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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综述生态系统方法的相关理论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太湖生态系统脆弱性特点和太湖渔业资
源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揭示了当前太湖渔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渔业环境、渔业的结构性矛盾、
渔业管理体制、渔业管理辅助手段四个方面。从而提出在太湖渔业管理中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的实施步骤。在
明确生态系统边界�确立生态系统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对太湖渔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将管理机构划分为三个
系统：管理、执行和监测系统�从而实现权责统一制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体系。同时�也提出加快渔业
法制建设、壮大渔业管理人才队伍、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完善相应配套的渔业管理辅助措施以及广泛加强
对渔业管理中生态系统方法理念的宣传教育等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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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渔业资源管理主要针对单一物种的

保护�忽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
的平衡�造成生境的脆弱化、渔业资源的小型化
等后果�甚至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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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与以往的管理方法有所不同的生态系
统方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Ａ）管理则侧重于
对物种、群落多样性的保护。它强调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重视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与影响以及人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力求在环
境、生态、经济之间达到和谐共存。
1　生态系统方法相关理论研究

生态系统方法是一种整体理论方法�将生物
体、非生物环境、人类的活动等各要素的相互关
系当做一个整体联系在一起�对生态系统进行宏
观控制�从而达到理想的生态系统状态。在管理
过程中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术语还有渔业生态系

统方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ＡＦ）�基
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ＢＦＭ ）�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ＢＭ）�综合管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Ｍ）等等。他们有着共同
核心特征：实行多物种的管理、保持生态系统完
整与健康、寻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方法管理的目的是要创造人类福

利与生态福利 ［1］。它是由社会根据自身的利益、
需求、价值来决定管理生态系统的类型及如何保
护；要考虑人类的因素�既包括人类活动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又包括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反作用
力；生态系统方法管理需要从整体考虑�从局部
着手；明确生态系统管理的边界�要在自然的分
界内、适当的尺度内进行管理�认识到管理措施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必然的；监测并识别生
态系统内部的动态特征�确定生态学限制因子；
注意幅度和尺度�熟悉可忽略性和不确定性�并
进行适应性管理；仔细选择和利用生态系统方法
管理的工具和技术；选择、分析和整合生态、经济
和社会信息�并强调部门与个人间的合作。此
外�在进行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时必须考虑时间、
基础设施和经费等问题等等 ［2］。
2　太湖渔业生态系统特点与开发利
用状况

2．1　湖泊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太湖是一个典型的浅水型、内陆型湖泊 ［3］�

与人类活动联系紧密�极易受到人类开发活动的

影响与破坏�具有较强的脆弱性。目前�太湖水
质营养化变迁非常明显�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严
重失衡�渔业经济受到极大冲击。据统计�太湖
在20世纪60年代尚处于贫中营养水平�至80年
代达分中营养水平�90年代初上升至中富营养�
至2000年以富营养为主�其中约有29％水域为
中营养水平�71％水域已达到富营养水平。如按
现行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3838－88）》衡
量�现在平均已达Ⅳ类�三分之一的湖区已成Ⅴ
类水质。湖泊的富营养化已经严重影响沿岸工
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并对鱼类产生多方面的不
利影响。不仅如此�由于兴建水闸引起江湖阻
隔、围湖造田、围网养殖、过度捕捞及加剧的富营
养化等因素�使太湖渔业产量和组成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太湖史上曾有鱼类103种 （亚种 ）�刘恩
生等 ［4］于2003年通过对渔获物的调查�并结合
前几年的统计资料�分析表明太湖鱼类的种类在
不断地减少�已有55种鱼类难以采到。
2．2　太湖渔业开发利用特征

最近几年渔民数大大增加�机动船的数量、
总吨位、马力显著的增长。机动渔船占总渔船的
93％。机动渔船的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捕捞强
度�给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问题。太
湖的捕捞时间较长�加之酷渔滥捕的渔具较多�
在这样高强度的情况下�将不利于太湖中一些生
命周期较长、繁殖力较低、成熟度相对较晚的鱼
类如翘嘴红鲌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蒙古红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等鱼类资源的恢复�而使得生长周期
较短的鲚鱼得以生存与发展。调查结果表明�近
年来太湖鲚鱼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因其属低
龄鱼类�资源受自然和人为利用的影响年变幅较
大�2000年之前�刀鲚的产量小于10000ｔ�2002
至2007年�产量一直保持在20000ｔ左右�占总捕
捞量的64％左右�成为太湖重要的鱼类。

随着我国探索大水面水产资源开发利用新

途径的开展�逐步创造了网拦、网箱和网围的 “三
网 ”养殖模式。以 “小、精、高 ”的高密度养鱼模式
取代以前粗放粗养的常规养鱼模式。并于1997
年养殖面积达到3200ｈｍ2�养殖产量4200ｔ�但
也产生了634．4ｈｍ2的水生植被的破坏和水质不
断恶化的负面效应。目前网围养殖以养蟹业为
主�养蟹与养鱼面积比为5∶1［5－8］。网围养殖模
式的发展与水域环境、资源之间的问题日益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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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网围产量较好的区域往往是产卵场所�围网
的无序扩张不仅给生态环境带来危害�造成产卵
场所的破坏、水体的富营养化�更给湖泊捕捞生
产安全带来隐患。太湖的增殖放流工作每年主
要是以四大家鱼为主�对其它的种类放流较少�
这对维护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不
利�会加重湖泊的负担�使渔业资源的种类趋于
单一化。从表中可看出�草鱼投入数量是逐年增
加�鲢、鳙鱼投放也处于稳步增长趋势�而对鲤、
鲫鱼的投放数量为零�对四大家鱼的投放比例高
达85％以上。据一些学者研究 ［9］�草鱼大量投放

对湖泊大型水生植物的破坏现象极为普遍。大
型水生植物和浮游植物是湖泊中主要的初级生

产者�它们在阳光、养份和空间上激烈竞争�对水
华的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湖泊生态系统中
的营养物浓度�虽然受营养物输入与输出的影
响�但主要决定于内部的营养物循环。以提高鱼
产量为目标的鲢、鳙高密度的放养�将使植食性
浮游动物的生物量减少�浮游植物生物量增加�
叶绿素浓度和初级生产力上升�对营养物来源丰
富的天然湖泊的富营养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

进作用。
表1　2003－2007年渔村、渔民及渔船数量统计表

Ｔａｂ．1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ｎ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ｆｒｏｍ2003ｔｏ2007

年份
渔业村数
（个 ）

总户数
（个 ）

总人口
（人 ）

入湖捕捞劳力
（人 ）

船只情况

帆船 （艘 ） 机动船 （艘 ） 总吨位 （ｔ） 马力 （Ｗ）
2003 47 9780 33591 2724 25688
2004 47 11878 39617 11770 301 4430 25969 34998
2005 45 11706 38761 12345 315 4047 24215 49396
2006 46 13066 42101 11776 238 4198 19532 60580
2007 47 14827 48852 12977 373 5051 30852 72740

注：数据来源江苏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

表2　历年太湖人工放流主要鱼种数量统计
Ｔａｂ．2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ｊ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ａｉｈｕ 万尾

年份 鲢 鳙 草鱼 青鱼 团头鲂 鲤 白鱼 鲫 合计

1997 137．62 432．71 13．06 7．2 9．9 600．49
1998 35．41 888．98 924．39
1999 2．8 360．81 112．88 382．12 858．61
2000 10．66 420．19 177．71 176．56 785．12
2001 135．53 512．68 134．69 175．1 23．74 981．74
2002 209．95 375．53 190．92 128．4 904．8
2003 8．88 326．67 164．65 48 548．2
2004 458．96 266．4 725．36
2005 270．3 149．08 108．88 2．1 530．36
2006 133．96 449．98 234．36 34．8 104．94 958．05
2007 20．19 464．43 386．92 0．075 33．68 108．75 1014．04

注：数据来源江苏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

2．3　太湖渔业资源管理中存在的若干突
出问题

　　大体上�太湖渔业资源管理中主要呈现出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渔业环境问题突出。现有的东太湖网围

面积就已达到16ｈｍ2�大面积的网围养殖使得水
域污染严重�水华现象频频发生�生态环境受到
严重破坏�部分水域已不能进行正常的渔业生
产。尽管根据上级要求与部署�在2009年1月前

将东太湖网围面积一次性压缩至4．5ｈｍ2�但与
国家规定的网围面积还相距甚远。
（2）湖泊捕捞能力、捕捞强度仍然过剩、过

大。从统计资料可知�最近的10年的渔民数量、
渔业数目、捕捞设备的更新程度、渔船作业强度
均显示出极大的增长�然而�太湖渔业捕捞业并
没有呈正比例的增长�而是停滞不前�甚至是负
增长。这种现象使得太湖渔业资源品种大大地
减少�渔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3）太湖渔业管理体制不顺畅�出现 “肠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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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现象。渔业管理部门权限普遍存在重叠�出
现管理 “真空 ”区域。太湖地跨两省八市�管理部
门众多�苏州成立单一管理机构显得力不从心�
需由临近湖区省市的管理机构协助进行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太湖渔业管

理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优势�各省为加快本省的渔
业经济发展�管理目标与管理方式存在差异�各
省市之间渔业管理协调沟通较少�矛盾重重。渔
业各方利益攸关者之间的目标利益经常是相互

冲突的�渔业管理者与渔民之间、商业性渔民与
自给性渔民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冲突。并且目
前太湖渔业管理部门存在内部职责不清�分工不
明确的现象�其主要将目标投向对湖泊的开发利
用上�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现有太湖渔业管
理委员会内设渔业管理科、资源环保科、财务审
计科、组织人事科、行政法规科、纪检监察室等6
个职能科室。有几个科室常会出现管理职责重
叠�也有的部门事情很多�有的部门事情很少�会
出现跨越部门的帮助。
（4）渔业管理辅助手段相对较为落后。这一

方面主要体现在环境监测手段落后�渔业信息网
络不健全�灵敏度低�反应不迅速。教育培训体
制不够�学术研究与政策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合
作相脱轨�学术成果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在政策措
施上�使得渔业管理起点不高、深度不够、目标不
长远�不适合渔业、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
3　生态系统方法在太湖渔业管理中
实施的相关建议

　　鉴于上述太湖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引起太湖

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如何有效地保护渔业资源
成为渔业管理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难题。世界范
围内�各个联合国组织、国家、有关机构正积极探
索制定基于生态系统的相关政策�我国渔业也应
当采取这一先进的管理理念�将其深入贯彻于我
国湖泊的渔业管理之中。
3．1　明确湖泊生态系统的边界�并确立利
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的目标
　　利用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渔业管理�首先就应
当根据管理目标的不同确定生态系统的边界和

管理目的。然后�再根据这一目的�将每一个生
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实行统一的管理。生态边
界是以生态系统为单位�它与相邻的生态系统的

物质流与能量流是不同的�相邻的生态系统之间
的共同区域则称之为生态边界。一般而言�生态
边界区域是复杂和多维的�它标志着一个生态系
统的边缘。利用生态系统来划界不会人为分割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
性与稳定性而地域边界是以地域的划分为基础�
这种划界方法明显对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

不利的。太湖利用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渔业管理
的核心目标是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与平衡的基

础上�保护生物多样性�有秩序、持续地进行最大
生产力的开发�实现湖泊的可持续发展。在不利
于生产开发的状态下�就严格以保护生态、养护
生物资源为主。弄清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与物
质循环状况�食物链与食物网之间生物种类及它
们之间的关系�对濒危物种加以特别保护。
3．2　加强太湖渔业统一管理�加快太湖渔
业管理体制改革
　　太湖目前的管理体制中�专门的太湖渔业管
理机构－－－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有所弱
化�并没有对太湖整个湖泊进行管理。现存的太
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在苏州�其主要对江苏省内的
太湖水域进行管理�而对其它跨浙江省、上海市
的太湖渔业管理则显得鞭长莫及�需要其他渔业
管理机构进行协助。因而�有必要在太湖实现统
一的渔业管理。首先�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等
各地的太湖管理机构应将主要的渔业管理权力

统一上交到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实现统一管
理�各地分支管理机构则既要听从渔委员统一领
导指挥与分配工作�也要相互之间经常学习与交
流。早在19世纪�国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显著
成功。1837年�荷兰为治理哈勒姆湖泊�成立了
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它享有绝对的权力�可
直接向内阁汇报情况�无需向其它部门、当地政
府或机构汇报情况�当地政府等机构只能充当
“利益相关者 ”。由于拥有绝对的权力�灵活的机
制�科学的改善环境的计划和合理目标�20年后
成为湖泊成功管理的有力证明 ［10］。美国通过成
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简称 ＴＶＡ）对其流域内
的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的综合开发和统一管理�具
体包括水力发电、水利工程、航运、渔业等6个方
面。它是一个充分享有政府权力的机构�不受流
域各州政府的管理。美国经过多年的实践�从根
本上改变了田纳西河流域落后的面貌及开发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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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无序的局面 ［11］。
建议将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主要分为3个

系统�分别是管理系统、执行和监测系统、渔业司
法系统。各系统各司其责�并实现权责统一制。
渔业管理系统主要负责太湖渔业管理守则、规定
的起草与完善工作�对渔具、渔区、渔期的控制与
管理�并从事渔委会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的管理
工作�促进渔委员功能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又可
将渔业管理系统细分为生态学上的渔业管理与

经济学上的渔业管理�经济学上的渔业管理又可
以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 （税收、所有权
等 ）。良好的管理系统需要必要的执法系统。执
行和监测系统主要负责强制执行与监督管理系

统所制定的各种决定与政策的实施情况�监视各
类渔民的渔业生产活动�收集各项渔业数据�同
时也为了更好的渔业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渔
业司法系统主要是处理各类渔业活动纠纷事件。
渔业司法工作人员虚心接受来访渔民反映的问

题�为渔民做好思想工作、公平处理渔民之间的
矛盾纠纷�做渔民纠纷事件的裁定者、审判者 ［12］。
3．3　尽快完善相应配套的渔业管理辅助
措施
　　利用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渔业管理并不是对

传统的渔业管理方式进行全盘否定�而是有所取
舍。传统的太湖渔业管理措施如禁渔期、禁渔
区、渔具的改进与限制、设立保护区、人工放流等
对渔业资源的保护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利
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则是在些基础上对渔业资

源的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与改良。在确定利用生
态系统方法而采取管理措施时�应既要避免捕捞
能力的过剩�也要考虑可持续利用的渔业经济条
件和渔民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能够和谐地
解决各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建立有效
的科学决策与协商机制十分必要。积极鼓励各
个利益相关方自行地将同行的人员集中起来�组
成一个渔业系统中各式各样的行业协会�这样�
既有利于各个协会对本协会的利益维护�又有利
于协会内部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
在此基础上�还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提
高渔业活动的监督能力、准确地收集数据�并利
用分析软件进行预测分析�评估可能出现或即将
出现的对渔业资源不利的环境影响因素并及时

地消除这些影响。

3．4　加强法制建设�壮大渔业管理队伍�
提高执法队伍整体素质
　　我国虽有 《中国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海洋
法》、《环境保护法》�但总体上是以防治环境污染
和保护自然资源开发活动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

资源法律体系�《渔业法》等则偏重于经济利益�
对 “保护环境 ”、“维护生态平衡 ”等只字未提。这
种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偏差�表现为重单项轻整
体�重资源的经济效益轻资源的生态效益。因此
我国有必要成立由各学科专家人员组成的小组�
加强渔业科技工作者对此领域的研究与探讨�共
同协商、切磋�讨论与制订出ＥＡ如何用于湖泊管
理的法规和条例�为我国管理者利用生态系统方
法进行湖泊渔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为渔政主管
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管理策略。

努力加快建设强大的渔业管理队伍。目前
的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不足百余人�管理不
断增长的五万多渔民的渔业生产活动�显得势单
力薄。在每年9月份开捕期时�太湖渔业管理委
员的工作人员往往不足以应对开捕期对渔业活

动的管理�管理人员大多数出现在各个管理湖泊
上�仅留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在办公大楼中。建议
广泛地从社会上招募水产界的优秀人员成为渔

业管理工作者�既可以通过考试取得资格�也可
以通过招聘�广泛吸收专业人才�还可以以合同
的形式招临时性工作人员�这样既可以应付开捕
期的繁忙�也可以节省在停捕期给临时性工作人
员所支付的各种花费开销。

在渔业生态系统管理体系中�管理部门、科
研院校与渔民之间是3个主体。其中�管理部门
在尽量体谅渔民难处的同时�也要做到有法可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渔业执法人员极少能
够接受到最新的渔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有必要加
强他们与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定期对渔
业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同时有必要加强国
家政府对渔业的财政投入�更新管理装备�建立
健全的渔业信息网络�为渔民和管理者提供方
便、快捷的信息。
3．5　加强生态系统方法用于渔业管理理
念的宣传与教育
　　生态系统方法在国际上尚属于一个较新的

理念�我国的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还不多�管理
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其了解得更少。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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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在学者、管理者、渔民等群体中通过电视、媒
体、报纸、书籍、网络等各种方式加强生态系统方
法用于渔业管理的宣传�让他们了解到生态系统
方法的核心理念、意义和发展前景�加强对生态
平衡的关注。对生态系统方法的宣传不应仅仅
局限于生态系统方法的基础理论上与指导原则

上�对于生态系统的功能作用、生态系统各要素
之间的关系等科学知识也应加强宣传与学习。
通过宣传与教育�有利于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素
质�便于开展渔业工作�调动渔民的积极性�促进
渔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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