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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手段
如何帮助全球渔业资源走出困境？
How does the market approach
help global fisheries get out of their dilemma?

■ 文/ 孙芳 

全球渔业资源现状
过度捕捞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成为危害海

洋环境的重大问题。过度捕捞不仅使整个海洋系统生

态退化、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一些优质生物种类濒

临灭绝，还威胁到全世界以水产品作为生命所需蛋白

质主要来源的30多亿人的生计。

2016年7月7日，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

发布的《2016世界渔业与水产养殖状况》报告指出：

2014年全球捕捞渔业总产量9340万吨，其中海洋捕

捞占8150万吨。根据1974年至2013年的全球渔业资

源捕捞趋势，渔业资源的生物可持续水平已经从1974

年的90％下降到2013年的68.6％，呈现出明显下降趋

势。截止到2013年，全球野生鱼类资源中，有31.4%是

不可持续的过渡捕捞，全球70%的渔业资源已经衰退

或过度开发，如果这种情形得不到改变，到2030年全

世界80%以上的渔业资源需要采取措施予以恢复。

因此，如果再不采取可持续的管理措施，渔业资

源将面临枯竭，人类也将面临食物危机。 

全球渔业资源管理
人们在对渔业资源的利用过程中逐渐意识到需

要对渔业资源进行适当管理。渔业资源管理初期采用

的是“自由准入”制度。随着渔业资源的减少，人们转

而采取“投入控制”管理措施进行渔业资源的管理，例

如，捕捞许可制度，规定捕捞作业时间或区域，限制捕

捞渔具种类和数量，限制渔船数量、大小和功率等。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渔业资源衰退加剧，渔业管

理方法又逐渐由“投入控制”为主转为以“产出控制”

表1  “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制度与措施

类型 制度或措施

投入控制

捕捞许可制度

休渔制度
禁渔区/禁渔期

休渔区/休渔期

渔具渔法管理

渔船数量、大小和功率限制

渔具种类、规格和数量限制

最小网目尺寸限制

最低可捕标准限制
可捕体长限制

渔获物幼鱼比例限制

产出控制

捕捞限额制度
个别配额制度、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个别渔船配额制度等

基于特定捕捞区域的捕捞份额制度

副渔获物控制

捕捞鱼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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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管理模式，以总许可捕捞量制度（TAC或捕捞

限额制度）为主体。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

强调通过实施“捕捞限额”保护海洋渔业资源。表1对

“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的制度与措施进行了总结。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捕捞对象种类多，渔业类型复

杂，各国多半并不是采用单一的管理方法，而是将“投

入控制”和“产出控制”进行有机的结合，取长补短，加

以综合利用。表2总结了“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的优

点和缺点。

总之，没有一种万能的解决办法，到底是选择使用

“投入控制”还是“产出控制”，更多是根据鱼类的特征、

管理目标、技术成本以及利益平衡等方面来考虑。

关于捕捞份额制度  
捕捞份额制度跟分蛋糕的道理一样，向个体渔民

或渔民团体分配一定的渔业水域或捕捞权利以使他

表2  渔业管理“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的优点和缺点对比

                                                          优点 缺点

投入控制
（控制捕捞努力）

➢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种群的评估要求
没有那么高

➢ 成本比较低

➢ 适合混合鱼种的渔场

➢ 对于高度变化的种群风险比较低，对
于生命周期较短的鱼类，它的控制水平
更好

➢ 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对渔民加以限制，阻
碍了渔民捕捞的灵活性

➢ 催生竞争式捕鱼

➢ 过度捕捞导致捕捞成本增加、失业和渔
民社区解体

➢ 难以用于共享渔业资源管理

产出控制
（控制渔获量）

➢ 不强求对渔具和出海捕捞量等捕捞
努力量的控制，更加注重渔场的生物需
求和对渔民的经济刺激

➢ 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竞争性捕捞的
诱因，有效地遏制过度投资和过度捕捞
的激励

➢ 适合于共享渔业资源

➢ 对资源评估要求很高

➢ 有偏向性的选择，针对总可捕捞量的控
制，渔民倾向保留大鱼

➢ 对监管方面的要求很高

➢ 在多种群渔业比较具有挑战性

➢ 操作成本高

以配额为基础 以水域为基础

备用配额 保护区

渔民团体

个体渔民

备用配额通常用于一些
特殊目的，例如鼓励保
护资源、分配给新渔民
以及其他调整需求。

有效的渔业管理防止过度捕捞、重建已经破坏的鱼类种群、降低副渔获物捕捞量和抛弃量、保护环境，并为渔民和

渔业社区提供更多的食物、就业和收入。目前，全球40个国家500个以上特殊鱼种实行捕捞份额制度。全世界21%

的国家和27%的沿海国家采用捕捞份额制度管理渔业资源。

一部分海域作为保护区
禁止捕捞，目的在于保护
渔业资源，例如鱼类种群
的繁殖区域或自然产地。

由团体获得一定捕捞配额或捕
捞水域份额。该“团体”通常称之
为合作社，一般是渔业社区或有
某些共性的渔民组成（例如使
用相似的渔具）。

每个个体（渔民个人或
渔船）获得一部分捕捞
配额（少数情况下可能
是捕捞水域的份额）



72 WORLD ENVIRONMENT
2018年第1期 总第170期

绿色科普
GREEN SCIENCE

们获得一定份额。捕捞份额制度对渔获量进行适当控

制，并将各参与方都纳入其中。捕捞份额制包括两种

类型，其一是以配额为基础，其二是以捕捞水域为基

础。前一种类型中，首先由渔业管理者设定捕捞限额，

然后将该捕捞限额划分成几个部分分配给渔民，渔民

获得捕捞配额。后一种类型，通常称之为“基于水域使

用权的捕捞份额制（TURF）”，即向渔民分配在一定

水域中捕捞的稳定性和排他性权利，它要求遵守捕捞

量控制和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基于水域使用权的捕捞

份额制中，捕捞份额一般分配给渔民团体，极个别的

情况下分配给渔民个人。 

越来越多的报告表明，捕捞份额的实施不但可

以“终止甚至逆转大范围的渔业崩溃”（Costello等，

2008年），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如今，渔捕捞份额制

度已经被公认为一种比较成功的渔业管理制度，表3

对全球捕捞份额制度类型进行了汇总。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有40多个国家（全球21%的

国家或者27%的沿海国家）对500个以上特殊鱼种

实行捕捞份额制度。捕捞份额制度的优点在于：首先，

改变了渔民的竞争性捕捞情形，使渔民拥有更大的自

由来选择合适的捕捞方式，以及更多的时间处理渔获

物，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价值，提高渔业经济效益；其

次，对于持有配额的渔民来说，配额是一种可以增值

的资产，渔民不仅有了养护渔业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动

机，还会积极协助渔业管理部门保护鱼类种群的健

康，监督举报偷捕和其他违法行为，以实现渔业资源

价值增值的目的；最后，由于渔民可以自由选择最合

适的捕捞时间出海作业，从而避免了各种危险情况的

发生，有效地提高了海上作业的安全系数，降低了渔

民海上作业风险。

美国环保协会相信捕捞份额制度能有效地解决

全球渔业过度捕捞问题，并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一个结

论：要想实现全球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不需要改变

每一个渔场的管理模式，只需要改善总捕捞量占全球

捕捞量70%的12个国家的捕捞政策与实践，如此就可

以加快全球渔业管理改革。

捕捞份额成功案例
最具代表性的捕捞份额渔业管理的成功案例是

墨西哥湾红鲷渔业管理。墨西哥湾的红鲷鱼由于经过



73

了长达几十年的过度捕捞，整个种群已经接近崩溃的

边缘。美国环保协会促成了当地渔民与资源保育工作

者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极大地扭转了这里的红鲷渔

业危机。每年，红鲷渔业的管理者会设定资源最大可

捕量，渔民则获得相应配额的年可捕量。有两类人可

以获得捕捞配额：一类是在1990年到2004年拥有从

事渔业捕捞活动历史记录的个人；另一类是具有捕捞

许可权的人。某些渔业特许项目允许在规定条件下永

久或暂时性地转让捕捞配额。任何渔业参与者，无论

是个人还是团队，所能拥有的最高配额比例为6%，以

保证捕捞配额不会被集中到少数群体手中。该项目从

2007年开始执行以来，当地红鲷鱼资源总量翻了三

番，兼捕、丢弃现象减少了60%。由于红鲷鱼数量的增

加，该地区2008年设定的最高可捕量比2007年增加

了一倍多，渔民们的收益翻了不止一倍，商业捕捞也

变得更有保障。来自墨西哥湾的新鲜红鲷鱼如今在一

年中的任何时节都可以买到，墨西哥湾红鲷已被蒙特

利尔海湾水族馆海产品观察项目（Seafood Watch）

判定为一种被可持续利用的推荐品种。

另一成功案例是美国西海岸的底层鱼渔业管理

项目。2000年，该地区的底层鱼资源被认为遭到了

灾难性的破坏，当时西海岸以底层鱼为生的渔民们面

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餐桌上的可选海鲜变得所剩无

几。美国环保协会与渔民、社区负责人、生物学家、渔

业管理者等一同寻求解决方法，于2011年提出了西海

岸底层鱼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项目（RBM）。该项目

对超过60个底层鱼品种进行了有效管理。2014年，

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将其

中13个品种评估为可持续品种，并指出西海岸的底层

鱼渔业是他们目前评估过的鱼种种类最多、渔业结构

最复杂的案例。蒙特利尔海湾水族馆海产品观察项目

也紧跟其后，将该地区的39个底层鱼品种划分为“最

佳选择”或“良好替代品”类别。曾经遭受过度捕捞的

西海岸底层鱼资源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恢复。

作者单位：美国环境保护协会

表3  捕捞份额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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