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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达数十年的持续不断的高强度捕捞使得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处于严重衰退状态。通过渔获数
据分析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开发状况，结合区域渔业管理制度和养护措施，探讨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管理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分析认为：各个国家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忽视总可捕量的科学建议，使得大西洋金枪鱼养护

国际委员会最终确定的总可捕量高于科学家们的建议量；现有分配机制有失公平，偏离国际法公平原则，因而

其不能有效引导各国采取积极养护措施；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对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捕捞活动监管

是整个管理过程中脆弱的环节，且因缺乏有效执行机制而未能有效限制非法捕捞。提出改善总可捕量设定过

高现状，使总可捕量设定符合使资源达到最大可持续产量的目标；改进配额分配机制，保障大西洋蓝鳍金枪鱼

资源利用的公平合理；加强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捕捞活动监管，完善入渔管理机制，推动成员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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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达数十年的持续不断的高强度捕捞，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已处于严重衰退状态［１］。

为了更好地养护蓝鳍金枪鱼资源，瑞典、摩洛哥

分别先后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委员会

提议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２］。

大西 洋 金 枪 鱼 养 护 国 际 委 员 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ｕｎａｓ，ＩＣＣＡＴ）是大西洋海域的区域性渔
业管理组织，目前，ＩＣＣＡＴ有５０个缔约国和４个
合作非缔约方，我国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加入该
组织，我国台湾省为４个合作非缔约方之一。自
１９６９年成立以来，陆续出台了一些养护和管理大
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的建议和决议。这些建议

和决议在养护和管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中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有效缓解了资源进一步衰

减的趋势，然而ＩＣＣＡＴ通过的建议和决议仍存在
缺陷。因此，为保障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渔业的可

持续发展，急需完善现有管理机制和措施。本文

将分析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的开发历史、管理

制度和养护措施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

议。

１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渔业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ｔｈｙｎｎｕｓ），英文
名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主要分布于北大西洋及地
中海海域，栖息水温相对南方蓝鳍金枪鱼而言较

低。蓝鳍金枪鱼常被认为是大西洋金枪鱼渔业

的标志性鱼种，易受到各利益方的关注。ＩＣＣＡＴ
以４５°Ｗ为界，将大西洋 ＢＦＴ资源分为西大西洋
ＢＦＴ和东大西洋ＢＦＴ两个系群，西大西洋ＢＦＴ主
要分布在墨西哥湾与纽芬兰水域之间；东大西洋

ＢＦＴ主要分布在加那利群岛与冰岛南部水域及
地中海海域［３－４］。

研究表明蓝鳍金枪鱼生长速度缓慢，东部群

体性成熟年龄４～５龄，其产卵场是在地中海，产
卵期６－８月；西部群体性成熟年龄８龄，产卵场
在墨西哥湾，产卵期为５－６月。黄鳍金枪鱼和
大眼金枪鱼产卵场均在表层水温２４℃以上海域，
可全年产卵，性成熟年龄为 ３龄［３］。可见，与黄



６期 吕　翔，等：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开发与养护问题分析

鳍金枪鱼和大眼金枪鱼相比，蓝鳍金枪鱼具有性

成熟年龄大、产卵场集中和产卵期较短等特点，

这些生物特征使得其容易受到集中捕捞，且过度

捕捞后资源恢复较为困难。加上巨大的商业价

值，导致了蓝鳍金枪鱼更容易遭到过度捕捞，进

而导致资源衰竭甚至枯竭。

１．１　历史渔获量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ｏｏｄ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数据（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ｑｕｅｒｙ／ｅｎ，以下未标明数据来
源图片数据均来源于此网址 ），大西洋蓝鳍金枪

鱼总渔获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５０－１９７２年，渔获量在波动中
下降，并在１９７２年达到第一个历史渔获量低位水
平点为１３４２０ｔ；第二阶段，１９７３－１９９０年，渔获
量总体平稳但有较大年间波动，特别是在１９７３－
１９７６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３２．２７％；第三阶段，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渔获量快速上升，年均增长率为
１７．７９％，并在１９９６年达到历史渔获量最高产量
为５２６２３ｔ；第四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渔获量急
剧下降，特别是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间，年均跌幅分别为１０．９７％和２０．９３％，并在
２０１１年到达历史渔获量最低产量为１１９９８ｔ。其
中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间渔获量较为稳定，维持在
３～４万吨左右水平。如图１所示。

从作业渔场来看，渔获主要来自东大西洋和

地中海水域，西大西洋水域蓝鳍金枪鱼渔获相对

较少。蓝鳍金枪鱼的捕捞方法较多，其中主要为

围网 （４５％ ）和延绳钓 （１７％ ）［５］。

图１　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历史渔获量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１９５０－２０１４

１．２　主要的捕捞国家及其渔获量
根据 ＦＡＯ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间的渔获统计报

告，捕捞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主要国家有美国、

加拿大、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利比亚、摩

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图２）。
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渔获总产量排名前五的国家

分别为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摩洛哥，如

图３ａ。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ＩＣＣＡＴ将该期间较高一年
的渔获量作为配额分配的量化参考指标）渔获量

较高一年渔获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法国、西

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和日本，如图 ３ｂ。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年十年间渔获总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突尼斯和日本，如图３ｃ。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在１９５０－２０１４
年间总渔获量、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
间的渔获总量均排名前列。此外，中国大陆和中

国台湾省历史上渔获量一直很低，中国大陆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维持４０ｔ左右的产量，而台湾省在
２００７年以后无捕捞产量。

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占有了十分明显的

渔获量优势，且这种优势又通过了国际法得到延

续；发达国家对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长达数十

年的无节制捕捞是造成其衰退的主要原因；起步

较晚的远洋渔业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

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劣势，国家整体实力落后，

发展受到限制，加之又处于资源明显衰退的大背

景下，要求得发展困难重重。

图２　主要捕捞国家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历史渔获量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ｂｙ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ｓ

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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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阶段排名前十国家的渔获量：（ａ）１９５０－２０１４、（ｂ）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ｃ）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１９５０－２０１４（ａ），

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ｂ）ａｎｄ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２００５－２０１４（ｃ）

２　ＩＣＣＡＴ通过的主要管理措施

２．１　ＩＣＣＡＴ及其机构
ＩＣＣＡＴ下设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财政和管理

常设委员会（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ＣＦＡＤ）、研究和统计常设委员
会（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ＣＲＳ）、养 护 和 管 理 措 施 履 约 委 员 会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统计和养护措施改进常
设工作组（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ＩＣＣＡ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ＰＷＧ）和４个鱼种工作组（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Ｐａｎｅｌｓ）。

秘书处负责协调ＩＣＣＡＴ日常运作；ＳＴＡＣＦＡＤ
负责ＩＣＣＡＴ财务和行政相关事宜，并提出预算方
案；ＳＣＲＳ负责数据统计和资源评估工作，给
ＩＣＣＡＴ提供最新、完整的相关渔业信息，协调研
究发展计划和各国间研究活动等；养护和管理措

施履约委员会负责监督及审查各成员国遵守养

护和管理措施的执行情况；鱼种小组除负责检查

鱼种、鱼种群及地理分布状况外，还有建立在所

有调查的基础上提议 ＩＣＣＡＴ进行成员国联合行
动的权利。

２．２　ＩＣＣＡＴ通过的建议案和决议
为了实现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

性发展，遏制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过剩以及非法

捕捞，从１９７４年１月开始，ＩＣＣＡＴ陆续通过了一
系列针对蓝鳍金枪鱼资源养护的建议和决议，构

建了ＩＣＣＡＴ养护和管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
的规范体系。

近年来，在ＩＣＣＡＴ多次讨论了如何恢复大西
洋蓝鳍金枪鱼资源问题，并对以往通过的建议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ＩＣＣＡＴ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
七个方面的管理和养护体系：（１）资源恢复计划；
（２）渔获物统计证明报告措施；（３）捕捞个体规格
限制；（４）资源评估和研究；（５）禁渔期管理；（６）
捕捞努力量控制；（７）小型渔获个体养殖建议（表
１）。

其中，“西大西洋蓝鳍金枪鱼重建计划”和

“东大西洋和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多年恢复计划”

两项计划的实施，将蓝鳍金枪鱼纳入了长期的更

为规范化的管理，为ＩＣＣＡＴ管理蓝鳍金枪鱼提供
更具目标性的管理计划。两项计划进一步约束

了缔约国、合作非缔约方和捕鱼实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ＣＰＣｓ）履约行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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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加强了ＩＣＣＡＴ通过的建议和决议的执行效
果。

此外，除了采用传统的渔业管理措施外，

ＩＣＣＡＴ也采取了与市场结合的措施来养护和管
理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１９９２年建立了蓝鳍
金枪鱼统计证明文件计划（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ＳＤＰ），２００８年开始实施渔获

量证明文件计划（ＢｌｕｅｆｉｎＣａｔｃ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ＢＣＤ）。
ＢＳＤＰ和ＢＣＤ的建立加强了蓝鳍金枪鱼渔业活动
的监管，并将监管落实到渔业活动的每一个环

节。如ＢＣＤ要求ＣＰＣｓ在渔获上岸、转运以及在
其国内交易或者进口、出口或再出口的过程中，

都必须附上官方批准的渔获物证明文件，该措施

能有效抵制非法捕捞［４］。

表１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养护管理措施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措施内容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建议和决议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资源恢复计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ｌａｎ
建立“西大西洋蓝鳍金枪鱼重建计划”［６］

建立为期十五年的“东大西洋和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多年恢复计划”［７］
Ｒｅｃ９８－０７
Ｒｅｃ０６－０５

渔获物统计证明报告措施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建立了蓝鳍金枪鱼统计文件计划（ＢＳＤＰ）［８］

蓝鳍金枪鱼渔获物证明文件计划（ＢＣＤ）［９］
Ｒｅｃ９２－０１
Ｒｅｃ０７－１１

捕捞个体规格大小限制

Ｌｉｍｉｔｆ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ｓｉｚｅ

禁止在渔船上保留、上岸和销售体重小于１．８ｋｇ的蓝鳍金枪鱼幼鱼［１０］
Ｒｅｃ７４－０１
Ｒｅｃ９６－０３
Ｒｅｃ９７－０１

禁止在东大西洋和地中海捕捞体重小于３．２ｋｇ的蓝鳍金枪鱼幼鱼［１１］

禁止在东大西洋和地中海捕捞、在渔船上保留和转运体重

小于１０ｋｇ蓝鳍金枪鱼幼鱼［１２］

Ｒｅｃ９８－０４
Ｒｅｃ０４－０７

要求ＣＰＣｓ禁止体长小于１１５ｃｍ，重量小于３０ｋｇ的
蓝鳍金枪鱼保留和上岸［１３］

Ｒｅｃ１４－０５

资源评估和科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有关大西洋范围内的蓝鳍金枪鱼的研究计划（ＧＢＹＰ）［１４］ Ｒｅｃ１１－０６
对西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种群资源评估计划［１５］ Ｒｅｃ０３－０８

中北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研究计划［１６］ Ｒｅｃ０１－０８

禁渔期管理

Ｃｌｏｓ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在每年８月１号到３１号期间禁止围网渔船在地中海进行围网捕捞，
禁止６月期间使用直升机等辅助工具协助捕捞［１７］

Ｒｅｃ９６－２

禁止每年５月１号到３１号在亚得里亚海进行捕捞活动，
禁止每年７月１６到８月１５在地中海进行围网捕捞［１８］

Ｒｅｃ９８－０６

捕捞努力量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

在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ＣＰＣｓ不应该在３０°Ｗ－４５°Ｗ和１０°Ｎ范围内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捕捞努力量水平上增加大范围金枪鱼延绳钓作业［１９］

Ｒｅｓ０２－１２

时间增加到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２０］ Ｒｅｓ０４－０８
时间扩大到此后所有年份［２１］ Ｒｅｓ０６－０８

蓝鳍金枪鱼养殖

ＦａｒｍｉｎｇｆｏｒＢＥＴ
蓝鳍金枪鱼养殖建议；蓄养数量统计文档；

百分之十的体长或体重抽样调查计划［２２］
Ｒｅｃ０６－０７

２．３　渔获量配额分配变化
近年来，各国配额分配比例维持稳定，东大

西洋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和西大西洋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各
年分配比例均相同，西方远洋渔业发达国家分得

了配额分配巨大优势。表２和表３分别为东大西
洋和地中海与西大西洋近五年来的 ＴＡＣ和各国
捕捞配额分配情况（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ｃａｔ．
ｉｎｔ／ｅｎ／ＲｅｃｓＲｅｇｓ．ａｓｐ，以下未标明数据来源表格
数据均来源于此网址）。

由前文两个表可以得出：欧盟分得配额最

高，其次为摩洛哥和日本，突尼斯、土耳其、克罗

地亚也分得较高配额；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东大西洋蓝
鳍金枪鱼配额总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不过考虑到配额会因资源量变化情况而修

正，如东大西洋和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在２００９年的
ＴＡＣ为２７５００ｔ［２４］，而在０８－０５号建议中修改为
２２０００ｔ［２５］；２０１０年的 ＴＡＣ在０６－０５号建议中
设定为２５５００ｔ［２４］，随后又在０８－０５号建议中修
改为１９９５０ｔ［２５］，之后又在１０－０４号建议中再次
修改为１３５００ｔ［２６］，最后根据 ＳＣＲＳ的资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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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更改制定。因此，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 相对较高配额量有修正可能。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东大西洋蓝鳍金枪鱼配额分配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ｑｕｏｔａ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ｔ

东大西洋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百分比

ＴＡＣ １３４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１５８２１ １８９１１ ２２７０５ １００％
阿尔巴尼亚Ａｌｂａｎｉａ ３３．５８ ３３．５８ ３９．６５ ４７．４ ５６．９１ ０．２５％
阿尔及利亚Ａｌｇｅｒｉａ １４３．８３ １４３．８３ １６９．８１ ２０２．９８ ２４３．７ １．０７％
中国Ｃｈｉｎａ ３８．１９ ３８．１９ ４５．０９ ５３．９ ６４．７１ ０．２９％
克罗地亚Ｃｒｏａｔｉａ ３９０．５９ ３９０．５９ ４６１．１８ ５５１．２６ ６６１．８５ ２．９１％
埃及Ｅｇｙｐｔ ６７．０８ ６７．０８ ７９．２ ９４．６７ １１３．６７ ０．５％
欧盟ＥＵ ７９３８．６５ ７９３８．６５ ９３７２．９２ １１２０３．５４ １３４５１．３６ ５９．２４％
冰岛Ｉｃｅｌａｎｄ ３０．９７ ３０．９７ ３６．５７ ４３．７１ ５２．４８ ０．２３％
日本Ｊａｐａｎ １１３９．５５ １１３９．５５ １３４５．４４ １６０８．２１ １９３０．８８ ８．５％
韩国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 ８０．５３ ８０．５３ ９５．０８ １１３．６６ １３６．４６ ０．６％
利比亚Ｌｉｂｙａ ９３７．６５ ９３７．６５ １１０７．０６ １３２３．２８ １５８８．７７ ７．０％
摩洛哥Ｍｏｒｏｃｃｏ １２７０．４７ １２７０．４７ １５００．０１ １７９２．９８ ２１５２．７１ ９．４８％
挪威Ｎｏｒｗａｙ ３０．９７ ３０．９７ ３６．５７ ４３．７１ ５２．４８ ０．２３％
叙利亚Ｓｙｒｉａ ３３．５８ ３３．５８ ３９．６５ ４７．４ ５６．９１ ０．２５％
突尼斯Ｔｕｎｉｓｉａ １０５７ １０５７ １２４７．９７ １４９１．７１ １７９１ ７．８９％
土耳其Ｔｕｒｋｅｙ ５５６．６６ ５５６．６６ ６５７．２３ ７８５．５９ ９４３．２１ ４．１５％
中国台北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ｉｐｅｉ ４１．２９ ４１．２９ ４８．７６ ５８．２８ ６９．９７ ０．３１％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间西大西洋蓝鳍金枪鱼配额分配情况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ｑｕｏｔａ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ｔ

西大西洋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百分比

ＴＡＣ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美国Ａｍｅｒｉｃａ ９２３．７ ９２３．７ ９２３．７ １０５８．７９ １０５８．７９ ５２．８％
加拿大Ｃａｎａｄａ ３８１．６６ ３８１．６６ ３８１．６６ ４３７．４７ ４３７．４７ ２１．８５％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３０１．６４ ３０１．６４ ３０１．６４ ３４５．７４ ３４５．７４ １７．２８％
英国 Ｂｒｉｔａｉｎ ４ ４ ４ ４．５１ ４．５１ ０．２３％
法国Ｆｒａｎｃｅ ４ ４ ４ ４．５１ ４．５１ ０．２３％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９５ ９５ ９５ １０８．９８ １０８．９８ ５．４３％

　　在西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ＴＡＣ与东大西洋
相比要小很多，且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配额量变化也
相对较小，ＴＡＣ基本都维持在２０００ｔ以下水平。
其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的ＴＡＣ为２７００ｔ。在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年ＴＡＣ为１７５０ｔ，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ＴＡＣ为
２０００ｔ［２３］。

３　蓝鳍金枪鱼管理问题分析

在过去 ４０多年里，ＩＣＣＡＴ实施的养护大西
洋蓝鳍金枪鱼资源的不少措施被认为是有效

的［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资源得到了恢复，然而，

仍存有不足。其中，确定的 ＴＡＣ高于 ＳＣＲＳ建议
量；分配机制有失公平，未能有效引导成员方采

取积极养护措施；缺乏有效执行机制而未能有效

限制非法捕捞［２７］等都是主要问题。

３．１　确定的ＴＡＣ高于ＳＣＲＳ建议量
在ＴＡＣ设定过程中，ＳＣＲＳ根据资源评估提

出ＴＡＣ设定建议值，但 ＳＣＲＳ做出的仅是科学建
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最终的 ＴＡＣ由 ＩＣＣＡＴ
委员会确定。从ＴＡＣ制度设定的目的来看，蓝鳍
金枪鱼 ＴＡＣ的制定是为了将各捕鱼国的行为限
定在资源最大可持续生产量内。

然而，各个国家均有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而

忽视科学建议的倾向。从１９９５年开始 ＩＣＣＡＴ设
定的 ＴＡＣ总是高于科学家们推荐的水平［２８］，配

额总量的设定也总是高于ＳＣＲＳ通过科学评估产
生的ＴＡＣ建议量。如ＳＣＲＳ建议２００９年ＴＡＣ为
１５０００ｔ，而成员国代表大会确定的 ＴＡＣ为 １９
９５０ｔ［２９］，如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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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ＳＣＲＳ建议ＴＡＣ与ＩＣＣＡＴ委员会
确定ＴＡＣ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ＡＣｂｙＳＣＲＳｔｏＩＣＣＡＴ

ＳＣＲＳ建议ＴＡＣ／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ＡＣｂｙＳＣＲＳ

ＩＣＣＡＴ委员会
确定ＴＡＣ／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ＡＣｂｙＩＣＣＡＴ

２００７年 １５０００ ２９５００
２００８年 ８５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９５０

　　ＩＣＣＡＴ陆续通过的建议和决议说明 ＩＣＣＡＴ
在蓝鳍金枪鱼养护和管理中做出了充分努力，而

未达到管理目标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 ＣＰＣｓ忽视
ＳＣＲＳ的建议以及不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此
外，值得注意的是越高的ＴＡＣ设定将增加资源恢
复时间甚至可能出现与公约管理目标愈行愈远

的状况。

３．２　配额分配机制有失公平 未能有效引导各国
采取积极养护管理措施

在现有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管理中，ＩＣＣＡＴ
在制定蓝鳍金枪鱼的捕捞配额时，将各个国家在

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中较高一年的历史渔获量作为
参考指标［３０］，这形成了少数发达渔业大国占有绝

大多数蓝鳍金枪鱼配额的现状。因而，现有分配

机制不能有效引导各国采取积极养护管理措施

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配额分配机制不公平，偏离

国际法基本原则。

最初的配额分配机制不公平，以较早历史时

期渔获量作为后期配额获得依据的配额分配方

式忽视了起步较晚的远洋渔业国家发展的基本

利益，尤其是亚洲和非洲远洋渔业国家中的发展

中国家。而起步较早的远洋渔业发达国家（主要

是西方远洋渔业国家）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忽视国

际法基本原则。不公平的配额分配规则打击了

远洋渔业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养护资源积极性。

然而，蓝鳍金枪鱼高度洄游性的资源自然属

性决定了该资源的养护不可通过个别国家的努

力来实现，单靠具有高配额量的渔业大国去承担

主要的养护蓝鳍金枪鱼义务的方法也是不现实

的。不公平的国际渔业秩序和偏离公平原则的

配额分配机制难以在资源养护方面起到促使各

国采取有力养护资源措施和通过国际合作以期

达到资源养护目的的作用。

３．３　缺乏有效执行机制而未能有效限制非法捕
捞

尽管《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

施的协定》第３条、《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第７
条和《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

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划》等均规定或采取了相关

措施来抑制非法捕捞［３１］，ＩＣＣＡＴ成员方开展的联
合执法在具体监督管理实践中也进一步限制了

对蓝鳍金枪鱼资源的非法捕捞行为。然而蓝鳍

金枪鱼捕捞的监管仍是整个管理过程中较为脆

弱的环节，捕捞活动仍得不到较为有效监管，非

法、未报告和无节制捕捞（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ＵＵ）使得蓝鳍金枪鱼实际渔
获量总是高于ＴＡＣ设定量［３２］。

由ＩＣＣＡＴ在２００６年进行的一项评估表明，
在大西洋东部和地中海通过国际贸易的渔获量

大约有４５０００ｔ，超过了其在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设
定的ＴＡＣ的１４０％。另一项研究表明，加上西班
牙，法国和意大利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份额，实际

捕捞量估计在３９０００～５４０００ｔ，远远超过ＩＣＣＡＴ
确定的ＴＡＣ和 ＳＣＲＳ建议的 ＴＡＣ［２９］。世界自然
基金会（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Ｆｕｎｄ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ｅｏｒ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Ｆｕｎｄ，ＷＷＦ）发现本地报告给 ＩＣＣＡＴ的
蓝鳍金枪鱼的贸易量和官方的渔获量报告有巨

大差别，这表明ＩＵＵ捕获活动在这个地区可能比
ＩＣＣＡＴ估计的更加严重［３３］。

建立和设计执法机制在渔业管理中的意义

重大［３４］，而执法机制的建立不可缺少一套有效的

监管机制和执行能力建设。然而 ＩＣＣＡＴ及其管
理机构在监管和执法方面的权利和能力都很有

限，需要依赖于各捕鱼国来监管自己的船队，这

使得ＩＣＣＡＴ无法在实践中发挥足够作用。
此外，监管和执行能力有待加强的现状，导

致了在管理中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管和惩罚体系，

而监管和惩罚体系的不足是造成成员不履约的

重要原因。而成员不履约又是 ＩＣＣＡＴ对蓝鳍金
枪鱼养护管理未能取到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其

贯穿于蓝鳍金枪鱼非法捕捞活动始终。

４　结论和建议

应对上述这些问题，需要采取一些更为行之

有效的养护管理措施。其次，为了评估这些行为

并提高蓝鳍金枪鱼资源的持续性保护作用，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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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更多有效的建议以弥补现有不足并使得蓝鳍

金枪鱼资源持续地发展。

４．１　改善ＴＡＣ设定过高现状
ＴＡＣ设定总是高于科学家们建议水平，高于

由ＳＣＲＳ通过资源评估而得出的能使资源达到最
大可持续产量为目标的ＴＡＣ建议量。长此以往，
非但使改善现有蓝鳍金枪鱼资源状况成为空想，

更将加剧资源衰退。因此，应采取积极行动改善

这一现状。首先，在没有能够得出蓝鳍金枪鱼资

源量已明显改善的充足依据的情况下，加强由

ＳＣＲＳ建议ＴＡＣ的参考意义，应考虑使 ＩＣＣＡＴ确
定ＴＡＣ小于ＳＣＲＳ建议水平。其次，应建立更为
广泛的接受科学信息的渠道，这种科学信息可以

来自其成员国提供的准确、及时和完整的蓝鳍金

枪鱼捕捞数据，也可以是来自其他组织的科学建

议，但这些建议必须是公正、公平的。再次，应当

注意的是ＴＡＣ的设定必须以使资源能获得持续
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为目标。如果当前 ＴＡＣ水平
未能促使资源得以改善，则需要减少 ＴＡＣ。此
外，在做出ＴＡＣ建议的决策时，减少妥协，应采取
较为强硬态度，以公约管理目标的实现为第一选

择。

４．２　改进现有配额分配机制
蓝鳍金枪鱼资源生物特征决定了其资源养

护不是单个国家可以肩负的，需要多方合作进行

管理养护，而现有的不公平的配额分配机制未能

有效引导成员方采取积极措施养护蓝鳍金枪鱼

资源。因此，需建立一行之有效的配额分配标

准：保障蓝鳍金枪鱼资源利用的公平合理；促使

成员方采取积极措施对蓝鳍金枪鱼资源进行养

护和管理。

一方面，尊重国际法赋予的公海捕鱼公平原

则，设定一更为合理的配额分配标准，倡导公平

合理的蓝鳍金枪鱼配额分配国际新秩序。重视

后起步的远洋渔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基

本利益，维护后起步远洋渔业国家蓝鳍金枪鱼渔

业发展权利。另一方面，将养护义务的履行视为

获得捕捞配额的前提。从趋利避害角度考虑，所

有国家都有规避养护义务的趋势，只有将义务履

行作为其配额获取保障才能有效调动捕捞国履

行养护义务的积极性。少数远洋渔业大国无论

在历史或当下均占有了绝大多数资源，这些渔业

大国又多是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水平比较高，

应增加其资源养护义务。让资源的主要受益方

履行更大的养护义务比重，其他各国也重视资源

养护义务的履行，并共同在养护资源所产生的效

益中获得收益。

４．３　加强监管以推动成员履约
ＩＣＣＡＴ对蓝鳍金枪鱼的养护和管理未能取

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是成员不履约行为，而有

效监管又是推动履约的必备条件，因而应加强蓝

鳍金枪鱼捕捞活动监管。

目前，成员在履约方面主要存在３个问题，
分别为不遵守数据报送要求、未遵守监控措施和

违反养护及管理措施要求［４］。因此，推动履约可

以在以下３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建立一个行之
有效的捕捞数据报送机制，提高捕捞数据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实行数据报送的有效监管。首先，

明确ＩＣＣＡＴ数据报送要求，如规范 ＣＰＣｓ应向其
相关部门提交的渔船作业数据，包括作业地点、

时间、渔获组成等。其次，加强观察员计划在捕

捞数据报送中的检查作用，因其可以切实监督作

业渔船捕捞行为，反馈的数据可以作为核对整体

上报数据真实性的一个参考。此外，对良好完成

数据报备的有关国家实行相应激励措施，如作为

在配额调整上的考量，对未很好完成数据报送义

务的成员则使用不同程度的惩罚。二是建立未

遵守监管措施行为检查机制。一方面，遵守监管

措施情况需要被定期检查，其中重点检查船位监

测系统是否按规定要求运行；另一方面，观察员

计划可以在渔船作业环节起到不可代替的监督

作用，应普及科学观察员计划的实施，对进行蓝

鳍金枪鱼捕捞作业船、转载船等相关渔船推行观

察员全覆盖。三是建立一个养护义务及管理措

施履行情况审查机制，将审查结果与该成员获得

成员合作地位和获得单独的捕捞配额挂钩。四

是建立对成员不履约行为的惩罚机制。出于有

效管理的目的采取必要的惩罚措施，如对未达到

上述要求的成员采取减少配额、制定贸易限制措

施和削减作业船队规模等惩罚措施。五是加强

海上联合执法。促使有关国家通力合作并在

ＩＣＣＡＴ工作基础上达成共识，加强执法合作，加
强联合检查力度，以期在合作共治蓝鳍金枪鱼非

法捕捞问题上有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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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ＹＰ）［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１１．

［１５］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３０８，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ｆｏ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ｌｕｅｆｉｎ

ｔｕｎａ［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３．

［１６］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１０８，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

ｏｎ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

［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１．

［１７］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９６０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

ｏｎｅａ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ｌｏｓｅｄｓｅａｓｏｎ［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１９９６．

［１８］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９８０６，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ｌｏｓｅｄｓ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ｆｏｒ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Ｓｅａ［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

１９９８．

［１９］　ＩＣＣＡＴ．Ｒｅｓ０２１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ｏ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ｆｏｒ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

２００２．

［２０］　ＩＣＣＡＴ．Ｒｅｓ０４０８，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ｏ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ｆｏｒ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Ｒ］．Ｍａｄｒｉｄ：

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４．

［２１］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６－０８，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ｏ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ｌｕｅｆｉｎ

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６．

［２２］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６０７，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ｏｎＢｌｕｅｆｉｎ

ＴｕｎａＦａｒｍｉｎｇ［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６．

［２３］　缪圣赐．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大西洋蓝鳍金枪鱼ＴＡＣ有所增长

［Ｊ］．渔业信息与战略，２０１５，３０（１）：７６－７７．

ＭＩＡＯＳＣ．ＴｈｅＴＡＣ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２０１５，

（１）：７６－７７．

［２４］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６－０５，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

ｍｕｌｔｉ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ｌａｎｆｏｒ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ｎｄ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６．

［２５］　ＩＣＣＡＴ． Ｒｅｃ ０８０５，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 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Ｍｕｌｔｉ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ｌａｎｆｏｒ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ｎｄ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８．

［２６］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１０－０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ｍｕｌｔｉ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ｐｌａｎｆｏｒ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ｎｄ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１０．

［２７］　杨文波，李应仁，李继龙，等．国际渔业管理制度对我国

渔业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影响［Ｊ］．中国渔业经济，２０１５，

３３（６）：２３－３０．

ＹＡＮＧＷＢ，ＬＩＹＲ，ＬＩＪ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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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ｓｈｅ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ｈｉｎａｅｓ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３（６）：２３－３０．

［２８］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６－０７，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ｂｉｅｎｎ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２００６－０７

ＰａｒｔＩＩ（２００７）ｖｏｌ．２［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８．

［２９］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９－０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ＣＣＡＴ［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９．

［３０］　白洋，朱伯玉．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利用国际法律制度

研究［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２４（６）：１７１－

１７６．

ＢＡＩＹ，ＺＨＵＢ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ａｂｏｕｔ

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２４

（６）：１７１－１７６．

［３１］　ＩＡＴＴＣ．Ｒｅｃ９８０５，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ＣＣＡＴｏｎ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ｎｄ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１９９８．

［３２］　ＩＣＣＡＴ．Ｒｅｃ０９０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ＣＣＡＴ［Ｒ］．Ｍａｄｒｉｄ：ＩＣＣＡＴ，２００９．

［３３］　ＷＷＦ．ＴｈｅＰｌｕｎｄｅｒｏｆ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ａｎｄ

ｅａ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ｉｎ２００４ａｎｄ２００５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ｔｏｒｙ

［Ｒ］．ＷＷＦ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６．

［３４］　刘小兵．国际渔业问题的治理研究 以中西部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为例的金枪鱼渔业治理［Ｄ］．上海：上海海

洋大学，２０１５．

ＬＩＵＸ Ｂ．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ｕ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ＷＣＰＦＣ［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Ｑ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

Ｌ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ｏｌ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ｏ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ｉｎａｓｔａｔｅ
ｏｆｄｅｅｐ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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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ｌｗａｙ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ｖｉｃｅ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ｃａｔ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ｋ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ｔｏｔａｌ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ｃａｔｃｈｓｅｔｔｉｎｇ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ｕｎａｓｅｘｃｅｅｄｓ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ｔｈａ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ｑｕｏ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ｕｎｆａｉｒａｎ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ｏｉｔｈａｓｆａｉｌｅｄ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ｈ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ｏｔａｋｅ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ｕｎａｓｆｏｒ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ｓｔｈｅｗｅａｋｌｉｎｋ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ｆａｉｌｅｄ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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