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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论述属可捕量制度的定义、实施品可捕最制度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等内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

实施总可捕.制度的必然趋势及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我国实施总可捕量制度的四点建议和设想: (1)大力

实施减船捕脯，(2)加强植业资源的调查与研究，(3)加强植政执法，重视监督管理，(4)由点到面逐步实施TAC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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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TAC (tota1 allowahle catch) an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implementing TAC， the author points out: although there exist søme difficulties， it is the inevitahle trend to 
implement TAC in Chinese fisheries. At las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4 su鹏estions and conceptions: (1) Curb削d
reduce the numher of fishery v.棚础， (2 ) Strengthen the survey and res础rch on自由何resourc制， ( 3 ) Enforce the 
ma.nagement and execution of fishery autbority， (4 ) I mplementing the TAC st叩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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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2年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人类历史上第…部 "地球宪法
它以各国相继宽布实施 200nmile专属经济区制度为标志，确立了新的海洋制度，世界进人200nmile 海洋
体制的新时代(1)。新的悔洋制度的实施，改变了世界渔业格局，使得合理开发和养护植业资源成为当今
世界植业管理部门的主题。在这种趟势下，我国引刷年 12月1日起施行新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业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实行限额捕捞制度。第一次在我国植业基本
法中把量化管理作为我国谧业资翻开发与养护的重要手段。在 挽回实行总可捕最制度，是一项重要的
全新的植业资糠管理制度。它对在21世纪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我国的植业资隙，实现植业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2]。

l 总可捕量制度简介

总可捕量制度即TAC(T otal Allowable Catch)制度，是指根据植业资源的再生能力，特别是当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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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平所能承受的捕捞强度并考虑社会、经讲等因素，在一定的期间内(通常为 1 年) ，在特定区域设定
某一具体鱼类品种或渔业所能随获产量的最大值[3]。实践中，这种管理措施是对捕鱼船成船队的擒获
最直接进行控制，对其植获景就上岸最进行监督，一旦所有捕捞单元的实际总榄获最达到了所设定的总
可捕量，就关闭诙泡业[4]。

与产出控制制度相比，总可捕量制度具有下丽的优点:①如果总可捕量设定合理，这种方式能够把
温获量控制在与资源量相适宜的水亭，保护资源不受过度捕捞的伤害。②实行总可捕量限制后，因采取
自由捕捞，竞争程度比未实施TAC制度时更为剧烈，有可能出现町捕期缩短，部分油民因竞争力较聋可
能回l恼生产的经济效益下降，被迫退出渔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削减捕捞努力量。

但是由于它的不宪善，实施TAC制度还具有下陋的缺点:①继续从事渔业生产的温民的经济效益
可能会增加，这种利益的增加会促使悔民增加投资或吸引新的人员加入油业，与手致捕捞努力量重新增
加。因此，理论上TAC制度的实施能够起到保护谊业资源的作用，但如果处理不当，这种捕捞努力最的
下降是暂时的，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减捕捞努力蟹。②总可捕最确定以后，植民为了尽可能多 地捕获总可
捕囊中的份额，竞相增加投入用于增加或改进油船和捕捞设备等，以提高他们的捕捞效率，有可能导致
榄民商目增加投资以提高捕捞能力的恶性竟争[4]。如果处理不�，还可能出现…些随民为争抢份额，相
互间发生争斗。因此，TAC制度的这种实施方式将导致施民为捕捞有限的可捕最而进行的竞争，即导致
谧民的竞争性捕捞，这是这种实施方式存在的最大缺点[3410③此外，在这种竞争下，可捕期缩炬，可能
造成大量的温获物在短期内集中上辱，造成供过于求，如对渔获物处理不善，会增加捕获后的损失。

2 实施总可捕量制度的必要条件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要实施TAC制度需要根据捕捞死亡率等方面的植业统计资料来确定
总可捕量;并根据种群特征及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总可捕景。要完成这两方面的工作，就需要对植业资搬
进行科学的调蜜，掌握其生物学特征，取得合理可倍的数据，远用合理的数学模型，使用科学的拟合模型
方法，准确评价出资源的最大持镇产量(Maximum Sustainahle Yield， MSY)。资惊调菇和评估工作必须是
连续的或定期的，以便能及时调摸总可捕最管理的目标筒。此外，还必须有足够的油业监督力最及完善
的植业法律规章制度，以便能有效地监督检查植获囊的情况，保证该制度的顺利实施(4，5J。在鱼类种群
不复杂、兼捕数最少的植业中，运用TAC制度比较容易。一般来说，要实施TAC制度，必须具备下面的
条件:

2.1 连续的资源调查和监测

产出控制制度主费是对油获总最进行控制，因此需要合理的确定可允许捕捞的损获最。若设定的
总可捕量高于资惊的可承受能力，将加剧资糠的恶化，造成资掘的日益衰退，从而起不到保护资糠的效
果;反之，若确定的总油挟最低于资源的可持续产量，将造成经济损失糊资惊的浪费。因此实施TAC制
度需要充分了解资糠种群的特征及变动情况和多 年的油获量、捕捞努力量和捕捞死亡事等方面的植业
统计资料，并根据种群特征及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总可捕置，回此需要对植业资掘进行连续的调查和监
测[6喃自]。以新西兰为例，新西兰总可捕量的确定需要经过下酣程序:首先由政府邀请的科学家、渔业界、
环保团体、游钓渔业等代表组成植业资源评估小姐，公开作出资掘状况之评估，向政府提出总可捕量
(TAC)的建议。然后，由水产委员会讨论，最后由农油部部挺拍板决定总可捕置。

2.2 可靠的温业统计制度

在实施TAC制度的植业中，TAC设定的合理与沓直接关系到植业的经营。如能合理地应用TAC的
设定，就能稳定植业的中妖期经营，不过短期内应考虑经营的实际情况，在不致于造成油业经营的太大
影响下，设定许可总谧获量。为今后着想，应考虑在许可总植获量的制度下，谋求植业的持楼安定发展。
而TAC制度，至少需要5 年以上的真实的植获统计资料，这就需要有可靠的植业统计制度。以日本为
例，从 199 7年实施TAC制度后，日本规定谧民履行向渔业管理部门定期报告植获量结果的义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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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掌握油获状况的办法，在渔获物上岸的潜口，收集掌握油挟物上岸最的报告。为了保证油获最报告
的准确性，日本还采取了防止违反报告义务及虚报的一定的担保措施(9，10)。

2.3 强有力的植业监测体系

在实施TAC制度的渔业中，当温棋盘达到总可捕最时，就全面禁止捕捞该鱼种，以达到保护资源的
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带耍一个强布力的油业监测体系对油挟量进行监督和管理。若没有…个强
有力的植业服测体系，就很难对随获最进行监测，也就无法准确知道温获量的真实情况，也就无法有效
的实施总可捕最制度(7 -9]。

2.4 公正合理的渔获配额分配原则

在实施总可捕量制度的渔业中，随着条件的成熟，可根据生物资糠的变动鹉势和植业状况实施个人
擒获配额制度(Individua lQuota， IQ)、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IndividualTransferable Quota， ITQ) ，这就需要将
总可捕量分成一定的份额，给植民或植业单位。在决定配额的分配时，一定要采取公正合理的配额分配
原则，只有公正合理的配额分配原则，才能获得广大植民对诙制度的认町，从而减少了实施配额管理的
难度，增加温民依法捕捞的积极性。原则上配额分配应首先考虑该种植业对渔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和渔
民的传统捕鱼权[1I.12J。以新西兰为例，配额的实际分配是按照每个人或生产单位历史上参与该项植业
的程度来分配。总局长根据植业者在过去3年中某鱼种的温获量的平均值来确定，也可以选择3年中
任 2年的温获最平均值来确定配额。一般情况下，任何人不得拥有(不管是分配或通过转让或租赁或这
些方法的综合)翻过新西兰谧业水域内任一个配额混业个人可转让配额总量的35 9岛，不得拥有任一配
额管理区域内任一配额槐业个人可转让配额总贵的 20%。

3 我国实施总可捕最制度的困难及可行性分析

3.1 我国实施总可捕最制度的必然性分析

3.1.1 国际温业曾理的发展趟捣决lE7实施TAC制度矗必然趋势
从国际植业管理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出，在传统的投入控制的基础上实施产出控制的谶业管理措施

是我国植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进入90年代，国际谧业管理的发展趟势是[1.2.11 ) :①国际社会对油业资源养护、管理和利用的重要

性和意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建立梅祥撒业新程序，对植业资糠进行有效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②国家对
植业资惊的养护与管珊的责任，乃至对艘个油业活动的责任不断被强化。植业活动巴不再被看成是某
一揄船或某一公司的单一活动，而被看成是国家授权的行为成活动。国家被要求对植业资摞的养护、管
理和合理利用进行强有力的规部与管理，承扭起更大的责任。@油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方法和措施不
断地细化和最化。专属经济区制度规定了确定可捕最或总可捕量，决定本国捕捞能力的方法和措施;有
关协定及《负责任植业行为守则}又规定了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和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
具体的最化管理措施。这些管理方法和措施的出现，反映了国际植业管理制度的发展由繁到筒，由原则
到具体，自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趋势。④植业资掘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实施戒执行的标准逐步具体化、国际
化。各有关公约、协定和守则确定的有关实施和执行的制度和标准不断增加。国家被要求:建立捕徽批
准和登记制度;究静植业数据的统计和收集和保存制度;确立油船、渔具的标志制度; 遵守油船船员培
训11、发证和值班标准等。这些制度或标准的建立、完善和遵守都要求按照公认的国际标准和方法进行。
φ一些不利于植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的传统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或实质上已被修改。由于公约、协定等
确定了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义务、预防性措施的适用、分眩械和眩城管理组织和安排的职能等，国际法
上的公悔捕鱼 自由的概念实际日经不复存在了。由于规定了分区城和区壤的执法合作，传统的公海捕
鱼渔船的船旗国管辖原则也受到了…寇的冲击。

同时由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与我国相邻的日本巳实施了TAC制度，我罔与日本、韩国签署的
植业协定中也明确规定了实施量化的油业管理措施。从这一点上来说，实施 TAC制度将是我圆的必然



4期 黄金玲等: 总可捕.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345 

选择，实施TAC制度只是个时间问题。
3.1.2 我国的渔业法规决定了实施TAC制度是也然趟势

新《植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根据捕攒最低于植业资糠生长蠢的原则，确定植业资懈的总可捕
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梅、领悔相其他管辖海域的捕捞限额总量由国务院植业行政
主管部门确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 第一次在我国植业基本法中把最化管理作为我国
油业资糠开发与养护的建耍手段。 实施捕捞限额制度可以在总可捕踵的确定模式与配额的分配方式、
油获最报告与统计体系、油就最监督机制等方面为我罔实施TAC制度积崽一定的经验。

通过上丽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从国际植业管理的发展趋势a来看，还是从我国与邻国的关
系及我国油业法规的发展，实施TAC制度都将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3.2 我国实施总可捕量制度存在的困难

尽管实施TAC制度是战国植业管理的必然趋势，但目前在我国实施 TAC制度仍然存在下耐的困
难:
3.2.1缺乏完踵的资源调查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各梅区的资源状况缺乏连续性调查。而要实施TAC制度，首先要确定总可捕
最，这就需要多年的捕获最、捕捞努力量和捕捞死亡率等方面的植业统计资料;其次，要充分了解资源种
群的特征及变动情况，根据其变化情况来适时调擦总可捕最。 要完成这两方圃，就需要对植业资源进行
科学的调麓，掌握其生物学特征，取得合理可倍的数据，遐用合珊的数学模型，使用科学的拟合模型方
法，准确评价出资糠的最大可持续产量。 资掘调查和评估工作尚须持续地定期进行，才能及时调艘总可
捕量管理的目标值。
3.2.2渔船撤.庞大

建国以来，我国对悔拌植业的投入不断增艇，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产景和产值作为衡量植业生产
的重要指标，再加上油民收入的增长，引跑了80年代初期和则年代中期两次投资的热潮，使海洋捕捞
能力大大提高。 海拌机动渔船数量不断膨胀，油船动力跑向小型化(13]。 海样作业谧船的数量从1951

年的10. 4万艘增长到1998年的31.0万艘，其中海洋非机动植船从1951年的10.4万艘下降到1仰8年
的 2.7万艘。 海洋机动植船的增长非常迅速，特别是1978年以盾，从1979年的 4.3万艘、215万kW增
长到1998年28.3万艘、1180. 2万kW。 从海洋植业机动植船的增快结构来看，1 46kW以上的温船数最
从1980年的1.3万艘，增长到1998年的2.2万艘，而占海撑机动渔船总数的比例却从1980年的26.1%
下降到1998年的7.9%。 相反，45kW以下的准船数量却从1980年的1.1万艘增长到1998年的 22. 2万
艘，占海拌机动植船总数的比例从19 80年的不到却%上升到1998年的78.2%0阔此，我罔海洋机动植
船的动力结构简向小姐化。 绝大多 数植船只能集中在近海作业，给近悔的油业资源带来了极大压力，造
成了我国近海植业资糠的迅攘衰退。渔船数最庞大增加了对渔船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难度，从而加大了
我国实施TAC制度的难度[州。
3.2.3 没布克鲁的渔业做据统计

1985年我国的水产品流通体制放开后，榄民可以 自主地选择时间、地点销售其捕挠的水产品，这给
我国的撒获最统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再加上一战地方为了追求政绩等在植业产最上奔威作假，使我国
的植业统计资料严1:失真，不能为植业管理部门采取各种植业政策、方针提供决策依据。 更不能成为我
国制定MSY需参考的可靠的资料。要实施TAC制度，现阶段成改进我国油业统计信息的收集方式，建
立适宜的油获最报告机制，主要渠道有:要求生产船必须认真填写每天的捕捞日志;加强油港上岸景和
市场销售的统计;严禁在海上销售榄挟物并加强海上过货的监管。
3.2.4 挽回漏业大多是多鱼种激业

我周的东海、黄海、渤海和南海腐于半闭悔，受外界悔洋环境因子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鱼类品种
在半封闭海域内产卵、捆游、越冬。从渔获.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可知我国的植业大多 是多鱼种植业，而
实施TAC制度需要对单鱼种的油我最和资惊状况进行详细分析，以确定适合的总可捕囊。因此我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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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种植业的现状加大了我国实施TAC的难度。

4 关于我国实行总可捕量制度的建议和设想

正如前因所述，在传统的投入控制的1基础上实施产出控制的渔业管理措施是我国植业管理发展的
必然趋势。我国的东海、黄梅、渤海和南海属于半闭梅，受外界海洋环境因子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鱼
类品种在半封闭梅域内产卵、湘游、越冬。如果能够实行产出控制制度并辅以鳞温期、禁渔区等措施，既
可以避免资斓的过度捕捞，问时也可保护主要鱼类品种的产卵场和幼鱼群体，能够起到较好的资惊养护
的作用。

我国的梅详植业属于典珊的多 鱼种兼捕植业，此外，我国植船和油民数量庞大、 分布广泛，油港众
多 、缺乏集中的油获物上岸地点，这样的植业生产特征，以现阶段我国在谧业资源调查和评估，谧政监督
管理等方商所具备的水平，很难在短期内全面实施TAC制度。但现阶段可以加强以下几方丽的工作，

为我罔实施TAC制度创造条件:

4.1 大力实施减船措施

进入佣年代以来，捕捞强度居高不下成为我国植业管理中的…大难题，这主要还是因为温船管理
制度不健全，"三无"和"三证不齐"植船过多 造成[13.14 )。根据 2侧年全国首次梅洋油船普查显示，目前
全罔共有梅拌捕捞油船 24.43万艘，在这些渔船中，先植业捕捞许可证书、油船登记证书、船舶检验证书
的"三元"随船有6.72万艘，占捕捞植船总数的 27.5%;"三证不齐"的油船有5.09万艘，占捕捞榄船总
数的 20.8%。因此要实施TAC制度，必绸将捕捞强度加以控制，黯顿清除"三元"和"三证不卉"榄船，并
规定渔船的使用期限，超过使用期限的油船，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进行适当补偿，并坚决予以销毁。

4.2 加强植业资糠的调查与研究

建国以后，我国就开始了植业资糠的调查研究，到 80年代中期已初步了解我周海城油业资掘的状
况。但是， 80年代以后，由于长期的过度捕捞，我国海洋植业资掘已经严重衰退，一些鱼类的资源特征
如种群结楠、分布、湘游等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再加上，80年代后期至现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阔的
植业资源调查研究很不完善。因此，必须有计划地实施我国悔拌渔业资源的调查工作，掌握我国所辖梅
峨的资源状况，为我国将来实施TAC制度打下基础[15]。

4.3 加强随政执法，意视监督管理

我罔植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法不公、不严、执法力最薄弱、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依然存在
等，而实施TAC制度，特别是町、πQ制度需要有足够的谧业监督力量及完静的描业法律规章制度，以便
能有效地监督检查温获量的情况，保证TAC、町、ITQ制度的顺利实施。特别是我国的温港众多 ，缺乏统
一的油获物上岸港口，更增加了温政执法和监督的难度。

4.4 由点到回逐步实施TAC制度

我回在渔业调查、评估和渔业监督等方面具备一定水平后，应分阶段地逐步实施TAC制度[16]，首
先，选择一些捕捞最大、兼捕相对较少的鱼种进行TAC制度管理的实践，如黄、渤海鳞鱼、鲸鱼和东梅带
鱼;然后，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再逐步全面推行TAC制度的管理;最后，在植业管理能力具备较高水平
盾，逐步把TAC制度发展为 IQ制度成町Q制度的形式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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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文章梢接

渔业资源可持镇利用系统化评价方法的应用

路新军，题应接
(上海水产大学海津学院，植业战略2t麓研究中心，上海 2成阳的

摘 要(:渔业资瓣可持辑利用是…个援基苦的赢就工程，文章以可持矮隶属的系统化理论为�础，提出了插曲资

摞可持鳞利爵的发攘攘、梅调度和糯食度的评价方法。该方法具离比传饿的生物"辑:持模翻宽大的优点，它

金商反映了攘.!Ik资糠iiJ持键利用的各个方菌。文章以1仰卜1990年东海ß渔业资瘾的发腾状况作为实证分

桥，锚果表明:1978年w.嚣，东海1&擒业资摞可持蟆利用发展和搞合度基本上最现下降的趋瓣，丽梅满皮蹦出

现揽动的收况。

�键调:植业资掘;可持辑和!用;系统化评价;东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