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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太平洋金枪鱼资源及其开发现状

1995至 2004 年全球金枪鱼年产量约维持在

4. 0 106 t ,其中 65%来自太平洋,而中西太平洋金

枪鱼年产量约 1. 2 10
6
~ 1. 3 10

6
t , 占太平洋年

总产量的 46%~ 50% ,因此中西太平洋是世界上最

大的金枪鱼产区 [ 1 3]。中西太平洋捕获的金枪鱼

50% ~ 70%做成金枪鱼罐头供应市场(主要是鲣

鱼) , 30% ~ 40%以生鱼片供应日本市场
[ 4]
。

金枪鱼的捕捞方式主要有围网、竿钓、延绳钓,

曳绳钓及流刺网等。分析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

( Fo rum Fisher y Agency, FFA)公布的产量数据
[ 5]

(图 1) , 自 1996 年中西太平洋围网捕捞产量占金

枪鱼总产量均达 60%以上, 且总体有增加的趋势,

2005年达 69%。捕捞的总产量也有较大的增长,

2005年比 1997的产量增加了 63% (表 1)。

图 1 1997- 2005年中西太平洋主要作业类型及产量

表 1 中西太平洋围网捕捞主要鱼类产量及其所占百分比

年份
大目金枪鱼 黄鳍金枪鱼 鲣鱼 总产量

产量/ t 百分比/ % 产量/ t 百分比/ % 产量/ t 百分比/ % t

1997 20 194 4% 153 356 28 362 053 68 535 603

1998 11 900 2 160 587 23 527 246 75 699 733

1999 19 571 3 119 470 21 442 352 76 581 393

2000 17 403 2 117 600 17 564 502 81 699 505

2001 16 055 2 142 394 22 491 414 76 649 863

2002 14 660 2 103 579 13 653 435 85 771 675

2003 11 934 2 142 373 18 617 314 80 771 621

2004 15 752 2 94 759 12 665 423 86 775 934

2005 24 899 3 155 546 18 693 581 79 874 026

围网作业主要捕捞鲣鱼 ( K atsuw onus p ela

mis )和黄鳍金枪鱼( T hunnus albacar es ) , 兼捕大目

金枪鱼( T . obesus) ,其他副渔获产量很小
[ 6]
。据研

究[ 1] , 当前中西太平洋鲣鱼作为最重要的开发鱼

种,处于最大持续产量水平以下
[ 7]

, 属中等开发水

平;黄鳍金枪鱼、大目金枪鱼处于完全开发水平;学

者对大目金枪鱼的关注也最多, 因为它生长较鲣

鱼、黄鳍金枪鱼慢, 且其幼鱼比例捕捞较高
[ 7 8]
。绿

色和平组织 [ 9] ( GREEN PEACE)、中西太平洋渔业

委员会 (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 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呼吁加强渔业资源保护, 认

为该海区渔业资源面临着过度捕捞的危险, 应限制

或禁止捕捞[ 10 12]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当前的捕捞努

力量应维持现状, 不应再增加捕捞努力量, 并向渔

业管理组织建议一些管理措施如限制总渔获量及

捕捞努力量,限制围网使用人工集鱼装置( F ishing

Agg regating Dev ices, FADs)的数量及频率, 增设

禁渔区及禁渔期等[ 13]。WCPFC 提出今后的工作

重点应从支持捕捞开发转向渔业资源的保护和持

续利用,太平洋岛国应提高入渔费的征收额度, 对

其拥有的金枪鱼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应成为太平洋

岛国第一要务
[ 10]
。

金枪鱼围网主要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和

菲律宾。近年来,很多原来在大西洋及东太平洋作

业的大型西班牙围网船有转移至中西太平洋渔场

作业的趋势,部分渔船已在该海域作业。西班牙渔

船自动化程度更高, 特别是部分渔船配备了自动理

网机,自动理浮子纲的辅助动力滑车, 在助渔设备

方面常配备 2台声纳,卫星电浮标的数量多且使用

频率高。高投入要求渔船必须稳产高产, 因此利用

卫星电浮标捕捞流木鱼群成为其一特色。西班牙

渔捞长在捕捞流木鱼群方面经验丰富,这与日本围

网渔船相似。而美国围网船则倾向于采用直升飞

机和更大的高倍望远镜来搜寻流木鱼群及浮水鱼

群,在捕捞浮水鱼群方面经验更佳。此 2种主要作

业方式各有优点: 浮水鱼群所捕获的群体规格较

大,黄鳍金枪鱼的渔获量较高, 捕捞效率高且盈利

多;而流木鱼群必须等到翌日 5: 00  6: 00才能下

网,但在获得持续稳产方面具优势。目前多数渔船

都是结合实际生产特点, 充分利用 2种方式以求高

产。

2 我国大型金枪鱼围网渔业

台湾省于 1982年引进大型金枪鱼围网渔业,

现已成为在中西太平洋渔场作业的重要捕捞力量

之一, 高峰期围网船达 42 艘, 2003 年有 36 艘在

WCPO作业, 2007年为 34艘。

目前大陆共有 15 艘大型金枪鱼围网渔船在

WCPO从事金枪鱼捕捞。2001年 6月中鲁远洋渔

业公司的!泰福∀号为大陆第一艘金枪鱼围网船[ 14]
,

目前该公司拥有 2 艘。北京中国水产总公司拥有

或控股 5艘。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自 2002年 11

月开辟远洋金枪鱼围网项目至今, 已陆续购置 6

艘。浙江省远洋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2艘。

金枪鱼喜集群, 主要分为浮水鱼群、流木鱼群

及索饵鱼群。据 2003年台湾省金枪鱼围网渔业报

告 [ 15] , 2003年台湾渔船总产量 201 567 t, 浮水鱼

群、流木鱼群、索饵鱼群依次占 63. 94%、35. 85%、

0. 19%。1997- 2005 年中国在中西太平洋的金枪

鱼围网产量见图 2。由图 2[ 5] 可见, 台湾的产量占

绝对优势地位,由于受行业竞争, 劳动力成本上升

及太平洋岛国入渔协定的一些限制[ 16] ,捕捞产量呈

下降趋势。大陆围网渔业起步较晚,但充分利用劳

动力价格优势、部分船员原来国内围网作业经验丰

富等有利条件, 发展较为迅速, 当前已初具规模。

在中西太平洋作业海区, 大陆的上海金汇、北京中

水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

东海水产研究所研发的鲣鱼渔情预报技术, 通

过生产中实际运用发现其在大尺度上测报准确,但

较国外的渔情预报系统如美国的海星 SEASTAR

及法国的凯撒( CAT SAT)在精确度方面略显不足;

且缺乏海洋环境参数与气象的监测预报。

图 2 1997- 2005年中国在中西太平洋的金枪鱼围网产量

3 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3. 1 国际渔业组织管理和渔业资源保护力度加强

2005年 12月第一届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

养护和管理公约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会议上, 专家认

为至 2005年 8月,大目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资

源量令人担忧。专家呼吁采取地区及全球性措施,

对金枪鱼捕捞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遏制对大目金

枪鱼和黄鳍金枪鱼过度捕捞的趋势。相应地,太平

洋各岛国对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的渔船要求也

更严格,主要体现在:对渔捞日志( LOG SHEET )、

转载报告、加油、会船报告等各种报表的审核,派遣

观察员到渔船上监督生产并进行渔获物取样调查

的工作时间、频率都明显增加。2008 年初, 台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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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渔船因渔捞日志中较小规格的黄鳍金枪鱼渔获

物未按要求填写, 另一渔船因违犯规定, 在渔场向

他船转载渔获, 都受到较重的经济处罚, 并被迫在

波拿佩港口扣留 3周之久, 影响了正常的生产, 使

所属渔业公司损失很大。

此外, VDS( Vessel Day System)制度要求绝大

多数船只定期(每周或每两周)向渔船所处水域国

发送作业天数的报表, 并报告渔船动态, 并将以此

报表作为今后捕捞努力量分配及渔获配额的依据。

但因该制度刚刚实施, 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 如放

网捕捞及搜寻鱼群可作为捕捞作业天数, 但加油或

会船(转接船员、备件等)及航行经过渔区及天气恶

劣等无下网的天数是否也将纳入作业天数? 这些

方面太平洋岛国政府及 FFA 尚无明文规定, 但值

得注意的是,定期报送报表给当地渔业局有利于最

大限度地减少渔业公司交纳给太平洋岛国的入渔

费用。

3. 2 企业自身管理与经营的问题

自 20世纪 90年代台湾远洋渔业公司就一直

面临着渔船运营成本增加和产量下降的双重压力。

台湾一些渔业公司不得不进行了重组。金枪鱼围

网所需资本较大,且由于渔业资源本身的波动及生

产过程中的其他许多不稳定因素, 一些经营不善的

公司开始出售渔船或以合资的方式继续经营。台

湾本身的政治地位特殊性使得其在与太平洋岛国

签订入渔协定时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台湾面临着

与韩国、日本远洋渔业公司同样的问题  劳动力严

重缺乏,本地人员从事渔业, 特别是远洋生产的越

来越少,且有大龄化趋势, 部分技术职务船员更是

缺乏,如渔捞长、航海船长、甲板长及轮机长、大管

轮等。台湾渔船雇佣了部分大陆船员,但因待遇问

题、工作方式发生了多次纠纷。经过较长时间的磨

合及合同条款的细化,目前多数渔船上生产秩序良

好。

大陆金枪鱼围网在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

不少问题,如船员的工资待遇问题不能及时调整,

部分船员甚至怠工、罢工, 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秩

序,一些技术好的职务船员如轮机长, 大管轮有流

向台湾船的趋势。部分公司本身的人事、管理等方

面亟需改革, 公司内部人员分工不明确, 计划经济

色彩浓厚,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北京中水公司系统

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几乎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

传承下来的。近年来的调整是一些浅层次的调整,

缺乏战略性的、积极主动的调整。与远洋渔业发达

国家或地区相比,大陆公司部分金枪鱼围网船单产

相差 50%以上,金枪鱼销售价格相差 20%以上, 大

陆围网船在探渔捕捞作业方面与先进国家或地区

仍有较大差距
[ 17]
。

3. 3 行业协会及科研仍未与生产有机结合

台湾鲔鱼协会在保护整个远洋渔业利益,解决

渔船之间、渔船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纠纷发挥了积

极作用。如渔船违规被罚款, 鲔鱼协会将代表渔船

及其所属企业就具体罚款金额及其他有关事宜与

有关当局交涉,最大限度地保护台湾渔业企业及整

个行业的利益。协会公布产量数据供政府和学者

研究分析使用。现在大陆远洋渔业组织也要求各

围网渔船每周上报数据,用于汇总并向太平洋岛国

政府谈判。大陆远洋渔业协会在入渔协定的相关

条款、最新变更的禁渔区等相关条文及时发至各渔

业公司或渔船等方面仍有待提高,一般大陆渔船与

当地政府有纠纷发生,都是各个渔业公司自己想办

法解决,有必要则直接向我国驻外机构请求帮助,

若能充分发挥协会的优势,将更有利于远洋渔业的

发展。

科研与生产还未有机结合, 未能指导生产并及

时为生产服务。许多生产中的问题,如金枪鱼跟随

流木或人工网的原因? 在什么条件下鱼群不再跟

踪流木或人工网? 流木或人工网下网捕捞前,工作

艇的集鱼灯照强度多少为宜? 渔舱的冷冻技术能

否改进? 如何改进围网捕捞技术(如放网时沉子纲

的速度与鱼群游动方向)等生产中的许多问题仍有

待解决。目前各渔船渔捞长基本上是根据经验及

自己所掌握技术摸索,缺乏科学的指导。

4 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4. 1 利用援外项目的积极影响,发展大型金枪鱼

围网

中国政府已经成功援建了金枪鱼管理委员会

( Tuna Commission)办公楼项目, 按照惯例和中密

双方备忘录达成的共识, 2007年中国大陆围网船在

密数量应达到 25 艘, 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从金枪

鱼管理委员会的讨论和提出的政策趋势看, 控制和

减少捕捞量,压缩船只数量迟早要落实。中国远洋

渔业公司应抓住机遇,尽快发展壮大。

4. 2 继续走引进二手金枪鱼围网船为主之路

当前日本、韩国、美国等金枪鱼围网船都面临

着劳动力缺乏且劳动力价格升高的问题, 我国应充

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优势,特别是拥有大量捕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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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丰富的船员, 发展好金枪鱼围网。此外, 浙江舟

山许多船厂在渔船维修、保养方面技术娴熟,台湾、

日本很多的围网船都来舟山修船或改造, 也带动了

一系列产业(如钢材,动力机械, 造船, 船舶设计)等

的兴起。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渔民转产转业等做出

了较大贡献。在太平洋岛国投资, 获得岛国政府的

相应积分,从而可获得新入渔证书, 大陆造船厂也

完全有实力建造高质量的围网渔船,但建造新船一

定要慎重,避免出现台湾省造好渔船因捕捞许可证

的问题而不能作业的类似情况。

太平洋岛国政府及相关渔业组织主要控制总

体捕捞努力量, 远洋渔业公司应更多地向太平洋岛

国以合资的方式来购买二手船, 这样可充分利用我

国渔船修理、劳动力价格低廉等优势来发展金枪鱼

围网。鼓励与太平洋岛国合作, 如渔船船籍注册在

岛国,或雇佣部分岛国船员, 可以获得岛国政府的

大力支持。上海水产总公司购买的波拿佩 1号,北

京中水公司购买的 CAST EL BRAZ(现为中太 2

号)都是典范。

当前大陆的金枪鱼围网船全是引进的二手船,

在船舶的电气化, 冷冻及电子设备方面时有故障。

有实力的公司可选派 1~ 2名专业的维修师傅驻波

拿佩,主要负责公司渔船相关设备的维修, 时间允

许的情况下可为他公司渔船服务, 这样无论是保障

本公司渔船生产的顺利进行,还是对公司盈利都非

常有益。

4. 3 适时、适当调整船员待遇, 注重人才的培养与

储备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降低, 应及时调整船员

工资,应将船上职务船员(如渔捞长、航海船长、甲

板长、轮机长、大管轮、报务员等)的工资与产量挂

钩,以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另外, 船上的职务船

员设置不宜过多, 上述职位对于渔业生产已经足

够;对于其他船员远洋渔业公司在雇佣时, 应双方

协商,并签订相应待遇的劳务合同。双方将各项待

遇以合同条文的形式列出,可有效避免船员到海外

渔场参加生产后仍对工资待遇不明确而影响生产。

渔业捕捞工作劳动强度较大,工作时间长, 船员安

心工作对其自身的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非常重

要。

对于有培养潜力的大学生或技校毕业的年轻

人应给予其晋升机会或实习,做好人才储备, 为目

前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今后扩大再生产提供保障。

4. 4 深化企业改革

台湾渔业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竞争中处于劣

势的企业已被迫停产或与其他公司合资经营,相对

来说, 台湾渔业公司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竞

争。大陆渔业公司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减少渔业公

司的行政色彩,提高工作效率, 以使企业更好地适

应激烈地国际市场竞争。转换企业机制, 真正建立

起具有活力,对经营者和员工具有约束和激励的机

制,彻底打破现有干部、工人的身份, 打破平均主

义,实行竞争上岗和员工合同制 [ 18] , 形成一套有效

的竞争机制。

4. 5 渔业协会、科研应与生产密切结合

充分发挥远洋渔业协会保护远洋渔业及各渔

船利益的作用,加强渔船、渔业公司、渔业协会三者

的联系。在政府的支持下,使我国的金枪鱼围网渔

业健康发展,科研应立足于生产, 着重解决金枪鱼

围网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做好渔情的测报工

作。政府渔业部门和渔业公司应多支持水产科研

工作者参与国际性渔业组织大会,共同参与中西太

平洋渔业的开发与保护工作, 使岛国政府及国际渔

业组织了解中国对开发与保护金枪鱼资源的态度

与行动,这对发展我国的金枪鱼围网、树立我国负

责任渔业大国的形象等都有重要作用。

大型金枪鱼围网是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降低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捕捞

压力, 扩大国际技术经济合作, 发展民间外交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 18]
。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国家应加

大对远洋渔业的扶持力度,使金枪鱼围网健康持续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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