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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柔鱼类资源和市场进展
兼谈我国鱿钓业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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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头足类资源开发现状

世界海洋中近海传统底层捕捞对象资源普遍衰减
,

一些主要渔业国家都积极开发新的渔业对象
,

其中头

足类 已成为开发的重要渔业资源之一
。

联合国粮农组织视头足类资源为人类未来最大的蛋白质食品来源
,

并将它列为积极开发的目标
。

近年来
,

世界海洋产量呈平稳增长状态
,

头足类 ( C eP ha l叩 do )的产量仍保持增长的好势头
。

同时
,

这类资

源的全要增产的海域仍在太平洋
。

现根据粮农组织年鉴统计
,
1 9 87一 1 9 9 3年间世界头足类产量

,

由23 0
.

5万吨增加到 275
.

5万吨
,

在这七年间

增长 45
.

5万吨
,

平均每年递增 6
.

5万吨
。

依 1 9 9 3年世界头足类各大洋及其各海域的产量情况来看
:

太平洋名列

首位
,

占世界头足类洋量的 55
.

9%
,

其中西北太平洋又是在太平洋中名列第一
,

占 58
.

6 %
,

7年来在波动中呈

增长势头
,
1 9 8 9年产量降低到 57

.

8万吨
,
1 9 9 2年最高达 94

.

2万吨
,

平均年产量为 78
.

6万吨
;
中西太平洋为第

二
,

占 18
.

5%
,

在平稳中递增
,
1 9 8 7年为 21

.

2万吨
,

至 1 9 9 3年产量达 28
.

6万吨 ;东南太平洋为第三
,

占 1 5
.

7%
。

但

是
,

东南太平洋海域的年间增长量是最大的
、

最快的
,

1 9 8 7年产量只有 0
.

48 万吨
,
1 9 9 0年增加到 2

.

1万吨
,
1 9 9 1

年达 13
.

4万吨
,
1 9 9 2年为 1 6

.

5万吨
,

1 9 9 3年高达 24
.

4万吨
。

大西洋的头足类产量
,
1 9 9 3年为 108

.

7万吨
,

占世界

1 9 9 6闭 4一 1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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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足类产量的39
.

4 %
,

该洋区中以西南大西洋为最主要海域
,

但是
,

在最近 7年间头足类产量出现递减趋势
,

1 9 8 7年最高达 76
.

4万吨
,

1 9 9 0年降至 55 万吨
,

此后 3年平均年产量约 70 万吨
;

其次
,

中西大西洋产量在 21
.

6万

吨
,

占 19
.

9%
。

印度洋头足类产量仅 12
.

9万吨
,

仅占世界头足类产量的 4
.

7%
,

印度洋的东部与西部几乎各占一

半左右
。

目前世界柔鱼类主要捕捞对象有 5种
,

其中4种主要分布于太平洋海域
,

仅 1种分布于大西洋
。

太平洋褶柔鱼
,

又称斯氏柔鱼 ( T o
d
“ r o

d
e:

tS ee ns t r u P )是世界经济头足中资源量最大的种类之一
,

开发的

历史也最早 [奈须敬二等
,
1 9 9 1 ]

。

太平洋褶柔鱼的年产量呈锐减姿态
,

从 1 9 6 8年的最高产量 67 万吨
,

降至 1 9 8 8

年仅 20
.

5万吨
,
1 9 8 9年开始有回升

,

至 1 9 9 3年产量为53
.

3万吨
。

柔 鱼
,

又称巴特柔鱼
、

台湾称鱿 (O功m as t r e P h i an
n 。

ab rt ar m i) 自1 9 7 4年开始由日本投入开发
,
1 9 7 8年大量

使用高效流刺网〔奈须敬二等
,
1 9 9 1 ]

,

至 1 9 8 9年产量最高达 1 1 5
.

9万吨 (指柔鱼类 )
,

此后呈递减
,
1 9 9 3年降至 87

万吨
,

这与联合国决定 1 9 9 3年全面禁止流刺网作业有关
。

原 日
、

韩和台湾省的鱿钓作业尚未能全部替代
,

这对

柔鱼资源恢复带来生机
。

我国大陆各省从 1 9 9 3年进入西北太平洋开发这类资源
,

这是一个很好机遇
。

双柔鱼
,

又称新西兰柔鱼 (N
o t o t o t d

a r u , `

俪
n i i )于 7 0年代初开始开发

,
1 9 7 2年为 1 0 2 8吨

,

至 1 9 7 7年猛增到

7 6 3 41 吨
,

增长 74 倍之多
。
1 9 7 8年新西兰政府宜布 2 00 海里专属经济区

,

每年规定各国船数与配额的措施
,

鱼产

量有较大影响
,

19 93年产2
.

9万吨
,

但根据该政府每年规定的双柔鱼配额高达 1 6
.

6万吨
,

而实际仅捕捞了其中

的28
.

3%
。

这与新西兰政府渔业管理
、

入境条件其它措施 日趋严格有关
。

秘鲁茎柔鱼
,

又称美洲巨鱿 ( oD
is 成 cu

: g ig as )在 80 年代末经 日本试捕调查后
,

即迅猛开发
,
1 9 8 7年仅 1 7 3 0

吨
,

1 9 8 8年产量 1万吨
,

1 9 9 2年增至 8
.

7万吨
,
1 9 9 3年高达 12

.

1万吨
。

另据有关方面报道
,
1 9 9 4年产量约 20 万吨

,

并展望今后有可能增加到 50 万吨
。

阿根廷滑柔鱼 ( lI le x
ar ge

n “ n u : )是大西洋中最高产的柔鱼鱼种之一
。

最初
,

该鱼种是无须鳍渔业的大型

拖网渔船作业的兼捕对象 [董正之
,
1 9 9 1 ]

,

至 80 年代中期开始使用鱿钓作业
,
1 9 87一 1 9 9 3年间平均年产量在

2 2
.

8万吨
,

1 9 9 0年最低为 1 5
.

6万吨
,
1 9 9 3年最高在 3 1

.

0万吨
。

2 国际头足类贸易情况

目前世界头足类的生产
、

贸易与消费都是非属完全竞争市场
。

近 10 年来
,

世界头足类生产继续以东亚的日
、

韩
、

中 (含台湾省 )
、

泰及俄等 5国的产量为主
,

已达世界产量

的61
.

5%
。

在消费方面
,

世界前 10 位消费国均在东亚及南欧
,

其消费量占世界产量的90 %
。

世界头足类的生产

与消费以柔鱼和枪乌贼两大类为主
,

其中南欧以柔 鱼类消费为主
,

东亚则以枪乌贼类为主
,

在地区上有明显差

异
。

尽管各国对头足类的消费渠道虽有不同
,

但仍以餐馆与宴会消费为主
,

特别是南欧等国消费
,

至于各国的

家庭消费及饵使用量则相当稳定
。

日本对水产品贸易有很高 自由化程度
,

唯独对冷冻柔鱼类和枪乌贼类采取进口配额措施
,

每年仅允许 2一

4万吨的进 口量
,

且系半年核配一次
。

甚至在关贸总协定达成协议时
,

日本只稍降关税
,

而继续维持冷冻柔鱼

和枪乌贼两大类进 口配额措施
。

韩国除采取高税率外
,

也同样禁止柔鱼和枪乌贼两大类的自由进 口
。

台湾省头足类渔业在过去 20 年间快速发展
,

已仅次于 日
、

韩
,

其中以柔鱼类和枪乌贼类的生产量高
,

达头

足类总产量的 95 % 以上
。

由于这二类在消费的使用上可以相互替代
,

而生产的柔鱼类已足够低价供应内部市

场需求
,

所以当局仍未取消进口 消费的规定
。

乌贼
、

章鱼都为拖网所混捕
,

其渔场又都在他国经济区内
,

况且在

台湾已限制拖网渔船增建情况下
,

此二类头足类的产量今后并无大幅增加的可能
。

因此台湾当局在 1 9 9 2年已

取消乌贼和章鱼禁止进 口限制
,

而其进口量亦由 1 9 9 1年的55 2吨
,

一跃为 1 9 9 2年的2 0 3 8吨
,

且以进口章鱼为大

宗
,

达 1 2 5 9吨
,

占61
.

8%
.

1 9 9 2一 19 9 4年间其头足类的进 口量并未大增
,

仍维持在 2 0 0 0多吨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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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我国远洋鱿钓业的思考

综观上述
,

世界海洋渔业资源发生了显著变化
,

19 92年世界海洋渔业总产量比 198 5年增长了 685 万吨
,

其

中底层鱼类产量下降了 7
.

6%
,

而头足类增长幅度最大
,

为56
.

3%
,

金枪鱼增长 37
.

1%
,

虾类为 36
.

3 %
,

中上层

鱼类为 3
.

2%
。

近年来
,

日本远洋渔业总产量逐年下滑
,

而头足类和金枪鱼类的产量
,

在远洋渔业总产量中所

占比重却年年递增
,

由 1 9 8 7年的37
.

5%
,
1 9 9 1年这两类渔业产量在远洋渔业中达到 54

.

4% 的比例
,

增加约 17 百

分点
。

我国台湾省发展了鱿鱼和金枪鱼两种渔业
,

在远洋渔业的产业中也呈不断增长趋势
,
1 9 9 3年达到 83 万

吨
,

增长了一倍多
,

其中鱿类占远洋总产量的23 刀%
,

金枪鱼 57
.

2%两类合计产量比重超过 80 %
,

两者产值高

达 8 5
.

8 %
。

六年来
,

我国远洋鱿钓业是迅速发展的
,
1 9 9 5年又取得优异的成绩

,

预计总产量突破 6万吨大关
,

比 1 9 9 4

年增产近三倍
。

然而外商针对我国鱼获量增加
,

纷纷压价
,

而国内市场对鱿鱼产品还未完全启动
,

经销上受到

一定抑制影响
。

实践充分表明
,

我国远洋光诱鱿钓项目的成功
,

使近海捕捞业结构调整迈出了扎实一步
,

取得

可喜的成果
,

前景是广阔的
。

可是欲取得长足的发展
,

不可简单地视柔鱼类资源的兴衰状况
,

同时必须注重产

品市场销售的现实
,

何况目前国内鱿钓业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产量
,

但是市场尚未找到出路
,

因此务必在保证

鱼货质量基础上
,

通过加工增加效益
,

在国内外并举基础上
,

着重开发国内市场所需的加工品 为主攻方向
。

不

仅要保持传统特色
,

更需要扩大视野
,

追求高附加值的休闲系列食品等
。

只有经过努力
,

打开国内市场销路
,

才

能促进出 口
,

产生更多
、

更好的经济效益
,

才是鱿钓业走向健康
、

持续发展的道路
。

特别是当今世界渔业正处在联合国海洋法颁布生效
,

公海将推行负责任捕捞制
,

又将柔鱼类列入跨界鱼

种与高度徊游性鱼种
,

以及日本在 1 9 9 6年已宣布 200 海里的情况下
,

远洋渔业形势是严峻的
,

我国的鱿钓业发

展对策需要认真研究与控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

优化鱿钓船队
,

增强渔船作业能力
、

产运销配套等诸方面
,

发

挥整体优势
,

讲求投入与产出经济效益 ;促进资金周转得快
,

使企业进入良性循环
;
要有渔场还要有市场

,

形成

以销定产
,

内外销并举
,

以加工带动销售
、

促捕捞
,

切实提高远洋鱿钓业的规模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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