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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域宽广，悔洋自然环境优越，有较为丰富的植业资源。 建国以后，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很快，但
却造成r植业资髓的急剧衰退，传统的主要经济鱼类严重枯竭，幼鱼和经济价值低的杂鱼成为主要渔获
物。 有海洋专家预言如不及时来取有效措施来加强植业管理(自由町m>m带肝.ent)， 些鱼类将很快在
我国海域绝迹。为r加强海洋植业资源的弄护与管理.1955 年我国就开始运用休渔措施，当年在东、黄
海首次实施了伏季休滥.1 蝉9年推广到我国全部管辖海域，取得了 定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制度和公海制度，我国海洋渔业的管辖范围扩大，渔业管理的任务
更趋繁重。 世界温业管理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有海洋沿岸国越辈越重视本国的海佯渔业管理。
因此，如 何加强我国的海洋渔业管理己成为我国施政部门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C>J

l 休渔措施的优、缺点

休渔措施是根据渔业资源的休生养且规律和开发利用状况，划定 定范围的禁渔区、保护区、休渔
区，规定禁渔期、休渔期，确定禁止使用的渔具温法的 革列措施和规章制度的且称。 它不仅保护鱼类
的产卵场，也保护某些特定鱼类的幼鱼，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控制或减少捕捞强度lklo 休温措施禁止了对
产卵群体的捕捞和其生息环境的破坏，为来年增加补充群体;在利于幼但生长时期内禁止对其捕捞，延
长其生长期，以提高开捕后温获物的产量和质量;单位补充量渔获量增加，使优鱼有优价，植业生产的经
济效益得到提高;此外禁温还能减少渔业生产成本;休渔措施禁止了对生击环境破坏严重或对渔业资源
有严重危害的渔具撞法，对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和植业资!1l\起到r积极的保护作用，休渔还可以促进渔业
生产者调整作业方式，或退出渔业生产，在一定程度t控制或减轻了且的捕捞努力量，休渔措施具有容
昂操作、执行成本低的优点，在渔获对象种类多、渔业类型复杂，植船、渔民数量多、分布广泛的情况下，
渔业管理部门更喜县某用这种管理方法。

休渔措施作为 种单纯的技术限制措施，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强调捕捞努力量，只在一定
时间和一定区域内对某些作业方式进行休渔，而没有解决捕揭技术提高，效率增加，撞船功率增大后所
带来的问题。 由于捕捞技术的进步，捕捞努力量的增长容昂产生渔获量过大的后果。 体渔结束之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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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温船卫投入到捕捞中，形成了捕捞努力量投入的高峰，休渔的效果当年就丧失[1]。 植业生产经济效
益的提高丑可诱导渔业生产者增加渔业生产的投入，改进捕捞技术、 增加植船渔具等，从而使总的捕捞
费力量得到不适当的提高。 因此，渔业资源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好转。 而且，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 体
渔，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可能造成一些渔业生产者抵触该措施的实施，既影响了 体渔的效果，卫可能给
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章。

2 休渔措施在国外渔业管理中的实施状况

休渔措施很早被使用，如1 9世纪初芬兰用来保护大麻哈鱼， I回8 年澳大利亚用来保护塔斯玛利亚
扇贝，却世纪早期美国和加拿大为保护北太平洋 由于过度捕捞而严重衰退的鳞鳞资源，于192 3年两国
签订了一项保护鳞鳞的条约，其中就规定了从每年H月16日到次年的 2 月 15 日为禁渔期。 在以后世
界渔业管理的发展中，绝大多数海洋植业国都来用了该措施，而且多数国家在其渔业法规中对该措施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

休温措施的实施，虽然对世界植业资源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实践中各国都感到休渔革能有效地
控制捕捞努力量的持续增长，渔业资源持续衰退。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国在渔业管理中逐渐引入其它
植业管理措施来加强本国渔业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如 捕捞许可证制度、渔具植法限制措施、单船渔获量
控制、且可捕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个别渔获配额(lndividual Qu啕s，IQ)、个别可转让渔获配额
(l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圃，ITQ)等措施。1 旦3年，犀营美
鳝蝶资源，但由于捕捞努力量持续增t长主，平到l山0年，成套温具的数量从 2 却0万 套左右增加到 1 ∞万 套以
上，结果鳝蝶资源一样出现严重衰退，每 套渔具的渔获量从II昭8k同8减少到1 口7k同g。 直到19皿年，两国果取
了渔具尺寸和性能、总植获量和每 航 次撞船的人均捕捞配额等限制措施后，鳝蝶资源才出现明显好转。

据经济合作与友展组织(0耶皿血tion for E∞nomic C呻删皿皿d Development， OECD)报道，在它监督的 52
个渔业中，绝大多数都果用了休渔措施，但在单一果用该措施的渔业中，资源都出现了严重衰退。 如 澳
大利亚的尖吻脏、墨吉对虾、美国的太平洋桃红对虾、大麻咕鱼和挪威的毛鳞鱼等渔业。 而在资掠保持
较好的16个渔业中，它们不仅果用了休渔措施，而且还采用了其他植业管理措施{210

3 我国运用休渔措施进行渔业管理的效果分析

3，1 我国运用休渔措施的概况

1955年，国务院为了保护渤海、黄海和东海的植业资源，维护植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发布了《关于渤
梅、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禁渔区的命令>.井明确规定了禁撞区的范围，这标志了休温措施在我国的实

施。1 回5年我国和日卒两国政府为保护东、黄海的渔业资源，鉴定了《中日植业协定)，经多次修改共设
立了7个休渔区，并详细规定了休撞的范围和时间。

针对近海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一些重要的经济品种几乎枯竭的状况，自1995年起，我国就开始在
东、黄海实行伏季休渔制度，并在1 999年把我国的伏季休渔措施推广到全部海域，具体规定为: 35 0N以
北的黄海海域，每年7月1 日军时 9月15 日且时，禁止所有拖网和帆张网作业;2 6"N - 35 "N海域，每
平6 月16 日军时-9月15 日24 时，禁止所有拖网(街杆拖虾暂时除外)和帆张网(包括大围缩

洋网7作业;2却6"N以南的1京草海海域，每年 6月l日霉时 7月3引1日剖时，禁止拖网、帆张网和大围缮作
业; I口2。哨N以北的南海海域(吉北部湾〉λ，每年 6 月1日零时- 7月3丑1 日M时，禁止所膏拖网、围网和掺缮
作业[山3剖o

3，2 休渔措施在我国渔业管理中的效果

3，2，1 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得到阶段性保妒，取得了一定的生态效益

(1 )保护了产阳群体和幼鱼群体。 伏季休渔正是主要经济鱼类的育肥期，此时禁渔，保证了主要经
济鱼类的产由和解化。休渔期间限制了对幼鱼群体破坏严重的渔具温法，减轻了对幼鱼的捕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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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伏季海水温度高，饵料生物丰富，鱼类摄食性强，个体生长迅速，据专家估汁伏季个体生长量可达
全 年生长量的 30% -50%。 因此，伏季休渔为鱼类创造了良好生长繁育环境。 据黄、渤海和东海渔政
部门调查分析，休渔期前后比较，幼 带鱼和小黄鱼体长均蹭长了 8mm以上，增重约IOg(农业部渔业局
渔业情况 第19、25、27期.1999)。

( 2)促进了种间生态平衡和鱼类种群结构的改善。 伏季休温阻止了高温期间对底栖生物群蓓的扰
动，海洋生物的物质能量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实现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化和流动。 如提主要摄在浮
游动物，伏季浮游功物大量繁殖，保证了提有充足的饵料。 同时，提在海洋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的食物
传递作用，是鼓 、娼、小黄鱼、大黄鱼等多种鱼类的捕食对象。一些严重衰退的鱼类资摒数量有所增加，
保护了鱼类的多样性，使植业资源群落结构得到 定程度的改善。
3.2.2 渔业经济效益得到-定提高

(!)渔获产量、质量提高，产值增加。 据有关资料量示黄渤海区实施伏休 3 年来，主要经济品种大
黄鱼、小黄鱼、 带鱼、簸、娼、醋、皖、海鲤、海萤等伏休后比伏休前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簸、
提、海置上升幅度较大， 3 年平均产量分别 由伏休前的 8届46、 3 3 3跚、941 34，上升到194 319，8制622、
2 366 37t，分别增长124.27%、1自由步和154.08%。 传统优质品种大黄鱼、 带鱼、娼、墨鱼的产量伏休后
3 年平均分别增长42.87%、6 3.04%、82. 5417岛和 52.97%。 东海区主要经济鱼类产量也明显提高，伏休
后 带鱼平均且产量增加 569毛，小黄鱼增加2. 5倍，每 kW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由休也期前的0.7 t提高到伏
休期后的O.9 t左右，增幅为31%. 带鱼渔获物优势体重增加约 5饨，经济效益明显。 南海区1酬 年首次
伏休后，渔船平均单产量比伏休前同期翻两番，渔获物个体显著增大，其中二任棘纲、排鲤等杂鱼的个体
比伏休期前增大近 倍，最高单产lt多，产值2ω 3万元(农llk部渔业局 渔业情况一一第19、挝、27期
1999 )。

(2)节省成本，经济效益明显。 伏休期间，渔船不出海，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据有关资料显
示黄、渤海区有 8.76万艘渔船，其中45kW以下的7. 82万艘，45 -14 8kW的 0.72万艘，149kW以上的

0.22万艘。 实施伏休以后，一对 205kW以上的拖网船，休渔两个月可节省成本40万元，占全年且成本
的169毛 -18% ;一对唱-14 8kW的渔船可节省成本17万元;每艘15至44kW的温船可节省1.4万元;每

艘15kW的渔船可节省0.8万元。 据估计，黄、渤悔区实施休渔后每年可节省成本几亿至10 几亿元。 东
海区实施休渔后，生产成本降低 20%以上，仅柴油每年就节省50 多万，，约12亿元，据分析，实施伏季休
渔后每年给东海区节省了高达25亿元的成本(农业部植业局 渔业情况 第19、25、27期， I蜘)。

4 我国执行休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休渔期间对幼鱼的损害仍然严重，虾类资源衰退

张网渔业数量多，分布广泛，而且张网的捕捞对象主要是小型鱼类。 但是伏渔期间，仅帆张网被列
入休渔的范围，从经济幼鱼的渔获数量和比例束看，张网渔业时经济幼鱼的破坏十分严重，罪响了伏季
休渔保护幼鱼的效果。 另外，伏休时大量渔船进行了作业调整，其中绝大多数转产且事拖虾作业。 4 年
来，拖虾渔业的捕捞强度连 年攀升， 些不 合理渔具如脉冲惊虾仪的大量推广使用，太太加强了对虾类
资源的利用，导致了虾类资源的明显下降。 虾类资惊在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处于营养级的底层，
它的下降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流动与转化。

4.2 捕捞努力量继续增长，资源恢复不明显。

1987年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原农牧渔业部关于植业问题的两个文件( 国办发[1987]19号 )中，要求
"八五"期间对近海机动渔船实行有效控制;19四 年，农业部《关于印发"八五"期间撞制海洋捕捞强度增
任指标的意见的通知><农渔政字第4号)下达了"八五"期间控制海洋捕捞强度的指标，但是，到1995年
底，全 国海洋机动渔蜻已达 265620艘、950万 kW，比"八五"期来的控制指标突破了187万kW，增加了
24.5%.渔船数增加了254 3 8艘[坷。 《农业部关于"九五"期间控制海洋捕捞强度指标的实施意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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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对海洋捕捞强度实行渔船数量和功率观指标控制，且的目标是2α)()年底以前，全国海洋捕
捞强度指标控制在"八五"末期的革平，即渔船265620艘、功率 950万kWo 但是， 由于控制海洋捕捞强
度涉及问题多，难度大，仅靠渔业部门难以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抄滩"船厂、"三元"渔船、私自改变鸿
船作业类型、增加功辜的现象屡禁不止。 总的束讲，捕街强度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仍有增仕的趋势。

4.3 缺乏完善的渔业法规支持

我国现行的渔业管理基本法是《渔业法þ，虽然它在保护水产资源方面作了一些详细的规定，如·禁
止使用有害的渔具渔法，禁止在禁渔区和禁渔期捕鱼，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和产卵
亲体，以及其它一些保护渔业生态资榻的规定。 但是，这只是现代渔业管理体系的 部分， 却起视了渔

业资源管理的最重要的 点，即植业资源的管理必须以资源的再生能力作为资摞养护和利用的基础，必
须以此作为渔业生产投入量、产出量及制订渔业措施的依据c 而且《渔业法》颁布实拖以来由于缺王相

应配套的管理条例，既造成了渔业管理部门放松了对某些专项管理措施的执行，也造成了休温期间 些
管理无法可依， 些违法行为缺王有说服力的和高效力的法律准绳，这些都降低了休渔期间执法管理的
力度和威力。 另外，如何对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休简期间如何时专属经济
区内的外国渔船进行管理，也缺王相关法律、法规。

5 巩固和扩大休渔效果的几点建议

5.1 控制捕捞强度

(!)时现有的海洋捕捞力量严格实行"双控" 即控制渔船数量和且功率。 严格执行植业许可证制
度，加大清理力度，坚决刹住私增渔船和私增功率风。 改革现有的渔船新增、更新和改造审批权限，变$
级审批为两级审批，如14 9kW以上的 由海区局审批，报农业部核准;14 9kW以下的由省级渔政部门审
批，报海区局核准。严格控制非植人员从事渔业生产，建立渔船的使用年限和旧植船的强行报废制度井
收购旧温船，国家应制订优噩政策，鼓励渔船转产、转业。 严格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和资源利用费的征
收工作，在温民的承受能力内，适当提高资掠保护费和资掠利用费，适当降低燃油税的返还比例，这布利
于实行"双控 也是实行"双控"的一个手段。

( 2 )调整植业产业结构，转移部分渔业劳动力，是控制捕捞强度的重要措施。从我国目前植业生产
结构来看，渔业生产职业的单一性和收入的依靠性很突出，一旦禁止出海，就断了植民的经济来惊，造成
渔区 社合治茸的不稳定。 因此，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拓宽渔民的就业渠道，减少渔民数量，才能真正降低
捕捞强度。 ①积极发展海水养殖业，②扩大远洋植业规模，③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业，提高水产品的质
量及附加值，④开发新兴产业，如:渲区服务业、旅游业、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和个体私营企业、兴办外资企
业和各种告资企业。

(3)加强渔具渔法管理，加快渔具渔法选择性研究。 对资源损害严重的渔具，如拖网、围网和刺网，
严格控制，原则上不应再审批这类作业船。 犀管 8 0年代初各省市制定过各类渔具的最小网目标准，但
由于渔业资源状况的变化，原有的标准巳不适应当前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造成了渔政管理的极大
混乱。 因此，应加快渔具渔法选择性研究，选择利于保护幼鱼、 幼虾的网具网囊网目大小，国家应对拖

网、张网、围网、刺网等主要网具的网目作出统 规定;同时，加快网具结构改造的研究，单靠网目大4不
能有效保护幼鱼幼虾。 据国外研究表明，分隔式拖网、漏斗式拖虾网和装有盘属选择栅的虾拖网等，对
保护幼鱼幼虾有较好效果，网囊的部分或全 部采用方形网目，可以较好地释放圆体形的鱼['J。

5.2 完善渔业法规，增强法制管理力度

我国的《温业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从多年的实践束看，不符合我国渔业生产、管理的实际，离渔业
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必须加快《渔业法》的修订工作，其中，重视时海洋生物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维护鱼类的多样性和海洋的生态平衡，强调必须以资源的再生能力作为资源养护和利用

的基础，重视 梅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使《渔业法》成为依法治渔的有放依据。 修改现行的植业许可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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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改变现在植业许可证的发放以上一年的渔船数为基础的做法，使其发放以渔业的资源量和再生能力
为基础。 同时应加快渔船和渔具管理办法、外国渔船管理规定、外国渔船违规处理规定和再关我国专属
经济区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养护等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使我国渔业管理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体
系。

5.3 改进休渔措施，积极探索结合产出控制的渔业管理措施

适当延长休渔时间，黄、渤海区的献的产卵盛期在5 月上旬-6月中旬.8 月-10 月中旬是其生*
最快的时期，小黄鱼的产卵盛期在4 、5月份['1。 在东海，大黄鱼的产卵集中在5、 6月份，小黄鱼的产卵
主要在 3 、4月份，因此，适当延*休渔时间可以为 些重要的经济鱼类资源提供更恒的生长辈育时
间['1。 针对虾类资源出现衰退，休渔期应把拖虾作为休渔对靠;针对张网对幼鱼损害严重的特点，休渔
期间，也应禁止张网作业。 当前多数发达国家在渔业管理中都运用产出控制与投入管理相结合，虽然现
在我国的渔业管理实行TAC、IQ、E可制度管理者一定的困难，但在实行伏季休渔的基础上，应积极探索
选择1 -2 个主要经济晶种进行TAC，IQ管理的尝试，探讨用最大持续经济产量(Ma血nal Economic Yìeld， 
阻，y)作为1向2 个主要经济品种资源管理的内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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