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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远洋渔业持续

发展前景预测

　　通过对我国远洋渔业现状, 世界海洋渔

业资源潜力和主要渔业国家及地区远洋渔业

发展态势的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

点认识:

( 1) 经过 10余年的发展, 我国远洋渔业

已有相当的基础。已在34个国家和地区创办

了 65个独资、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或代表处,

在海外共有 1000多艘远洋渔船, 形成近 3亿

美元的资产和 50万吨的远洋渔业生产能力;

外派人员 15 000多人, 培养造就了一支勇于

开拓, 具有远洋渔业生产、管理经验和国际

渔业竞争意识的远洋渔业企业家、船员队伍

和技术骨干, 从而为我国远洋渔业的进一步

拓展奠定了基础。

( 2) 与 80年代中期相比, 世界海洋渔业

资源发生了显著变化。1995年, 世界海洋渔

业总产量比 1985年增长了1610万吨。同期,

底层鱼类产量下降了 14. 8%, 而中上层鱼

类、金枪鱼类、头足类和虾类等则普遍增长,

增长幅度依次为 9. 7%、49. 6%、59%和

49. 4%。据估计, 世界渔业资源的开发潜力

有 2亿吨, 迄今已开发利用的不足一半。其

中底层鱼类进一步开发潜力不大, 中上层鱼

类尚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头足类有较大开发

潜力 (可捕潜力为 1000万吨, 目前产量仅有

284 万吨) , 南极磷虾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

(开发潜力1亿吨, 目前产量只有几十万吨)。

( 3)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 国

际渔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场竞争中, 日

本逐步退出了传统渔场, 远洋渔业产量不断

下降, 1991年仅为 110万吨, 比 80年代中期

减少了一半多, 1996年则下降到 81. 2万吨,

仅为 80年代中期的不足 40%。前苏联是远

洋渔业大国, 在世界远洋渔业产量中曾占有

最大的份额。1992年, 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

国家远洋渔业产量仅为 183万吨 (其中俄罗

斯为 103万吨) , 与苏联解体前相比下降了

61%。然而, 韩国以及我国台湾, 由于加速

发展了金枪鱼和鱿鱼钓渔业, 80年代后期以

来,远洋渔业产量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韩

国 1992年突破了 100万吨, 我国台湾 1993

年 达到 83. 5 万 吨, 比 1985 年增 长了

88. 9%。远洋大国的收缩, 为我国远洋渔业

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韩国等的发展经验, 当

可予以借鉴。

(二) 保持远洋渔业持续

发展的战略措施

　　1. 合理布局, 向 “三南”拓展

生产布局是否合理, 关系到远洋渔业的

总体效益。布局合理化, 不仅是制订规划, 进

行科学决策的重要准则, 也是进行宏观管理,

指导生产的重要依据。在我国远洋渔业初创

阶段, 生产布局问题并不突出, 但随着生产

的发展已逐步显示出来。以西非渔场为例,

1990年以前, 我国在西非海域生产的渔船约

60艘, 效益相当显著。此后投入船数迅速增

加, 效益随之下降, 个别企业已出现亏损局

面。由此可见, 要发展, 还要有新拓展。力

求在生产布局上趋于合理, 才能使企业得到

最佳效益, 并在总体上保证我国远洋渔业的

健康发展。1992年, FAO 曾对世界各大海区

资源利用状况作出过评价。评价认为, 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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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看, 地中海、东印度洋和西北太平洋等

三大海区已经过度开发, 中东大西洋、东南

大西洋、西印度洋以及东北太平洋等四大海

区开发潜力不大, 有开发潜力的海区主要是

南太平洋、中部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 以及

大西洋南部的南极海域。

根据FAO的上述评价, 我们认为, 近期

内,我国远洋渔业的拓展应把目标集中在中、

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的几个渔区。关于北

大西洋, 因沿岸各国渔业开发能力很强, 在

资源利用上, 沿岸国之间的争夺相当激烈。而

南极海域主要是磷虾资源, 考虑到当前我国

远洋渔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还不宜作为近期

的主要目标。

另据统计, 目前, 我国在西非渔场投入

的远洋渔船已达 280 艘。按上述 FAO 的评

价, 该海域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不大。从实际

生产的情况来看, 我国渔船的平均单产, 与

前几年相比已明显下降。对整个海区水产品

总产量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该海区80年代

中后期, 产量呈上升趋势, 1990年达到顶峰,

此后急剧下滑, 至 1992年已下降了 18%。这

说明,该海区资源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

当前,应严加控制我远洋企业继续盲目增船,

从我国在西非的长远利益考虑, 如有可能, 还

应从总体布局上作适当调整。东南大西洋的

资源尚有一定开发潜力, 前苏联在该海区的

年产量平均为 65万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

和独联体国家的远洋渔船, 在该海区活动减

弱, 1992年产量不足20万吨。我国在西非的

远洋渔船, 如能适当转移南下, 填补前苏联

退出的空白, 或可仍以西非为基地, 达到我

布局调整的目的。

综上所述, 拓展我国远洋渔业的近期目

标, 应为中西、中东太平洋及南太平洋, 西

南大西洋及东南大西洋, 即南太、南美和非

洲南部海域。

2. 优化结构, 加速发展鱿鱼和金枪鱼渔业

我国远洋渔业是从远洋拖网渔业发展起

来的。在开创初期, 无论是在西非渔场, 还

是在北太平洋渔场, 几乎所有我国远洋渔业

企业都只进行拖网渔业生产。近年来, 一些

企业虽已开始发展鱿鱼钓和金枪鱼生产, 但

从总体来看, 我国远洋渔业仍以拖网为主。

拖网是以底层鱼类为捕捞对象的一种作

业方式。据分析, 世界多种底层鱼类资源已

经充分利用, 80年代中期以来, 产量在持续

下降。且远洋拖网渔场多为他国的近海, 从

70年代许多沿海国家宣布 200海里专属经

济区或专管水域以来, 远洋拖网渔业日益受

到种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等远洋渔

业大国已逐步退出传统的远洋拖网渔场, 我

国在北太平洋和西非渔场也已受到冲击和影

响。随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 其

影响势必还会进一步加深。

鱿鱼 (主要是柔鱼) 和金枪鱼是外海大

洋性渔业资源, 许多渔场属公海范围, 相对

而言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较小。且

资源相当丰富, 80年代以来产量一直在持续

增长。加之, 鱿鱼钓和金枪鱼渔业的产值比

较高, 因此, 日本、韩国等主要远洋渔业国

家都非常注重其发展。近年来日本远洋渔业

总产量逐年下降, 而鱿鱼、金枪鱼渔业的产

量在远洋渔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 却逐年

提高, 1987 年为 37. 48% , 1991 年达到

53. 41%。韩国, 随着鱿鱼、金枪鱼渔业的发

展, 80年代后期以来, 其远洋渔业总产量还

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2年突破了 100万

吨, 成为世界远洋渔业大国之一。我国台湾

省 70年代中期到 80年代初期, 其远洋渔业

产量始终徘徊于 35万吨左右, 此后, 由于鱿

鱼, 金枪鱼渔业的发展, 远洋渔业产量不断

增长, 1993年达到 83 万多吨, 增长了一倍

多。其中, 鱿鱼占其远洋渔业总产量的

23. 7%, 金枪鱼占 57. 2%。两项合计产量超

过 80% , 产值高达 85. 8%。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资源利用状况来看,

还是从适应新的海洋管理体制来考虑, 加速

发展鱿鱼和金枪鱼渔业, 优化我国远洋渔业

的产业结构, 对于提高我国远洋渔业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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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以至长远发展来说, 都是一项十分重

要的决策。

3. 注重科技, 加强资源调查和捕捞技术

的研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我国远洋渔

业的发展进程中, 过去 12年, 科学技术发挥

了重要作用, 今后的发展, 更需依靠科学技

术的进步。

首先是新渔场的开发。前已论及, 进一

步发展我国远洋渔业必须向“三南”拓展。而

能否实现这一目标, 则取决于对南太、南美

和南部非洲海域远洋渔场的了解。为此, 必

须加强资源调查, 通过调查, 掌握上述海域

的情况、渔场范围、渔汛期, 以及资源的分

布、洄游和变动规律, 为投入生产开发创造

必要的条件。根据当前我国北太平洋拖网渔

业面临的困难, 以及我国在西非渔场远洋渔

船相对饱和的情况, 应立即着手对南美和南

部非洲海域的调查,以解决后备渔场之急需。

据了解, 南美智利外海竹荚鱼资源丰富, 且

适合进行拖网捕捞, 有可能成为我国北太平

洋拖网渔业的后备渔场。

其次是捕捞技术的研究开发。前已分析,

世界金枪鱼和头足类资源比较丰富, 80年代

以来产量持续增长, 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

湾省在其远洋渔业产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而我国却很少利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一向

以捕捞底层鱼类为主, 拖网捕捞技术是我国

的强项。为开发利用金枪鱼和头足类资源,近

年来, 借鉴国外的经验, 在鱿鱼钓捕捞技术

上已有突破, 而金枪鱼捕捞技术则仍有相当

大的差距。为此, 应进一步加强研究, 尤其

是金枪鱼围网技术起点高, 应集中攻关, 尽

快突破。

资源调查和捕捞技术的研究开发, 需要

大量的资金投入, 除国家专项拨款外, 还应

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多渠道增加科技的

投入。要认真贯彻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

设,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 加

速我国远洋渔业的科技进步。

与此同时,要继续发挥水产院校的作用,

为远洋渔业提供更多的合格人才, 加强远洋

渔业职工队伍的培训,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

质。

认真贯彻科教兴渔的发展战略, 沿着科

技进步的轨道不断拓展, 我国远洋渔业定能

取得更大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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