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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是我国金枪鱼延绳钓的主要捕捞种类，也是中西部太平洋海域重要的温带金枪
鱼物种。２０１９年中西部太平洋海域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总渔获量为８５０５０ｔ，其中９６％的渔获量由延绳钓渔
船捕捞，我国延绳钓船队捕捞量占了三分之一，为该海域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捕捞第一大国。中西部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ＷＣＰＦＣ）于２００５年首次通过了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措施，旨在限制公约区２０°Ｓ以南的捕
捞努力量。通过分析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路线图和新修订的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养护管理措施，建议废

除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措施中关于我国在２０°Ｓ以南作业船数为７０艘的限制，拓展作业海域，积极与太
平洋岛国开展长期租赁安排入渔机制。探讨了南太平洋岛国提出的基于专属经济区的渔业管理制度对中国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的影响，为中国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今后的调整方向及应对策略提供科学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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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ａｌａｌｕｎｇａ）作为大洋性
高度洄游鱼类，广泛分布于太平洋的温带海域，

是金枪鱼延绳钓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１３］。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作业方式包括延绳钓、

竿钓、曳绳钓等。延绳钓主要捕捞栖息于１００～
３００ｍ深的鱼类［４］，由于延绳钓的渔获水层较深，

通常捕捞１５～３０ｋｇ的长鳍金枪鱼成鱼，而曳绳
钓通常捕捞５～７ｋｇ的长鳍金枪鱼幼鱼，叉长为
４５～８０ｃｍ［５６］。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最适海
表面温度为２８～３０℃［７］。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

的捕捞船队主要有：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Ｆｏｒｕｍ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ｇｅｎｃｙ，ＦＦＡ）成
员船队、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省的金枪鱼延绳钓

船队、新西兰和美国的曳绳钓船队。尽管南太平

洋长鳍金枪鱼渔获量仅占中西部太平洋海域总

产量的３％，但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是中西部太
平洋海域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Ｓｍａｌｌ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Ｄｓ）延绳钓渔业的重要捕捞

鱼种［８］。中国于２００１年开始在南太平洋海域捕
捞长鳍金枪鱼，是中国远洋金枪鱼渔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４，９］。

１９７９年，太平洋岛国成立太平洋岛国论坛渔
业局，目的是帮助各成员以可持续利用的方式管

理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２０１４年，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联合部分专属经济区内以捕捞长鳍

金枪鱼为主的太平洋岛国签署“托克劳安排”，依

据各成员长鳍金枪鱼历史捕捞量，分配不同太平

洋岛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长鳍金枪鱼总可捕量，尽

管该协定目前尚未生效，但属于太平洋岛国基于

专属经济区渔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５年
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ＣＰＦＣ）通过了南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养护管理措施，制定捕捞控制

规则和基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渔业管理体系以

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ＨＵＮＴ［１０］指出，太平洋岛
屿国家和远洋捕捞国之间的合作是岛国专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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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区和公海控制捕捞量的关键要素。本研究基

于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捕捞控制规则和管理路

线，针对南太平洋渔业管理现状和机制，比较分

析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以及中国在该海

域的渔业利益，为中国今后金枪鱼渔业发展提供科

学建议。

１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现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
船队主要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自１９８３
年起，太平洋岛国开始在其专属经济区或公海使

用延绳钓捕捞长鳍金枪鱼。１９９６年以来，太平洋
岛国金枪鱼渔获量逐年递增，所捕南太平洋长鳍

金枪鱼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５０％以上［１１］。

中西部太平洋是全球捕捞金枪鱼的重要海

域，２０１９年中西部太平洋海域金枪鱼产量为
２．９７８×１０６ｔ，占世界金枪鱼总产量的 ５５％。整
个太平洋海域长鳍金枪鱼总产量为１５万 ｔ，其中
８．５万 ｔ为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占太平洋海域
长鳍金枪鱼总产量的５７％，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
的历史渔获量如图１所示，总渔获量基本稳定增
长。除１９８９年外，其余年份延绳钓均占总渔获量
的５９％以上，１９８９—２０１９年延绳钓渔业年平均渔
获量为 ５６１２７ｔ，历史最高产量为 ２０１７年
９０７７９ｔ，１９８９年产量最低，为１８７３８ｔ［１２］。

图１　１９８９—２０１９年按渔具分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历年总渔获量［１２］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ｃａｔｃｈｏｆ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ｂｙｇｅａｒｔｙｐ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８９－２０１９

　　由图２所示，中国在中西部太平洋海域的南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发展，截至
２０１８年，中西部太平洋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
延绳钓船数已达３１２艘，产量３９２５３．４ｔ。目前中
国已是中西部太平洋海域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

延绳钓渔业第一大国，年渔获量约占中西部太平

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获量的三分之一（表３）。
近２０年中国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业发
展，一些新建造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船进入中西

部太平洋海域的公海捕捞长鳍金枪鱼，引起了中

西部太平洋区域传统渔业大国（美国、日本、韩

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注意［１３］。

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中国船队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获量［１４］

Ｆｉｇ．２　Ｃａｔｃｈｏｆ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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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ＷＣＰＦＣ各成员延绳钓渔船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获量
Ｔａｂ．１　Ｃａｔｃｈｏｆ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ｂｙ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ｆＷＣＰＦＣｍｅｍｂ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船旗方Ｆｌａｇｓｉｄｅ
年渔获量 Ａｎｎｕａｌｃａｔｃｈ／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澳大利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７４５ ６５３ ７０９ ７７３ ７３７ ９４９ ９１６ ８３１ ７５２ ７９８
库克群岛ＣｏｏｋＩｓｌａｎｄｓ ２４２３ ２１８２ ２７５７ １３５４ １１８６ １１６７ １３５２ ２５６２ ３０８３ ２６３７
中国大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１２９２６ １１８４６ ２４５２３ ２３７８９ １４４７１ １４４８６ １６２１５ ２９１５４ ２１１３０ ２２６３７
斐济Ｆｉｊｉ ８６０３ ９９４７ ９３６９ ８７０８ ７０１６ ６９７７ ７２６３ ９７６３ ８８５４ ８６５７
密克罗尼西亚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 １ １ １５９ ６３４ ４０１ １２２４ １９７２ ２５０ １４５５ ３６２１
日本Ｊａｐａｎ ２６３９ ２１７０ ２０８４ １８１８ １２８４ ９３０ １６３４ １８１３ １１９０ １１１３
基里巴斯Ｋｉｒｉｂａｔｉ ６６ ２００ ３４９ ４０ ７ ３５８ ５０８ ６４３ ３４０ １１２１
韩国Ｋｏｒｅａ １０２７ ４８８ ８９２ ７６７ ６９１ １０１３ １３８７ １１３４ １０６４ １５２４
新喀里多尼亚Ｎｅｗ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１９３９ １７３６ １７１５ １７１４ １６３０ １５８３ １７４７ １７３４ １７５２ ２０１１
新西兰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４６０ ４１８ ２６６ ３０２ ３１１ ２２３ ２３３ １８１ ２３９ １１６
法属波利尼西亚Ｆｒｅｎｃｈ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ａ ３４８３ ３２２５ ３５９４ ３５１２ ３７４４ ３４１８ ３２７７ ２１４８ ３０５８ ３４５６
所罗门群岛Ｓｏｌｏｍ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ｓ ７７０８ ８９９ ０ ０ １４２４１ １１２１６ １７０２ ０ １９２１ ５６６５
中国台湾省Ｔａｉｗ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１３００４ １２９５６ １１６１９ １３３８７ ７３６７ ７９５４ １１８０４ １２５０５ ９２８９ ９２３９
美国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４０８２ ２５５５ ３４６１ ２２１３ １５４３ １９６１ １６５５ １５３９ １５６７ １０５４
瓦努阿图Ｖａｎｕａｔｕ １００９５ ４７２６ ６７１８ ７８０５ ３５６８ ６６９８ ３７２３ ４３７４ ５５５４ ３６９６
萨摩亚Ｓａｍｏａ ２５２９ １４１５ ２０３８ １６４２ ８００ ８４０ ９４７ ２３７４ １６８４ １３３３
其他Ｏｔｈｅｒｓ ９５６ ５２５ １１６６ ４９３ ４１３ ４６２ １４３ ８２９ ２３７ １１７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７２６８６ ５５９４２ ７１４１９ ６８９５１ ５９４１０ ６１４５９ ５６４７８ ７１８３４ ６３１６９ ６８７９５
中国大陆所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１８ ２１ ３４ ３５ ２４ ２４ ２９ ４１ ３３ ３３

注：此处数据剔除租赁给岛国延绳钓渔船的渔获量；数据来源于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和曳绳钓渔业报

告［１５］。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ｈｅｒｅｅｘ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ｏｆ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ｌｅａｓｅｄｔｏｉｓｌａｎｄ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ｒｏｌ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
ＷＣＰＦＣ［１５］．

　　中西部太平洋公海大部分被岛国的专属经
济区切割得支离破碎，形成数个被其他国家专属

经济区水域包围的公海，未购买岛国许可证的延

绳钓渔船大多聚集在这些公海内作业。捕捞南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延绳钓渔船，未购买岛国专

属经济区捕捞许可证，则主要在斐济附近小公海

（Ａ）、东部小公海（Ｂ）和南部公海（Ｃ）作业（图
３）。
　　常温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在作业过程中除主
要捕捞长鳍金枪鱼外，也会兼捕到黄鳍金枪鱼和

大眼金枪鱼等。但中国大眼金枪鱼配额目前仅

为８７２４ｔ（包括日本年度转让的５００ｔ），难以满
足中国延绳钓船队的需要，而太平洋岛国具有充

足的大眼金枪鱼配额，通过租赁入渔的方式，占

用岛国配额，解决常温金枪鱼延绳钓船兼捕大眼

金枪鱼配额不足的问题。表 ２为我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年期间在中西太平洋租赁其他太平洋岛国
的延绳钓鱼船数量。美国夏威夷延绳钓船队同样

面临大眼金枪鱼配额不足的问题，也通过将其船

队租赁给美属萨摩亚、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和关

岛等 ＷＣＰＦＣ参与领地，利用参与领地的大眼金
枪鱼份额，避免超配额捕捞行为的发生。

图３　ＷＣＰＦＣ公海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ＷＣＰＦＣ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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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在ＷＣＰＦＣ２００９—２０１９租赁延绳钓船数量表［１６］

Ｔａｂ．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ｏｎｇｌｉｎ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Ｌｅａｓ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ＣＰＦＣ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租赁成员方、合作

非成员和参与领地

Ｌｅａｓ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年份Ｙｅａｒ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库克群岛ＣｏｏｋＩｓｌａｎｄ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２８ ２６ １８ ０
密克罗尼西亚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２ ２８ ２８ ２９ ５４ ５７
斐济Ｆｉｊｉ １１ １４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基里巴斯Ｋｉｒｉｂａｔ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６ ３６ １３ ９ ３６
马绍尔群岛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Ｉｓｌａｎｄ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４ ３５ ３２ ２４
所罗门群岛ＳｏｌｏｍｏｎＩｓｌａｎｄｓ ０ ５０ ４８ ４４ ０ ６１ ６０ ６０ ０ １１ 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 ６４ ５９ ５５ １１ １０９ １２１ １８６ １１３ １３４ １２９

２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养护管理措施的
制定和修改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南太平洋岛国和
领地的金枪鱼延绳钓渔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

是斐济、萨摩亚、美属萨摩亚、法属新喀里多尼

亚、法属波利尼西亚、汤加和库克群岛的本土延

绳钓船队迅速扩大，这些岛国和领地的船队通常

由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和毗邻公海作业的小型

延绳钓渔船组成［１７］。渔获物是冰鲜或冷海水保

鲜，一般作业一个月内返回本土母港卸货，渔获

量（按数量计算）中８０％以上是南太平洋长鳍金
枪鱼。长鳍金枪鱼的捕捞率直接影响岛国渔业

经济的发展。２０００年以来，韩国、中国大陆和中
国台湾省的长鳍金枪鱼延绳钓船依托斐济苏瓦

港为母港，陆续参与长鳍金枪鱼延绳钓的捕捞，

和岛国本土延绳钓船队展开竞争。２００２年下半
年，许多岛国和领地的长鳍金枪鱼延绳钓船队的

渔获率大幅下降。法属波利尼西亚、库克群岛和

汤加的低渔获率影响其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业

的发展。新西兰、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

亚等岛国和领地，为防止延绳钓渔业努力量向南

转移到２０°Ｓ以南的海域，积极推动中西部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制定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养护和管

理措施。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养护管理措施于２００５
年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第２次年会通过，经
过２０１０年第７次年会，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次年会２次
修订，体现了南太平洋岛国对主捕南太平洋长鳍

金枪鱼的渔船数量等捕捞努力量控制的意图：

（１）要求在２０°Ｓ以南主要捕捞长鳍金枪鱼渔船
数量低于２００５年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平均水平，

因此中国３２１艘主要捕捞长鳍金枪鱼的延绳钓
渔船，只有７０艘能越过２０°Ｓ作业，减小了中国主
要捕捞长鳍金枪鱼的延绳钓船的作业海域。（２）
将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视作重要经济鱼种的国

家以及希望实现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负责

任捕捞的发展中小岛屿国家及领地，具有优先发

展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的权利。根据２０１３
年第７号养护和管理（ＣＭＭ２０１３—０７）措施第三
段［１８］，委员会应确保各项养护和管理措施不会造

成养护行动的负担向发展中小岛国和领地转移，

因此小岛国可以借此措施条款豁免减船或减产

的要求。（３）加强成员间的合作以研究南太平洋
长鳍金枪鱼渔业的长期可持续捕捞和经济可行

性捕捞，包括降低对此种群资源管理的不确定

性。长鳍金枪鱼经济可行性成为制定长鳍金枪

鱼捕捞控制规则的重要管理目标，降低此种群资

源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捕捞管理策略和临时目标

参考点制定将更加保守。（４）在公约区域 ２０°Ｓ
以南水域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各渔船应

报告在此区域内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大眼

金枪鱼、黄鳍金枪鱼、鲣鱼、剑鱼和鲨鱼类等分种

类的年度渔获量及渔船数量，增加了数据报告的

履约义务。

因此，该鱼种的养护和管理措施限制了２０°Ｓ
以南的公海海域的捕捞努力量，对于我国的长鳍

金枪鱼渔业的发展存在比较大的限制，我国大部

分长鳍金枪鱼渔船只能在较低纬度的海域生产，

而低纬度海域绝大部分属于岛国的专属经济区。

３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捕捞控制规则

　　ＷＣＰＦＣ目前正在按照鲣鱼、长鳍金枪鱼、大
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顺序，依次对上述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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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捕捞控制规则管理体制。《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
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养护和管理
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

（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第６条第３款和《中
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

第６条规定，要求为实现预防性措施目标，需建
立按资源群体种类区分的预防性参考点，以及如

果参考点的门槛被越过时需采取的行动；《中西

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第

６条第１款（ａ）规定，《鱼类种群协定》附件二所
载准则形成本公约的组成部分并适用于委员会。

在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中，

这些准则对预防性参考点的应用提供了指导，包

括当建立参考点的信息空白或缺乏时，采取临时

性参考点；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

则》第７．５．３条也建议，尤其应在预防性措施基
础上，实施资源的具体目标并限制参考点；上述

条款为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发展捕捞控制规则

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２０１４年ＷＣＦＰＣ第１１次年会上通过了《中西
部太平洋海域对关键性的渔业和资源群体建立

捕捞策略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对在中西部太平

洋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长鳍金枪鱼渔业和资源

发展实施一种捕捞策略。设定的长鳍金枪鱼管

理目标中包含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因

素，尤其是注重发展中小岛屿国家的渔业经济指

标，捕捞策略不应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发展中缔约

方、领地和属地转移不相称的养护行动负担。常

温延绳钓渔船虽然主要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

鱼，但也兼捕许多种高度洄游鱼类，制定捕捞控

制规则时需要综合考虑兼捕种类的群体资源量

和多种作业方式的捕捞能力。管理策略在考虑

不确定性风险为基础的方法上预测未来的捕捞

水平。长鳍金枪鱼的捕捞策略应包含下列因素：

选择长鳍金枪鱼的临时目标参考点（ｉｎｔｅｒｉｍ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ＩＴＲＰ）和 限 制 参 考 点 （ｌｉｍｉ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ＬＲＰ），包括实现 ＩＴＲＰ的时间框
架；协商不逾越限制性参考点的可接受的风险水

平；模拟不同的管理策略，进而评估相对于参考

点的捕捞策略绩效。根据上述捕捞控制规则措

施要求，委员会应修订或制定新的长鳍金枪鱼养

护和管理措施，将长鳍金枪鱼产卵种群生物量平

均维持在目标参考点（ＴＲＰ）水平［１９］。

２０１８年ＷＣＰＦＣ第１５次年会同意将南太平
洋长鳍金枪鱼的临时目标参考点（ＩＴＲＰ）设定为
产卵种群的生物量占未捕捞状态下的产卵种群

生物量的０．５６（０．５６ＳＢＦ＝０），若实现资源量达到
ＩＴＲＰ，则需要使南太平洋延绳钓渔业的单位捕捞
努力量渔获量（ｃａｔｃｈｐｅｒｕｎｉｔｅｆｆｏｒｔ，ＣＰＵＥ）比
２０１３年水平增加８％，实现年限为２０ａ，为实现恢
复ＩＴＲＰ的目标，需要通过发展南太平洋长鳍金
枪鱼管理路线图，按步骤制定南太平洋长鳍金枪

鱼新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实现ＣＰＵＥ的增加，恢复
岛国本土延绳钓船队的盈利能力［２０］。

４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路线分析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路线图由 ＦＦＡ成
员提出，其目标是通过协商一致的原则制定南太

平洋长鳍金枪鱼总可捕量和总捕捞能力以实现

临时的目标参考点（ＩＴＲＰ）；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
之间分配达成协商一致的总可捕量和总捕捞能

力；制定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新的养护和管理措

施。新措施要考虑２０１８年该种群的资源评估结
果，就ＩＴＲＰ下的总配额如何分配（必须考虑到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参与领地的利益）以及实现渔

业资源量和经济可持续性。具体内容由通过总

的可捕量／努力量限制、依据专属经济区渔业管
理，分配各岛国经济区的配额／努力量、公海配
额／努力量、执行长鳍金枪鱼捕捞控制规则管理、
收集作业数据和渔获量报告要求等内容。

２０１８年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ＰＣ）对长鳍金枪鱼进行了资
源评估［２１］。该年份赤道以南的太平洋总渔获量

为８０８２０ｔ，比２０１７年减少１３％，比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平均水平减少２％。评估年度延绳钓渔获量
（７７７７６ｔ）比 ２０１７年减少 １４％，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平均值减少８％。２０１６年（评估使用数据的最
后一年）平均种群状况为最近产卵种群的生物量

占未捕捞状态下的产卵种群生物量的 ０．５２
（ＳＢｌａｔｅｓｔ／ＳＢＦ＝０＝０．５２），低于ＷＣＰＦＣ２０１８年确定
的ＩＴＲＰ（ＳＢｌａｔｅｓｔ／ＳＢＦ＝０＝０．５６）。２０１６年平均种
群状况低于ＩＴＲＰ的概率为６３％。该种群没有资
源量过度捕捞（ｏｖｅｒｆｉｓｈｅｄ），也没有发生努力量型
过渡捕捞（ｏｖｅｒｆｉｓｈｉｎｇ）。基于２０１８年种群评估，
并假设 ２０１８年至 ２０３５年的渔获量水平保持
２０１８年渔获量水平不变，种群生物量预计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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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的 ０．５２（ＳＢｌａｔｅｓｔ／ＳＢＦ＝０ ＝０．５２）下降到
２０３５年的 ０．３９（ＳＢ２０３５／ＳＢＦ＝０＝０．３９）。２０３５年
种群生物量突破限制参考点（ＬＲＰ）的风险
（ＳＢ２０３５／ＳＢＦ＝０＜ＬＲＰ）预计为２３％。２０３５年的生
物量（延绳钓ＣＰＵＥ替代值）预计将比２０１３年的

水平下降３６％，太平洋发展中小岛屿国家认为延
绳钓渔业将没有足够的捕捞率来满足经济渔业

目标，需在２０年内减少２５％的渔获量，关于如何
实现减产，南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提出了实现

ＩＴＲＰ的９种不同选择［２２］（表３）。

表３　实现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临时目标参考点的９种管理策略
Ｔａｂ．３　Ｎ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ＩＴＲＰ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具体内容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年减产

Ａｎｎｕａｌｃａｔｃｈ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效果

Ｅｆｆｅｃｔ
１ 全面休渔 １００％ ３年实现ＩＴＲＰ
２ 按２０年平均减产 １．６％（或１０００ｔ） ２０年实现ＩＴＲＰ
３ 按１７年平均减产 ２％ １７年实现ＩＴＲＰ
４ 按１２年平均减产 ３％ １２年实现ＩＴＲＰ
５ 按１０年分段减产 头１０年每年减产３．７５％，后十年每年减产２．７５％ ２０年实现ＩＴＲＰ
６ 曳绳钓不减产 按２０年平均延绳钓每年多减产１００ｔ（０．１％） ２０年实现ＩＴＲＰ
７ 按１０年减产 １０年每年减产２．４％（约１５００ｔ） １０年实现ＩＴＲＰ

８ 按５年减产 ５年内每年减产７％（约４３００ｔ），
后１５年允许每年１％的增产（约６００ｔ） ５年实现ＩＴＲＰ

９ 按１５年减产 １５年内每年减产２％（约１２００ｔ），
后５年允许每年１．５％的增产（约９００ｔ） １５年实现ＩＴＲＰ

　　表３给出了渔业管理者可通过９种方式调整
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总量以在一定时间内达到

临时目标参考点的实现过程。但关于如何分配

各个岛国专属经济区之间的渔获量和捕捞努力

量比例，则由太平洋岛国联合提出的基于专属经

济区的渔业管理（ｚｏｎｅｂａｓ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ＺＢＭ）
实现。为协调管理岛国专属经济区南太平洋长

鳍金枪鱼的捕捞配额问题，ＦＦＡ有关成员建立了
“托克劳安排”机制，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库克群岛、瓦努阿图、图瓦卢、汤加和萨摩亚，该

机制对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提出了如下内

容的建议［２３］：

（１）各远洋捕捞方（但不含发展中小岛屿国
家）应将其在２０°Ｓ以南捕捞该鱼种的渔船数量
限制在２００５年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水平，并将在公
约其他区域的长鳍金枪鱼捕捞量限定在２００５年
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水平。

（２）要求各远洋捕捞国立即停止在该区域新
增渔船，保持长鳍金枪鱼的“最大经济可持续产

量”，给小岛国民众的生存留下最后机会，主张通

过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捕捞控制规则以及其他

限制措施。

（３）要求将现有的限制２０°Ｓ以南的南太平
洋长鳍金枪鱼渔业规模的措施扩展到赤道。

（４）对整个公约区实施捕捞配额管理，在公

海和岛国专属经济区分别设定捕捞配额。总配

额根据长鳍金枪鱼资源评估结果和管理策略制

定，每３年审议一次；岛国专属经济区内份额根
据“托克劳安排”决定，剩余配额则分配给公海。

我国认为通过限制远洋国捕捞能力，提高长

鳍金枪鱼ＣＰＵＥ实现“最大经济可持续产量”是
不可行的。长鳍金枪鱼鱼价受渔业以外的多种

因素影响。如果只在中西部太平洋减产，但是东

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保持产量稳定并增加产

量，并不能提高长鳍金枪鱼价格，无法实现岛国

的经济获利能力。如果制定南太平洋长鳍金枪

鱼的新措施，应当废除在２０°Ｓ以南海域限制捕捞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船数量的措施。赤道到

２０°Ｓ的区域是中国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
重要作业渔场，相关提案的通过将严重伤害我国

渔业利益。

我国发展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扩大船

队的依据是２０１１年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产量为
６６０００ｔ，而一些国家（包括岛国）在当时建议的
总允许捕捞量为 ９９０００ｔ。为最佳利用渔业资
源，同时也为帮助岛国发展本国渔业考虑，我国

适度建造了一些渔船。新造的渔船在批准作业

海域方面遵守了有关西北太平洋和２０°Ｓ以南海
域限制规模的现有规定，即在 ＷＣＰＦＣ范围内，只
允许其在赤道到２０°Ｓ之间的海域生产。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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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岛国的关切以及采取预防性的措施，２０１３年
９月初，中国渔业主管部门已对外宣布不再增加
金枪鱼船数，将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渔船

控制在４００艘之内。建议配额显然无法满足我
国现有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船生产需要，且我国

还有渔船仍在建造未形成历史产量。且制定南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参考点管理时，不能仅评价单

一鱼种的参考点，应综合多种鱼种考虑，评估何

种捕捞方式对渔业资源影响最大，何种鱼类资源

量最低，应相应对该种渔业和鱼种优先设置参考

点，实施捕捞策略，并按照鲣鱼、大眼金枪鱼、黄

鳍金枪鱼和长鳍金枪鱼的先后次序实施捕捞策

略。关于４５％的ＳＢＦ＝０和５％的风险水平数值的
确定，科学分委会应提供详细的计算依据。公约

确定的渔业管理的目标是对资源的最佳利用，设

定最大可持续产量，目前委员会已经发展到捕捞

控制规则管理，制定限制性参考点、目标参考点

和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我国需加强研究以适应新

形势下的国际渔业管理。需要了解这些参考点

如何转换成捕捞强度控制和产量控制，尤其是当

ＴＲＰ定为４５％时将减产２５％的情况，对我国南太
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的巨大影响需要进一步评

估。

５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业的
对策建议

　　中国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业的发
展始终紧随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管理政

策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渔业政策变化而调整。为

充分利用岛国渔业资源的同时也为帮助岛国发

展本国渔业考虑，中国适度建造了一些渔船。新

造的渔船在批准作业海域方面遵守了有关中西

部太平洋和２０°Ｓ以南海域限制规模的现有规定，
即在ＷＣＰＦＣ范围内，只允许其在赤道到２０°Ｓ之
间的海域生产。考虑到太平洋岛国提出的长鳍

金枪鱼渔业经济可持续性以及采取预防性的措

施，中国渔业主管部门将中西部太平洋捕捞南太

平洋长鳍金枪鱼的渔船数量控制在４００艘之内。
自２０１３年中国宣布将捕捞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
的渔船控制在４００艘以来，考虑到了ＦＦＡ成员的
合理关切，加强了国内渔船建造的审批管理，未

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开始建造的已不再允许其建

造，并在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允许中国的金枪鱼

渔船吨位限制范围内，将５２艘延绳钓渔船从中
西部太平洋转移到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管理水

域。经过上述操作调整，２０１７年中国实际在中西
部太平洋管辖海域作业的渔船数减少至３３７艘。

根据２０１８年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资源评估
的结果［２０］，为实现２０１８年确定的临时目标参考
点，即最近产卵种群的生物量占未捕捞状态下的

产卵种群生物量的０．５６（ＳＢｌａｔｅｓｔ／ＳＢＦ＝０＝０．５６），
需要在２０３０年前要将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获
量从２０１８年的６３１６９ｔ（当年中国捕捞２１１３０ｔ）
调整削减２５％，意味着需要减少 ２５％的捕捞能
力，相当于削减 ８０艘延绳钓船的年渔获量。为
保证中国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业的可

持续发展，应在拓展作业海域、积极与太平洋岛

国开展长期租赁安排的入渔机制、积极主动参与

制定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养护和管理措施等方

面开展工作，以应对新的 ＷＣＰＦＣ长鳍金枪鱼渔
业管理：

（１）拓展作业海域。通过制定政策鼓励或通
过政策安排一部分常温金枪鱼延绳钓船转至东

太平洋赤道以南。因为东太平洋具有广袤的公

海，岛国较少，且履约压力小于中西部太平洋渔

业委员会。

（２）与太平洋岛国开展长期租赁安排的入渔
机制的协商［２４］。发展中小岛屿国家自身的捕捞

能力无法完成其拥有的捕捞机会，因此需要外国

渔船使用这些捕捞机会，但根据 ＷＣＰＦＣ的现有
措施，租赁通知每年延期一次，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若没有租赁通知，中国籍渔船在发展中小岛

屿国家海域的长鳍金枪鱼渔获量将计算在中国

的捕捞配额内，在未来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配额

减少的背景下，容易发生超配额捕捞的风险。因

此发展多年度的租赁措施，有助于保证中国船队

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获量的稳定性。

（３）积极主动参与并影响新的南太平洋长鳍
金枪鱼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制定。中国在参与南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管理路线图讨论制定新的南

太平洋长鳍养护和管理措施时，可以考虑在长鳍

金枪鱼分布的整个太平洋海域进行管理，废除

２０°Ｓ线，将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捕捞区域扩大至
整个太平洋赤道以南进行资源评估，确定整个南

太平洋的捕捞限额。总可捕量应当每 ３年根据
长鳍金枪鱼资源评估结果进行修订，并根据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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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评估结果调整临时目标参考点和管理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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