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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发展概况

1989年，上海水产大学查中国水产且公 司委托，派"浦菩号"实习船赴日本海 俄管在域进行太平洋
槽柔龟资源的开发，揭开了中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发展序幕。 至1992 年基本上完成了日本海太平洋榴柔
鱼的渔场开发、钓捕技术掌握、技术装备的改制等技术工作，井初步形成 了小规模的生产。 这段时间，妻
与就钩生产的 企业仅舟山 海洋植业公司一 家，1990 年该公司首先改装了2 艘航钓船投入试生产，取得
了收支保本的好成绩，随即有了迅速的发展，1拥2 年就钓船增至16艘。 1992年与1990 年相比，在产量
和经济效益方面均布了较大的增长，且产量增
t走了32 .81倍，单船产量增长了3.22倍(表1)，
产值增住31 .39倍[1l。

为免受日、俄、韩、 朝 等 沿岸国2∞海里专
属经济区的影响，必须拓展我国就钓作业的新
渔场。 在 上 海水产大学的积极建议下，农业部
批准于 1993 - 1995 年实施北太平洋就钩渔业
的发展计划一一- RD组织探捕船队开发柔鱼资
源。 199 3年在日安 海进行就钩作业的企业已
发展到4 家公司共 42艘就钩船，与此 同时上悔
水产大学会 同 4 家温业公 司共6艘探捕船，对
北太平洋柔鱼场进行探章和钓捕试验，调查范
围在北太平津西部海域(360N - 4伊3O'N;1 420E 
- 1盟。E)，历时 31d，共钓捕 871柔鱼，平均单船

表1 1l刷19拥年日本海和北太平洋锐的渔业的发展概况

Tab.2τbe Devel嘲阳It of oûne键呻Jid lisberi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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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企业 作业船数 撞获量 平均单船
作业海城 年份

〈个数 舰 吨) 产量(吨)

1饼" 2 74 37 

日本海
1991 3 291 97 

1镜12 16 2筑工2 156.3 

1贷款3 4 42 阪'" 1'Xl.4 

1织主3 4 6 87 14.5 

1994 7 9ß 2汉'" 234.6 

199自 17 248 73(0) 去>1.3

1996 21 3ω 应lOC附 224.9 
Jt太平洋

1绕开 m 337 101自)) 亚n.1

199' 21 3M lt7臼)) 384.9 

产量为1 4. 5t，单船日产量为 0幅缸。 1994年增加到7 艘船继续进行调查和钓捕试验，范围向北扩大了4
个结踵，向东拓展了7个经度(至lS70E 、440则，历时1 9d，钓获柔鱼267t，平均单船产量 38.1衔，平均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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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量 2.0lt，比 1993 年分别增挂了2肝、1. 63 和 3 . 29 倍。在调查和生产试捕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有大
批就钓船(计7ß.豆渔业公司 98艘)由日本海转入北太平洋，形成了规模性生产。 共钓获 2.3 月t主鱼，平
均单船产量 234. 61. 199 5年北太半洋航钓渔业继续向东探捕，拓展 了 5个经度主1620E，盎号调查有 6
家公司近 10艘船。 同时Jt太平洋的航钓规模也扩大到 17家公司 248艘船，年产 7.3 力t 柔鱼，平均市
船产量提高到 294.3to

l拥6年北太平洋就约渔业在前期取得较好的形势下，发展带有 定的盲目件，船数增 加 了1 ∞多
艘，其中南国网的灯光船和 些小功率的拖网船，它们既无冷冻设备，又无钩机，仅装备 了一些集鱼灯，
全部采用手1"lc 虽然船数增加了近一半，但产量仅提高了 13 .7% .单船产量下降 了近 24 %。

199 7年以后为北太平洋就钓渔业稳罔提高和积极探索后备渔场时期。1锦9 年的探捕调查K己拓
展到西经 173 度，平均每年向东拓展 8个 多经度，每年的探捕调查均找到了 可供牛产的渔场，并当年投
入生产，使年作业时间太太提前，比原来增加了近3个月，达到 7阳8个月，基本上解决了以81 54型改装
就钓船 为主体的中型船舶全年生产问题。1 998年柔鱼产量 为11.7万1，平均单船产量 J] 384 .9 1，均创历
史新高。 但1997，1998两年的经济放益有 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大量 边税低价就鱼进口冲击了 国内就鱼
市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到出口数量、 价格等。

在日本梅、北点平洋就钓植业发展的基础上，1蝉6年开始向南太平洋新 西气温场和西南大四;学阿
根廷渔场生产，有购买配额进入他同2∞梅里专属经济区钓捕，也有在2田海里以外公悔渔场钓捕。
1拥6- 1押7年度我罔进入新西兰渔场的船 近30艘，带有 定的盲目性，由于 海况、资源的影响未取得较
好的成绩。 而近 几年阿根廷南局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8- 1拥9年度我国在阿根延演场有却艘大型航
钓船生产，产量在 5万 t 以上，平均单船产量在 25田 t左右俨

2 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我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发展

2.1 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渔业的提出

1980年联合国环境开发暑(UNED)首民针对自然资源保护明确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这个命题。 把
资源保护与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使时再生、可更新资摞实行持续利用，以改变资源短趾和利用不合理的
状况。 "1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必须 同资摞租环境相协调，在满足吁代人需要的 同时，不危及盯
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2]c 目前世界淹业由于捕捞能力的过剩，产叶飞F捕捞过度 、 海洋渔业资源的在
退、生物资源生产能力的降低以及经济的浪费等问题， 严重影响着温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发展。 臼
此，各国政府正在开始致力于限制捕捞能力，井逐步减少己受影响植业的捕捞能))，其中包括必须减少
公海渔业油捞能力，特别是远洋金枪鱼延绳钓植船有必要减少 20t;毛 - 309毛。 国际社会对温业资源的管
理将进 步严格，目前正着于开展有关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捕捞能力的如何度量 、控制和管理方
法，以确保渔业资掘的可持续利用。

2.2 我国就钓渔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 1)国际渔业管理将进 步严格 些主要的就钓作业渔场均受到沿海国的管辖，如日本已将分布
在其周围海域的太平洋福柔龟列为自、许可渔获量(TAC)管理之列，进入阿根廷和福克芝2∞悔里梅域
钓捕航鱼，需要办理入渔许可证和交纳 定的资蘸费。《关于"联合国 悔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
鱼类种群和高度捆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执行协定》即将生效，这实质上是肘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公海渔业
资源实行全面管理。柔鱼作虫跨界的大洋性高度捆游种类，也将属于这 协定的范围，定将会受到严格
的管理。另外，随着新的中日渔业协定的生效和执行，我国北太平洋远洋就钓渔业也得面临严幢的挑
战，特别是 大批 8154型拖同船改装的就钓船。 根据双方协议日本同意按1 996年的咕产规模在其营
辖海域维持5年不变。 据1995-1 998年我同就钓船的生产统计，虽然 在日本 2∞梅里专属经济区以列
产量所占的比例逐年增 加，但尚有不少的份额来自f8本 2四海里专属经济民内。 因此，日本 200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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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实行和管辖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部分就钓船在西北Ã平洋的生产及其出路。
(2 )对捕捞对象的生物学特性和资源量缺王充分的认识。 虽然对西北太平洋 海域的柔鱼，经过了近

6 年的生产性探捕调查，但因设备条件和资金的限制，难以对柔鱼的泪游机制及路线进行有计划地调查
和研究，柔鱼的群系和资源量、可捕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展开。在钓捕技术方面，脱钩率
高、机钓所占的梅获量较少等而限制着渔获量的提高。灯光的有效利用包括水上好的合理布置、水下灯
在就钓作业中的应用以及丰同船型的灯光使用还有待深入研究c

(3)国内就鱼市场没有很好地开发、健圭和规范c 我国就钓植业发展迅速，1998年西北太平洋柔鱼
总产量已超过11万t，且1 998、1999年度阿根廷滑柔鱼丰产，产量有5万多t，但开发国内市场是 个重
大的课题c 更为 严重的是1 99 7年日韩等国家和台湾省生产的就鱼以各种形式 或低 价销往中国大陆，
严重冲击了国内的柔鱼市场，使航鱼 价格大幅度下降，企业的经济效益滑坡，甚至有的出现亏本。 如何
保护和建立国内健圭和规范的就鱼市场应成为我们看重解决的问题。

(4)渔获物的处理与加工技术不配套。我国航鱼的渔获量剧增，但加工制品样式少而单纯，不能与
日本相比。为此渔获物的处理与加工技术必须加以完善，加工和生产出形式多样的小包装、罐头食品和
休闲性保健食品。同时目前对柔鱼内脏的利用率很低，一般都作为废弃物处理，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必需加强就鱼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如就鱼的墨囊和肝脏等，以提高资额利用的附加值。

3 我国远洋就钓渔业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3，1 就鱼的资源潜力很大，为我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

头足类是重要的海洋经济动物，资源潜力很大，被FAO称为世界渔业中三大未来最有开发潜力的
种类之 。而目前作为光诱就钓的钓捕对辈辈鱼和枪乌贼类约 占目前头足类总产量的70% -朋%。
有估计，全世界头足类的可捕量为 0.1- 1亿ρ]。另 一估计，浅 梅性头足类的资惊量大于 740万t，大洋
性头足类的皆惊量为战晦性头足类的 8 町60倍[410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1 977 年评估，估计大洋性头且类
的资源量为2.5-7 .5亿t，年可捕量为 1- 3 亿t(中国*产科学研究院科技情报研究所 国奸渔业概况
1 991)。 从总体分析，目前已开发的就鱼类主要集中在西北太平洋、西南大西洋等 梅域，而大多数大洋性
种类墓本上没有开发利用c 据全球范围内头足类且可捕暨的估算值与目前的生产相比，开发率仅为
3%左右，可见头足类是一种未充分开发利用的渔业资源，也是 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捕捞对象。

作为我国就钓船重点作业渔场的北太平洋 海域，渔场分布广、资源量大，现有的 10多万t 就鱼主要
来自东经水域，而中东部 海域(I75OE _ 1450W)的 原流刺网渔场，平均年产量稳定在2 0- 30万t，近两年
束，我国就钓船还只是小规模地利用O

3.2 科研和技术的进步为我国远洋镜钓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 1)我国就钓渔业的发展从 开始就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教学科研人员深入生产第 线，实行
边探捕调查、边试生产，使科研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了规模性生产，既节 约了资金的投入，又加快了
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使企业很快取得了经济效益井有再投入发展的能力。 经过近1 0年的锻炼，已培
养出 主有实力的、稳定的科研和专业探捕队伍。

(2 )新技本、新装备和新工艺的不断应用，使就钓渔业始终保持着 股强劲的发展势头，如钩机从一
般的单机电控型向多机电脑靠控型发展，钓钩从双伞针向三伞针以且便拆式""品种方向发展，水下灯装
置的应用，使白天也能钩捕深水层的大型柔鱼;多水层温盐深的自动记录计和多水ill.潮流计的应用为寻
找中&渔场提供了方便g减少和防止柔鱼脱钩的钓捕技术的试验的研究等[刻。 者

。)信息技术、图文资料等有关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为就钓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
料。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资料的积累，就钩技术组在探捕期间租渔汛期间定期发布探捕信息和 海况通报，
绘制了H本悔以及北太平洋就钓作业区域图，编制了 1 995- 1 998 年渔场作业和产量分布 图册，编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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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王国际法规、应急避难措晦和安全操作等文件和资料，作好历年的探捕方案和调查且主古以且年度的生
产统计和总结等。

3.3 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我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根据南山、烟台、上海、宁波和大连等从事就钓作业五家主要海洋渔业公司的情况分析，就的渔业使
各渔业公 司摆脱了因 近海拖网植业资源急剧l衰退所带来的长期经营亏损的危机，找到了新的经济增位
点，远洋就钓渔业已成为各公司海洋渔业的支柱产业。 五家渔业公 司在发展就钓渔业的初期，基本上当
年投产，其收支可持平或略有盈利，第 二年即可获得较好的收益;1咽 3 -1995年在北太平洋就钓植业巾，
新增产值为投入资盘(改船等)的 3. 32倍 ，获得的经济效益基本上等 同于投入资金额。1锦6 - 1 99 8 年
间，新增产值为投入资金的近5倍，经济效益为其 1.73倍(上海水产大学 北太平洋柔鱼资掠开发和捕
捞技术及其装备的研究科技成果鉴定书1997)。

在社会效益和生在效益方面，主要表现在:开拓了远洋渔业的新的作业方式，减轻 了近海渔业资源
的捕捞压力，有利于近海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井把有限的资源让给群众渔业，使海洋渔业的布局更为合
理;利用原有的 近海拖网渔船，特别是大批带有持冻设备，在近海作业经济效益不佳的 81 54 型拖网渔船
改装成就钓船作业，使设备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各 公 司具备了参与世界植业资
源竞争的能力，取得了我国渔业大国应有的 席之地，为就钓温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r基础。 在北太平
洋就钓的基础上，己向南太平洋新西兰渔场和南大西洋阿根廷泊场进举，并取得较好的成绩。 为人民生
活提供了优质、富有营养的在产品，丰富了菜篮子工程水产品的内容，井带动了在产品加工业、超市等销
售业 、怜库仓储业等 系列企业的生机活力。

4 我国就钓渔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解决的问题

4.1 严格管理，有计划控制作业渔船的发展

由于渔业资源是 一种共享性资掠，并且可 以自由人渔，作为分布在公海的大洋性柔鱼类更是如此。
随着中国 近海植业资源的衰退和中日、中韩之间新的渔业协定的生效，以及 近海渔业管理制度的 严挤，
大量的渔船和渔民将被迫退出 近海渔业，有可能是转向航钓渔业。 国家渔业主管部门向阳强宏观调控，
统 4管理，防止企业和群企渔业因就钓业的有利可图，将大量的温船攻装或购买、新建大明就钩船，产生
过剩能力，最后导致植业资惊的衰退甚至衰竭。 这方面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教训是探刻的。 为此，北大
平洋的就钓渔船应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控制和 严格管理，不能盲目发展。 根据北太平洋就鱼的资源现
状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将作业渔船控制在 一定的数量之内。 同时对新西兰和阿根廷海域的作业渔船也
应加强管理，限制作业船数和渔获量进入国内市场。

4.2 开展区域性合作，加强基础性研究

柔鱼类一般都是跨界和高度捆游性鱼类，通常跨越2个以上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为几个国家和地区
的就钓船队或拖网船所捕获。 如柔鱼不仅分布在日本来口俄罗斯m海里专属经济区，同时也分布在广
阔的公海海域、该资源为日本 、韩国、中国(包括台湾省)等就钓船所捕获。 卫如阿根廷滑柔鱼分布 在阿
根廷2∞海里专属经济区 、公海和福克兰群岛等三个不同海域，主要为上述三个国家和阿根廷的就钓船
和拖网船等所捕获。 由于柔鱼类的分布范围r.对其基础性调查和研究生带来 定的困难，目前还没有
很好地掌握这些作业对象的资源量变动情况和进行鱼情预报。 开展区域性合作，加强基础性研究对就
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 如时公海柔鱼实行TAC管理，并将许可捕获量分I!ìj古各捕捞国家，
确保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各国和区域性组织应加强有关资料的交流和联系，确保44作充分而存效
地展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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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积极开发和准备就钓的后备渔场

目前我国就钓作业的主要渔场有三处，一是北太平洋柔鱼渔场，该温场分布范围广阔，从 145 0E至
145 "W的整个北太平洋海域都有分布，我们已经开发和基本掌握了东经海域的柔鱼作业渔场，近几年在
该渔场我国平均约有就钓船 35 0艘左右，年产量约为11万'0 该渔场自开发以来，资瞟还没有出现大的，
波动，渔获量较为稳定。而在西经梅域的 原流刺阿植场，日、韩、我国台湾省的就钩船均在生产，我国尚
未大规模进入，因此应作为我们重点的作业和发展植场，并确保其持续利用。 二是西南大西洋的阿根廷
滑柔鱼渔场，该渔场的资源量丰富，产量也较高，但是该资源披动性大，有大小年之分，这也是我们目前
上半年的主要作业渔场。 1999年阿根廷滑柔鱼丰产，据我国就钓生产船估计，总产量可达到剧由于D万t
左右。 二是新西兰 海域的双柔鱼渔场，该渔场的温获量不及前两个种类的产量高，最高年产只有10多
万t，1 996年以章，资源出现显著的波动，目前还没有恢复的迹象，波动性很大，己平作为我国上半年主
要就钓作业渔场。 为了确保我国就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开发和积极准备后备渔场，合理布局就
钓渔船的作业渔场，减轻各捕捞对象的捕捞压力，达到持续利用。 目前有开发潜力的就钓温场可能有印
度洋亚T湾外 梅 、南非外 梅 、秘鲁外 海等柔鱼类资源。

4.4 提高钓捕技术，减少人力和减轻劳动强度

(1)提高机钓产量比例。 ，�太平洋的就钓渔场，产量逐年提高，平均单船产量1998年比1蝉4 年 提
高了64.1%，这一方面由于渔场逐年拓展，延长了作业时间，另一方面钓捕技术的提高也是重要因素之
-。 但于钓产量所占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般于钓与机钓之t�，为6 .4.产量低时( 3吨以下)于钓比例上
升，产量高时机钓比例升高[6]e 目前-般一艘航钓船配员 30人左右，连 续 6 - 7个月在 海 上整夜作业，
白天还要化一定的劳力进、出冻鱼货，船虽的劳动强度以ll.辛苦程度是 较高的，长期 下来对身心健康有

定的影响。 因此，如何提高机钓产量的比例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可以来用串 下灯技术，在白天钓
捕深水层的柔鱼，仅需要少量人员以管理和处理渔在物。 这项工作已有所开展，取得r初步的成绩。

(2)减少脱钩率。 目前柔鱼的脱钩率是相当高的，据统计资料，机钓脱钩率约在24 9毛阳 37 %，它与
钩线上升速度、有孟抖动以及作业水深有关;于钓脱钩率在 16 % - 40%，与风浪大小有关。 水中脱钩串
比班上脱钩率高。 导向轮处的脱钩率也占有 一定的比例，约为2 % - 12 %，这与同拖架的水平角度有
关，可以通过改进钓钩的结构、改变导向滚轮尺寸及角度、改变和控制的机抖动等措施来减少脱钩率[叫。

( 3)减虽增效，提高质量。 在提高钓捕技术的基础上，应把子钓劳力尽可能减少，一方面把劳力转移
到冷冻和加工以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在经营成本中，已由过去燃油消耗占第一位，转变为人工费用
占第 曰位，因此减员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4.5 加快就鱼加工业的发展，提高其附加值

据检测分析，北本平洋的主鱼其可食部分占到80%(嗣体5 09毛，头足类30%)，其肌肉的化学组成粗
蛋白1 8%，粗脂肪占1 .3 %，在份占朋%，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水产品。脂肪酸的组成中EPA
的 DHA吉量丰富，也是 种保健型绿色食物。 不可食部分可制鱼粉、鱼油( 肝脏吉油量达15 % - 30%)、
蛋白陈、墨粉(墨汁是一种很好的止血药)等，加强综合利用和保健、药物的研制，特别是废弃物的利用开
发，不仅充分利用资源，且对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经济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t 海水产大学北太平洋
柔钓课题组 西北太平洋柔钓探捕报告 1悍的。

4.6 开拓国内市场

就鱼在亚洲有较为广泛的市场，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就最消费市场，约占世界消费量的 40%，年消费
量在60 -7 0万，，以自产为主，进口量只有 3 - 5万"且对品种和质量要求较为 严格，以1同体和就鱼片为
主。 欧洲以西班牙消费最多，是世界第 二大消费市场，挪威等国也曾向我国进口就鱼恫体。 要依据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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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需求，来决定我们的出口品种、规格和质量，特别要加强加工的保鲜于段，以高质量的原料束赢得
市场。 但就鱼的消费仍应立足于国内广阔的消费市场，应大力宣传就鱼是大洋性，未圭1')染，且是高蛋
白、低脂肪，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努力开拓国内市场， 为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5 结语

中国远洋就钓渔业经过1 0年的发展，经历了创建初期、发展壮大、巩固提高=个阶段，取得了社会、
经济相生态效益的巨大成绩。 远洋就钓渔业的进 步发展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可持续发
展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确保植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转变观
念，那种认 为随业资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念是 种错误的、陈旧的观念，它必将会造成资掘的衰退
和枯竭。 要使远洋就钓随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特别要做好以下几点:①加强资源的基础研究和调查
工作，开展国际和区域性的协作;②要 严格管理，既积极开拓世界各渔场生产的可能性，且根据需要和可
能有计划控制船队的发展，③加强就鱼加工业的发展，提高其利用值，注重废弃物的利用，促进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④开拓国内市场，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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