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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基斯坦南濒阿拉伯海，深海渔业资源丰富。我国应充分利用巴基斯坦发展渔业的契机和

中巴友好的有利因素，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开发的原则，推进中巴两国更深层次的渔业合作。文章

回顾近年来巴基斯坦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对其海洋捕捞品种、渔船渔具、渔港建设、深海渔业政策

以及中巴渔业合作历史和模式等进行详细剖析，分析未来两国开展渔业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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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东接印度、

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阿富汗交界、西邻伊朗、南

濒阿拉伯海，总面积７９．６万ｋｍ２；除南部属热带气

候外，其余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２７℃。巴基

斯坦是南亚农业大国，渔业在其国民经济发展中占

有重要地位，是其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１］；海洋渔业

资源丰富，据调查鱼类资源达７００余种，具有较高经

济价值的有３００余种
［２］。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捕捞

和加工技术落后、渔业资源开发不足，随着国家经

济的全面稳步发展，开发海洋渔业资源、改善沿海

渔民生活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发展空间和潜力较

大［１－５］。巴海洋渔业主管部门积极谋划和推动多种

形式的渔业发展方式，其中包括开放专属经济区并

与国外渔船合作开发其海洋渔业资源［１，３］，这给我

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带来机遇；在“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中，我国应充分利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巴海洋渔业资源。

１　巴基斯坦海域自然环境

巴基斯坦南濒阿拉伯海，扼波斯湾出口，海岸

线长１０４６ｋｍ，位于２３°４３′Ｎ—２５°１２′Ｎ、６１°３８′Ｅ—

６８°１０′Ｅ，大陆架面积５８３１０ｋｍ２，专属经济区面积

３１８６７４ｋｍ２。巴基斯坦沿海分为东部渔场和西部

渔场。东部渔场在信德省沿海，海岸线长２９５ｋｍ，

从卡拉奇东南一直延伸到与印度交界处，位于印度

河的出海口；海区大陆架宽广平坦，底质为泥沙地

质，印度河三角洲众多小河入海，饵料丰富，海况条

件优越，水深在２０～６０ｍ，适于底拖网作业；主要渔

获物为
!

鱼、鲷类、石斑鱼、白姑鱼、马鲛鱼、对虾、

鱿鱼和乌贼等，鱼汛期为９月至翌年４月。西部渔

场在俾路支省沿海，海岸线长７７１ｋｍ；海区大陆架

狭窄而陡峭，渔场较窄，６０ｍ等深线距离海岸仅有

３０ｎｍｉｌｅ，可进行拖网作业；捕捞对象为沙丁鱼、金

枪鱼、鲷类、石斑鱼、对虾、鱿鱼和乌贼等，鱼汛期为

２—１０月
［１，６－９］。

２　巴基斯坦海洋渔业现状

２１　渔业概况

渔业在巴基斯坦占有重要地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巴

基斯坦渔业产量为５９．３万～６２．３万ｔ、年平均产量为

６０．９万ｔ，其中海洋捕捞产量为３３．４万～３５．２万ｔ、

年平均产量为３４．４万ｔ。巴海水养殖较为薄弱，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年平均产量仅为１０８．２ｔ，主要养殖品

种为对虾；淡水捕捞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产量为１１．５万～

１２．８万ｔ，年平均产量为１２．１万ｔ；淡水养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产量为１４．０万～１４．８万ｔ，年平均产量为

１４．４万ｔ（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巴基斯坦渔业产量统计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

２２　渔业资源

２．２．１　开发品种

巴基斯坦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年潜在产量为

１００万ｔ，重要经济种类包括２５０种底层鱼类、５０种

小型上层鱼类、１５种中型上层鱼类、２０种大型上层

鱼类、１５种虾类、１２种头足类和５种龙虾。其中，甲

壳类年平均产量为２９９４３ｔ，占海洋捕捞年平均产

量的８．７％，主要品种为仿对虾、新对虾和蟹类；鱼

类年平均产量为３０４２０３ｔ，占海洋捕捞年平均产量

的８８．４％，主要品种为金枪鱼、带鱼、羽鳃鲐、石斑

鱼、沙丁鱼、海鲇等；软体动物年平均产量为１００２８ｔ，

占海洋捕捞年平均产量的２．９％，主要品种为乌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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鱿鱼和贝类。

２．２．２　资源评价

２００６年巴基斯坦海洋资源调查显示，巴基斯坦

海域潜在生物量１４５．１万ｔ，最大可持续产量为

５２．５５万ｔ（表１）；近海金枪鱼等大型上层鱼类、虾

类和龙虾已被过度捕捞，某些种类资源衰退严重；

底层渔业资源已被完全开发，仅有少量开发潜力，

主要在俾路支省海域。

表１　２００６年巴基斯坦渔业资源评估 万ｔ

种类 生物量 最大可持续产量 现状

底层鱼类 ５０．００ ２１．３０ －

小型上层鱼类 ７０．００ ２２．５０ －

大型上层鱼类 ８．００ ４．３０ 过度捕捞

虾类 ８．８０ １．８０ 过度捕捞

龙虾 ０．８０ ０．２０ 过度捕捞

蟹类 ２．５０ ０．８５ －

头足类 ３．００ １．１０ 进一步评估

贝类 ２．００ ０．５０ 进一步评估

合计 １４５．１０ ５２．５５

２０１０年资源评估显示，中层鱼类资源量为

１８８．１万ｔ，其中作为鱼粉主要替代品的灯笼鱼为

１８４．６万ｔ，目前几乎没有被开发利用，而巴基斯坦

本国缺乏有效利用中层渔业资源的渔业［５］；小型上

层鱼类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但产量不稳定；蟹类、头

足类和其他软体动物是非传统资源，具有较大开发

潜力，但目前巴基斯坦更多关注其鱼类资源开发和

水产养殖［１，１０］。

２３　渔船渔具

巴基斯坦渔船的机动化于１９５６年在巴基斯坦

渔业局的资助下完成，目前拥有本地渔船约１２０００

艘，主要为沿岸作业的中小型渔船和近海作业的大

中型渔船（船长大于２５ｍ），而缺少深远海作业的大

型渔船。作业渔船主要有４种类型，即机动渔船、机

帆渔船、帆船和玻璃钢船，渔具包括拖虾、刺网、张

网、围网、撒网、金枪鱼延绳钓和手钓等［１－２，６－７］。

其中，机动渔船约４３３５艘，包括约２３００艘拖

虾船和２０００艘刺网船。拖虾船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引入，在沿岸浅海至１００ｍ水深的海域作业；为传

统的木质渔船，网具安装在船舷一侧，平均船长

１５ｍ（１０～２３ｍ）、平均宽度４ｍ（２～７ｍ），多数配

备４．８５万～９．２万 Ｗ 柴油发动机；网身网目为

５０ｍｍ、网囊网目为２５ｍｍ，目前仅分布在信德

省［１－２］。刺网船也是传统的木质渔船，是巴基斯坦沿

岸最重要的作业网具，大部分集中在俾路支省沿海、

少量分布在信德省；船长１３～３５ｍ，配备８．８２６万～

１８．３４万 Ｗ柴油发动机；网目为１５０ｍｍ，最大长度

为２．５～５ｋｍ。

机帆渔船也是木质的，一般小于刺网船，多配

备２～３台舷外发动机。大多数帆船在淡水作业，并

且数量正在减少。

玻璃钢船是报废救生艇改装成的渔船，船长

７．５～１０．５ｍ，配备２２～３３马力
发动机；网具长度

为２～４ｋｍ，网目为１５５ｍｍ，主要放置在１６～２０ｍ

水深的海域，捕捞各种底层鱼类、主捕鲳鱼；也使用

另外一种刺网捕捞马鲛鱼，网具长度为２～４ｋｍ，网

目为７８ｍｍ，多放置在海底或中层水域。

围网船主捕沙丁鱼、
!

鱼、竹荚鱼等上层鱼，约

有６００艘从事上层鱼生产，其中５００艘在信德省、

１００艘在俾路支省；网具长度为１５０～２００ｍ、高度

为２４～３０ｍ，围网侧翼网目为１５ｍｍ、取鱼部网目

为１２ｍｍ。

定置张网布置在印度河三角洲河口处，主要捕

捞洄游性鱼类和贝类，由于其网目尺寸较小，易捕

捞到大量重要经济种类的幼鱼和仔鱼，已被政府禁

用多年，但目前仍有８０００顶布置在河口区域。

金枪鱼延绳钓的使用始于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

约有５０艘船，至２００９年仍有９艘船在生产。外国

拖网渔船从１９８７年的３艘增至２０００年的２０艘，但

２００５年后几乎所有外国拖网渔船退出巴基斯坦海

域；在现行深海渔业政策下，巴基斯坦政府允许外

国深海拖网船和金枪鱼延绳钓船进入２０ｎｍｉｌｅ以

外的海域（ＩＩＩ区）生产，并定期接收金枪鱼延绳钓、

金枪鱼围网和底拖网的入渔申请，但２００９年至今仍

没有申请被接受。

总之，巴基斯坦渔船以小型木质化为主、网具

 马力为非法定计量单位，１马力＝７３５．５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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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小、渔机装备落后，虽数量庞大但仅局限在

沿岸海域生产，给沿岸渔业资源造成较大捕捞压

力，部分种类已出现严重衰退。此外，缺少开发深

海渔业资源的大型捕捞船只，限制其深海渔业的

发展。

２４　渔港

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拥有卡拉奇港和卡

西姆港两个商业港口以及专业的 Ｋｏｒａｎｇｉ渔港，其

中卡拉奇港是巴基斯坦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港口，可

以停靠各种渔船，但港口设计容纳仅１０００艘渔船，

而目前停靠有４０００艘渔船，造成严重拥挤，仅能满

足当地７０％～８０％的需求；Ｋｏｒａｎｇｉ渔港于１９９３年

建设，但使用较少。俾路支省拥有瓜达尔港，可用

于渔船停靠和渔货出口。此外，信德省和俾路支省

还有许多小型渔港供当地渔民使用［１，６－９］。从整体

来说，巴渔港建设较少，无法满足现代海洋渔业发

展的需要，未来需加大渔港及其配套设施的投资

建设。

３　巴基斯坦深海渔业政策和管理

巴基斯坦海洋渔业主管部门为港口航运部下

属的海洋渔业局，位于卡拉奇。主要渔业法规有

１９７５年颁布的《专属渔区法》、１９７６年颁布的《领海

和海洋区域法》、１９７６年颁布的《专属渔区条例》以

及１９９５年颁布的《深海渔业法》等
［１，１１－１２］。

《深海渔业法》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渔业法规，经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３次修订。目前巴基斯坦

深海渔业政策较宽松，对外国渔船来巴基斯坦专属

经济区捕鱼持开放态度。巴基斯坦政府将专属经

济区划分为Ⅰ区（距海岸线１２ｎｍｉｌｅ以内）、ＩＩ区

（距海岸线１２～２０ｎｍｉｌｅ）和ＩＩＩ区（距海岸线２０～

２００ｎｍｉｌｅ），其中Ⅰ区只对信德省和俾路支省本地

中小规模渔船开放，ＩＩ区为缓冲区，ＩＩＩ区对大中型

渔船开放；Ⅰ区的本地渔船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可以

进入ＩＩ区捕鱼，而ＩＩＩ区的大中型渔船原则上不得

进入ＩＩ区捕鱼。

巴海洋渔业局对外资企业来巴专属经济区进

行合法合规捕鱼持鼓励态度，外资企业可以通过与

本地渔业企业合资的形式申请捕捞许可证并进入

ＩＩＩ区捕捞，但存在一些限制条件，如合资企业中外

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９％、每条渔船必须雇用

５０％的当地船员并为他们提供技术培训、渔船必须

安装船位监控器并接受巴基斯坦海洋渔业局的监

管、在ＩＩＩ区作业的全部渔业公司渔船数量的总和

不得超过规定上限等。最新的外国渔船允许入渔

的指标具体为尾拖渔船（不高于３５０ｔ）３０艘、金枪

鱼延绳钓船（不高于３５０ｔ）２５艘、金枪鱼延绳钓船

（３５１～１０００ｔ）２５艘、鱿鱼钓船（不高于３５０ｔ）１５

艘、金枪鱼围网渔船（不高于７００ｔ）５艘。

捕捞许可证３年内有效，但须每年缴费进行续

延，如未续费则许可证失效，许可证费用与第一年

相同。渔船每次出航需办理适航许可，并根据船型

交纳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美元不等的税费。渔货不得在

公海转载，而必须运回巴基斯坦港口办理报关手续

后方可卸货，既可在本地销售也可在卡拉奇港装船

出口。当需要采集数据时，巴基斯坦海洋渔业局可

选择渔船派驻科学家和观察员，每个航次结束所有

渔船应向海洋渔业局提供渔业数据。

４　合作开发对策

４１　中巴渔业合作沿革

１９９８年中国有１０艘深海拖网船在巴基斯坦

３５ｎｍｉｌｅ外的专属经济区生产，由于经常进入Ｉ区

和ＩＩ区偷捕，早期巴基斯坦政府采取默许态度即只

收少许罚金，但遭当地中小渔民的强烈反对，巴基

斯坦政府于２０００年以外国渔船破坏其海洋渔业资

源为由取消深海捕捞许可证，渔业合作被迫终止。

迫于国内外压力和着眼于渔业长远发展的考

虑，２００２年巴基斯坦政府再次开放深海捕捞，包括

中国、韩国的１７艘拖网渔船赴巴基斯坦海域开展合

作捕捞，并购买１７张ＩＩ区许可证在ＩＩ区进行捕捞

生产。由于ＩＩ区作业受到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合

作进展不太顺利，多数企业亏损、少有盈利。

为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开拓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深化中巴渔业合作，广东瑞

顺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新建的６艘远洋渔船于２０１５

年首次开赴巴基斯坦海域生产作业，每艘船长

４７ｍ、宽７．４ｍ、吨位３４８ｔ、主机功率１０００ｋＷ。根

据两国政府间协定，浙江省远洋渔业企业也与巴基

斯坦政府达成相关合作意向，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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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中国远洋渔船出现在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

４２　合作模式

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巴基斯坦合作捕捞有两

种模式：一种是购买深海捕捞许可证；另一种是合

作捕捞经营，实行公司属地化管理，以巴人名义在

当地注册公司，船舶入籍巴基斯坦，获得巴Ｉ区捕捞

许可证，利用小型渔船在１２ｎｍｉｌｅ以内海域捕捞生

产，成本和效益俱佳。目前多数以第一种模式进入

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捕捞作业，鉴于当地渔民与外

国渔船产生激烈矛盾的历史情况，以第二种模式入

渔巴基斯坦将承担相当高的风险；根据新修改的

《深海渔业法》规定，入渔巴基斯坦须成立合资公

司，由巴方控股，进入巴ＩＩＩ区海域生产，这与之前

的捕捞政策有较大改变，需谨慎选择合作伙伴，提

高生产效率，防止发生涉外渔业事故。

４３　存在的问题

巴基斯坦政治局势较不稳定，历来受恐怖活动

威胁。在中巴以往渔业合作过程中，恐怖活动对海

洋捕捞和陆地渔业投资项目造成较大影响，也不利

于在巴基斯坦渔业项目的长期投资和收益。

巴基斯坦政府及其渔业主管部门迫切需要发

展渔业以带动经济发展，但外国渔船与其本国渔民

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以往合作中很多因矛盾无

法解决而迫使渔业合作项目终止。

由于过度捕捞，巴基斯坦深海渔业资源虽潜力

较大但部分种类如中上层鱼类渔场和渔期不稳定，

对远洋渔船和企业造成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相

关企业谋划多种经营，加强成本管控和渔船管理，

减弱渔业资源的不稳定对企业经营和后续合作的

影响。

巴基斯坦政府对外国远洋渔船的管理较为严

格，如必须安装卫星定位系统以方便渔业局实时监

控，同时获得捕捞许可证、出航、生产作业、运输、报

关检验、出口等一切渔业活动，必须严格按照巴基

斯坦法律法规执行，一旦出现违规违法活动惩罚相

对严重。

４４　开发对策

总结近年来中巴渔业和农业合作的历史经

验［１３－１４］，结合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新时期中巴

渔业合作提出建议。

４．４．１　加大对深海渔业资源的开发

从巴基斯坦海洋渔业的现状来看，其沿岸集中

大量小型渔船，对沿岸渔业资源造成较大捕捞压

力，沿岸渔业资源已被过度开发，尤其是虾类资源

已出现衰退，与此同时深海头足类、中上层鱼类和

金枪鱼资源量仍较为丰富。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可以加大对巴基斯坦深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尤

其是中上层鱼类资源产量巨大，是加工鱼粉的重要

原料，开发前景值得期待。

４．４．２　合作开拓海水养殖事业

巴基斯坦沿海工业较少，沿海滩涂、浅湾未被

污染，适合海水养殖；而且巴基斯坦政府迫切希望

提高海水养殖产量，以维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目

前巴基斯坦已经建立对虾和鱼类育苗场和培训中

心，并在沿岸开展小规模的对虾养殖，但其海水养

殖技术薄弱、规模化养殖水平仍待提高。我国可以

利用成熟的海水养殖技术优势与巴基斯坦展开合

作，利用其优良的沿岸海域条件共同推进优质海洋

品种的规模化养殖。

４．４．３　加大陆地渔业配套设施投资，改善投资结构

渔业是巴基斯坦沿海二省的重要产业，拥挤的

渔港、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捕捞技术限制其渔业品质

和产值的提高。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布局实

施中，我国应加大对其陆地鱼粉加工厂、冷冻厂、水

产品加工厂、培训机构等方面的投入，延伸水产品

产业链，提高水产品附加值，减少渔获物的浪费。

此外，通过陆地投资建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获得更

多的巴基斯坦近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反过来促进中

巴更深层次的渔业合作；这种属地化的经营发展方

式可以带动其技术提升、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是更

具长远意义的战略选择。巴基斯坦政府也欢迎多

层次的渔业合作，并给予出口优惠待遇。

４．４．４　加大对巴基斯坦渔业装备和技术的输入

缺乏先进的专业捕捞设备和技术是限制巴基

斯坦渔业进一步向深海拓展的主要因素。巴基斯

坦政府鼓励本国渔民改进捕捞设备、改造渔获保鲜

设备以及为进口相关渔业设备减免相应税费。我

国可借此在双边贸易中加大渔业装备和技术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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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创汇，这符合中巴双方的共同利益。

４．４．５　选择有实力的合作伙伴

在入渔巴基斯坦之前应深入调研、全面掌握情

况，在经营活动中争取主动、充分估计困难、多考虑

矛盾解决方案。选择有实力的巴基斯坦合作伙伴，

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减少工作和决策失误以及有

效防止涉外渔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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