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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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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对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南海区（广东、广西、海南）捕捞作业量、捕捞作业结构以及捕捞产量的变化趋势和现状进行了定量和定性

分析。结果表明：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实行总量控制（简称“双控”）制度全面实施后，虽然南海区渔船数

量上升势头得到控制，近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渔船总吨位和总功率却基本呈上升趋势。自２００２年以来，
南海区机动捕捞渔船总吨位增长了４５％，总功率增长了１３．７％，２０１７年４４．１ｋＷ以下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
占７７．５％。南海区海洋捕捞产量由不断上升至近年逐渐得到控制，近５年南海区的捕捞产量约为３４０万 ～
３８０万ｔ，对渔业资源破坏力大的拖网和刺网产量占７２％～７４％。南海区海洋捕捞渔业存在捕捞生产数据统
计不规范、渔业资源面临衰竭和捕捞作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建议依托渔港建立健全渔获物统计和核查体

系，压减近海捕捞能力，稳定外海渔业，同时加强科学调查研究，从而优化南海区捕捞作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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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渔业资源种类繁多，其种类多样性在中
国乃至世界各海域中居于首位，形成了优良的捕

捞渔场［１３］。南海北部大陆架渔场是南海最主要

的捕捞场所之一［４５］，其渔业资源状况对整个南

海渔业的可持续开发至关重要。南海作为一个

半封闭海域，海区内环境和生物资源具有较大的

独立性和封闭性，资源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本海区初级生产力的大小，资源遭到破坏后

很难从其他海域得到补充［６］。在南海区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底拖网的渔获物中，经济鱼类约占６０％～
７０％；而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底拖网渔获中，经济种
类仅占总渔获量的５１％［７］。近年来，由于过度开

发和海洋环境变化等因素，南海近海渔业资源严

重衰退，呈现优质经济鱼类数量比例下降、种类

组成小型化、低龄化、性成熟提早的严峻生物学

表现［８］。因此有必要对南海区海洋捕捞历史发

展和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对我国南海区海

洋渔业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基于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９］

以及其他文章、书籍和学术报告等内容，综合研

究我国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的数量、吨位、主机

功率、渔获量、不同作业类型的产量和南海区渔

业资源的总体状况，旨在分析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我国
南海区海洋捕捞发展趋势和现状，并对南海捕捞

业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在总体渔业政策一致性

的背景下讨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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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来自福建、浙江和山东等地的渔船。

其中福建、浙江和山东的渔船数量及渔获量较

少，在数据分析中对此不作专门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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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南海区海洋捕捞作业量及其变化
海洋捕捞作业量是指从事海洋捕捞作业生

产的作业单位的数量，常用渔船数量和功率大小

表示。海洋捕捞作业量不仅是衡量渔业发展的

一个重要统计量，也是评估渔业资源开发状态的

一个重要的基础数据，其准确统计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２．１．１　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
１９７９年机动渔船的数量仅有７４１６艘，总功

率约４７万ｋ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急剧增长，到１９９１
年机动渔船的数量为９１５７５艘，总功率约２１９．２
万ｋＷ，与１９７９年相比，分别增长１２．３倍和４．７
倍；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机动渔船数量增长放缓，
１９９５年以后又恢复增长势头，到２０００年南海区
的机动渔船的数量已达８４６７３艘，总功率达３２６．
５万 ｋＷ；近年来，机动渔船数量有所下降，至
２０１７年，机动渔船数量为７０６２２艘，但渔船功率
仍处于较高水平，已达到３８６．６万ｋＷ，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南海区捕捞机动渔船
数量与总功率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ｆｒｏｍ１９７９ｔｏ２０１７

　　非机动渔船的发展有别于机动渔船。１９８２
年非机动渔船数量达到顶峰，有３６０１６艘；之后
非机动渔船数量开始呈下降趋势，随着科技的进

步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国家大力推行渔业机械

化，非机动渔船逐年减少，至２０１７年，海洋捕捞非
机动渔船数量仅为２３９７艘，见图２。

图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南海区非机动渔船数量
和吨位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ｏｎｎａｇｅｏｆｎｏｎ
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ｆｒｏｍ１９７９ｔｏ２０１７

２．１．２　渔船捕捞能力的变化
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在新中国成立后持续增

长，改革开放后渔业经营开始向私有化发展，私

人小型渔船迅速增加，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南海
区出现了捕捞渔船小型化的现象，机动渔船平均

单船功率由１９７９年的６３．４ｋＷ下降到１９８６年的
２１．５ｋＷ（图３）。虽然１９８６年之后，机动渔船的
平均功率总体呈增大趋势，但２０１７年机动渔船的
平均单船功率仅为５４．７ｋＷ。非机动渔船的平均
吨位也逐步减小，趋向小型化。从渔船总体规模

看，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１年南海区海洋捕捞机动渔
船数量逐渐增长达到顶峰，之后虽有起伏，但总

体呈下降趋势，至２０１７年，机动渔船数量基本上
得到控制，但渔船功率几乎只增不减；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年南海区海洋捕捞非机动渔船数量逐渐减少，已

稳定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艘。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
的主要构成实现了从非机动渔船向机动渔船的

转变，捕捞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全国范围内的

“双控”制度逐渐得到落实，但由于已纳入管理的

渔船会存在主机铭牌标注功率小于实际功率的

问题，以及其他违反“双控”管理的情形［１０］，实际

渔船规模可能会大于统计数据。

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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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南海区海洋捕捞
机动渔船单船功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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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ｔｏｒｉｚ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ｆｒｏｍ１９７９ｔｏ２０１７

２．２　海洋捕捞作业结构与分布格局
南海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渔业资源决

定了渔业作业类型多样。拖网、刺网、围网和钓

具依次为南海北部捕捞作业的主要渔具类型。

在南海区作业渔船中，除少部分大功率底拖网及

刺、钓渔船有能力到南海北部外海及南海中南部

作业外，绝大部分作业渔船集中分布在南海北部

浅海及近海［１１］。拖网是我国海洋捕捞中使用最

广、数量最多的渔具，特别是双船底拖网各海区

普遍使用［１２］。底拖网一向是南海北部的主要渔

具，２０１７年南海区共有机动拖网渔船８４４５艘，平
均单船功率１７７．８ｋＷ。长期以来，底拖网渔船主
要在浅海及近海作业，１９８０年之后才有部分大功
率渔船到水深１００～２００ｍ的外海和南沙西南部
海域作业。虾拖网也属于底拖网类型，其作业渔

场集中在水深４０ｍ以浅的河口和沿岸水域；刺
网是沿海的重要作业类型，２０１７年南海区机动刺
网渔船数量达４５７７０艘，占６４．８％，平均单船功
率仅３１ｋＷ。小舢板一般在港湾内及近岸浅海作
业；主机功率在８８．２ｋＷ以下的小机船，主要分
布于６０ｍ以浅的近海区；部分主机功率在１１０～
２２０ｋＷ的大机船，主要分布于１００ｍ以深的外海
区和南沙、西沙海域。围网主要分布于浅海及近

海区，以捕捞蓝圆
.

等中上层鱼类为主；钓具的

分布较为广泛，沿岸港湾及水深２０～８０ｍ的浅、
近海区均有分布，目前已发展到台湾浅滩、南沙、

西沙、东沙等渔场作业，作业的水深已超过 １２０
ｍ；２０１７年机动围网渔船（包括罩网）５３０２艘，占
７．８％，平均单船功率为１０２．６ｋＷ；钓业的作业渔

场较为分散，机动钓业渔船４９３９艘，占７．３％。
其他渔具类型渔船主要分布在沿海或岸边，共

６１６６艘，占９．１％。
２．３　海洋捕捞产量
２．３．１　海洋捕捞产量及其历史变化

根据调查研究［４］，南海区在 １９７７年的海洋
捕捞产量达到了８３万ｔ，１９７７年之后由于沿海水
域捕捞过度，产量又有所下降，到１９７９年时只有
４７．６万ｔ。１９８２年以后由于开发利用了近海和
外海的渔业资源，同时，由于私人小型渔船的大

量增加，开发了一些以前尚未充分利用的小宗渔

业资源，捕捞产量又持续增长。２００６年南海区的
产量达到３８２．８万 ｔ，虽然近年产量均不及２００６
年的产量峰值，但仍维持较高的捕捞量，见图４。

图４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南海区海洋捕捞产量
Ｆｉｇ．４　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ｆｒｏｍ１９７９ｔｏ２０１７

２．３．２　各种作业类的产量
拖网、围网、刺网和钓业是南海海洋捕捞作

业的主要方式。在南海海洋捕捞业中，拖网、围

网、刺网和钓业的捕捞产量约占海洋捕捞产量的

９３％，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４种渔具的产量比例有所变
化（图５），其中２００５年南海区海洋捕捞主要渔具
渔获量数据在年鉴中缺失。拖网渔业主要捕获

底层鱼类，１９８０年的产量为３７万ｔ，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拖网产量呈上升趋势，至１９９９年
产量１８１万 ｔ左右，随后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３０．２
万ｔ，底拖网的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从１９８０年的６８％左右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
４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的围网产量较低，之
后随着大型灯光围网的试验成功，产量逐年大幅

８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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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升，１９７９年产量的比例占到６％。围网渔业
的产量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基本上维持在６．０万～
８．５万ｔ的水平，１９８７年以后产量呈上升的趋势，
到１９９８年达到４４万 ｔ之后产量有所下降，２０１６
年围网渔业的产量已达到５１．７万 ｔ，占总产量的
１５％，但在２０１７年产量和占比均有所下降。刺网
的产量在２０１７年之前一直呈上升的趋势，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小型渔船的大量增加及作
业结构调整的实施，刺网产量的比例逐年增加，

从１９８０年的５．３万ｔ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２１．５万
ｔ，刺网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从１９８０年的９．７％上
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８％，２０１７年刺网产量和占比均
有所下降。钓业的作业渔场较为分散，从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末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产量一直呈上升趋
势，１９７８年的产量只占总产量的０．７％，１９９４年
的产量比例占到７．３％，占总产量的比例也呈上
升的趋势，近年来维持在６％～７％的水平。其他
杂渔具的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２０００年达到
３５．３万 ｔ的水平，占总产量的比例由 １９８０的
６．３％上升到 ２０００年 １０．４％，目前维持在 ２２
万～２３万ｔ，比例为７％左右。

图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南海区海洋捕捞
主要渔具渔获量比例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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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南海区海洋捕捞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１　捕捞生产数据统计存在缺陷
捕捞生产数据统计是现代渔业管理决策的

基础，也是海洋渔业监督执法的重要工具［１３］。没

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就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决策和

有效的监督管理，并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１４］。

从南海区海洋捕捞产量看，自１９７９年逐渐上升，

在２００６年达到顶峰。不过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
的时期内，我国渔业生产由集体经营转变为个体

经营，产品由水产收购站收购改变为自由上市贩

卖，没有统一的调查统计规范和统计方法，使得

中国渔业产量统计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１５］，因此

这个时期的产量统计可能具有误导性。此外，我

国对填写海洋捕捞日志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的规定仅限于海洋大中型捕捞渔

船，而没有覆盖全部捕捞渔船。在此现实条件

下，捕捞统计数据只能依靠行政逐级报表统计，

无法实现在渔获物上岸环节及时对捕捞产量进

行全面、系统的统计和对上报数据的核实，即使

渔民填写了捕捞日志，也只能依靠海上随机性检

查进行核实，而在沿海各省推行的电子捕捞日志

系统，在法律上也不具有强制性。这必然导致捕

捞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１６］，并早

已引起国内外质疑［１７］。南海区海洋渔获物自由

上岸、自由销售、缺乏统计监管的现象，既导致现

有的统计数据无法有效支撑渔业资源可捕量的

评估，也导致以年鉴数据为基础的渔获量分配缺

乏依据。

３．２　渔业资源可持续面临巨大挑战
就南海区捕捞渔船而言，“双控”渔船数量上

升势头得到控制，近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渔

船总功率却总体呈上升趋势。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南
海区机动捕捞渔船总吨位增长了４５％，总功率增
长了１３．７％，渔船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也抵
消了减船措施带来的效果，捕捞努力量未得到有

效控制。南海区渔船的主要作业范围在南海北

部，而在南海北部的捕捞作业历来主要集中在沿

海。据相关调查，南海北部浅海区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前后就已经出现捕捞过度的征兆［７］。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来虽然先后开发利用了近海及外海
渔业资源，但捕捞作业的分布格局并没有明显变

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新增的渔船吨位小，只能
在浅海作业，使早已濒临衰竭的沿海渔业资源进

一步受到破坏，目前南海北部沿海地区的绝大部

分渔船仍主要集中在水深 １００米以内的浅海及
近海作业。据张魁等［１８］在２０１７年的评估，南海
区渔业资源最大可持续产量为３０８．６万ｔ，总可捕
量为２４６．９万ｔ～２７７．８万 ｔ，而近５年南海区的
捕捞作业量约在３４０万 ｔ～３８０万 ｔ，加之我国其
他沿海省（区）和越南在南海的捕捞，使南海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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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南海北部海域承受的捕捞压力陡增。

３．３　捕捞作业结构不合理
拖网和刺网对渔业资源破坏力大的渔具在

我国南海海域捕捞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拖网具

有作业范围广、捕捞对象多、捕捞效率高的特点，

但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极大。刺网的选择性较

强，但过度发展对渔业资源也会造成严重损害。

此外，由于灯光罩网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且适应

了南海北部鱼群分散小型化的资源现状，可捕对

象和作业渔场明显广于灯光围网，大量非灯光罩

网小型渔船改造为灯光罩网渔船，成为导致近岸

渔业资源量大幅低于南海整个海域的平均资源

量的因素之一［１９］。在南海区捕捞渔船的构成上，

小型渔船占据主要地位。２０１７年南海三省（区）
机动渔船的平均单船功率仅５４．７ｋＷ，４４．１ｋＷ
以下海洋捕捞机动渔船占７７．５％。渔船的小型
化决定了只能在近海进行作业，海上作业时间

短，大部分都是自主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这也

导致对其的监督和管理十分困难和复杂，也牵涉

高额的人力、物力和行政成本。

４　优化南海区海洋捕捞的建议

４．１　依托渔港建立健全渔获物统计体系
建立有效的渔获物统计与核查体系是实施

捕捞限额制度的关键。渔港可在渔获物统计与

核查中发挥重要作用。渔港是渔船停泊的集中

区域，不仅应提供鱼类可以卸载、搬运、销售的设

施，还能成为渔业管理的根据地。将渔港作为一

个依托点实施对捕捞生产行为的管理，不仅有助

于渔获物上岸检查和管理，还能有效减轻海上渔

业执法的压力。为保障捕捞统计数据的全面性

和准确性，应依托渔港做到：建立健全渔获物定

点上岸制度，限定渔船自行携带渔获物上岸地

点；重建渔获物统计报告体系，改进现有捕捞日

志制度，推广电子捕捞日志，并将范围扩大到所

有海洋捕捞渔船；建立渔获物上岸前的提前上报

制度，渔政管理部门加强在港口对渔获物上岸的

监督检查，特别是核实渔船上报的渔获物信息，

对捕捞生产渔船自行携带渔获物上岸进行限制

性、规范化管理。如果建立从渔获物上岸开始就

介入市场的干预机制，包括渔获物标签、网络交

易平台建设、上岸检查与市场检查的协调等相关

环节，毫无疑问将会是提升渔业管理水平的一大

步。

４．２　压减近海捕捞能力，稳定外海渔业
南海近岸是传统捕捞开发区，改革开放后机

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渔船增多，导致渔业资源衰

退严重。目前在南海区，对渔业资源破坏力较大

的拖网和刺网产量超过７０％，灯光罩网作业渔船
数量和产量也在不断增长。南海海域辽阔，从养

护的思路出发，应继续压减近海捕捞能力，适当

减少近海拖网、刺网和大功率罩网作业渔船数

量，减轻南海近海渔业资源压力。鉴于小型渔船

规模庞大，并且对近海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

的重大影响，在今后一段时期应持续将控制、缩

减小型渔船的数量作为实施“双控”管理制度的

关键目标。稳定外海渔业，以“保量提质，规范发

展”为目标，调整外海渔业结构，建设外海渔业综

合服务保障基地，建设内容包括：渔用码头和避

风港，配备油水等后勤物资补给、水产品储藏、应

急救助、船机维修、通信指挥、医疗保障等设施，

通过综合服务保障基地建设对外海渔业生产提

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建设完备的水产品冷链物流

和鲜活品运输服务体系，降低捕捞生产、运输成

本，以提高外海渔业效益。

４．３　加强科学调查研究，优化捕捞作业格局
目前南海海域尚未有针对渔业资源系统全

面、综合性的调查研究体系，对南海渔业资源与

生态环境的变化仍缺乏科学全面的了解。确定

海洋渔业可捕量是对渔业进行可持续利用的前

提和关键，应不断健全南海渔业资源调查评估制

度，建立起以实现生物资源长期持续开发利用为

目标的资源变动监测调查体系，以此制订合理的

捕捞发展规划，为南海捕捞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

的优化调整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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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７９—２０１７）［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１０］　郑彤，唐议．我国南海区海洋捕捞渔船现状分析［Ｊ］．上

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４）：６２０６２７．

ＺＨＥＮＧＴ，ＴＡＮ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ｆｌｅｅｔ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２５（４）：６２０６２７．

［１１］　贾晓平．南海北部渔业捕捞强度削减与结构调整对策

［Ｃ］／／中国水产学会第七届渔业资源与环境分会２００４年

度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泰安：中国水产学会渔业

资源与环境分会，青岛市生态学会，２００４．

ＪＩＡＸＰ．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２００４Ａｎｎｕ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ａｉａ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Ｑｉｎｇｄａ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４．

［１２］　张忠国．控制海洋捕捞强度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２０１０．

ＺＨＡＮＧＺ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１３］　ＫＵＨＮＬＥＧ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ｏｌ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２２（４）：１０１７．

［１４］　粮农组织渔业部．渔业统计：可靠性及其政策含意［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ＤＯＣＲＥＰ／

ＦＩＥＬＤ／００６／Ｙ３３５４Ｍ／ｙ３３５４ｃ００．Ｈｔｍ．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Ｏ．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２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ＤＯＣＲＥＰ／ＦＩＥＬＤ／００６／Ｙ３３５４Ｍ／ｙ３３５４ｃ００．

ｈｔｍ．

［１５］　ＷＡＴＳＯＮＲ，ＰＡＵＬＹ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ｏｒｌ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ｔｃｈｔｒｅｎｄ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４１４（６８６３）：５３４５３６．

［１６］　高宏泉．从近二十年数据谈渔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Ｊ］．

中国渔业经济，２００５（２）：３０３１．

ＧＡＯＨＱ．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ａｃｉｔ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ａｔｄａｔａａｂｏｕｔｔｗｅｎｔｉｅｓ

ｙｅａｒ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３０３１．

［１７］　ＬＵＦ．Ｏｕｔｐｕｔｄａｔａｏｎａｎｉｍ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ｏｗｍｕｃｈ

ａｒｅｔｈｅｙ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ｅｄ：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

ｍｅａｔ，ｅｇｇ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Ｅ１９９８００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

［１８］　张魁，廖宝超，许友伟，等．基于渔业统计数据的南海区

渔业资源可捕量评估［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７，３９（８）：２５

３３．

ＺＨＡＮＧＫ，ＬＩＡＯＢＣ，ＸＵＹＷ，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ｃａｔｃｈ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Ｊ］．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３９（８）：２５３３．

［１９］　张鹏，曾晓光，杨吝，等．南海区大型灯光罩网渔场渔期

和渔获组成分析［Ｊ］．南方水产科学，２０１３，９（３）：７４

７９．

ＺＨＡＮＧＰ，ＺＥＮＧＸＧ，Ｙ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ｎ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ｃａｔｃ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ｌｉｇｈｔｆａｌｌｉｎｇｎｅ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９（３）：７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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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ＷＥＩＰｅｎｇ１，２，ＷＡＮＧ Ｘｕｅｈｕｉ１，ＭＡ Ｓｈｅｎｇｗｅｉ１，ＺＨＯＵ Ｙａｎｂｏ１，ＨＵＡＮＧ Ｙｉｎｇｂａｎｇ１，ＳＵ Ｙｉｎｇｊｉａ１，
ＷＵＱｉａ’ｅｒ１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ｐｅｎ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３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ａ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
ｆｉｓｈ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Ｈａｉ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１９７９ｔｏ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
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ｅｖ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ｄｅｃｌｉｎｅ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ｔｏｎｎａｇ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ａｒｅ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ｒｉｓｉｎｇ．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２，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ｔｏｎｎａｇｅｏｆｍｏｔ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４５％ 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１３．７％．Ｉｎ２０１７，ｍｏｔｏｒ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ｕｎｄｅｒ４４．１ｋｉｌｏｗａｔｔ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７７．５％．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ｂｏｕｔ３．４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３．８ｍｉｌｌｉｏｎｔ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ｗｌｅｒａｎｄ
ｇｉｌｌｎｅｔ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ｏ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７２％ ｔｏ７４％．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ｅｓｂｙｒｅｌｙｉｎｇｏ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ｘｐ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ｏｒｄｅｒｌｙ，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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