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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候变化对渔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间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库数
据库收录的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２００７年前后有关该问题的
文献数量明显增加；该问题受到了学者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广泛重视，共有５７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投入到该领
域的研究中来，美国在该领域研究中占有较大优势；发表该领域文献的期刊主要为渔业及海洋与淡水生物学

类主流期刊，《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海洋科学杂志（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和《海洋与淡水研究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目前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期刊；该领域主要研究对象为具体的生物
品种、渔业经济、生态系统以及管理策略；相关文献中反映气候变化的主要指标为水温；占据研究内容前三位

的是物种丰度、生物学以及物种分布。目前，我国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加大我

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力度，将有助于提高我国渔业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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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１９９０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ＩＰＣＣ）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以来，气候变化问题
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２００７年ＩＰＣＣ第四
次评估报告发布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

生态系统的威胁上升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问题

之一。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作为正在发生
的气候变化的响应，许多物种已经改变了其分布

范围、丰度、季节性活动、迁徙模式及物种间的相

互作用［１］。早在２００９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ＦＡＯ）渔业和水产养殖部就呼吁要扩展渔业管
理计划，以纳入气候变化应对战略［２］。但研究显

示，目前世界主要商业鱼种的渔业管理系统在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还缺乏灵活性［３］。

文献计量学（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采用数学和统计
方法研究诸如题名、作者、期刊、年份、国家及文

献内容等文献外部特征，从而描述、评价和预测

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４］，是一门

实用性强、应用范围广的学科。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文献计量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以来，至少有

化学化工、农业科学、采矿冶金、建筑科学等 ５０
多个专业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了应用研

究［５］；在农业方面，我国学者在林业、园艺、农作

物、植物保护学科、农业经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

用等方面进行过文献计量分析与研究，在渔业方

面，近年来也有学者采用该方法进行了相关文献

研究，为渔业科研人员提供了情报支持［６７］。本

文将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比较、分析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６年国际上渔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相关文献，
总结该领域历史研究成果、分析近期研究热点，

为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提供情报支持。

渔业资源为全球人口提供了约１７％的动物
蛋白［８］，研究气候变化对其造成的影响将为管理

者修订现有的渔业资源管理政策，使其具有一定

的灵活性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供参考的最新

理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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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简称 ＷＯＳ）是汤姆森科
技信息集团（Ｔｈｏｍ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于 １９９７年推出
的网络检索系统，以 ＳＣＩ、ＳＳＣＩ和 Ａ＆ＨＣＩ三大引
文数据库为核心，被公认为当今科学界最权威的

文献检索工具。本研究利用的文献来源于收录

了包含１２０００多种世界权威、高影响力学术期刊
的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文献追朔至１９９５
年，数据库更新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２　分析方法

以“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为关键词在标题中检索，
界定“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类别为“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检索时
间范围为不限，检索到以气候变化为标题的渔业

相关文献共２９１篇。利用 ＩＳＩ自带的分析软件以
及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了文献计量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文献类型分析
检索到的文献以期刊源文献为主、占比

６９．０７２％，其次为会议论文、占比１４．７７７％，再次
为文献综述、占比８．２４７％。另有少量文献类型
为：编辑材料、会议论文摘要、新闻报道等。

２．２　文献增长规律分析
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文献发表量（图 １）以

２００７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
２００７年之前（含２００７年），这个时期除２００２年外
年发文量不超过７篇；第二个时期为２００７年后，
此时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发文量显著增长、维持

在每年１７篇以上，２０１１年达到了最高的５６篇。
可见，２００７年前后，气候变化对渔业的影响问题
开始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２００７年前，ＦＡＯ渔业
与水产养殖部只出版过两份以评估、预测气候变

化对部分渔业资源量影响的渔业技术文件［９１０］。

但自２００７年起，ＦＡＯ渔业与水产养殖部每年都
发布气候变化主题的出版物，甚至一年出版多部

出版物［１１］，这说明２００７年前后气候变化对渔业
影响的问题开始受到相关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的

广泛重视。

２．３　国家及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从检索到的文献作者所属国家或地区来看，

共有５７个国家的学者发表了相关文献，美国在
研究中占绝对优势，其次为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英国，再次为德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国（表１）；超

过４３％的作者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英
国的作者分别均占 １８％、１６％及 １１％。１９９５—
２０１６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发表了５篇文献，其
中２０１２年一篇、２０１６年四篇。

图１　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研究文献量
年变化（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１６

表１　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研究发文量前十位的
国家或地区（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

Ｔａｂ．１　Ｔｏｐｔ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１６

序号

Ｎｏ．

国家或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篇数／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１ 美国 １２７
２ 澳大利亚 ５４
３ 加拿大 ４８
４ 英国 ３３
５ 日本 １３
６ 德国 １３
７ 印度 １２
８ 法国 ９
９ 挪威 ９
１０ 西班牙 ９

　　发表文献最多的机构依次为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ＮＯＡ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加拿大渔业与海洋

部，英国环境、渔业和水产养殖科学中心，（澳大

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这６所机构发表的文献
一共为９２篇，约占总文献数的三分之一，说明在
这些机构中有一批学者长期倾注在此项研究中。

２．４　刊载文献的主要期刊及论文影响力分析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组检索、剔除非期刊

文献，共得２０１篇期刊文献，分别来自于３２种期
刊，刊载相关文献情况如表２所示。其中发表文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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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数最多的前八个期刊共发文１５３篇，占期刊源
文献总数的７６．１％，八个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约
为２．５５，说明国际上有相对集中的主流学术期刊
近年来一直关注着该领域的研究。篇均被引次

数最高的三个期刊是《渔业海洋学（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海洋科学
杂志（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以及《海洋
与淡水研究（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发文量最多的三个期刊是《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

海洋科学杂志（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加拿大渔业和水产科学杂志（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以及《海洋与淡
水研究（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综合
起来可以看出：《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海洋科学

杂志（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和《海洋与
淡水研究（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目
前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影响研究最有影响力的

两种期刊。

表２　刊载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研究文献的期刊情况（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１６

序号

Ｎｏ．
期刊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
出版地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ｌａｃｅ
发文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篇均被引次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ｓｃｉｔｅｄ

１ 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海洋科学杂志

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８０１ 英国 ４３ ３８．０７

２
加拿大渔业和水产科学杂志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６８３ 加拿大 ２７ ２５．５９

３ 海洋与淡水研究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１１６ 澳大利亚 ２５ ３２．６

４ 渔业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７６６ 美国 １６ ５．０６

５ 鱼类生物学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８３７ 美国 １５ ２０．２７

６ 渔业海洋学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８７９ 英国 １２ ３９．８３

７ 渔业研究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２６３ 荷兰 ８ １７．８８

８ 鱼类生物学和渔业评论

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３．０５ 荷兰 ７ １９．５７

注：影响因子为五年影响因子，数据来自ＩＳＩ２０１５版《期刊引用报告（ＪＣＲ）》
Ｎｏ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ｓａ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ｗｈｉｃｈ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ＩＳＩ２０１５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ＪＣＲ）》

２．５　主要科学家分析
统计范围内，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研究领域

的 主 要 科 学 家 有 ＣＨＥＵＮＧ，ＨＯＢＤＡＹ，
ＨＯＬＬＯＷＥＤ等（表３），发文量前八位的作者分别
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的学术

机构。高产作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如：

ＨＯＢＤＡＹ和ＰＥＣＬ都曾供职于塔斯马利亚大学，
他们一起合作了６篇文章；ＰＡＵＫＥＲＴ和 ＬＹＮＣＨ
都供职于美国地质调查局，他们一起合作了４篇
文章。主要科学家之间也存在一些跨国合作，如

ＨＯＬＬＯＷＥＤ（美国）、ＢＡＲＡＮＧＥ（英国）和 ＰＥＣＫ
（德国）合作了２篇文章。

表３　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研究主要科学家
发文量（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１６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篇数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１ ＣＨＥＵＮＧＷＷＬ １０
２ ＨＯＢＤＡＹＡＪ １０
３ ＰＥＣＬＧＴ ７
４ ＨＯＬＬＯＷＥＤＡＢ ７
５ ＢＡＲＡＮＧＥＭ ６
６ ＰＡＵＫＥＲＴＣＰ ６
７ ＬＹＮＣＨＡＪ ５
８ ＰＥＣＫＭ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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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研究领域与内容
２．６．１　高频率引用文献分析

高频率引用文献能反映学术界对某一研究

领域的关注程度与关注重点。在气候变化对渔

业影响研究领域，检索到的文献中引用量前三的

文献分别为：ＨＯＥＧＨＧＵＬＤＢＥＲＧ［１２］于 １９９９年
发表于杂志 《海洋与淡水研究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文章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ｒａｌ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ｓ，引用次数高达１６３６次，该文从生化、生理
及生态学角度讨论了气候变化对珊瑚白化的影

响，并模拟了未来１００年气候的持续变化珊瑚白
化的频率及强度；ＣＨＥＵＮＧ等［１３］于２００９年发表
于《鱼类和渔业（Ｆｉｓｈ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的文章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ｍｐａｃｔｓｕｎｄ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引用次数为４１７次，文章
聚焦气候变化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利用模

型计算预测了未来４０年内１０６６种海洋鱼类和
无脊椎动物受气候变化影响而产生的分布变化；

ＦＩＣＫＥ等［１４］于２００７年发表于《鱼类生物学和渔
业评论（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的
文章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该文引用次数为２７１次，综述
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淡水渔业的潜在影响。前５０
篇高引用文献被引用次数为１６３６次、最低为４３
次，平均为１３２．７２次。

以下对前５０篇高频率引用文献的研究领域
与研究内容进行分析。

５０篇高频率引用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可分
为以下四类：ａ．具体的生物种类，包括：珊瑚、恋
礁鱼类、各种海洋鱼类（包括沙丁鱼、鳕鱼、鳎、

*

鱼、鳟、大马哈鱼等）、贝类（鲍鱼）、浮游生物、藻

类、海鸟（塘鹅）、寄生虫（牡蛎寄生虫）以及淡水

鱼；ｂ．海洋经济；ｃ．管理策略；ｄ．生态系统。其中
以鱼类及具体的生物种类讨论数量比较多，共占

讨论对象总数的７４％。研究内容包括珊瑚白化、
渔业经济易损性指标、浮游动物群落的变化、鱼

类生物学（生理习性、食性、生物学过程）、生物多

样性、丰度、分布（包括栖息地变迁）等。占据研

究内容前三位的分别为：丰度、生物学特征以及

分布。

在５０篇高频率引用文献中，出现的反映气
候变化的指标涉及大气和水体两个载体，主要以

水体为载体，具体的指标包括：大气温度、地球表

面温度异常、大气环流指数、地球自转速度、降雨

变化量、海水温度、海水盐度、海平面高度、碳酸

盐化学指标以及北大西洋涛动指数（ＮＡＯ）等中
尺度气候变化现象指标。在所有涉及指标的３３
篇文献中，水温被使用了２４次，占比７２．７％，是
文献中被用来描述气候变化现象的主要指标。

２．６．２　近三年文献分析
检索到近三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文献共 ７５

篇，对其研究领域与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

现近年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研究热点的变化。

近年文献的研究对象仍然为具体生物种类、

渔业经济、生态系统以及管理策略四个方面；研

究对象仍然以鱼类及具体生物种类研究居多，共

占讨论对象总数的５３％左右，与高频率引用文献
比较占比有所下降，其次为海洋经济以及渔业管

理方面，而生态系统方面的文献较少。四个方面

文献的研究内容如下：ａ．具体生物种类，包括：珊
瑚、恋礁鱼类、各种海洋鱼类（牛鳟鱼、虾、小嘴鲈

鱼、条纹鲈鱼、鳗鱼、沙丁鱼、海青鱼、鲭鱼以及石

斑鱼等）、海豹、贝类、螃蟹以及一些淡水鱼类等；

研究内容主要为：丰度、分布、生物学（包括繁殖、

生长、食性、洄游时间、营养、免疫、群落等方面）

等，其中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占大约三分之二，丰

度和分布方面的研究较少。ｂ．渔业经济方面，包
括海洋渔业以及养殖业两个方面，内容上包括经

济脆弱性以及风险评估等。ｃ．生态系统方面，包
括局部海洋生态系统、海草生态系统、淡水生态

以及生物多样性等。ｄ．管理策略方面，包括管理
策略框架搭建、管理系统适应性等。另有少量的

文献讨论盐水入侵、研究热点区域变化、气候变

化对休闲渔业的影响等。

近三年的最新文献中，出现的反映气候变化

的指标同样涉及大气、海水两个载体，主要以水

体为载体，具体的指标包括：水温、海平面上升、

盐度、海洋酸化、区域气候（如大西洋数十年涛

动）等。在涉及指标的３０篇文献中，水温被使用
了２０次，占比６６％，依然是文献中被用来描述气
候变化的主要指标。

２．６．３　渔业管理文献分析
在检索到的文献中共有２０多篇文献研究了

气候变化对渔业管理的影响，占比为 ８％左右。
这些文献涉及针对某种经济鱼类（鳕鱼、虾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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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策略的研究、不同管理策略的评估、现有的管

理策略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气候变化对渔业管

理基础的影响等方面。

这些文献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对渔业资

源的积极管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科学依据，如文

献［１５１６］指出：气候变化对于渔业管理的不同期限

以及不同目标影响不一致，气候变化对于短期的

资源恢复管理目标没有太大影响，从长期来看气

候变化对于种群状态有较大影响；对于目前国际

上使用的两种主流渔业管理措施———捕捞控制

规则（ＨＣＲ）和设置休渔期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性方面，文献［１７］指出，许多采用设置休渔期作为

渔业管理措施的渔业往往会根据气候的变化调

整休渔期；在生物参考点选择上，面对气候变化

的不确定性，选择捕捞死亡作为生物参考点比基

于种群生物量的生物参考点的管理策略更具稳

健性［１５１６］。

３　结论

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气
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显示：气

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的研究呈上升趋势，文献数量

稳步增加；在研究内容方面除了对于具体生物品

种，如鱼类、海鸟、贝类、珊瑚等，还包含了对渔业

经济、生态系统以及管理措施等方面的研究，但

以对于具体生物品种的研究居多；水温是许多文

献选择的反映气候变化的主要指标；占据研究内

容前三位的是物种丰度、生物学（包括：生理习

性、食性、生长繁殖等生物学过程）以及物种分

布；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讨论对象趋于丰

富，特别是在渔业经济、生态系统以及管理策略

方面的讨论变得更加具体与细化。

在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的研究领域，从发文

量与篇均被引次数两个角度来看，《国际海洋勘

探理事会海洋科学杂志（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最值得关注的期刊；从作者所属机构
所在国家来看，美国在该领域占有较大优势，超

过４０％的研究文献出自美国，除此之外澳大利
亚、加拿大、英国等传统海洋强国在该领域也占

有一席之地，而中国作者近年在本领域发表了五

篇文献，说明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从机构来看，主导研究的机构主要为与

政府相关的“涉海”机构（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加拿大渔业与海洋部，英国环境、渔业

和水产养殖科学中心以及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

研究组织海洋大气研究中心等）或研究性大学

（如：华盛顿大学、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澳大

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以及塔斯马尼亚大学

等），由此可见，政府对研究的支持可以推动此研

究领域持续与稳定的发展。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对渔业影
响研究受到了学者、相关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

的广泛重视，到２０１６年为止共有５７个国家或地
区的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相关国际

组织、欧盟、美国以及英国等都将气候变化对渔

业影响问题列为国家海洋中长期战略中的重点

研究方向［１８］。我国濒临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

海，海岸线长、有众多近海渔场，海洋捕捞和海水

养殖业发达，渔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１８％［１９］，

截至２０１４年海洋渔业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５８７
万余人［２０］，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气候

变化一方面可能导致我国沿海渔场消失、渔业功

能丧失［２１］，严重威胁渔民及相关从业人员的生

计、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的海

洋渔场动态变化可能对我国远洋渔业造成较大

冲击。加大气候变化对渔业影响的研究力度、提

升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水平，将有助于提高

我国渔业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升我

国科学家参与相关国际事务的能力、树立我国渔

业大国与渔业强国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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