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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头足类是世界上最具开发潜力的渔业种类之一，已成为世界海洋捕捞业的重要组成。根据１９７０—
２０１６年世界各国头足类生产统计数据，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对世界头足类渔业及其组成进行了分析；结合我
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发展状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对策。分析认为：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世界头足类捕捞产
量总体上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年增长率达到３．６８％，远高于同期世界海洋捕捞产量的增长率，２０１４
年达到历史最高产量。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头足类捕捞产量占世界捕捞产量的比重稳定在４．５％ ～６．０％。不同
年代柔鱼科、枪乌贼科、乌贼科和章鱼科的产量组成及其比重有所差异，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的产量排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２０１０年代各科所占比重依次为柔鱼类（５８．４１％）、枪乌贼类（１１．９８％）、章鱼类（８．９２％）、乌
贼类（８．４０％）。亚洲在４０多年的世界头足类渔业组成中地位极为重要，日本头足类产量从１９７０年代到
１９９０年代的第１位下降到２０１０年代的第５位，我国从１９７０年代的第５位上升到２０００年代和２０１０年代的第
１位。对大洋性鱿鱼资源的认知能力、开发能力和掌控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问题，为此提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远洋渔业资源调查与生产性探捕的监测体系，研制全球远洋鱿钓渔业

渔海况信息服务系统，建立自主产权的渔具及标准化装备体系，研发渔获品质控制技术与溯源体系，开展基于

物联网工程的远洋渔业信息化建设，建立起我国主导研究的头足类渔业资源评估体系等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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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足类被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认为是当
今世界海洋中３种最具开发潜力的渔业资源种
类之一，已成为各主要渔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捕

捞对象［１］。１９７０年以来，世界头足类捕捞产量呈
现持续增长的趋势，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以后，虽然世
界海洋捕捞总产量在８０００万 ｔ上下波动，但头
足类还是呈现增长态势，并于２０１４年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为 ４８５．５万 ｔ，占世界海洋捕捞产量的
６．０％。其中，大洋性鱿鱼类（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ａｅ）产
量所占比重为最高，占世界头足类产量的６５％以
上。据估计，全世界分布在大陆架或大陆坡水域

的头足类蕴藏量为１０００万ｔ，而大洋中头足类的
资源蕴藏量还要大几十倍［２］，这些公海和深海区

的头足类资源至今尚未正式开发利用，因此头足

类是世界上极具发展潜力的捕捞对象。

头足类也是我国海洋渔业（包括远洋渔业）

重要的捕捞对象之一，作业方式包括钓捕、拖网、

敷网等［３］。据 ＦＡＯ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我国头
足类总产量在１０５万～１５３万ｔ［４］，平均占世界头
足类总产量的３４％～４１％。此外，我国也是世界
头足类的主要贸易国家之一，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进口
头足类１４万 ～４１万 ｔ、出口头足类 ５０万～５３万
ｔ。头足类在我国海洋渔业和水产品贸易中占据
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世

界头足类资源，积极稳妥发展我国远洋鱿钓渔

业，拟根据世界各国和地区头足类渔业生产统计

数据，以及主要捕捞种类的资源状况，运用灰色

系统理论等方法，科学系统分析世界头足类渔业

发展状况，结合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发展状况，

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为我国远洋鱿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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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世界头足类海洋捕捞生产统计数据来自

ＦＡＯ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ｑｕｅｒｙ／ｅｎ）［４］，时 间 为
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生产统计的内容包括各大洲、国
家和地区、捕捞种类（科，种）、产量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１）统计分析。分别计算 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世

界海洋捕捞产量和头足类产量的年增长率，以比

较捕捞产量的发展状况；分国家和地区以及种类

组成，按１０年分别计算世界头足类产量的平均
值及其方差，分析４０多年来世界头足类的发展
状况及其变化。（２）灰色关联。以世界头足类总

产量为母序列，各种类和国家与地区（洲）为子序

列，按１０年分别计算其关联度，分析影响世界头
足类捕捞产量的贡献度。其计算方法见文献

［６］。分辨系数取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世界头足类渔业发展概况
根据 ＦＡＯ统计，世界海洋捕捞产量从 １９７０

年开始，到１９９６年一直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从
５９９８万ｔ增加到１９９６年的８８２７万ｔ（图１），达
到了历史最高水平，１９７０—１９９６年间的年增长率
为１．４９７％。此后，世界海洋捕捞产量呈现出持
续波动，波动范围在７８００万 ～８５００万 ｔ之间，
且在波动中呈现出略有下降趋势，从１９９６年的最
高产量，逐步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８０５６万ｔ，其年下
降率为０．４５５％（图１）。

图１　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世界海洋捕捞产量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Ｃａｔｃ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ｒｏｍ１９７０ｔｏ２０１６

　　分析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世界头足类捕捞产量的
统计数据（图２），其总体上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
长趋势，从１９７０年的９９．１１万 ｔ，增加到２０１４年
的历史最高产量，达到 ４８５．７９万 ｔ。据计算，
１９７０—２０１４年世界头足类的年增长率达到
３．６８％（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因阿根廷滑柔鱼产量出现
下降，总产量出现下降），远高于世界海洋捕捞产

量的增长率，同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其发
展趋势也与海洋捕捞产量有明显的差异。分析

认为，头足类捕捞产量在世界海洋捕捞总产量中

的比重也呈现出与产量逐步增长相同的趋势（图

２），其所占比重从１９７０年的１．６５％增加到２０１４
年的５．９７％，而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其所占比重稳
定在４．５％～６．０％（图２）。从图２还可以看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世界头足类捕捞产量剧减，其主要
原因是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产量明显下降。

２．２　世界头足类渔业的种类组成及其关联度
分析

据资料［１］介绍，世界头足类有 ７００多种，各
大洋经济头足类共计１７３种，其中已开发利用或
具有潜在价值的约 ７０种。目前，已被规模开发
利用的种类仅占１／３，而作为专捕对象的少，大部
分作为兼捕对象。这些捕捞种类分隶于１５科３５
属，其中：大洋性种类有帆乌贼科、武装乌贼科、

鬥乌贼科、鳞甲乌贼科、大王乌贼科、爪乌贼科、

小头乌贼科、手乌贼科、菱鳍乌贼科、柔鱼科；浅

海性种类有枪乌贼科、乌贼科、耳乌贼科和微鳍

乌贼科、章鱼科。在１５个科中，柔鱼科、枪乌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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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乌贼科和章鱼科最为重要，其累计产量占世 界头足类产量的９０％以上（表１）。

图２　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世界头足类捕捞产量及其占海洋捕捞总产量比重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ｃａｔ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ｏｔ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ｃａｔｃｈ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ｒｏｍ１９７０ｔｏ２０１６

表１　按年代统计的世界头足类各类别的平均年产量
Ｔａｂ．１　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ａｔｃｈ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ｆｏｒ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０４ｔ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９７０年代１９７０ｓ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１９８０年代１９８０ｓ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１９９０年代１９９０ｓ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２０００年代２０００ｓ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２０１０年代２０１０ｓ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其他头足类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 １．３８ ０．４９ ４．０７ ３．０８ １５．６１ ６．０９ ３３．６７ ４．２２ ５０．４４ ５．８３
枪乌贼类 Ｌｏｌｉｇｉｎｉｄａｅ １０．６０ １．５８ ２０．９５ ８．８２ ３１．７６ ２．５３ ３６．７５ ３．７３ ４９．１６ ２．５１
章鱼类 Ｏｃｔｏｐｏｄｉｄａｅ １９．７２ ３．５３ ２３．０６ ２．８８ ３０．３９ ２．３２ ３３．６４ ３．７３ ３６．６０ ２．８０
柔鱼类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ａｅ ６８．１２ １０．８９ １１０．８５ ２５．９８ １７７．２３ ２６．３０ ２３３．０５ ３８．９８ ２３９．７６ ４５．６８
乌贼类 Ｓｅｐｉｉｄａｅ １８．９７ ５．１９ ２６．９６ ３．１７ ３６．５０ ６．４２ ３８．８４ ６．５６ ３４．４９ ５．８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８．７９ １６．７５ １８５．８８ ３９．４５ ２９１．５０ ３７．７３ ３７５．９６ ３９．１２ ４１０．４４ ５１．２４

　　纵观４０多年的产量变化，柔鱼科、枪乌贼科
和章鱼科的平均年产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

增长的幅度不一（表１）。枪乌贼类的平均年产量
从１９７０年代的 １０．６０万 ｔ增加到 ２０１０年代的
４９．１６万ｔ，增长到４．６４倍；章鱼类的平均年产量
从１９７０年代的１９．７２万 ｔ，增加到２０１０年代的
３６．６０万ｔ，增长到１．８５倍；柔鱼类的平均年产量
从１９７０年代的６８．１２万 ｔ，增加到２０１０年代的
２３９．７６万 ｔ，增长到３．５２倍；乌贼类的平均年产
量从１９７０年代的１８．９７万ｔ，增加到２０１０年代的
３４．４９万ｔ，增长到１．８２倍。

根据统计（表１）分析，不同年代柔鱼科、枪乌
贼科、乌贼科和章鱼科的产量组成及其比重有所

差异。１９７０年代，世界头足类的平均年产量约为
１１８万ｔ，所占比重高低依次是柔鱼类（５７．３４％）、
章鱼类（１６．６０％）、乌贼类（１５．９７％）和枪乌贼类

（８．９２％）；１９８０年代，世界头足类的平均年产量
增加到 １８５万 ｔ，所占比重高低依次是柔鱼类
（５９．６３％）、乌 贼 类 （１４．５０％）、章 鱼 类
（１２．４０％）和枪乌贼类（１１．２７％），柔鱼类和枪乌
贼类的比重有所增加，而乌贼类、章鱼类所占比

重出现下降；１９９０年代，世界头足类的平均年产
量增加到２９１万 ｔ，所占比重高低依次是柔鱼类
（６０．８０％）、乌 贼 类 （１２．５２％）、枪 乌 贼 类
（１０．８９％）和章鱼类（１０．４２％），柔鱼类的比重进
一步增加，而枪乌贼类、乌贼类、章鱼类所占比重

均出现下降；２０００年代，世界头足类的平均年产
量进一步增加到约３７６万ｔ，所占比重高低依次是
柔鱼类（６１．９９％）、乌贼类（１０．３３％）、枪乌贼类
（９．７７％）和章鱼类（８．９５％），柔鱼类的比重继续
增加，而枪乌贼类、乌贼类、章鱼类所占比重再次

出现下降；２０１０年代，世界头足类的平均年产量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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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增加到约４１０万ｔ，所占比重高低依次是柔鱼
类（５８．４１％）、枪乌贼类（１１．９８％）、章鱼类
（８．９２％）、乌贼类（８．４０％），柔鱼类、章鱼类和乌
贼类所占的比重下降，而枪乌贼类所占比重增

加。

　　根据灰色关联度分析，各年代世界头足类总
产量与枪乌贼类、章鱼类、柔鱼类、乌贼类的关联

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表２）：１９７０年代，柔鱼类
!

章鱼类
!

乌贼类
!

枪乌贼类；１９８０年代，
柔鱼类

!

枪乌贼类
!

章鱼类
!

乌贼类；１９９０年
代，柔鱼类

!

枪乌贼类
!

章鱼类
!

乌贼类；２０００
年代，章鱼类

!

柔鱼类
!

枪乌贼类
!

乌贼类；

２０１０年代，柔鱼类
!

章鱼类
!

乌贼类
!

枪乌贼

类。由此可见，柔鱼类在世界头足类产量组成和

渔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乌贼类则

在世界头足类的产量组成中比较低。

表２　按年代统计的世界头足类产量与各类别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Ｔａｂ．２　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ｃａｔ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９７０年代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年代
１９８０ｓ

１９９０年代
１９９０ｓ

２０００年代
２０００ｓ

２０１０年代
２０１０ｓ

枪乌贼类Ｌｏｌｉｇｉｎｉｄａｅ ０．６５９２ ０．６３８４ ０．６７８３ ０．６１６５ ０．５７８６
章鱼类Ｏｃｔｏｐｏｄｉｄａｅ ０．６８６２ ０．６３０６ ０．６１００ ０．８４３２ ０．６９２６
柔鱼类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ａｅ ０．７６９８ ０．８９７７ ０．８１０８ ０．７７７６ ０．７２７３
乌贼类Ｓｅｐｉｉｄａｅ ０．６６２２ ０．５４３６ ０．６００５ ０．５６０３ ０．５８８２

２．３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头足类渔业发展概况
根据ＦＡＯ头足类产量统计数据，对世界上年

最高产量超过１０万 ｔ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对
比分析，由表３可知：１９７０年代，世界头足类年产
量排在前五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日本（５８．３０２万
ｔ），西班牙（１２．５５０万ｔ），韩国（８．３２９万ｔ），泰国
（６．６７６万ｔ），中国大陆（４．０５９万ｔ），它们累计占
了世界头足类产量的７５．７％。１９８０年代，世界头
足类年产量排在前五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日本

（６４．２０５万ｔ），韩国（２１．１６８万ｔ），中国台湾
（１４．０４９万ｔ），西班牙 （１１．２９４万ｔ），泰国
（１１．８１７万ｔ），它们累计占了世界头足类产量的
６５．９％；１９９０年代，世界头足类年产量排在前五

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日本（６２．９９６万ｔ），韩国
（４２．８８７万ｔ），中国台湾（２２．６８９万ｔ），阿根廷
（２０．９６９万ｔ），中国大陆（１８．９９６万ｔ），它们累计
占了世界头足类产量的５７．８％。２０００年代，世界
头足类年产量排在前五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中

国大陆（７９．５８２万ｔ），日本（４５．０９５万ｔ），韩国
（３７．４９０万ｔ），秘鲁（２９．５００万ｔ），越南（２０．７９２
万ｔ），它们累计占了世界头足类产量的５６．５％；
２０１０年代，世界头足类年产量排在前五的国家和
地区依次是中国大陆 （１１４．３７７万ｔ），秘鲁
（４６．８２８万ｔ），越南（２８．９１４万ｔ），韩国（２７．９８０
万ｔ），日本（２５．３９７万ｔ），它们累计占了世界头
足类产量的５９．３％。

表３　按年代统计的各国和地区头足类平均年产量及其排序
Ｔａｂ．３　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ａｔｃｈ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国家和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

１９７０年代
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１９７０ｓ／
（１０４ｔ）

排序

Ｒａｎｋ

１９８０年代
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
（１０４ｔ）

排序

Ｒａｎｋ

１９９０年代
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０ｓ／
（１０４ｔ）

排序

Ｒａｎｋ

２０００年代
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２０００ｓ／
（１０４ｔ）

排序

Ｒａｎｋ

２０１０年代
平均产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２０１０ｓ／
（１０４ｔ）

排序

Ｒａｎｋ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１．７４３ ７ ２．２６０ ８ ２０．９６９ ４ １９．０７０ ６ １１．５１４ ８
智利 Ｃｈｉｌｅ ０．００３ １１ ０．１７４ １１ ０．６１６ １１ １０．９６５ ９ １６．１７９ ６
中国大陆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４．０５９ ５ ５．６６０ ６ １８．９９６ ５ ７９．５８２ １ １１４．３７７ １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５８．３０２ １ ６４．２０５ １ ６２．９９６ １ ４５．０９５ ２ ２５．３９７ ５
韩国 ＲＯＫ ８．３２９ ３ ２１．１６８ ２ ４２．８８７ ２ ３７．４９０ ３ ２７．９８０ ４
摩洛哥 Ｍｏｒｏｃｃｏ ０．１３６ ９ ４．００８ ７ ８．５０２ ８ ７．５０１ １０ ７．７３６ １０
秘鲁 Ｐｅｒｕ ０．０５５ １０ ０．２３１ １０ ２．４６２ １０ ２９．５００ ４ ４６．８２８ ２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１２．５５０ ２ １１．２９４ ５ １０．７２３ ７ ４．７９８ １１ ４．９８３ １１
中国台湾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９７０ ６ １４．０４９ ３ ２２．６８９ ３ １７．２８９ ７ １３．２５１ ７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６．６７６ ４ １１．８１７ ４ １６．０３２ ６ １５．２１６ ８ １１．３３１ ９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０．８２０ ８ １．０１８ ９ ７．０３０ ９ ２０．７９２ ５ ２８．９１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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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头足类渔业 ４０多年的发展历程
（表３、图３），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的产量排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为：日本头足类产量从

１９７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的第１位，降到２０００年代
的第２位，以及２０１０年代的第５位，而中国大陆
从１９７０年代的第 ５位，１９８０年代退居到 ６位，
１９９０年代重回第５位，２０００年代和２０１０年代均
处于第一位。此外，秘鲁和越南的头足类产量从

１９７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均处在８～１０位，２０１０年

代分别上升到第２和第３位。
根据灰色关联度分析，各年代世界头足类总

产量与各大州的关联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表４）：
１９７０年代，亚洲

!

欧洲
!

非洲
!

美洲；１９８０年代，
亚洲

!

美洲
!

非洲
!

欧洲；１９９０年代，亚洲
!

非

洲
!

欧洲
!

美洲；２０００年代，亚洲
!

欧洲
!

美洲
!

非洲；２０１０年代，欧洲
!

亚洲
!

美洲
!

非

洲。由此可见，亚洲在 ４０多年的世界头足类渔
业组成中地位极为重要。

图３　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５个国家和地区的捕捞产量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ｃａｔｃｈｏｆｆ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１９７０ｔｏ２０１６

表４　按年代统计的世界头足类产量与各洲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Ｔａｂ．４　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ｃａｔ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年代 Ｔｉｍｅｓ １９７０年代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年代１９８０ｓ １９９０年代１９９０ｓ ２０００年代２０００ｓ ２０１０年代２０１０ｓ

非洲Ａｆｒｉｃａ ０．６０７３ ０．６４６５ ０．７０１３ ０．５２６９ ０．５７０７
美洲Ａｍｅｒｉｃａ ０．３８８０ ０．６８２４ ０．５２４２ ０．５８１４ ０．７３６９
亚洲Ａｓｉａ ０．８１１８ ０．８８２５ ０．９４４７ ０．８６５４ ０．７４６８
欧洲Ｅｕｒｏｐｅ ０．７６４３ ０．６０２４ ０．５３２２ ０．７２５６ ０．７９６８

　　以２０１０年代头足类捕捞产量处在前五位的
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秘鲁，越南）

为例（图３），对其头足类的捕捞产量及其组成进
行分析。由图３可知：中国大陆的头足类捕捞产
量于２００３年首次超过日本，其产量为８０．９万 ｔ；
以后其产量不断出现增长，到２０１５年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为１５２．８万 ｔ；２０１６年出现下降，其年产

量为１０６万 ｔ（图３），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头足类年产
量均处在第一位。头足类产量组成以阿根廷滑

柔鱼、柔鱼、茎柔鱼为主，其年累计产量为１６万～
８１万ｔ，占头足类的比重为２４％ ～５３％。２００３年
以后，其乌贼类和章鱼类的年产量分别为１１万～
１６万ｔ、９万～１４万 ｔ，占头足类产量的比重分别
为９％～１８％和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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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头足类生产国家。

１９７０—２００３年，日本一直处在世界头足类产量的
首位，主要捕捞种类为阿根廷滑柔鱼、太平洋褶

柔鱼、茎柔鱼、柔鱼、双柔鱼、章鱼类、其他鱿鱼和

乌贼类等。但是，２０００年以后，日本头足类产量
出现持续下降，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４万 ｔ，逐渐下降到
２０１６年１４．５万ｔ（图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间，日本
头足类产量以近海的太平洋褶柔鱼为主，其年产

量为６万 ～３４万 ｔ，其占头足类的比重稳定在
４５％～７１％。章鱼类处在第２位，年产量稳定在
３万～６万 ｔ，所占比重为６％ ～２６％。由此可以
看出，２０００年以后日本远洋鱿钓规模开始压缩，
其远洋鱿钓产量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５万 ｔ，下降到
２００１年１４．４万ｔ，２０１１年进一步下降到１．１万ｔ，
２０１４年以后不足１０００ｔ（图４）［６］。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日本头足类产量组成及其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Ｃａｔｃ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Ｊａｐ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６

　　韩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远洋渔业国家，也是
主要的头足类生产国家。１９７０年代，其年平均头
足类产量为 ８．３２９万 ｔ，居世界第３位，主要捕捞
对象为其沿海太平洋褶柔鱼等。１９８０年代，其头
足类渔业得到发展，特别是远洋鱿钓渔业，年平

均产量超过２１万 ｔ，１９８９年产量接近３７万 ｔ（图
５），居世界第２位（表３）。１９９０年代其头足类渔
业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年最高产量达到历史最

高值，为５９．１万ｔ（１９９９年，图５），平均年产量为
４２．８８７万 ｔ（表３），捕捞对象主要为阿根廷滑柔
鱼、太平洋褶柔鱼、茎柔鱼、柔鱼、双柔鱼等柔鱼

类，而章鱼类、乌贼类产量较低。２０００年以后，韩
国头足类产量出现波动并下降，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
平均年产量下降到３７．４９万 ｔ，基本处于３０万 ～
４４万 ｔ，以远洋鱿钓渔业的产量为主。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的头足类产量为１６万～３６万ｔ，平均年产
量为２７．９８万ｔ，但２０１６年其产量仅为１６．８万 ｔ
（表３），为１９８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图５），产量

出现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远洋鱿钓规模大幅度缩

减［３４，６］。

　　秘鲁是世界上新兴的头足类渔业生产国家。
１９９０年以前，其年头足类产量不足万 ｔ，１９７０年
代和１９８０年代的平均年产量不足０．２５万ｔ，处于
１０个主要世界头足类国家和地区的最后１位（表
３）。１９９０年以后，由于茎柔鱼资源的开发，其产
量得到较大的发展，产量从１．５万 ｔ增加到１９９９
年的５．７６万 ｔ（表３），平均年产量为２．４６万 ｔ。
２００１年以后，其头足类渔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捕捞产量从 ２００１年 ９．１万 ｔ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５４．１万ｔ，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平均年产量达到２９．５
万ｔ（表 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年产量稳定在 ３３
万～６３万 ｔ，最高年产量为６２．７万 ｔ（２０１４年），
平均年产量为４６．８２８万 ｔ，居世界第２位。但是
２０１０年以后，其年产量变化较大（图６），主要原
因是气候变化和海洋环境变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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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韩国头足类产量组成及其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Ｃａｔｃ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Ｋ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６

图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秘鲁头足类产量组成及其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Ｃａｔｃ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ｕ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６

３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与对策

　　头足类作为世界上最具开发潜力的海洋种
类之一，自１９７０年以来，其年捕捞产量增长速度
要比传统重要经济种类高，占世界海洋捕捞产量

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其捕捞产量的增加

主要来自大洋性的鱿鱼类，而乌贼类、章鱼类等

底层头足类的产量增加不大，个别海域还出现了

过度捕捞的现象，如西非海域章鱼等。

在我国，鱿钓渔业已经成为远洋渔业的重要

组成，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远洋鱿
钓渔业国家［８］。但是，由于大洋性鱿鱼种类多、

分布范围广，资源易受环境的影响等因素，我国

远洋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经济大洋性鱿鱼资源的认知能力与远

洋鱿钓渔业强国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认知

能力是指对捕捞对象的特性、分布和数量的了解

程度。我国对主要经济大洋性鱿鱼资源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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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三大洋重要大洋性鱿鱼

的生活史过程、洄游分布规律等掌握不全［９１３］，没

有进行过产卵场的系统科学调查。产生认知能

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１）调查手段方法缺乏科
学与系统性。目前我国渔业资源调查是以生产

渔船为平台的生产性探捕，没有专业的调查仪器

与装备；日本等远洋渔业发达国家则利用科学调

查船每年对三大洋重要经济种类进行规范性的

科学调查。（２）远洋渔业资源探捕与环境监测体
系没有建立，６００多艘远洋渔船的渔获样本、海洋
环境信息等没有全部得到有效利用，目前我们对

渔船采集样本的比例还不是很充分。

　　主要经济大洋性鱿鱼资源开发能力与远洋
鱿钓渔业强国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开发能

力是指准确找鱼、高效捕鱼、渔获保鲜、科学管理

和生产的水平。我国对大洋性鱿鱼渔业资源开

发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１）单位产量的能耗
过高。我国远洋鱿钓渔船的单产总体上比日本

同类渔船低，工业化和自动化程度相对较低。

（２）渔具及加工装备落后。如鱿鱼钓机还依赖进
口，技术装备总体落后发达国家１０年以上。（３）
中心渔场寻找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多数渔船船

长文化程度较低，主要凭经验寻找渔场，对高科

技寻找渔场的接受程度较低。开发能力不足的

主要原因有：（１）高效节能生态型捕捞技术及关
键装备的研发滞后。现代力学、材料学、计算机

等学科没有有效支撑渔具渔法学及其设计学的

发展。（２）渔场预报技术有一定的差距，缺乏一
个近实时、业务化运行的全球海洋环境数据库的

支撑［１４１６］。（３）现代科技成果在远洋渔业中的应
用严重不足。远洋鱿钓渔业是一个大系统，涉及

找鱼、抓鱼、渔获物处理与冷藏、市场销售等一系

列产业链环节，需要引入如物联网工程等新技

术，实现对产业链每个关键环节进行有效监控和

科学管理。

主要经济大洋性鱿鱼资源掌控能力与远洋

鱿钓渔业强国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掌控能

力是指能对远洋渔业资源进行科学评估并获得

国际上的认可，同时在国际渔业组织中主导或参

与管理规则、标准体系制定、配额分配的话语权。

我国对大洋性鱿鱼渔业资源掌控能力较高，但仍

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１）对鱿鱼资源
评估的研究，与金枪鱼等种类相比，仍存在一定

的差距［１７１８］；（２）鱿鱼是一年生的种类，其资源易
受海洋环境的影响，对其资源量影响机制的研究

需要深入。这主要因为：鱿鱼早期生活史的研究

比较欠缺，涉及到产卵场调查等；缺乏与物理海

洋学等相关学科的有效交叉［１９２２］，对资源变动机

制研究不深。

为了确保世界头足类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以

及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建议未来

我国远洋鱿钓渔业重点解决以下重大任务：（１）
建立一个与国际组织接轨的全球远洋渔业资源

调查与生产性探捕的监测体系，开展大范围的渔

业资源探捕、环境调查和样本采集等工作，同时

要结合国际通行的方法，采取科学观察员计划和

港口取样计划等。通过全球远洋头足类渔业资

源科学调查和长序列、大范围的远洋渔业资源生

产性探捕，全面系统掌握传统经济种类的渔业生

物学特性、栖息环境、资源空间分布及渔场形成

机制，进一步提升认知能力。（２）研制全球远洋
头足类渔业渔海况信息服务系统，建立自主产权

的渔具及装备标准化体系，研发渔获品质控制技

术与溯源体系，开展基于物联网工程的远洋渔业

信息化建设，以提高找鱼、捕鱼、保鲜、管理的水

平，提升远洋渔业资源开发能力；同时，围绕远洋

渔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引入现代力学、海洋遥

感、ＧＩＳ、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强多学科的交叉，提
升找鱼、抓鱼和渔获物保鲜的能力。（３）建立一
个涉及渔业、环境、渔船、社会经济等一体的国家

级远洋头足类渔业大数据库，结合物理海洋学、

资源经济学等学科，加强远洋头足类渔业资源评

估、预测和管理策略的模型研发，逐步建立起我

国主导研究的头足类渔业资源评估体系，进一步

增强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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