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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建立海洋捕捞渔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以现有的各项

统计制度和科研成果的数据为基础选择指标进行评估，为全面评价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方

法。通过上述指标体系，分析浙江省渔业现状，评估浙江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状况，得出浙江省海洋捕捞

能力过强，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污染已严重影响海洋捕捞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尽快实施 TAC 制度，促进

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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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tries to establish the frame of the referenCe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marine
fishing fishery . It is Composed of the fishery eConomiCs，soCial，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s，and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management . The indiCators and referenCe points are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istiCs of
marine fishing eConomiCs and data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tC .，whiCh is a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ing fishery . Through the new approaCh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ing fishery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marine fishing resourCes and the
pollution of Coast water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i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the Total Allowable CatCh（TAC）system as
early as possib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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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是沿海渔民的一项重要生计，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通过技术进步、生产海域扩展和设备更

新，水产品年捕获量成倍增长，丰富的海产品为人类的福利作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渔船功率的不断

增加，强大的捕捞能力与有限的作业渔场、脆弱的资源基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已严重威胁海洋渔业

的可持续发展。



1 海洋捕捞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1.1 可持续发展概念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

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不同于单纯的增长，不能为获取短期收益而牺牲长期利益，要求提高人民的生活素

质，而不增加使用我们自然资源以致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

1.2 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为保护、合理利用和开发海洋生物资源，渔业管理部门应当结合粮食安全、减轻贫困和可持续发展，

促进保持渔业资源的质量、多样性和足够数量的供应量，海洋捕捞渔业必须建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并

实施必要的管理制度防止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过剩，确保捕捞作业强度与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及其可

持续利用相一致；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跨界性质，加强多边研究合作，利用目前最佳的科学依据，为建立

管理目标提供依据；发展和应用具有选择性、无害环境的渔具和方法，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种群结构、

水生生态系统和鱼的质量。

1.3 建立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目的

指标体系可说明渔业资源状况和渔业活动，为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趋势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为有

关各方了解海洋渔业系统目前的可持续发展现状提供依据；通过一定时期的统计数据，能较全面反映海

洋捕捞渔业有关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渔业资源管理绩效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利用现有的科学研究

资料，通过设立相应的参考指标来衡量每年度指标的状况，例如用最高持续产量来衡量海洋捕捞产量

等；通过对照参考指标，可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为优化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 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评估

2.1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说明

渔业只有保持其所有相互依赖的活动才能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有许多方法可说明该系统，但

是关键成分有经济、社会、生态和管理方法［1］。本文通过提出海洋捕捞渔业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渔

业资源管理四方面的指标，设立合理的参考依据，评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数据来源是《浙江省水

产志》、《中国渔业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以及有关海洋渔业资源的论文及科

研成果。表格中带阴影数据为超标数据。

2.2 参考点及指标说明

2 .2 .1 最大持续渔产量 $S&（$a(imum Sustainable &ield）

指在不损害渔业资源本身再生能力的情况下，每年能获取的最高产量。如超过 MSY，就会导致种

群丰度下降，称为过度捕捞。据《浙江省综合渔业区划（1986 年）》资源评析，以生态效能系数换算法求

得东黄海的资源蕴藏量约为 550 万吨，再用面积法换算成浙江渔场的资源蕴藏量为 205 万吨，为保证资

源的再生产过程，资源的可捕量一般按现存资源蕴藏量的 50%估算，因此浙江渔场的可捕量约为 105 万

吨，按照剩余生产模式（SChaefer 模式）估算的最大持续产量为 76 万吨。1997 年农业部东海区渔政渔港

监督局评估东海区的渔业资源蕴藏量为 1000 ~ 1200 万吨，换算成浙江 MSY 为 150 万吨。

2 .2 .2 渔业对 GDP 的贡献率

渔业对 GDP 的贡献率 = 渔业经济增加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 .2 .3 海洋捕捞计划产量“零增长”计划

为扭转捕捞强度盲目增长的局面，农业部渔业局决定自 1999 年开始实施海洋捕捞计划产量的“零

增长”，弱化渔业行业追求产量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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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机动渔船控制指标

1987 年 4 月，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近海捕捞机动渔船控制指标的意见》，核定浙江省 1990
年以前近海捕捞渔船 24224 艘、84 . 5 × 104kW。到 1990 年，浙江省生产渔船 35078 艘，达到控制数的

145%，功率 157 .55 万 kW，达到 186%。1997 年 4 月颁布《农业部关于“九五”期间控制海洋捕捞强度指

标的实施意见》，浙江省“九五”期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指标为渔船 37802 艘，功率 280 . 75 × 104kW；到

2000 年，浙江机动渔船为 36540 艘，为控制数的 97%，功率 375 . 02 × 104kW，为控制数的 134%。2003 年

11 月，《关于 2003—2010 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浙江省 2002 年捕捞渔船总数作为基数船

数34543 艘（不 含 专 业 远 洋 渔 船），功 率 数 3835696 kW，2010 年 控 制 数 为 船 数 29883 艘，功 率 数

3434769kW。

2 .2 .5 营养级

指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过程中生产者和各级消费者的营养水平。食物链上，生物的营养级越大，其

营养水平越高。由于捕捞压力的不断加大，致使东海渔场的渔业资源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原有的资源结

构基本解体，而为新成长的生物群落或为食物链的更下一层次所代替，使东海渔业资源的平均营养级不

断降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 2 .7 ~ 2 .8 级之间，近年最低到 2 .45 级，已接近极限［2］。

2.3 经济子系统

当前 GDP 是反映人类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经济子系统的基础指标是对 GDP 的贡献率。

产量、收益与生产能力是对经济发展概念的必要补充，可反映经济可持续性的状态。出口指标反映经济

全球化的趋势，水产品进口的趋势亦逐渐增大，今后将增加进口量的指标（见表 1）［3 - 6］。

2.4 社会子系统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社会成分包括非货币成本

和效益，它是人们福利的重要组成成分［1］。传统的渔业经济统计资料中，缺乏国民素质、科技水平、基本

社会服务的指标，只能选择少量的人口与劳动力、水产品消费指标。设立尚为空白的渔民社会保障项

目，是因为社会对建立农（渔）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吁十分强烈，国家正研究如何建立，希望能早日填充

数据（见表 2）［3 - 6］。

表 1 经济子系统各指标的数据

Tab.1 Data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economic subsystem

名称
相关指标 /
（单位）

参考

依据

参考

指标
1990 年

指标
1995 年

指标
1998 年

指标
2000 年

指标
2001 年

指标
2002 年

指标

渔业经济

渔业产值

/（亿元）

历史水平

（2002 年）
334.04 37 .07 199 .54 249 .38 309 .64 313 .98 334 .04

占大农业

产值的比重

历史水平

（2002 年）
29.5% 12.2% 22.4% 25.4% 28.1% 29.3% 29.5%

渔业经济

增加值 /（亿元）

历史水平

（2002 年）
175.56 106 .16 138 .19 160 .32 163 .05 175 .56

对 GDP 的

贡献率

历史水平

（1995 年）
3.0% 3.0% 2.8% 2.7% 2.4% 2.3%

海洋渔村

人均收入 /（元）

历史水平

（2002 年）
6004 1280 4876 5582 5905 5838 6004

与全省农民

人均纯收入之比

历史水平

（1995 年）
164 .4% 116.5% 164.4% 146.3% 138.8% 126.8% 121.5%

海洋渔村

劳均收入 /（元）

历史水平

（1999 年）
13099 3118 11442 12254 12759 12167 12727

海洋渔村

人均产量 /（t）
历史水平

（2002 年）
4.29 1 .25 2 .96 3 .98 4 .24 4 .22 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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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相关指标 /
（单位）

参考

依据

参考

指标
1990 年

指标
1995 年

指标
1998 年

指标
2000 年

指标
2001 年

指标
2002 年

指标

海洋捕捞产量

海洋捕捞

均产量 /（t）
历史水平

（2001 年）
16.06 5 .79 11 .78 14 .81 15 .18 16 .06 15 .29

海洋捕捞

产量 /（ × 104t）
零增长指标

（1999 年）
331.24 99 .37 247 .02 326 .30 339 .57 329 .31 324 .18

占海水产品

的比重

历史水平

（1994 年）
88.9% 87.4% 88.6% 87.5% 82.7% 80.9% 79.2%

占总产量的

比重

历史水平

（1995 年）
77.7% 71.5% 77.7% 77.2% 72.3% 69.6% 67.4%

东海区

生产量 /（ × 104t）
最高可持续

渔获量（MSY）
150 99 247 311 319 311 302

机动渔船每吨位

海洋捕捞产量 /（t）
历史水平

（1998 年）
1.87 1 .27 1 .60 1 .87 1 .71 1 .62 1 .58

单位功率捕捞力量

渔获量（CPUE）/（t）
历史水平

（1998 年）
0.97 0 .63 0 .88 0 .97 0 .91 0 .87 0 .85

海洋捕捞能力

机动渔船

数量 /（艘）
2010 年

控制数
29883 35078 37802 37294 36540 35693 34101

功率

/（ × 104kW）

2010 年

控制数
343.48 157 .55 280 .75 335 .04 375 .02 378 .89 381 .51

总吨位

/（ × 104t）
历史水平

（2002 年）
205.58 77 .98 154 .32 174 .83 198 .22 203 .19 205 .58

海洋捕捞产值

海洋捕捞

产值 /（亿元）

历史水平

（2000 年）
155.41 27 .68 122 .59 140 .56 155 .41 147 .81 150 .41

占海水产品产值

的比重

历史水平

（1990 年）
100% 100% 79.3% 74.5% 68.7% 65.8% 64.6%

占渔业产值

的比重

历史水平

（1990 年）
74.6% 74.6% 61.4% 56.4% 50.3% 47.1% 45.0%

水产品出口

水产品

出口值 /（万美元）

历史水平

（2001 年）
80343 36841 28487 44690 80343 78955

出口占水产品

总量的比重

历史水平

（2001 年）
5.5% 2.4% 2.2% 2.7% 5.5% 5.1%

表 2 社会子系统各指标的数据

Tab.2 Data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social subsystem

名称
相关指标 /
（单位）

参考

依据

参考

指标
1990 年

指标
1995 年

指标
1998 年

指标
2000 年

指标
2001 年

指标
2002 年

指标

人口与

劳动力

海洋渔业

人口 /（万人）

历史水平

（2000）
96.75 90 .81 94 .07 93 .57 96 .75 96 .42 95 .45

海洋渔业

劳动力 /（万人）

历史水平

（1997 年）
46.05 24 .61 41 .75 41 .74 43 .90 44 .61 44 .83

海洋捕捞专业

劳动力 /（万人）

历史水平

（2000 年）
19.96 17 .17 18 .91 19 .80 19 .96 19 .41 18 .97

捕捞劳动力占海洋

渔业人口的比重

历史水平

（1998 年）
21.2% 18.9% 20.1% 21.2% 20.6% 20.1% 19.9%

外来捕捞专业

劳动力 /（万人）

历史水平

（2000 年）
2.41 2 .06 2 .22 2 .41 1 .09 2 .24

水产品

消费

水产品人均

占有量 /（kg）
历史水平

（2002 年）
106.0 32 .8 72 .8 95 .1 104 .3 104 .6 106 .0

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量 /（kg）
历史水平

（2002）
18.67 17 .32 16 .16 15 .63 15 .77 18 .67

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量 /（kg）
历史水平

（2002）
12.39 10 .44 11 .42 12 .18 12 .39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覆盖率 历史水平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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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态环境子系统

资源条件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传统四大鱼产量和渔获物品种结构的变化可反映渔

业不可持续的状况；环境指标直接反映了人类对海域环境的影响（见表 3）［4 - 6］。

表 3 生态环境子系统各指标的数据

Tab.3 Data of each indicator in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ubsystem

名称
相关指标 /
（单位）

参考

依据

参考

指标
1990 年

指标
1995 年

指标
1998 年

指标
2000 年

指标
2001 年

指标
2002 年

指标

海洋

环境

质量

东海未达到清洁海域

水质标准的面积

/（ × 104km2）

历史水平

（2001 年）
11.3 11 .3 9 .0

东海赤潮发生 /（次）
历史水平

（2002 年）
51 18 6 5 11 32 51

四大鱼

产量

大黄鱼 /（ × 104t）
历史水平

（1974 年）
16.81 0 .03 0 .81 0 .37 0 .16 0 .12 0 .10

小黄鱼 /（ × 104t）
历史水平

（2000 年）
10.69 0 .27 3 .36 7 .01 10 .69 7 .71 8 .28

带鱼 /（ × 104t）
历史水平

（2000 年）
64.91 23 .87 57 .99 57 .05 64 .91 59 .48 55 .01

墨鱼 /（ × 104t）
历史水平

（1994 年）
6.59 14 .79 4 .09 6 .55 5 .32 5 .45 5 .01

捕捞

生产

内海产量占捕捞

产量的比重

历史水平

（1991 年）
62.2% 34.1% 31.2% 27.0% 26.0% 24.2%

外海产量占捕捞

产量的比重

历史水平

（2002 年）
69.1% 65.9% 64.0% 67.0% 68.4% 69.1%

远洋产量占捕捞

产量的比重

历史水平

（2002 年）
6.7% 4.8% 6.0% 5.6% 6.7%

生产

方式

非选择性渔具

生产量的比重

历史水平

（1992 年）
66.2% 62.8% 61.6% 64.6% 62.6% 61.1% 61.6%

渔获物的平均

营养级［2］

历史水平

（1972 年）
2.87 2 .49 2 .45 2 .45 2 .48 2 .47 2 .46

2 .6 渔业资源管理子系统

如果想要使海洋渔业资源对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营养、经济和社会利益持久的作出贡献，迫切需

要对资源进行适当管理（见表 4）［7］。

3 讨论

3.1 影响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1）2002 年浙江捕捞渔船在东海区的生产量虽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产量仍是 MSY 的 201%，处于

过度捕捞状态；（2）捕捞能力过强，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现为控制目标数的 114%，122%；帆张网、底拖网

等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破坏的非选择性作业方式的产量占海洋捕捞产量的 60%以上；（3）当前海洋资

源衰退，渔民出海时间缩短，生产海域缩小，使渔民的收入增幅明显趋缓，渔业结构必须调整，部分渔民

要转产转业，但尚未建立渔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渔民在休渔期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劳动力转移有

诸多后顾之忧，影响了渔民转产转业和伏季休渔时间的延长，同时也影响了对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措施的

实施；（4）捕捞品种结构的变化是渔业潜在不可持续的强烈信号［1］。当前的捕捞产量中，平均营养级下

降，传统经济鱼类比例下降，低龄鱼和杂鱼逐渐成为主要捕捞对象；（5）我国近岸海域生态压力不断增

加，生境恶化，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典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生物栖息地丧失严重，渔场外移，部

分产卵场消失，主要传统经济鱼类资源衰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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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渔业资源管理评价

Tab.4 Fishery resources management evaluation
指标名称 管理目标 法律与法规 实施效果评价

捕捞限额制度

（TAC）

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

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量，实行捕

捞限额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二十二条
尚未实施

伏季休渔制度

每年 6 月 16 日零时至 9 月 15 日 24 时，禁

止所有拖网和帆张网作业。这一时期是

幼鱼的育肥生长期，休渔使幼鱼有一个较

长的安全生长期，可增加鱼类资源生长

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三十条《关于在

东、黄海实施新伏季休

渔制度的通知》，农业

部，1998 / 04 / 02

从 1995 年开始实施的东黄海区伏季休渔

制度，实施伏休七年来，已使带鱼、小黄

鱼、鲳鱼等传统经济鱼类资源基础有所好

转，并且已逐渐成为渔民的自觉行动。在

渔业管理部门的认真宣传、执法下，每年

的渔船违规率始终控制在 1-以下，是现

阶段所采取的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一项最

行之有效的措施。［2］

捕捞许可证制

度
规范捕捞渔船管理，控制捕捞强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二十三条《渔业

捕捞许可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令，自 200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规范了渔业捕捞许可证的审批发放和日

常管理，建立了签发人制度。但由于捕捞

能力太强，未配合实施捕捞限额制度，对

渔业资源保护的效果不明显。

鱼类资源增殖

殖放流是在自然水域放入人工繁育的仔

幼鱼，增殖鱼类资源。人工鱼礁是通过改

造水域自然生态环境，限制拖网等渔具作

业，增加海藻和其它各种生物的着生面，

诱使鱼群在其周围集聚、栖息、繁殖和索

饵，提高仔幼鱼的成活率。

《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

条例》第二十一条

在渔业资源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通过人工

干预的办法，开展增殖放流，建设人工鱼

礁，增加渔业资源量。我省每年都放流不

同品种的鱼苗，已在温州、舟山两地建立

两处人工鱼礁投放点。

海洋自然保护

区

省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宁波韭山列岛

附近海域是我省传统大黄鱼和曼氏无针

乌贼的重要索饵和繁衍区。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南麂列岛，贝藻

类保护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浙江省

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

十九条

我省 2 个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稳定，

海洋珍稀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生物

多样性保持良好。

3.2 实施 TAC（总可捕量）是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方向

东海区为半封闭海域，海区内环境和生物资源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与外界交流较少，资

源量的多寡基本取决于本海区初级生产力的大小，面对当前过强的捕捞生产能力，实施 TAC（ total
allowable CatCh）制度为主体的管理方法，比现阶段实施的控制方法能更好地保护鱼类资源。目前几乎所

有的发达国家都采用了 TAC 制度［8］。

资源被过度开采和利用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家对资源都有使用权，而个人对资源的损耗、枯竭不必承

担相应的成本，导致“公地悲剧”。同样的道理，对渔业资源的共享鼓励了酷渔滥捕行为。

深入实施渔业许可制度，尽快开展 TAC 管理，是当前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适当措施。TAC
制度是根据资源的再生能力，并考虑社会、经济等因素确定总可捕量，当实际渔获量达到或超过限制渔

获量时，即全面禁止捕捞，因此对资源的保持效果更好。同在东海区生产的韩国和日本已开始实施 TAC
制度，在海洋渔业资源日趋衰退、作业类型盲目发展、渔获物品种不合理、生态平衡失调的情况下，更应

加快实施 TAC 的步伐，促进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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