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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结合有关南海区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状况资料，对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南
海区（广东、广西、海南）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数量、吨位、主机功率的总规模以及主机功率结构、作业类型结

构的变迁和现状进行评价分析。２０１３年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总计 ８１６４７艘，１５６．６万吨，其中机动渔船
７８６７１艘，３８２．３万千瓦；机动小型渔船数量最多，超过７５％，早期增速快，近十年较为稳定；大型渔船数量极
低，增速缓慢，目前仍不足０．６％；中型渔船较为稳定；刺网作业渔船数量最多，拖网渔船次之，各类型渔船均
已从增长期进入调控管理期。南海区捕捞渔船目前存在总体规模过大、数量结构上小型渔船偏多、捕捞作业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建议进一步压减捕捞渔船总体规模，在结构上重点压减小型渔船，适当保留大型渔船规

模，同时应进一步调整捕捞作业结构，压减小型渔船拖网、刺网作业，积极发展钓捕，适当发展围网和深水拖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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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在我国周边四个海域中面积最大，以其
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渔业资源，是世界

浅水海洋生物高度集中的海域，也是商业性开发

种类最多的海域之一［１］。自古以来，我国南海沿

岸渔民一直在南海从事海洋捕捞活动，目前在南

海作业的我国渔船，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和海南

三省（区），也有少数来自江苏、浙江、台湾等地的

渔船，但数量较少，在本文的数据分析中不作专

门表述。根据 ２０１４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年我国南海区三省（区）共有海洋捕捞机动
渔船７８６７１艘，１５５．９万吨，３８２．３万千瓦，分别
占全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数量的４０．０％、总吨
位的２２．６％，总功率的２８．１％。

目前，已经有许多关于我国南海区海洋捕捞

渔船的研究［２－６］，但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渔船的设

计、结构、材质、装备、性能、更新改造等领域，且

大多针对某种特定作业类型的渔船，或者某一特

定区域的渔船，尚未有对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总

体规模、组成状况的全局性分析。本文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综合分析我
国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的数量、吨位、主机功率、

作业类型的总体状况，以期对我国南海区海洋渔

业发展决策提供参考。其中，渔船数据为广东、

广西、海南三省（区）数据，其他省区在此不予讨

论。另外，该三省（区）远洋渔船数量极少，２０１３
年仅占海洋机动渔船总量的０．２％，且年鉴中未
有详细分类数据，本文暂不对其进行分析讨论。

１　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总体规模

１．１　渔船总数量
２０１３年南海区三省（区）共有海洋捕捞渔船

８１６４７艘，其中机动渔船７８６７１艘，非机动渔船２
９７６艘。从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总的发展变化来看，大
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图１）。

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机动渔船大幅
增长，非机动渔船快速下降，总渔船数量保持快

速持续增长。这一阶段，海洋捕捞渔船总数从

１９７９年的４３５７１艘增长到１９８９年的８３６２９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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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近一倍。其中，机动渔船从１９７９年的７４１６
艘，增长到１９８９年的６８１１９艘，增长了９０倍，年
均增长６０７０艘；相反，非机动渔船从１９７９年的
３６１５５艘下降到 １９８９年的 １５５１０艘，减少了
５７．１％。以１９８３年为界，之前以非机动渔船占绝
对优势，之后在国家大力推行渔业机械化的政策

推动下，南海区海洋捕捞机动渔船迅速增长，非

机动渔船被迅速淘汰。

图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南海三省（区）
海洋捕捞渔船总数量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
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１９７９－２０１３

１９８４年数据缺失。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１９８４ａｒｅｍｉｓｓｉｎｇ．

　　第二个阶段是１９９０年至今，海洋捕捞渔船总
数量在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峰值出现在２０００年
的８９９１０艘，最低为１９９４年的７９８１２艘。其中，
机动渔船数量在波动中略有增长，２０００年以后基
本稳定在８００００艘左右；非机动渔船仍保持持续
下降趋势，２００４年以后较稳定地维持在６０００艘
左右的水平，占总数量的比例不足１０％，２０１３年
非机动捕捞渔船又出现大幅下降，仅有２９７６艘。
１．２　渔船总吨位

２０１３年南海区三省（区）海洋捕捞渔船总吨
位１５６．６万吨，是１９７９年（３７．７万吨）的４倍多，
２００８年以来仍继续保持上涨势态（图２）。
　　海洋捕捞渔船总吨位与数量的变化明显不
同，除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相对稳定外，其他时期一
直呈现增长状态。由于非机动渔船的吨位很小，

且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数量快速减少，因此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对渔船总吨位变化的影响越来
越小，２０００年以后非机动渔船吨位不足１万吨，
比例不足１％，捕捞渔船总吨位的变化取决于机
动渔船的吨位变化。图２显示机动渔船吨位变
化与总吨位变化曲线几乎重合。对比数量结构，

表明机动捕捞渔船吨位大型化趋势明显，而非机

动渔船则呈现小型化。

图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南海三省（区）
海洋捕捞渔船总吨位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ｔｏｎｎａ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
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１９７９－２０１３

１９８４年数据缺失。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１９８４ａｒｅｍｉｓｓｉｎｇ．

１．３　渔船总功率
南海三省（区）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功率的

变化与总数量和总吨位的变化均不相同。

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功率总体保持增长，至 ２０１３年
末，达到３８２．３万千瓦。依据增长幅度可分成三
个阶段：第一个时段为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南海渔业
处于苏醒和恢复期，海洋捕捞机动渔船功率持续

增加，但增幅相对较小，平均年增长７．３万千瓦；
第二个时段为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是功率快速增长
期，从１９８５年的 ９０．７万千瓦增长到 １９９６年的
２９２．４万千瓦，平均年增长１８．３万千瓦；第三个
时段为１９９７年至今，总功率增长明显放缓，平均
年增长５．３万千瓦，且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２间基本无增长，甚至个别年
份略有下降。

图３　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南海三省（区）
海洋捕捞渔船总功率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
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１９７９－２０１３

２　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组成结构

２．１　渔船主机功率结构
在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规模整体变化过程

中，渔船主机功率结构在不同时期也发生着变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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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对捕捞渔船主机功率

在不同时期的分级区间值不同，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分
为以下５个等级：２９４ｋＷ（４００马力）以上、１４７～
２９３ｋＷ（２００～３９９马力）、５９～１４６ｋＷ（８０～１９９
马力）、１５～５８ｋＷ（２１～７９马力）、１５ｋＷ（２０马
力）以下；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分为以下５个等级：４４１
ｋＷ（６００马力）以上、１４７～４４０ｋＷ（２００～５５９马
力）、４５～１４６ｋＷ（６０～１９９马力）、１６～４４ｋＷ
（２０～５９马力）、１５ｋＷ（２０马力）以下；２００３年以
来改为３个等级：４４１ｋＷ（６００马力）以上、４５～
４４０ｋＷ（６０～５５９马力）、４４ｋＷ以下。鉴于这种
变化，在此按上述三个时期进行分析。

２．１．１　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
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捕捞渔船主机功率结构变化

可分为两个阶段（图４）。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各个功
率段的渔船数量均有增加，但增长率有所不同。

其中，１５ｋＷ以下渔船数量增长幅度最大，１９８８
年比１９７９年增长了１５．４倍，其次是１５～５８ｋＷ，
增长了７．８倍；５９～１４６ｋＷ增幅最小，仅增长了
１．７倍。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１５ｋＷ以下渔船数量出
现下降，下降了７．２％，其他功率段的渔船数量均
逐年继续增长，尤其以 １５～５８ｋＷ 增长最快，
１９９２年比１９７９年增长了１４．１倍，其次是２９４ｋＷ
及以上渔船，１９９２年比１９７９年增长了６．１倍；其
他功率段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均小幅增长。

图４　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南海区机动海洋捕捞
渔船数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１９７９－１９９２

　　上述情况使得１９９２年与１９７９年南海区捕捞
渔船的功率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５ｋＷ以下渔
船的比例大幅增加，由１９７９年的４３．９％增长到
１９８８年的７８．６％，１９９２年下降到６７．５％；１５～５８
ｋＷ渔船所占比例也有明显增加；５９～１４６ｋＷ渔
船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５．６％下降到１９９２年９．４％；１４７
ｋＷ以上两个功率区间的渔船所占比例都明显下
降（图５）。

图５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和１９９２年南海区机动
海洋捕捞渔船功率结构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ｏｆ１９７９，１９８８ａｎｄ１９９２

２．１．２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
这一时期各功率区间的渔船数量进入平稳

发展期，增减幅度很小，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图

６）。其中，１５ｋＷ 以下渔船数量略有上涨，由
１９９３年的４．７万艘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５．１万艘，
所占比例则由６５％下降到５９％；１４７～４４０ｋＷ、
４５～１４６ｋＷ、１５～４４ｋＷ的渔船数量均有一定的
增长，尤其是１５～４４ｋＷ渔船从１９９３年的 ３４２８
艘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６４５４艘，增加了８８．３％。这
１０年的《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开始对于 ４４１ｋＷ
以上渔船进行单独统计，其在渔船总数中占比例

极低，但在１９９６年达到最高峰（７７２艘），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年保持稳定，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持续下降，到
２００２年仅为４３０艘，为１９９６年的５５．７％。这表
明我国逐步加强了对大功率渔船的建造和使用，

对远洋及外海的资源开始了探索和生产。

图６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南海区机动海洋捕捞
渔船数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总体上，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渔船功率结构相对比
较稳定，除了５９～１４６ｋＷ渔船所占比例有较明
显的上升外，其他功率区间的渔船变化较小。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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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１９９３和２００２年南海区机动
海洋捕捞渔船功率结构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ｗｅｒｏｆ１９９３ａｎｄ２００２

２．１．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
　　如图８，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４４ｋＷ及以下渔船数
量总体稳定，仅在２００８年出现小幅下降，２０１３年
比２００３年只增加了 ２．１％。相对而言，４４１ｋＷ
及以上渔船有较大波动，２００４年最高为４９７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维持在４００艘以下，２００９年最低仅
３５３艘；２０１３年又出现增长，为４４６艘。

图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南海区机动海洋
捕捞渔船数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由于４４１ｋＷ及以上渔船在渔船总量中所占
比例极低，其数量波动并不能影响功率结构。因

此渔船功率结构仅有小幅变化（图９），２０１３年相
比２００３年４４～４４０ｋＷ渔船下降了２．２％，４４ｋＷ
以下渔船则上升了２．２％，保持在绝对优势比例，
２０１３年已接近８０％。
２．２　渔船作业类型结构

南海捕捞机动渔船的作业类型主要是拖网、

围网、刺网、张网、钓具，此外还有笼壶、敷网、抄

网、陷阱等，在统计年鉴中统一归类为其他。

图９　２００３和２０１３年南海区机动
海洋捕捞渔船功率结构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ｏｆ２００３ａｎｄ２０１３

图１０　２０１３年南海区各作业类型
机动海洋捕捞渔船结构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２０１３

２．２．１　渔船作业类型结构现状
２０１３年主要的５大作业类型渔船按其数量

所占比重排序依次为刺网渔船、拖网渔船、钓业

渔船、围网渔船和张网渔船（表１）。刺网渔船最
多，为４９９４１艘，占机动渔船总数量的６４％；张网
渔船数量占比最低，不足刺网渔船的１／２０；围网
船和钓业船只相差不大。从渔船规格上来看，无

论是吨位还是总功率，数量仅占１２％的拖网渔船
都占有绝对优势，分别占总量的４５％和４２％，表
明拖网渔船中的大功率和大吨位渔船数量较多；

相反，刺网渔船以中小规格渔船为主；其余各类

渔船，各吨位的数量分布情况较为均衡。

２．２．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渔船作业类型结构变化
近十年来，刺网渔船数量所占比重最大，目

前共计４９９４１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基本维持在４
万艘左右，２００９年起明显增多，稳定在约５万艘。
截止到２０１３年末，刺网渔船数量比２００３年增长
了２０％，总吨位的增加量为４４．６％，表明南海区
刺网渔船大型化发展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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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３与２０１３年各作业类型渔船数量及对比增减情况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ｅａｒｏｆ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２００３ａｎｄ２０１３
作业类型

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数量／艘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增减

吨位／ｔｔｏｎｎａｇｅ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功率／ｋＷｐｏｗｅｒ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增减

拖网ｔｒａｗｌｅｒ １４２９２ ９０１３ －３６．９％ ６３３６２１ ６９８１４６ １０．２％ １７００７２８ １６０４１３４ －５．７％
围网ｓｅｉｎｅｒ ４１３３ ５８０７ ４０．５％ ８９６４２ ２００５７７ １２３．８％ ２４３２６２ ４７１８１６ ９４．０％
刺网ｇｉｌｌｎｅｔｔｅｒ ４１６２１ ４９９４１ ２０．０％ ３４６７６８ ５０１４３９ ４４．６％ ９６８５２４ １３２３９６４ ３６．７％
张网ｓｔｏｗｎｅｔ ３０８０ ２５５１ －１７．２％ １６６９７ １２８４７ －２３．１％ ３５３４７ ４３５８７ ２３．３％
钓业ｌｉｎｅｒ ７２１１ ５５１７ －２３．５％ ９００６７ ８８４１２ －１．８％ ２４４０４０ ２３１２１６ －５．３％
其他ｏｔｈｅｒｓ ８９５２ ５８４２ －３４．７％ ９４５７１ ５７１６２ －３９．６％ ２６９５０３ １４７９８９ －４５．１％

　　拖网渔船在南海区数量居第二位，但却是所
有渔船类别中规模最大的，同时捕捞产量也位居

五大作业类型渔船之首。如图１１，拖网船在近１０
年明显有数量上的锐减，其中２００５年数量最高为
１４４９１艘，目前基本稳定在９０００艘，是南海区数
量减少幅度最大的作业类型，较２００３年共减少５
２７９艘。但从表１可以看到，拖网渔船的总功率
未有明显下降，总吨位甚至增加了１０％左右，说
明拖网大功率渔船增加，替代了部分小型渔船。

图１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南海区各作业类型
机动海洋捕捞渔船数量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ｅａｒ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ａｒｅａｏｆ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钓业渔船在南海区数量位居第三。多年来
受其他各种作业类型的影响，钓船的产量降低，

渔船数量也随之有明显下降。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间
基本保持 ７５００艘，２００４年达到峰值 ８９５９艘，
２０１０年开始明显减少到 ６０００艘以下。相比
２００３年，当前钓业渔船数量减少了２３．５％，吨位
及功率也略有下降。

与刺网渔船相同，围网渔船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
间的数量、吨位和总功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同时，各指标的增幅在五大作业类型中均为第

一。其中，渔船数量增幅达到４０．５％，共增加
１６７４艘；２０１３年的总功率较 ２００３年增加了
９４％；同时，吨位总量比２００３年增加了 １２３．８％。

定置网作业渔船类型，是目前南海区主要作

业类型中数量最少的一种，且逐渐下降，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年间的数量和吨位的降幅均为 ２０％左右。
２０１３年张网渔船数量仅有２５５１余艘。但值得注
意的是，张网渔船总功率较 １０年前增加了 ２３．
３％，表明渔船出现大型化。

３　讨论

从总体规模来看，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南海区捕
捞渔船构成实现了从非机动渔船为主向机动渔

船的转变，在淘汰效率低下的传统渔船同时，发

展以机动渔船为主体的新的捕捞方式。尤其是

自１９９３年开始，首次出现了对４４１ｋＷ以上大功
率渔船的单独统计，表明我国开始重视大马力新

型渔船的发展。从文中三个时期的渔船规模变

化可以看出，我国在对渔船的规模分类及管理上

越发规范并向国际标准靠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南海区发展最稳定的是中型
（功率）渔船，平均年拥有量约为１７．３万艘，是各
类型渔船中变化最小的一类。数量最高的依然

是小型渔船，其渔船总数基数大，且发展已处于

稳定的模式，虽然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数量略有降
低，但很快恢复并超过２００３年的水平，以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年的数据分析，其数量占总比例从７６．６％增
长到７８．８％。数量最少并且变化率最大的是主
机功率４４１ｋＷ以上的大型渔船，２００４年一次明
显下降后，在其后几年波动增加，但总数仍不足

４５０艘，所占比例不足 ０．６％。总体上，１９７９－
２０１３年南海区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特点是：机动
小型渔船数量多，增速快；大型渔船数量极低，增

速缓慢；刺网渔船数量最多；各类型渔船均已从

增长期进入调控管理期。

３．１　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１．１　捕捞渔船总量未得到有效控制

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３５年来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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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增加了近１０倍。虽然近几年来南海区海洋捕
捞机动渔船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且略有下降，但数

量依然很庞大，总吨位仍在持续增加，主机总功

率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而在渔业资源状况方

面，南海南部、北部大陆架及沿岸海域等都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资源衰退［７］，现有这些渔船的捕捞

作业，对于南海渔业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另

一方面，近年来南海三省区纳入海洋机动捕捞渔

船数量和主机功率控制（简称“双控”）的比例在

递减（表２），２０１３年就有多达２２１４５艘未纳入双
控管理，约占当年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总数的

２８．２％。此外，已纳入管理的渔船也存在主机铭
牌标注功率小于实际功率的问题（简称“大机小

标”），以及其他违反双控管理的情形，导致实际

渔船规模大于统计数据。因此，实际上渔业资源

承受的捕捞压力更大。

表２　南海三省区纳入双控管理的渔船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ｍａｎａｇｅｄｂｙ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ｍａｉｎ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

年份

ｙｅａｒ
数量／艘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功率／万千瓦
ｐｏｗｅｒ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２００７ ７２２４０ ９３．１％ ３２２．７ ９３．１％
２００８ ５９７０４ ８０．８％ ３２２．１ ８６．６％
２００９ ５９６５８ ７４．０％ ３２０．９ ８６．１％
２０１０ ５７３４９ ７１．０％ ３１８．３ ８４．６％
２０１１ ５７７４３ ７２．８％ ３１５．９ ８３．７％
２０１３ ５６３７６ ７１．８％ ３１１．４ ８３．０％

注：２０１２年双控管理渔船数据缺失。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２０１２ｉｓｍｉｓｓｅｄ．

３．１．２　小型渔船数量偏多
２０１３年南海三省区小型海洋捕捞机动渔船

数量占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总数的７８．８％。这些
小功率渔船主要在近海和沿岸水域作业，以刺

网、张网作业为主，难以到深水区生产。但南海

北部大陆架沿岸海域渔业资源已经处于过度开

发状态，渔获物个体小型化，种类更替现象十分

明显，大型优质种类数量大幅减少，小型低值鱼

类和头足类数量明显上升［８－９］，生态系统也已遭

受到严重破坏［１０］。据早期的调查，南海北部大陆

架和北部湾底拖网渔获密度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
到９０年代末期分别下降了７２％和８１％［１１］；２０１２
年北部湾捕捞产量约为８５．７万吨，已超过北部
湾潜在渔获量的２０．７％［１２］。大量小型渔船聚集

于此作业使得资源状况更加恶化，未纳入管理的

渔船也使伏季休渔等资源养护措施效果减弱。

此外，小型渔船的安全装备相对较弱，大量的小

型渔船对海上作业安全生产造成隐患。

３．１．３　捕捞作业结构仍不合理
经过多年的调整，南海三省区的海洋捕捞作

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拖网、张网、钓捕渔船数

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围网、刺网渔船数量增

加，总体上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刺网

虽不似拖网作业破坏性大，其数量和分布却远高

于其他捕捞作业，加之气象及人为因素造成的网

具丢失，导致一系列海洋垃圾的产生，不仅造成

渔业资源生境破坏，更阻碍其他渔船的航行和捕

捞［１３］；钓捕作业的选择性最好，但渔船数量、吨

位、主机功率均在下降，从三者之间的比例来看

（表１），钓捕渔船小型化趋势明显，更多地在沿岸
作业，而没有向更适宜钓捕作业的深水区发展。

３．２　建议
３．２．１　进一步压减捕捞渔船总体规模

对于南海三省区庞大的捕捞渔船规模而且

主要集中在南海北部陆架区域作业的现状，压减

渔船规模仍然是当前和将来一定时期内的重要

任务。对于这个全国性问题，浙江省已经通过改

革管理机制和多种措施同时实施的手段在近期

成功压减了大批渔船［１４］，建议南海三省区积极改

革现有管理模式，结合国家统一的海洋捕捞渔船

控制制度改革，切实采取多种措施并用，有效压

减捕捞渔船总规模。

３．２．２　重点压减小型渔船，适当保留大型渔船
规模

鉴于南海三省区以小型渔船为主且主要集

中在渔业资源已经普遍衰退的北部大陆架区域

作业的现实，而且作业方式以拖网较多［１５］，建议

在压减捕捞渔船规模时以小型渔船为重点。相

反，南海三省区的大型捕捞渔船相对数量较少。

南海资源调查表明渔获率呈现随水深增加而增

加的分布状态［９］，在南海南部广阔水域也发现有

一定的尚未完全开发的资源存在［１６－１７］，尤其是

南沙海域有鸢乌贼等资源尚未开发［１８］，在这些区

域适宜大型渔船作业。另外，从南海海洋权益维

护的角度来讲，也需要保有一定规模的大型渔船

在南海南部尤其是南沙海域持续性开展渔业生

产活动。

对于小型渔船，建议以引导渔民进行转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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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加大补贴为主，着力将捕捞业向养殖业和休

闲渔业转移。南海区养殖业的发展对脆弱的南

海沿岸水域生态系统恢复有着积极的作用，渔业

资源生态环境的重建也同时对南海捕捞业效率

的提高起到促进的作用［１９］。南海是我国唯一处

于热带的海域，其北部近５７００多公里的海岸线
和众多岛屿带来了独特热带风光，是极其难得的

旅游资源，为此可将南海的休闲渔业产业拓展并

大力扶持传统渔业和旅游度假的结合。

３．２．３　进一步调整捕捞作业结构
针对捕捞作业类型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南海

区尚需要进行较大的捕捞作业结构调整。对于

拖网作业，建议全面压减以小型渔船为主的现

状，改为以大中型渔船在深水区适当保留一定的

规模，尤其是南沙海域；对于刺网作业，应大力压

减中、小型渔船；对于围网、钓捕作业，可适当引

导发展，尤其是钓捕作业，更适合水深较深的岩

礁水域捕捞高价值的鱼种，但对于灯光围网，鉴

于其捕捞能力强，应有所限制，尤其是限制灯光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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