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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造大船、闯大洋、赚大钱，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梦想，但是，面对日渐枯竭的近海渔业资

源，面对造价高昂的远洋渔轮，大部分中国渔民只能望“洋”兴叹。

“走出去”发展远洋渔业已成为中国渔业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但是，燃料成本、船舶设施设备购

置或建造成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资源使用成本等五大成本不断增加，现代渔民队伍匮乏，渔船

装备落后，海外渔业基地缺失……这些因素正成为制约中国远洋渔业发展的瓶颈。

远洋渔业，对于拓展中国渔民生产空间、增加渔获、参与全球海洋资源分配等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受国内和国际渔业环境不断变化影响，中国参与远洋渔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亟须政策支持。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 哲

9 月中旬，在传统的伏季休渔期结束后，中国渔业迎

来了新一轮捕鱼期。对以打渔为生的渔民来讲，这是一

个收获的季节，但是，近海已无鱼可捕的事实打碎了很

多渔民的美梦。“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四大渔场（渤海

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早已空有

其表、名不副实了。”大连某渔业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

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两大“元凶”。

过度捕捞谁之过？

《中国区域海洋学——海洋环境生态学》一节指出，

中国近海的过度捕捞已经形成了捕捞网眼越来越小、鱼

越来越少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生态系统中价值高、个

体大的种类被过度捕捞后，人们的捕捞目标必然转向其

他一些价值较低的鱼种，而当这些价值较低的鱼种枯竭

后，捕捞目标随之又转向价值更低的种类，这样下去，生

态系统的所有鱼种都将被过度利用，造成渔业资源的系

列性枯竭和物种品种的退化。

对此，上述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的传统

渔业资源已遭严重侵蚀，被捕鱼的个头和年龄都越来越

小了。

记者在大连某海鲜交易市场发现，许多渔民捕捞的

鱼都是一龄鱼，甚至鱼苗都被拿出来在市场上交易。而

广东省的四大鱼种（马鲛鱼、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的数

量也在急剧减少。上世纪 80 年代出海的时候，渔民尚能

捕到几百公斤的大黄鱼，如今，全年只能捕到几尾。“小

黄鱼也难逃厄运，现在市场上卖的全都是近海养殖的，

野生的小黄鱼已经非常少了。”长期从事海鲜生意的张

先生对记者表示。据记者了解，上世纪 80 年代，近海捕

鱼主体为三龄鱼，到上世纪 90 年代变成二龄鱼，如今已

经是一龄鱼为主。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过度捕捞呢？

首先，作业船只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渔业的增长速

度。以黄海海区为例，以 1999 年为时间节点，此前，黄海

的渔获量基本上随着海洋机动渔船的拥有量增长而增

长。随后，由于机动渔船的拥有量保持增长，黄海的渔

获量出现了下降。

其次，不科学的捕鱼作业方式“祸害”了近海渔业资

源。例如，大网抓大鱼，小网抓小鱼，一张网从海里“拖”

到岸边，不仅导致小鱼没长大就被抓走，大鱼也因为在

海里没有小鱼可吃而饿死。此外，还有渔民擅自在海上

电鱼、炸鱼、毒鱼，给海洋生物资源带来了灭顶之灾。

最后，中国近海捕鱼体制不健全。目前，中国近海

在休渔期间屡有捕鱼现象，严重破坏了渔业的生长周

期，而部分渔政部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少对这种

现象做出处罚。

海南省水产研究所总工陈积明表示，近两年，近海

捕捞的经济效益只能维持在低水平。初步预计，随着油

价和用工成本快速上涨，如果今年没有柴油补贴之类的

政策扶持，八成左右的渔民面临亏损。

而山东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布的《全市一季度渔

业经济形势分析》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渔船停港率高达

八成以上，最多时超过九成，是停港渔船数量最多的一

季，渔民提前休渔的现象尤为突出。

海洋污染谁之患？

海洋环境污染也是造成渔业资源枯竭的元凶。海洋

经济与海洋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永祺表示，伴随着前

所未有的海洋大开发，中国沿海承载着巨大的资源和环

境压力，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据了解，目前，中国近海主要受以下污染：一是化工

厂直接排放入海的含磷、含氮和含重金属的废水，二是

农田受雨水冲刷入海的农药，三是下水道入海的未经处

理的生活污水。

环保部发布的海洋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四大海区近

岸海域中，南海和黄海水质良好，渤海水质差，东海水质

极差。北部湾和黄河口水质为优，胶州湾为一般，辽东湾

为差，渤海湾、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为极差。

“目前，国内超过 80%的化工项目布局在临江、濒海

区域。”宁波大学郑曙光教授说，在中国 1.8 万公里长的

海岸线上，密布着石油、化工等诸多重化工项目，如果将

这些项目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几乎可以把整条海岸线都

串起来了。

而最新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0

年，在古黄河口、嵊泗、杭州湾、三门湾、台州杜桥和晋江

围头湾内，生物体内石油烃含量过高。12%的监测站检

测到的生物体内石油烃超过第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近年来，中国进

行了产业转移，把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转移到西部

地区。但一些污染企业并没有离开沿海地区，反而向海

边靠近，海洋污染进一步加剧。“长期积累下来，海洋污

染的程度将比陆地更深。这是因为海洋污染并不会直

接造成人身伤害，污染情况不会第一时间被发现，也就

得不到及时治理。”马军说。

据记者了解，近些年，中国大规模填海造陆，对滨海

湿地和近海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石油、化工和冶金等

企业向沿海地区转移，已经遍布全国沿海港口群。另

外，大规模挖采海砂也对海洋生态产生了影响。

对此，国内多位专家认为，当前，临海工业正在加速

布局，部分项目临海也确实有成本和交通上的优势，但不

能因此而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影响渔民生产和收益。

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博士丁东生表示，在海

边建立工业企业，一定要考虑海洋的纳污能力，做好沿

海工业和大项目的规划。有关部门可研究测算相关海

域一年最大的纳污能力，以此作为编制排污指标的依

据，并将这个指标分配至各个地区和企业。

鲁东大学环渤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良忠建议，国

家应对沿海地区做一个详尽、系统的规划，明确哪些地

区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同时，应由国家及发展重工

业项目较多的省市拿出部分资金，对保护海洋环境作出

贡献的省市进行转移支付。

中国渔业之殇：近海渔场日渐消失

近年来，大肆捕捞致使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日渐枯

竭，很多渔业公司不得不开始把目光投向远洋，沿海不

少省份也把远洋渔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培育。

但是，中国远洋捕捞起步较迟，国际渔业环境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远洋渔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制约因

素和重大考验。

远洋捕捞困境犹存

曹某是大连某渔业集团的船员，他向记者透露，远

洋捕捞的船只一般出去就是一年甚至几年时间，中间

基本不会回国，需要一直在海上生活，非常辛苦。

该集团领导对记者表示，远洋捕捞的船只一年要

走几千海里，去太平洋公海捕鱼。过去一网能捕到几

百吨鱼，高产时达 600 吨，可现在船多、鱼少，高产的时

候也就一二百吨。

上述领导还透露，由于远洋捕捞非常清苦，公司很

难招到捕捞员工。“国内很难招到海员，我们不得不去

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招募员工。”他对记者表

示，把普通的员工培养成船长非常困难，需要几十年的

时间，船长得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有鉴于此，该集团的捕捞船队急剧瘦身，从当年的

几百艘船减少到现在的十几艘，即便这样，每年的产量

还是非常不稳定。

中国企业如何确定捕捞范围呢？上述集团领导对

记者解释说，远洋捕捞需要国际组织给各国分配配额，

由于中国企业入行较晚，所以配额的数量有限。而日

本、挪威等国都是远洋捕捞大国。他们技术先进、入行

也早，已经在行业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据记者了解，按照规定，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必须

有《农业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但审批条件严格，

因此，大多数的远洋捕捞都通过有资格的企业来代理，

但这会引发种种问题：首先，远洋捕捞风险大，收益不

确定，因此，不少具备资格的企业变成了“代理公司”，

仅从资格代理方面获取收益，很少直接经营捕捞船。

其次，由于具备资格的企业很少，形成了垄断的趋势。

一线捕捞的企业要向其缴纳昂贵的管理费用，在海外

出售打捞上来的海产品也必须由其代理，一线捕捞企

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最后，国际社会对公海渔

业资源的管理与 20 年前相比更加严格，各国公海渔业

资源争夺异常激烈。为此，各国相继调整了渔业管理

政策，提高入渔费的呼声渐高，远洋捕鱼成本将进一步

提高。

政策发力 破解难题

但是，中国对发展远洋捕捞的战略意义还是没有高

度重视起来。记者了解到，一方面，中国在深海渔业资

源调查与开发技术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科研单位没有

项目可做。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由于调查评估方法不

足，对海洋渔业资源评估偏低，对决策层产生了不良的

影响。

长 期 以 来 ，中 国 科 研 机 构 对 海 洋 渔 业 资 源 通 常

采 用 底 拖 网 的 调 查 方 法 ，对 中 上 层 渔 业 资 源 的 评 估

有严重偏差，得出的评估产量比较低。所以，中国要

加大海洋科技的投入，更深层次、更科学地发展远洋

经济。

同时，记者还发现，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来说，

1000 多万元的远洋船制造成本都是相当大的支出。因

此，对于渔船、渔具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非常重要。

“日本扶持远洋捕捞业的做法值得学习。”广东海洋大学

南海渔业资源监测与评估中心首席分析师颜云榕博士

认为，远洋捕捞业具有投资大、风险大等特点，政府应采

取一系列扶持政策。

据悉，上世纪 70 年代，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油

价普遍上升的制约，日本远洋渔业呈下降趋势。为了

扶 持 远 洋 捕 捞 业 ，日 本 政 府 加 大 了 对 远 洋 渔 业 的 补

贴。在 1996 年的财政预算中，日本用于提高捕捞能力

和生产水平的预算经费高达 2.7 亿美元，其中包括对年

轻渔民的培训、对合作社和渔船船主的援助、市场开拓

和各种捕捞技术的推广普及等，另有 5 亿美元的特殊

补贴用于渔船的保险。

上述高管对记者表示，虽然国内对相关企业也有

远洋捕捞的补贴，比如在油价上，在科研经费上等等，

但是补贴的力度太小，对企业来讲就是九牛一毛。

对此，专家建议，中国应从资金、税收等方面支持

远洋渔业，以缓解远洋捕捞企业取得商业银行贷款困

难、利息负担重等压力。比如，建立远洋渔业发展基

金，支持重点远洋渔业企业和重点项目的发展。同时，

国家还应从科研经费、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给

予扶持，更应鼓励科研单位同远洋捕捞企业间的密切

合作，促进新型渔船、新渔具、探鱼装备等硬件设备的

研发，深化远洋捕捞业价值链条中的产学研合作。

还有海洋专家认为，发展远洋捕捞业，除了考虑经

济因素外，还应意识到，远洋捕捞是中国参与构建世界

新秩序的重要起点之一，有着重要的国家战略价值。

远洋捕捞大国挤占中国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