资盟、保护生志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其结果容易造成渔业生产盲目追求

速度和产量，而起视了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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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产业面对资漉衰退而劳动力众多的困窘局面，强调"左展两头，改苦中间，突破加工。"不少人

对过一政策有误解，期望通过发展养殖业和远洋捕捞能起到保护近海也业资源的作用。 然而，且我国近

四年水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养殖业和远洋捕捞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捕捞强度却井不因此辈

人们荷峨的那样破少，相反依然保持快速增长。 这民明，直IIJ果斗狠抓近海撞业资源的保护，发展养殖业
和且洋捕精品不能起到间接保护近海渔业资掘的作用。 同为死国近悔作业的大量小吨位渔船既不能用

于养姐业，也不适合远洋捕街，因而小能吸收近海捕捞力量。 另外，如果近海捕捞还是有利时图，如果增

船增间的限制执行不力，那么，即使有人政行从事养殖或远洋捕捞，马上会有更妻的人补充进来取而代
之

事实证明，我[司的植业指导方针观念已与当前国际渔业管理的新形势不相称，难以适应可持续发展

的哇求.'12:'、须作重大的调整，否则会使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2 管理体制方面

我|叫íi<!业管理的原则是6统 领导，分级管理"。 这一大原则是 适合我国国情的，问题是在具体规定

和实施中存在较大的混乱和矛盾，在《渔业法实施细则》中，既有机轮底拖网禁温区线内外之分，也有近
悔外海之廿，还有大型和J非大�渔船的区别υ此外，笔者认为，在溃、1，的执法和监督方丽，不院划地为

牢，各自h政

j主伸原则七的概糊和泪乱，造成渔业管辖权的分散和下放，地};政府冉很大的管理权利，有的比t

披捉利更止，相吁程度l削弱r中央植业管理机陶对各地渔业生产的管理和监督。 而地方行政领导普

遍受到来自忏方由的压力，很难做到既照顾到局部利益和当前的经济利益，丑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平

曲 在这种矛盾的状况下往往是牺牲渔业管理的严肃性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满足渔业产量的需

要 管辖权的什散和下版还窑昂形成地庆之间的"竞争性渔业"而不是形成更有利于保护搞业资源、促
使渔业资源合理利用的地区合作的机制。

管理体制的另 问题是，渔业牛产、资源管理和执法在行政上互为 体，难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资源

管理肌肉相执法队伍，致他管理措施的制订和实施受到不必要的十、涉。

3 管理措施方面

子立国?但业管用一直以来主要是来取投入控制的方法，基本没有实行或者尝试实行产出控制措施。

实施这些投入拧制的梅业营理措施， 定程度「减摆了捕捞努力量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些管理措施执
行平当，效果并不是很好，特别是投入控制的 主要重要途径即严格控制捕捞船只数量，几十年束一直没
有取得成功，捕捞挥))量远远超出资源所能革莹的限度，成为搞好摘业管理，恢复渔业资源的 一个极大
的障碍r

另 方面，渔业管理单纯依靠投入控制的方法井平能且根本上减少捕捞死亡革数，因为这些措施只

强调f捕捞费力量的一方面，而没有解决提高捕捞技术、增加捕捞效率所带来的问题，有其致命的弱点，
难以保证商业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这种缺陷己被国奸的许多渔业管理实践所证明。 例如，

本世纪初，主同和川拿大北太平洋鳞鳞资源管理['J。

我国的W!业管理未能采取产出控制，而主要靠 些投入控制的方法，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海

域资源结构组成复杂，许多种群开发过度，管理水平有限，资源的监控系统有持完善，资源的调查和评估

有待大力加强等等。 此夕，渔民的素质和对此的认识有待提高，对定量管理措施的研究需要进 步加
深，说明在我同较伞面地实行产出控制的方法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4 几个问题的讨论

单的束说，JJ<圆的渔业管理还处于较鸪后的状况，在观念意识、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等方面都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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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些问题。 当前，我国渔业环境jE遭受到两万面的破坏，一方面是沟业白身过度厅发所造成的资源严

重衰退，坤一方面是温业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在域污染等破坏生态现象c 且切需要元苦f鱼业管理自身存

在的问题，以便改变不利局面。

对我国这样 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护渔业资源、对渔业资搬进行有煌的综合管酬是 件刷难的

事。 即使是发达国家，职罩了上百年的经验教训，来取了种种措施，如贯彻不力，也有失败的c 们12，走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加强环境保护越来越成为人类共同的认识。 1992年联合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

的《里约环境与直展宣言》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顶肋忡原则等。 这

些原则也具体反映在国际渔业管理的最新发展L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渔业管理水平，改善渔业管用

的现状，为了进 步实施高效的渔业管理的前提条件，首先要果取以下 些措施①A: riJ持续发展的道

路，是我国的一项战略决策。 具体反映到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t.则有许多重要的原则相概念λ 这些

原则相概念必须体现在有关的渔业法规和管理措施中，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不能光靠教育，也

无法靠渔业生产者自觉地执行c 必须以法制的手段，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c 因此，要修改和完善

{渔业法》等基本法规，使之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②加强渔业管理的统 领导，立苦出业管理悼制υ 陆业

管理系统包括管理机构和执法机构，二者应有各自不同的职能，相互分离，ti，[监督口 在渔业管理的决

策过程中，还离不开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应有一个渔业再询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以便使科学家有提供
咨询和建议的渠道。 ③加强我国渔业管理租渔业法规的研究，试行新的渔业管理措施，特别是定量管理

措施。 目前，东海区 些中上层渔业资源状况尚好，捕捞力量适中，主要作业方式是围网，船数相对较

少，卸货渔串较集中，基本具备实行TAC管理的有利条件，可以从巾蓝择一两个鱼种试行。 对底层相近

底层资橡米说，作业方式较多，渔船数量巨大，渔港码头广语分布在东海民各地，并且大多资源衰退严

重，目前实行任何 种定量管理方法都有很大困难。 当务之急是制订中央和各地的许可证发放标准和

指标，实行减船、限船计划，减少底层鱼类资源的捕捞力量。 ③我同渔业资源的调存研究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我国近海主要经济龟类的洒游、分布规律和资源状况也有待更深入f解。 这种状
况正越来越成为提高我国渔来管理水平的障碍。 国家应将渔业资掘的调字号研究列入公桂性质的项目，

增如投入，能做到持续朝定期地开展工作，为渔业管理决策提供更准确的科学依据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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