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孙佳星, 李莹春, 许柳雄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SUN Jiaxing, LI Yingchun, XU Liuxiong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2024/jsou.20200703121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资源开发与养护问题分析

Analysis of problems on ut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bluefin tuna resources in the Atlantic Ocean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6, 25(6): 936   https://doi.org/10.12024/jsou.20160301717

冰岛南部海域蓝鳍金枪鱼的群体组成特征

Population composition of northern bluefin tuna Thunnus thynnus in south coastal area of Iceland

大连海洋大学学报. 2012, 27(5): 483   https://doi.org/${suggestArticle.doi}

利用鳍条研究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年龄与生长

Age and growth of albacore tuna (Thunnus alalunga) inthe North Pacific Ocean based on sectioned fin ray

水产学报. 2019, 43(4): 917   https://doi.org/10.11964/jfc.20171111048

印度洋长鳍金枪鱼资源评估的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stock assessment of the Indian Ocean albacore tuna (Thunnus alalunga)

中国水产科学. 2018, 25(5): 1102   https://doi.org/10.3724/SP.J.1118.2018.17303

全球鲨鱼资源管理的相关组织与公约

The conventions and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of global shark resources

渔业信息与战略. 2015, 30(2): 142   https://doi.org/10.13233/j.cnki.fishis.2015.02.010

http://www.aquaticjournal.com/article/doi/10.12024/jsou.20200703121
http://www.aquaticjournal.com/article/doi/10.12024/jsou.20160301717
http://www.aquaticjournal.com/article/doi/${suggestArticle.doi}
http://www.aquaticjournal.com/article/doi/10.11964/jfc.20171111048
http://www.aquaticjournal.com/article/doi/10.3724/SP.J.1118.2018.17303
http://www.aquaticjournal.com/article/doi/10.13233/j.cnki.fishis.2015.02.010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５６６（２０２１）０５０８５６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２４／ｊｓｏｕ．２０２００７０３１２１

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０８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涉外渔业与管理有关问题的研究项目（Ｄ８００２１５８０１４）

作者简介：孙佳星（１９９５—），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枪鱼渔业管理。Ｅｍａｉｌ：Ｃａｓｓｉｅｓｊｘ＠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许柳雄，Ｅｍａｉｌ：ｌｘｘｕ＠ｓｈｏｕ．ｅｄｕ．ｃｎ

孙佳星，李莹春，许柳雄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　要：南方蓝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ｍａｃｃｏｙｉｉ）属高度洄游鱼类，主要分布在南半球３０°Ｓ～５０°Ｓ水域，是金枪
鱼类中经济价值最高的种类之一，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ＣＣＳＢＴ）是当前管理该鱼种的唯一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日益受到国际社
会的关注，也是ＣＣＳＢＴ面临的挑战。结合南方蓝鳍金枪鱼种群分布、资源开发状况以及 ＣＣＳＢＴ现行养护和
管理措施，探讨了南方蓝鳍金枪鱼渔业可持续利用面临的挑战，认为 ＣＣＳＢＴ通过实施一系列养护和管理措
施，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的衰退趋势，而且近几年生物量呈现增加迹象，但仍然面临可能的

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ＵＵ）捕捞活动、其他金枪鱼管理组织管辖范围
内的兼捕以及渔获统计数据不完善等方面的挑战。就配额分配、提高数据质量、打击 ＩＵＵ捕捞，履行观察员
最低覆盖率，以及妥善解决重叠区内南方蓝鳍金枪鱼兼捕问题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结果可为研究或希

望了解ＣＣＳＢＴ渔业的有关企业和渔业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管理；可持续利用；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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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蓝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ｍａｃｃｏｙｉｉ，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ＳＢＴ）又称为南方黑鲔、马苏金枪鱼，
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录Ⅰ所列的高度洄游
鱼类，是金枪鱼类中经济价值最高的种类之

一［１２］。ＳＢＴ主要分布在南半球３０°Ｓ～５０°Ｓ海域
（但东太平洋很少发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

南海域是迄今为止已知的 ＳＢＴ唯一产卵区域。
ＳＢ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被大量捕捞，年捕捞量
曾达８万 ｔ，导致成鱼数量显著下降，年捕鱼量也
随之开始迅速下降。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有
关捕捞国家认识到，必须采取一种机制来限制

ＳＢＴ渔获量，以管理和保护该资源。为了恢复
ＳＢＴ种群，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当时捕捞
ＳＢＴ的主要国家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对其捕鱼船队实
行严格的配额限制，于１９９３年签订了《养护南方
蓝鳍金枪鱼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ｏｕｔｈ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并基于该公约于１９９４年
成立了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ＣＣＳＢＴ）。ＣＣＳＢＴ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管
理 ＳＢＴ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ＦＭＯ）［３］。ＣＣＳＢＴ成
立时，成员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３个国
家。为加强对 ＳＢＴ渔业的管理，ＣＣＳＢＴ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将一些从事 ＳＢＴ捕捞作业的远洋捕鱼国
家和地区纳入。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ＣＣＳＢＴ有 ６个
委员会成员（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和８个
扩展委 员 会 成 员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委员会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
兰、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非；扩展委员会

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度

尼西亚、南非、欧盟和中国台湾省（捕鱼实体）。

委员会成员和扩展委员会成员均有平等的投票

权。中国台湾省（捕鱼实体）在 ２００２年成为
ＣＣＳＢＴ扩展委员会成员。ＣＣＳＢＴ自成立以来陆
续通过一系列养护和管理措施，对 ＳＢＴ的捕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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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严格监控，其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

复［４］。

与其他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ｕｎａ，ｔ
ＲＦＭＯ）不同，ＣＣＳＢＴ没有明确定义的管辖区域。
但作为高度洄游和跨界鱼类，ＳＢＴ生命周期中有
部分时间出现在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ＩＯＴＣ）、中
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ＷＣＰＦＣ）和养护大西洋金
枪鱼国际委员会（ＩＣＣＡＴ）等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ｔＲＦＭＯ）的管辖区域内，一定季节内与其他
金枪鱼类的捕捞区域重叠。但是，ＣＣＳＢＴ无权对
在重叠区内作业的非成员船队误捕和兼捕 ＳＢＴ
活动进行直接管理，难以对非成员船队的误捕和

兼捕情况进行全面有效地监管；以及难以有效遏

制可能存在对ＳＢＴ进行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
（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ＵＵ）的捕捞
活动，收集的渔获量数据可能因为存在虚报和漏

报而不完整等［５７］。这些渔获量数据的缺失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 ＣＣＳＢＴ资源评估结果的不确定
性，影响了ＣＣＳＢＴ有关养护管理措施的通过和实
行，不利于ＳＢＴ的可持续利用。

目前，国内有关 ＳＢＴ渔业及其管理鲜有报
道。本文结合ＳＢＴ种群分布、资源开发和评估状
况，以及ＣＣＳＢＴ现行养护和管理措施，探讨 ＳＢＴ
资源的持续利用情况和管理现状，分析其资源在

管理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弥补这

一空白，为研究或希望了解ＣＣＳＢＴ渔业的有关企
业和渔业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１　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

１．１　南方蓝鳍金枪鱼生物学特点及种群分布
ＳＢＴ是高度洄游的大型温带大洋性金枪鱼，

游速快，喜集群［１，８］，最大体长２４５ｃｍ，最大体质
量２６０ｋｇ，最大年龄为４２龄［９］。性成熟至少８龄
（叉长１５５ｃｍ），最高可能达１５龄［１０１１］。成鱼体

长一般１２０～１５０ｃｍ，体质量１００～１６０ｋｇ。ＳＢＴ
生长速度缓慢，因此资源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过

程非常缓慢，需要较长时间。

ＳＢＴ生活在南半球的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
洋的温带和寒冷水域，主要分布于３０°Ｓ～５０°Ｓ
海域，成鱼多栖息于深海，幼鱼大多出现在上层。

喜欢栖息的水温为１９～２１℃，在２４ｈ内会根据
垂直温度变化调整栖息深度，以保持环境光的水

平不变［１２］。已有研究［１３］表明，ＳＢＴ只有 １个单
独的种群。目前，已知ＳＢＴ每年９月到次年４月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东南水域（７°Ｓ ～２０°Ｓ，
１０２°Ｅ～１２４°Ｅ）产卵。幼鱼向南洄游到澳大利亚
西海岸，１２月至次年４月常聚集在澳大利亚南部
沿海水域，并在较深的温带海域索饵。根据回捕

的传统标志和档案标志数据，ＳＢＴ幼鱼在澳大利
亚西南部近海和印度洋中部水域之间作季节性

洄游，５龄以后则很少出现在近岸表层水域，其分
布随南极环流扩大到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主要被延绳钓捕获［２，１４］。

１．２　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自日本１９５２年开始商业性捕捞 ＳＢＴ以来，

目前在ＣＣＳＢＴ注册捕捞的国家和地区有澳大利
亚、新西兰、日本、欧盟、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

和我国台湾省。捕捞方式以延绳钓为主，约占

７７％，其次是围网和竿钓，占２３％左右。１９５２—
２０１７年，ＳＢＴ渔获量变化大致可分为 ３个阶段
（图１，来源于ＦＡＯ网站：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ｈｏｍｅ／ｚｈ）：
１９６２年以前，年渔获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年渔获量急剧增长，１９５９年的渔
获量几乎为 １９５８年的 ４倍；１９６１年，渔获量
８１７５０ｔ，达到历史峰值；１９６２—１９９２年，年渔获
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１９６３—１９９１年的年均
渔获量下降约 １８．６２％，１９９１年渔获量只有
１０８６４ｔ，为历史最低水平；１９９２年以后，年渔获
量维持在１万 ～２万 ｔ的较低水平，并呈持续平
稳波动。

按照洋区统计，印度洋 ＳＢＴ渔获量最高，约
占总渔获量７８．９％；其次是太平洋，约占１６．６％；
大西洋仅占４．５％。１９６８年以前，主要捕捞洋区
在印度洋和太平洋；１９６８年以后，大西洋的渔获
量比例开始上升。过去２０年内，大西洋 ＳＢＴ年
渔获量差别很大，最低仅为１８ｔ，最高８２００ｔ，年
均１０６３ｔ。年渔获量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大西洋
和印度洋之间延绳钓努力量的变化［１５］。１９６８年
以来，印度洋 ＳＢＴ年渔获量已从约４５０００ｔ降至
约８０００ｔ，年均 １８６００ｔ；太平洋的年渔获量为
８００～１９０００ｔ，平均５０５６ｔ，见图２，（来源于ＦＡＯ
网站：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ｈｏｍｅ／ｚｈ）。
　　按捕捞船队统计，日本捕获 ＳＢＴ最多，其次
是澳大利亚。１９５２—１９６１年，日本ＳＢＴ渔获量急
剧增加，从５６５ｔ增加到７８０００ｔ，达到历史最高；

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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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以后，因资源衰退渔获量大幅下降，年渔
获量从 １９８０年的 ３４０００ｔ下降到 １９９０年的
７０００ｔ，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维持在６０００ｔ，２００６年以
后维持在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ｔ左右。澳大利亚１９５２年
的年渔获量仅为２６４ｔ，１９８２年达到２１５０１ｔ的历
史最高产量，之后逐年下降，１９８９年仅６０００ｔ左
右，１９９０年以后维持在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ｔ。南非

１９６１年开始捕捞 ＳＢＴ，但年渔获量一直较少，最
高的 １９６２年也只有 ７２３．８ｔ，１９６７年仅 ５．３ｔ，
１９６８—１９９７年均无产量报告。我国台湾省和新
西兰分别于１９６９和１９８０年开始捕捞，年渔获量
分别为８０和１３０ｔ；韩国１９９１年开始捕捞，年渔
获量２４６．１ｔ。

图１　全球南方蓝鳍金枪鱼渔获量统计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图２　分洋区南方蓝鳍金枪鱼捕捞产量统计情况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ｃａｔｃｈｅｓｂｙｏｃｅａｎ

２　南方蓝鳍金枪鱼渔业管理

２．１　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
ＣＣＳＢＴ是一个根据《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公

约》成立的专门管理南方蓝鳍金枪鱼的政府间组

织，其目的是通过适当的管理确保 ＳＢＴ的养护与
最佳利用。菲律宾２００４年８月被正式接纳为合
作非成员，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终止。

　　ＣＣＳＢＴ下设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科学分委
会（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履约（执法）分委会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财政和管理常委会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等附属机构。秘书处负责协调
ＣＣＳＢＴ日常运作；科学分委会负责渔业数据统计
和资源评估，向委员会提出有关总可捕量（ｔｏｔａｌ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ｃａｔｃｈ，ＴＡＣ）科学建议等；履约（执法）分

８５８



５期 孙佳星，等：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委会负责监督、审议和评估扩展委员会通过的所

有养护和管理措施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实施新的

管理措施的建议等；财政和管理常设委员会负责

ＣＣＳＢＴ的财务和行政相关事宜，包括审查年度预

算的执行情况等。根据ＣＣＳＢＴ的议事规则（ｒｕｌｅｓ
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至少有２／３成员出席的会议才有
法律效力，每位成员１票，重要管理措施要求协
商一致通过。

图３　按船队南方蓝鳍金枪鱼渔获量统计（１９５２—２０１８）
（ＣＣＳＢＴ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ｃｓｂｔ．ｏｒ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ｔｄａｔａ）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ｃａｔｃｈｅｓｂｙｆｌｅｅｔ（１９５２－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ｃｓｂｔ．ｏｒｇ／ｅ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ｔｄａｔａ）

２．２　ＣＣＳＢＴ渔业资源管理目标
ＣＣＳＢＴ在１９９４年成立初期确定的管理目标

是，到２０２０年 ＳＢＴ的产卵群体资源量（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ｂｉｏｍａｓｓ，ＳＳＢ）恢复到１９８０年未开发时资源
量的５０％（约１４．４万 ｔ）［１６］，并据此制定有关养
护管理措施。ＣＣＳＢＴ科学分委会评估显示，２０１０
年ＳＢＴ的产卵群体资源量（ＳＳＢ）约为原始 ＳＳＢ
的５％，２０１１年提高到约 ５．５％，２０１６年约 １３％
（１１％ ～１７％），２０１８年进一步提高到 １７％左
右［１７］。这表明在 ＣＣＳＢＴ及各方努力下，ＳＢＴ资
源呈现一定的恢复趋势［３］，尽管其资源量目前仍

低于生产最大可持续产量（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ｙｉｅｌｄ，ＭＳＹ）的水平。在２０１９年召开的 ＣＣＳＢＴ第
２６届年会上，委员会提出了资源中期恢复目标参
考点，争取到２０３５年使 ＳＳＢ恢复到原始 ＳＳＢ的
２０％（约５．８万ｔ）。
２．３　ＣＣＳＢＴ现行主要养护和管理措施

ＣＣＳＢＴ成立以来通过了一系列资源养护管
理措施，大大缓解了 ＳＢＴ资源迅速衰退的趋势，
为ＳＢＴ资源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为了遏制 ＳＢＴ
捕捞能力过剩、过度捕捞以及非法捕捞，ＣＣＳＢＴ
自成立以来几乎每年年度会议都会就 ＳＢＴ资源
恢复和利用问题进行讨论，通过或修订养护和管

理措施（决议）。

到２０１９年底，仍然生效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共
３３个，主要包括以下 ９个方面：（１）提交行动计
划；（２）渔获物的统计证明报告措施；（３）渔船注
册和监控；（４）打击 ＩＵＵ捕捞；（５）海上转载活动
监控；（６）渔获物港口检查；（７）南方蓝鳍金枪鱼
养殖；（８）减少海龟、海鸟和鲨鱼的兼捕；（９）配额
分配及结转（表１）。其中，“提交行动计划”［１８］是
指要求ＣＣＳＢＴ成员及合作非成员每年向秘书处
提交一份促使其遵守委员会养护和管理措施的

行动计划。渔船注册和监控等措施则是要求委

员会成员、扩展委员会成员和合作非成员确保其

在ＣＣＳＢＴ船舶登记名单上的所有船舶，不得从事
ＩＵＵ捕捞活动。
　　ＣＣＳＢＴ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实施ＳＢＴ产量统计证
书制度（ｃａｔｃ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ＣＤＳ）［１９］，对
渔获物的转载和进港上岸进行严格监管，利用

“渔获物统计证明报告”措施对渔获物进行追踪，

确认合法ＳＢＴ产品从捕获点到国内或出口市场
第一个销售点的流动情况等，有效防止ＣＣＳＢＴ成
员及合作非成员超配额捕捞，打击了 ＩＵＵ捕捞活
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澳大利亚开始把围网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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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ＳＢＴ转移到特定水域进行蓄养，开启了ＳＢＴ养
殖业。由于理论上养殖 ＳＢＴ的数据收集和监测
较捕捞业准确和容易［２０］，ＣＣＳＢＴ通过规范 ＳＢＴ
养殖模式进行管理。ＣＣＳＢＴ于 ２００８年通过了
“关于建立准许养殖场名单的决议”［２１］，利用

ＣＤＳ制度核定其准许的养殖场名单，凡未列入的
养殖场均不得经营ＳＢＴ养殖业，确保了ＳＢＴ养殖
场上报数据的准确性。

此外，为了确保合法捕捞各方在遵守 ＣＣＳＢＴ

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同时，其合法捕捞权利能得到

最大程度的保障，ＣＣＳＢＴ实行严格的配额分配及
结转制度，规定成员当年未用完的年度可捕捞量

可结转至下一个配额年度。同时，为严格控制总

捕捞量，ＣＣＳＢＴ规定结转额不得超过当年有效捕
捞限额的２０％，一个成员某一配额年度的总可捕
量不得超过其当年配额和上一年度配额总和的

２０％。

表１　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的养护管理措施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类型

Ｔｙｐｅ
措施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建议和决议通过日期

Ｄａｔｅ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ｄｏｐｔｅｄ

提交行动计划

Ｓｕｂｍｉｔ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
每年向秘书处递交确保遵守养护

和管理措施的行动计划［１８］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２３日

渔获物的统计证明报告措施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ｅｓ
报告南方蓝鳍金枪鱼所有死因［２２］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
实施ＣＣＳＢＴ产量文件（ＣＤＳ）计划［２３］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渔船注册和监控

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建立准许捕捞南方蓝鳍金枪鱼的ＣＣＳＢＴ船舶名单［２４］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建立ＣＣＳＢＴ船舶监测系统（ＶＭＳ）［２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打击ＩＵＵ捕捞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ｇ

建立推定涉嫌从事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ＩＵＵ）
ＳＢＴ捕捞活动渔船名单［２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海上转载活动监控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ｈｉｐ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建立大型渔船转载计划［２７］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渔获物港口检查 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ｒｔ 提出关于口检查最低标准的ＣＣＳＢＴ方案［２８］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殖

Ｆａｒｍｉｎｇ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建立准许从事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殖作业的

ＣＣＳＢＴ养殖场名单［２１，２９］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４—１７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９—１０日

减少海龟、海鸟和鲨鱼的兼捕

Ｒｅｄｕｃｅｂｙｃａｔｃｈｏｆｔｕｒｔｌｅｓ，ｓｅａｂｉｒｄｓａｎｄｓｈａｒｋｓ

减轻捕捞南方蓝鳍金枪鱼对生态相关物种影响的建议［３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１３日
将ＣＣＳＢＴ的生态相关物种措施与
其他金枪鱼ＲＦＭＯｓ的措施结合［３１］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

配额分配及结转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ｆｏｒｗａｒｄ
严格分配全球总可捕量［３２］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９—１２日

限制结转未捕捞的南方蓝鳍金枪鱼年度总可捕量［３３］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

３　南方蓝鳍金枪鱼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ＣＣＳＢＴ自成立以来实施一系列养
护和管理措施，使 ＳＢＴ资源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但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ＳＢＴ目前仍然被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ＩＵＣＮ）列 为 极 度 濒 危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ＣＲ）物种［２０］。ＳＢＴ资源恢复涉及众
多比较复杂的因素，可持续利用仍面临许多挑

战。

３．１　平衡各成员的渔业利益
ＣＣＳＢＴ各成员之间的渔业利益主要体现在

ＴＡＣ的确定和捕捞配额的分配２个方面。前者
反映成员对渔业长远利益及可持续性的考虑，后

者则是反映其对目前或近期利益的想法。例如，

１９９５年，日本认为 ＳＢＴ资源已呈现恢复的趋势，
提出应适当增加年可捕量，但遭到新西兰和澳大

利亚的反对［２，３０］。与澳、新两国交涉失败后，日本

于１９９８年单方面在南印度洋执行１４００ｔ南方蓝
鳍 金 枪 鱼 试 捕 计 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ＦＰ）。澳、新两国对此不满，依《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向仲裁法庭对日本提起诉讼。日、

澳、新三方发生上述冲突的根本原因是ＴＡＣ的设
定问题，日本实施ＥＦＰ计划是希望通过科学实验
来说服澳、新两国增加 ＴＡＣ。但从当时资源评估
的结果来看，即使日本的 ＥＦＰ计划获得成功，也
不太可能解决估计ＳＢＴ资源恢复概率的差异，或
把试捕计划的结果作为改进管理决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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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３１３２］。

ＣＣＳＢＴ于２０１１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
的年度会议上，通过了渔业管理程序（ＭＰ，又称
“巴厘程序”），作为设定 ＴＡＣ的准则，用来指导
２０１２年及以后年份ＳＢＴ的ＴＡＣ设定［３３］。ＣＣＳＢＴ
科学分委会据此将 ＳＢＴ的 ＴＡＣ从 ２０１４年的
１２４４９ｔ提高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 １４６４７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１７６４７ｔ。逐渐增加 ＴＡＣ是否
可能会影响资源的恢复进程，目前尚不清楚，需

要引起注意。

ＣＣＳＢＴ现行捕捞配额（表 ２）亦是基于早期
历史渔获量进行分配的。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日本和
澳大利亚捕捞配额各占３５．５６％，韩国和我国台
湾省各占约７．１６％，南非占２．４４％，欧盟占比不

到０．７％。此外，尚有３００余吨配额没有分配，拟预
留给可能存在的ＩＵＵ捕捞以及兼捕等情况，相当
于估计的ＩＵＵ捕捞以及兼捕的数量。也就是说，
根据现行捕捞配额分配方案，可分配捕捞配额的

三分之二以上（７１．１２％）归日本和澳大利亚两个
早期从事ＳＢＴ捕捞的国家所有；而其余６个扩展
委员会成员的捕捞配额不到２９％。一些较晚开
发该资源的国家，捕捞配额占比很少。南非曾在

２０１６年ＣＣＳＢＴ第２３届年会［３４］上提出希望增加

配额，因为其配额很少，捕捞产量超配额的风险

增加。这种依照惯例但有失偏颇的配额分配方

案，可能会影响捕捞配额较少的国家和地区严格

执行资源养护措施的积极性。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捕捞配额分配情况［１７］

Ｔａｂ．２　Ｑｕｏｔａｏｆ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２０

成员 Ｍｅｍｂｅｒ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５年
捕捞配额／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捕捞配额／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调整的捕捞配额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
配额百分比

Ｑｕｏｔａ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有效捕捞配额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ｔｃｈｌｉｍｉｔ／ｔ
日本Ｊａｐａｎ ４８４７ ４７３７ ６１６５ ３５．５６ ６１１７

澳大利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５６６５ ５６６５ ６１６５ ３５．５６ ６１６５
韩国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１１４０ １１４０ １２４０．５ ７．１６ １２４０．５

中国台湾省（捕鱼实体）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１１４０ １１４０ １２４０．５ ７．１６ １２４０．５

新西兰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８８ ６．２８ １０８８
印度尼西亚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７５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２ ５．７８ １０２３

南非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４０ １５０ ４２３ ２．４４ ４５０

欧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１０ １０ １１ ０．０６ １１
注：．日本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自愿向印度尼西亚转让配额２１ｔ，向南非转让２７ｔ。２０２１年开始，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配额分别为
６１６５、１００２和４２３ｔ。根据２０１９年“ＣＣＳＢＴ第２６届年会报告”［１７］。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ｓ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ｏｆ２１ｔｔｈａｔＪａｐａｎ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ｔｏ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ａｎｄ２７ｔｔｈａｔＪａｐａｎ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ｔｏ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ｆｏｒｔｈｅ２０１８ｔｏ２０２０ｑｕｏｔａ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Ｊａｐａ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２０２１ｗｉｌｌｂｅ６１６５，
１００２，ａｎｄ４２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Ｓｉｘ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９．

３．２　提高ＳＢＴ渔获数据质量
ＣＣＳＢＴ养护和管理措施规定，所有合法捕捞

ＳＢＴ的渔船须按要求记录和上报详细完整的渔获
数据，要求对捕获的每一尾鱼都须按“有活力”、

“濒死”或“死亡”３种状况记录其存活状态。“实
施ＣＣＳＢＴ产量文件（ＣＤＳ）计划”对有关渔获数据
的填写和提交等做了详细规定。但是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如成

员提交的ＳＢＴ死亡来源和死亡率的标准不一致，
一些船长在 ＣＤＳ表格中没有填写清楚渔获物捕
获地点，观察员记录数据不准确等［３５３６］。渔获数

据不完整、缺乏真实性或出现错误都会影响对

ＳＢＴ资源的科学评估，可能会导致 ＣＣＳＢＴ科学分
委会在判断资源状况和恢复情况时出现偏差。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有：第一，渔获数

据统计种类多，内容包括渔船名称、登记号、捕捞

时间、捕捞地点、详细的渔获物描述和是否进行

转载等具体信息，渔民工作时间长，存在因工作

量大而出现错记数据的可能性［３４］；第二，ＳＢＴ捕
捞配额有限，某些成员可能会因利益驱动对数据

不实填报等［５］；第三，科学观察员素质水平参差

不齐，存在数据错记漏记等，以致提交的渔获数

据不完整、缺乏真实性或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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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有效根除ＳＢＴ的ＩＵＵ捕捞活动
ＩＵＵ捕捞活动是对世界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的严重危害之一。根据２００６年进行的一项对日
本ＳＢＴ销售市场的独立调查结果，至少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期以来，就存在大量延绳钓捕捞的
ＳＢＴ渔获量持续未报告的问题。根据澳大利亚对
日本金枪鱼拍卖市场数据进行的独立分析结果，

未报告ＳＢＴ数据的情况至少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期
间一直存在［５７，３７］。ＩＵＵ捕捞和前面所提及的过
度捕捞等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 ＳＢＴ资
源评估以及对其资源恢复的预测。ＣＣＳＢＴ通过
建立 ＩＵＵ捕捞活动渔船名单、船舶管理系统
（ＶＭＳ）以及港口检查最低标准等养护管理措施
阻止和打击ＩＵＵ捕捞活动，对ＳＢＴ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公海范围大，海

上执法行动存在时间地点的局限性，目前仍无法

有效根除ＩＵＵ捕捞活动［３７］。

３．４　有效执行养护和管理措施
为了养护ＳＢＴ资源，ＣＣＳＢＴ通过了一系列养

护和管理措施（表１）。但在执行过程中，依然存
在有关成员没有严格履行的情况。例如，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ＣＣＳＢＴ分配给欧盟的配额均为每年１０ｔ，
而欧盟２００７年的实际渔获量为１８．１ｔ，２００８年为
１４．３ｔ，均超过其配额量［３８］。ＣＣＳＢＴ规定科学观
察员最低覆盖率为捕捞努力量的 １０％。但在
２０１８年，只有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和我国台湾省
４个成员的观察员覆盖率达到 １０％的最低目
标［３９］，日本观察员覆盖率为８．１％，而印度尼西
亚则不到５％［３５］，观察员覆盖率没有达到最低要

求，无疑增加了一些渔船忽视规定的风险，影响

了管理措施的有效实行。

３．５　收集非成员船只在重叠区内兼捕的ＳＢＴ数据
目前已知 ＳＢＴ每年９月到次年４月在印度

尼西亚爪哇东南水域（７°Ｓ～２０°Ｓ，１０２°Ｅ～１２４°
Ｅ）产卵，ＳＢＴ在其生命周期中还有部分时间出现
在有关ｔＲＦＭＯ的管辖区域内，与其他金枪鱼物
种的捕捞区域重叠。如在印度洋南部，９—１０月
与长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ａｌａｌｕｎｇａ）延绳钓渔场可
能在同一海域。这些出现在重叠区内的 ＳＢＴ，会
不可避免地被其他金枪鱼渔业管理组织的渔船

兼捕。虽然有关 ｔＲＦＭＯ的养护管理措施都规
定，非ＣＣＳＢＴ成员的渔船须将兼捕到的ＳＢＴ放回
海中。但在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以下 ３种情

况：一是在记录渔获物存活状态时，难以界定渔

获物已经死亡或处在濒死状态，出现错误记录；

二是渔获物放回海中，但忘了记录；三是出于经

济利益，把兼捕的ＳＢＴ留存在船上，并不作记录。
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都会造成数据的缺失或不

准确。此外，已死亡或濒死的渔获物，放回海中

的存活率极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源的浪费。

４　结论和建议

ＳＢＴ资源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过度捕捞遭到
破坏，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前期没有控制好捕捞强
度而继续衰退，年渔获量明显下降。１９９４年
ＣＣＳＢＴ正式成立以后，开始控制 ＳＢＴ的年总可捕
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资源的捕捞压力，目

前资源呈恢复趋势，但尚未达到管理目标设定的

状态。ＣＣＳＢＴ是当前管理 ＳＢＴ渔业的唯一
ＲＦＭＯ，但ＳＢＴ在生命周期内有部分时间生活在
其他ＲＦＭＯ管辖区域内，增加了ＣＣＳＢＴ的管理难
度。ＣＣＳＢＴ在如何有效管理 ＳＢＴ渔业方面面临
挑战。ＣＣＳＢＴ通过的ＳＢＴ渔业养护和管理措施，
不但需要得到各成员的遵守，还需要相关 ＲＦＭＯ
的配合和支持。

４．１　设定和分配ＴＡＣ应照顾到各方利益
首先，ＣＣＳＢＴ应始终将设定的ＴＡＣ水平控制

在管理程序（ＭＰ）建议的水平之下，以促进 ＳＢＴ
资源的恢复，防止因ＴＡＣ设定过高阻碍ＳＢＴ资源
的恢复进程，不利于ＳＢＴ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
配额分配上，ＣＣＳＢＴ应秉承开放和更加公平的原
则，建立更加合理的配额分配规则，酌情考虑远

洋渔业发展较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捕捞

ＳＢＴ的权利。例如，每年留出１％ ～３％的 ＴＡＣ，
作为新加入成员的捕捞配额，以鼓励将一些对该

资源感兴趣的国家纳入ＣＣＳＢＴ管理，有利于促进
对ＳＢＴ资源的养护。如果当年没有吸收新成员，
则预留的ＴＡＣ在成员之间做第二次分配。其次，
捕捞配额应与履约完成情况挂钩，促使成员在享

受捕捞ＳＢＴ权利的同时，须承担履行ＳＢＴ资源养
护和管理措施的义务。

４．２　进一步提高渔获数据质量
渔获数据质量关系到资源的科学客观评估，

影响后续的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制定。为了

能及时获取完整的渔获数据，ＣＣＳＢＴ和 ＩＯＴＣ及
ＷＣＰＦＣ等有关金枪鱼渔业管理组织一样，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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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的渔获数据上报措施。例如，ＩＯＴＣ对渔获数
据的填写内容、提交时间以及捕捞努力量的表示

方法均有严格详细的规定［４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渔获数据的完整性。为进一步提高 ＳＢＴ渔获
数据收集质量，ＣＣＳＢＴ尽快出台钓捕的渔获物死
亡率和死亡来源标准文件，对 ＣＤＳ文件中要求的
记录内容，如渔获地点等项目的细化程度应有统

一规定，应要求成员在规定期限内向ＣＣＳＢＴ提交
相关数据报告，避免出现因递交时间过晚委员会

无法及时进行审查的情况［３９］。总所周知，船长是

一船之长，是影响生产船渔获数据质量的关键人

员。ＣＣＳＢＴ应设法要求成员督促其渔业企业的
管理人员，明确船长是渔业生产数据如实填报和

提交方面的第一责任人，要求各成员指示相关

ＳＢＴ捕鱼企业与船长直接沟通，有效落实责任，从
源头上确保渔获数据的真实可靠。加强对成员

年度履约完成情况的审核，对未在规定时间提交

相关报告、提交数据质量欠佳或超配额捕捞的成

员进行记录，对履约表现不好的成员，适当下调

其下一年度的捕捞配额或上一年度捕捞配额的

结转比例。

４．３　采取措施预防和减少可能的ＩＵＵ捕捞活动
ＩＵＵ捕鱼的主因是利益驱动，情况复杂。一

是打击ＳＢＴ的ＩＵＵ捕捞活动，需要国际各方共同
努力。有研究［４１］表明：海上巡逻执法能力较强并

能严格执行打击ＩＵＵ捕捞活动管理措施的国家，
在其领海内从事ＩＵＵ捕捞活动的情况就较少；而
海上监控执法能力较弱的国家，无论其地理位置

如何，ＩＵＵ捕捞问题都相对较为严重，这说明海上
巡逻执法对于打击 ＩＵＵ捕捞活动的重要性。虽
然ＣＣＳＢＴ和其他金枪鱼渔业管理组织一样，已经
实施渔获物文件计划（ＣＤＳ）、船舶管理系统
（ＶＭＳ）、渔获物港口检查计划、观察员制度、港口
国措施、渔获物海上转载监管等基本措施，但还

有一些措施尚未实施，如 ＷＣＰＦＣ实行的海上巡
逻和登临检查措施。因此，ＣＣＳＢＴ应首先考虑出
台海上登临检查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二是

ＣＣＳＢＴ应主动与有关 ｔＲＦＭＯ联系，通过其 ＩＵＵ
渔船名单交叉互列管理措施，及时了解和更新涉

嫌ＳＢＴＩＵＵ捕捞渔船信息，对涉嫌ＩＵＵ捕捞的企
业进行处罚制裁。三是考虑对非 ＣＣＳＢＴ成员中
可能涉及ＳＢＴ兼捕的相关渔业企业，如有渔船在
重叠区从事延绳钓作业的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

培训，提高他们养护和管理 ＳＢＴ的意识。四是要
求各成员重视对废旧渔船的处理，及时进行回收

登记，防止不法人员用于从事ＳＢＴ的ＩＵＵ捕捞活
动。

４．４　敦促各成员严格履行观察员最低覆盖率要求
科学观察员在了解渔业生产活动，核实渔捞

日志等渔业数据等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目前

ＣＣＳＢＴ成员没有严格履行观察员制度，在 ２０１８
年，一些成员尚未达到１０％覆盖率的最低要求。
因此，ＣＣＳＢＴ首先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此类情
况的再次发生。可考虑将观察员覆盖率达标、观

察员报告质量等和年度捕捞配额分配调整挂钩，

督促其成员完成最低覆盖率要求。然后，在最低

观察员覆盖率达标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观察员覆

盖率水平。同时，要明确观察员应有的权利与义

务，避免因利益导致观察员与所在渔船船员可能

发生的敌对性冲突［４２］。不断改进观察员制度，吸

引更多从业人才。此外，要加强对观察员的培

训，提高观察员素质水平，确保 ＳＢＴ的捕捞、转载
及进港等环节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监管。

４．５　妥善解决重叠区内ＳＢＴ的兼捕问题
ＳＢＴ在每年一定季节出现在其他国际组织的

管辖区域，并与其主要捕捞物种的栖息水域重

叠。如在印度洋南部，每年９—１０月，ＳＢＴ与长鳍
金枪鱼延绳钓渔场可能在同一海域。因此，重叠

区的生产安排就需要 ＣＣＳＢＴ与有关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协商解决，做到既能保护 ＳＢＴ资源又能维
护其他国际组织合法渔船的经济利益。可基于

ＳＢＴ的栖息地模型和其他国际组织在重叠区内主
捕鱼种的栖息地模型，实行随时间改变的空间管

理措施［４３］，说服其他国际组织的捕捞船队尽可能

避开在ＳＢＴ密集分布的水域进行捕捞生产，以降
低ＳＢＴ的兼捕概率。按现行ＣＣＳＢＴ规定，兼捕的
ＳＢＴ按要求登记后，不管死活，必须丢回海中。这
些丢到海中的渔获物，估计大部分不能成活。是

否可从充分利用资源的角度，考虑用更好的方法

处理兼捕的ＳＢＴ，如贴上特殊标签后保存在船上，
转至指定运输船上，最后送给福利院作为公益食

品等，减少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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