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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护渔业资源以及遏制渔业资源衰退,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保护行动,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

度化、机制化的局面逐步形成。文章从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海洋牧场创建、增殖放流

行动、伏季休渔以及遏制过度捕捞5个方面阐述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现状,从海洋渔业

资源发展现状、发展模式、生态环境3个方面解析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的生态贡献,并从海

洋渔业资源调查监测、评估评价、制度优化3个方面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建设提出建议,

以期更好地助力我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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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tectmarinefisheryresourcesandpreventthedeclineoffisheryresources,Chi-
nahasimplementedaseriesofprotectionactions,andthesystemofmarinefisheryresourcesprotection
hasgraduallytakenshape.ThispaperexpoundedtheprotectionsystemconstructionofChinesemarine
fisheryresourcesfromfiveaspects:theestablishmentofnationalaquaticgermplasmprotectionareas,

theconstructionofmarineranching,theactionofenhancementandrelease,thesettingoftheforbidden
fishingperiod,thebannedfishingareasandtheestablishmentofthesystemtocurboverfishing.And
thenanalyzedtheecologicalcontributionoftheprotectionsystemfromthreeaspects:thedevelopment
status,thedevelopmentmodean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talsoputforwardsuggestionsonthe
protectionsystemconstructionofChinesemarinefisheryresourcesfromthreeaspects:themarinefish-
eryresourcesinvestigation,theassessmentandevaluation,andthesystem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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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渔业资源是我国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具

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2021年我国海水

产品产量达3387.24万t,占全国水产品总产量的

50.6%,成功解决我国沿海人民“吃鱼难”的问题。

海洋渔业资源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稳定发挥重要作

用,有效的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对于海洋渔业资

源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发布的《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提出“只有改善渔业管理,才能重建渔业资源,增加

渔获量,将生态系统恢复至健康、高产的状态”[1]。

根据FAO的统计结果,2020年虽然全球捕捞渔业

产量继续减少,但生物可持续种群的上岸量正在增

加,说明有效的渔业管理对于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发挥

积极作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重

要时期,如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到实

处,实现海洋渔业绿色发展,把海洋渔业发展与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高度协调,使海洋渔业发展

成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积极的贡献者而不是消极的

负面影响者,已成为具有挑战性且备受关注的课题。

本研究分析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的生态作用

与贡献,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助力我国海洋渔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引自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

鉴》[2]、《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3]、《中国渔业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4]以及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名单、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

单等资料,并对收集到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发展现状

受过度捕捞、海洋工程建设、环境污染、全球气候

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自20世

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呈现严重衰退的局面,

主要表现为数量下降,种类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种

群结构异化,鱼类小型化和低龄化,处于食物链较高

层次的传统性经济鱼类被小型低值性鱼类取而代之。

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我国相继发布一系列法

律法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提出禁渔区和

禁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提出捕捞量低于

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并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渔

业水域的生态环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

纲要》提出开展渔业资源保护与增殖行动、生物多

样性与濒危物种保护行动以及水域生态保护与修

复行动;《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针对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制

订新措施,提出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保护、养护

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经

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

化、机制化的局面逐步形成。

2.1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创建旨在对具有

重要经济价值、遗传育种价值或特殊生态保护和科研

价值的海洋生物进行保护,通过划定一定的区域,对

重要物种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主要

生长繁育区域进行保护。2007年原农业部审定发布

首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共40个,其中淡

水类31个、海水类9个。而后该项工作逐渐制度化

和常态化,每年都会审定发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截至2022年共审定发布11批[6],创建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535个,其中海水类52个,占总

数的9.7%,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

湾、岛礁、滩涂等水域生态系统(表1)。

表1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数量

Table1 Numberofnationalaquaticgermplasmreserves

个

批次 总数 海水类

第一批 40 9
第二批 63 9
第三批 57 7
第四批 60 9
第五批 62 5
第六批 86 9
第七批 60 2
第八批 36 0
第九批 28 0
第十批 31 2

第十一批 12 0
合计 535 52

我国山东建设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数

量最多,达22个,约占总数的50%,保护品种涉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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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牙鲆、中国对虾、皱纹盘鲍、大竹蛏、刺参、大叶

藻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遗传育种价值或特殊生态保

护和科研价值的海洋生物种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对保护生物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以及维

护生物种群的安全性和持续性发挥重要作用,对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生态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2.2 海洋牧场

海洋牧场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海洋工

程技术[7],通过在特定海域实施增殖放流、生态养殖

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躲

避敌害所需场所,发挥生态优化、资源养护的功

能[8]。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西就

在钦州沿海投放26座试验性小型单体人工鱼礁[7]。

此后,原农业部组织黄海水产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开

展人工鱼礁试验,共投放2.87万座人工鱼礁,总计

8.9万空立方米,构建以鱼礁为载体、以藻类为基础

的鱼、虾、贝、藻共生的生态系统。21世纪初,广东、

浙江、江苏、山东和辽宁等地掀起新一轮人工鱼礁

建设浪潮。2015年原农业部审批通过第一批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共20个,拉开我国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建设的序幕。截至2022年年初,我国共建

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53个,分布于渤海、黄

海、东海和南海,其中山东、辽宁、河北、广东和浙江

的数量 较 多,分 别 约 占 总 数 的 38.6%、22.2%、

12.4%、9.8%和7.2%,对于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发挥

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表2)。2022年我国《海

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南》国家标准颁布实施,海洋牧

场建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表2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分布

Table2 Distributionofnationalmarineranch

demonstrationzone

个

批次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广西 福建 海南 合计

第一批 1 3 4 6 - 1 3 2 - - - 20

第二批 - 4 5 8 1 - 1 2 1 - - 22

第三批 - 3 5 7 - 1 2 4 - - - 22

第四批 - 1 5 11 - - - 3 1 1 - 22

第五批 - 3 4 12 - - 1 3 - - 1 24

第六批 - 3 8 10 - - 2 - 2 - 1 26

第七批 - 2 3 5 - 1 2 1 - 1 2 17

合计 1 19 34 59 1 3 11 15 4 2 4 153

  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沿海从北到南已建设

一系列以投放人工鱼礁,移植种植海草和海藻,底

播海珍品,增殖放流鱼、虾、蟹和头足类等为主要内

容的海洋牧场,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养护海洋生物资

源,修复海域生态环境以及带动增养殖业、休闲渔

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9],取得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经测算,2016年全国投入海洋

牧场建设资金55.8亿元,已建成的海洋牧场每年可

产生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319 亿 元、生 态 效 益 高 达

604亿元,远高于海水产品的经济效益。

山东在海洋牧场建设领域走在全国前列,构建以

“增殖放流+人工鱼礁+藻场移植+智能网箱”为主

的建设模式,推动海洋牧场由传统的“猎捕型”向现代

的“农牧型”转变,综合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其中,青

岛西海岸新区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达到14个,

占全国总数的近10%,总面积达到6630hm2,成为全

国最大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集群[10]。

2.3 增殖放流

增殖放流对于保护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繁荣渔业经济、增加渔民收入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工增殖放流技术在我国应

用较早,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在渤海、黄

海、东海应用海洋生物人工放流增殖技术,增殖规

模随着增殖技术的不断成熟而不断扩大。目前增

殖放流工作已在我国各海域广泛开展,由开始的小

规模、区域性增殖放流发展到现在的大规模、全国

性资源养护行动。

2006年原农业部组织开展全国水生生物资源

(包括淡水)增殖放流工作。《中国渔业生态环境公

报》数据显示,2006—2020年全国共投入增殖放流

资金136.72亿元,增殖放流梭子蟹、牙鲆、真鲷等海

洋水生生物苗种数量达4728.0亿尾(只),投入产

出效果极为显著(表3)。《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

“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

到2025年增殖放流水生生物数量保持在1500亿尾

左右,《“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提出年放流苗

种300亿单位以上。增殖放流工作已成为恢复渔业

资源、保护珍贵濒危物种、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渔民

增收的重要举措和关键抓手。



8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表3 全国增殖放流规模和资金投入

Table3 Quantityandinputofnationalenhancementandrelease

年份 投入资金/亿元 增殖放流数量/亿尾(只)

2006 1.80 160.0
2007 2.64 194.6
2008 3.11 197.0
2009 5.90 245.0
2010 7.10 289.4
2011 8.40 296.0
2012 9.70 307.7
2013 10.01 336.5
2014 13.86 343.3
2015 10.90 361.2
2016 13.50 389.6
2017 13.80 404.6
2018 15.00 374.1
2019 10.00 400.0
2020 11.00 429.0
合计 136.72 4728.0

2.4 伏季休渔

我国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是为保护海洋鱼类

资源在产卵繁殖与幼鱼育肥阶段免受捕捞活动破

坏而采取的创造性举措。1995年国务院批准在7-

8月的渤海、黄海和东海实施休渔制度,此后本着

“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1995—2021年我国海洋

伏季休渔制度进行14次调整完善。原农业部于

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多次发布关于做好伏季

休渔管理的通知,如《农业部关于做好2003年伏季

休渔管理工作的通知》对黄海和东海部分海域的休

渔范围、休渔时间和休渔作业类型进行进一步调

整。2017年、2018年和2021年我国对海洋伏季休

渔时间和作业类型的要求更加严格,再次优化海洋

伏季休渔时间,并执行特殊经济品种捕捞的专项捕

捞许可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休渔时间逐步

延长,从最初的2个月延长到4.5个月;休渔范围逐

步扩大,已覆盖全部4个海区;休渔作业类型逐步增

加,包含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以及为捕捞渔

船提供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作业。可以说,我国

伏季休渔制度对恢复近海海域生物资源发挥重要

作用。

2.5 遏制过度捕捞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海洋捕捞产量是

靠高强度捕捞实现和维持的,过度捕捞是我国渔业

资源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控制捕捞强度和

遏制过度捕捞成为我国保护和恢复渔业资源的重

要措施。1995年我国设置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此

后提出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到“负增长”的目标,

严控近海捕捞,不断减少捕捞渔船数量。《中国渔

业统计年鉴》从2007年开始单独统计国内海洋捕捞

机动渔船数量,根据2007—2021年的统计数据,我

国国内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总体呈现减少趋势

(图1)。

图1 国内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

Fig.1 NumberofChinesemarinefishingvessels

据统计,2007年和2021年年底的渔船数量分别为

20.6万艘和12.9万艘,总功率分别为1175.1万kW和

1034.4万kW,分别减少7.7万艘和140.7万kW;

小型渔 船、中 型 渔 船 和 大 型 渔 船 的 数 量 占 比 由

2007年的67.8%、31.5%和0.7%调整为2021年的

62.0%、35.5%和2.5%,其中小型渔船和中型渔船

分别 减 少5.9万 艘 和1.8万 艘,大 型 渔 船 增 加

1725艘;小型渔船、中型渔船和大型渔船的功率占

比由2007 年 的 16.3%、76.2% 和 7.5% 调 整 为

2021年的10.0%、67.7%和22.3%,其中小型渔船

和中型渔船分别减少72.6万kW 和56.5万kW,大
型渔船增加203.2万kW;作业类型严重破坏渔业资

源的渔船数量持续减少,其中拖网类和张网类的渔

船数量由4.4万艘和2.7万艘减少为2.5万艘和

0.9万艘,分别减少43.4%和66.5%。随着渔船数

量的减少和作业方式的优化,近年来我国海洋捕捞

产量呈稳定下降趋势,并逐步形成适合我国海域特

色的渔业资源管理模式。

3 生态贡献

海洋渔业资源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和

海洋物质循环的重要环节,通过食物链(网)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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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除直接或间接消耗氮、

磷等营养物质外,海洋渔业资源还具有高效率的固

碳能力和碳转移作用。因此,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

度建设的结果不仅表现为生物的数量增加、种类增

多、多样性提升和群落结构改善,同时表现为对整

个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3.1 渔业资源恢复持续向好

通过实施一系列渔业资源保护制度,我国海洋

渔业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各海区的渔业资源

数量总体呈增加趋势。据监测,2017年海洋渔业资

源总密度8月与5月相比,黄、渤海区增加1.7~

2.0倍,东海区增加3.5倍,南海区增加0.7倍;与

2016年同期相比,黄、渤海区增加130%,东海区增

加30%,南海区增加24%[4]。根据山东近海捕捞生

产监测及调研结果,2021年8月山东近海现存资源

量同比增加约50%,可捕量增加约90%,捕捞产量

同比上涨超过20%[11]。此外,渔业资源结构有所改

善,2018年黄海小黄鱼、带鱼、银鲳和鳀鱼的大个体

比例明显增加,主要经济鱼类的种群结构呈现好转迹

象[4];幼鱼比例制度以及休渔期前移并延长制度的实

施有效保护带鱼、小黄鱼、银鲳等经济鱼类的产卵亲

体和幼鱼免遭捕捞,渔业资源补充能力明显提高。

3.2 渔业发展模式发生转变

自1999年原农业部首次提出海洋捕捞计划产

量实行“零增长”目标以来,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大幅

降低。与之相反,海洋捕捞产值呈不断增长态势,

自2003年有统计以来的739.3亿元增至2021年的

2303.7亿元(图2)。

图2 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和产值的变化

Fig.2 Changesofmarinefishingyieldandoutput

valueinChina

我国海洋渔业已逐渐从过度捕捞、粗放养殖的

“规模数量型”传统发展模式向耕海牧渔、增殖放流

的“质量效益型”新发展模式转变。2021年我国海

水养殖产量远高于海洋捕捞产量,逐步形成“以养

为主、以捕为辅”的海洋渔业生产结构。

3.3 渔业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为全面掌握我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全国渔

业生态环境监测网”对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的重要渔业水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

网箱养殖区的水质、沉积物和生物等要素进行连续

多年监测,并由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

年度《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根据2009—

202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海洋渔业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其中,水环境中的石油类和铜、锌、汞等因子的

超标面积呈明显减小趋势,铜、锌、汞等因子的超标

面积连续多年均为零;沉积物中的石油类和铜因子

的超标面积呈减小趋势。

4 建议

4.1 布局海洋渔业资源调查监测网络

调查监测是获取渔业资源信息最直接和最有

效的手段,调查监测结果已成为渔业资源管理不可

缺少的科学依据。世界渔业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

公海渔业资源的调查监测,如美国建立完善的海洋

渔业资源评估管理体系,并通过随船观察员项目实

施动态化的海洋渔业资源统计与监测,为评估渔业

资源和制定渔业管理计划提供数据支撑。

我国目前已建立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并每年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公报》,重点针对我

国沿海重要鱼、虾、贝类的产卵场、索饵场、洄游通

道,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栖息地及重要养殖水域进行

监测,但尚未建立长期的近海渔业资源调查监测体

系。目前我国渔业资源的调查监测主要以科研项

目形式开展,调查监测结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迫切需要开展渔业资源连续监测和长时间序列调

查,摸清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家底,为制定切实可行

的渔业资源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4.2 加强海洋渔业资源评估评价

我国已针对海洋渔业资源保护采取一系列措

施,但目前只有部分海洋牧场建设项目涉及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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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估体系构建,其他措施基本没有进行评估评

价。美国针对渔业资源管理建立完善的资源评估

体系,每年、每季度定期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科学

评估,掌握其动态变化,为开发手段和恢复重建方

式提供科学参考。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海洋渔业

资源评估管理机构,评估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在此

背景下,建议充分发挥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成立的

“全国海洋渔业资源评估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建立

新型渔业资源监测和精准化评估技术体系,对我国

近海及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渔业资源确立可持续发

展的评估评价标准,加强对我国渤海、黄海、东海、

南海主要海域渔业资源状况的评估评价;对增殖放

流、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开展事前、事中、事后评估

评价,建立常规评估评价体制机制,根据海洋渔业

资源的评估评价结果优化调整相关体制机制和

措施。

4.3 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亟须不断优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海洋牧场、增殖放流、伏季休渔、遏制过度捕捞

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制度化建设,海洋渔业资源衰退

趋势逐步缓解。然而渔业资源的恢复需要循序渐

进、有条不紊地开展,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的海洋

保护区在消除捕捞压力后,特定目标物种个体大小

或生物量增加至少需要5年,整个保护区生态功能

稳定大约需要13年,某些特殊的大型肉食性恋礁鱼

类的生物量稳定则需要长达25年[12]。因此,海洋

渔业资源保护是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长久坚持,并

以资源调查监测和评估评价结果为支撑,适时调整

优化保护制度,使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制度更加完

善、保护成效更加显著、生态贡献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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