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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各国对渔业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以及劳动力等问题日益重视，远洋渔业发展正
处于新的变革时期。通过研究近年世界各远洋国家在渔船、产量、加工贸易等方面的变化，总结出世界远洋渔

业发展特点：主要渔业国家远洋减船趋势十分明显、投资领域和投资主体扩大并呈多元化、国际远洋渔业海外

基地数量增加且竞争激烈等。在全球渔业资源分配不均的形势下，远洋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进展继续加快，

结合目前各国远洋渔业产业的发展需求及方向，分析世界远洋渔业的发展趋势：各国无论是在渔船数量、生产

规模，还是投资范围、投资主体、海外基地建设等方面，走向属地化和规范管理，各国应对全球渔业资源衰竭的

举措更加有力；产品可追溯、标准化体系等成为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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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渔业虽保持持续
增长，但增长来源主要是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而

世界海洋捕捞渔业已达到最大潜力［１］，２０１９年世
界海洋捕捞总量为 ８１５０万 ｔ，较上年减少
４．７６％，世界渔业资源的养护及生态问题日益受
到各方面的关注［２］。国际组织对公海渔业资源

养护和管理更加重视，在管理理念和管理实践上

都处于领先地位［３］，但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资

源利用和养护规则以及习惯国际法与《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并不完全一

致［４］，远洋高新技术特别是卫星遥感技术的应

用［５］使得全球海洋渔业增长方式正在从产量增

长型向质量与效益并重型转变。从世界各国远

洋渔业发展现状出发，总结全球范围内远洋渔业

的发展特点，分析世界远洋渔业发展趋势，以期

为中国如何把握新阶段发展机遇，更好地参与世

界远洋渔业竞争合作提供参考。

１　发展现状

１．１　远洋捕捞船队及生产状况
１．１．１　捕捞船队

世界捕捞船队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和９０

年代初期不断地扩张以及２１世纪初期各国不断
地渔船结构调整，目前呈稳定趋势。根据 ＦＡＯ
２０２０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所有机
动渔船中仅有约２％的渔船全长超过 ２４ｍ（总吨
位基本大于１００ｔ），世界范围内约４４６００艘渔船
全长超过２４ｍ。同时，大型海洋捕捞船队平均船
龄在继续增加［６］。

２０１９年受全球区域性金枪鱼渔业管理组织
ＩＯＴＣ、ＷＣＰＦＣ、ＩＡＴＴＣ和 ＩＣＣＡＴ管理下的金枪鱼
渔船为１８４５８艘（表１）。其中：印度洋有捕捞船
５８２４艘，以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主，占总量的
３１．５５％；中西部太平洋有３４３８艘，以日本、中国
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大陆为主，占总量

的１８．６３％；东部太平洋有 ５４７５艘，以美国、智
利、中国大陆、巴拿马和委内瑞拉为主，占总量的

２９．６６％；大西洋有３７２１艘，以西班牙、意大利、
法国、美国、摩洛哥为主，占总量的 ２０．１６％（表
１）。
　　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各国或地区在 ＯＰＲＴ（负
责任金枪鱼渔业推进机构）登记的金枪鱼渔船

８９５艘，与 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１１年相比，分别减少了
３８．４４％和１６．３６％。从渔船登记数量看，中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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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占总数的３３．３０％，日本占２０．４５％，中国
大陆占 ２０．３４％，韩国占 １１．９６％，其他国家占
１３．９５％（图１）。２０１１年后减船较多的有日本、
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分别减少３１．４６％、１６．９９％

和２６．７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基数小，减船幅
度更大。中国大陆是少数增幅较多的地区之一，

２０１１年以来渔船增长３１．８８％。

表１　主要国家或地区远洋生产渔船数量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ｌａｇｉｃ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ｉｎ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艘

国家或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ＯＴＣ ＷＣＰＦＣ ＩＡＴＴＣ ＩＣＣＡＴ

中国大陆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１２３ ６０２ ４２２ ４８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５１６ ２２
韩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７７ １８７ １０３ ５３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８７ ７３９ ２２７ １８６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５５ ３３８
中国台湾地区 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３９ １５１ １６６
斯里兰卡 ＳｒｉＬａｎｋａ ２１５４
马尔代夫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９９１
塞舌尔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１０８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５６ １２ １７２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５１ ５８ ９６ ６０３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１ ４７８
瓦努阿图 Ｖａｎｕａｔｕ ７１ ６０ １２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７ ２１２３ ４５１
智利 Ｃｈｉｌｅ ６５１
摩洛哥 Ｍａｒｏｃ ８１９
厄瓜多尔 Ｅｃｕａｄｏｒ ７ ２１２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３５７ ４７
巴拿马 Ｐａｎａｍａ １５３ １７１ ５２
委内瑞拉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２３ ９
其它国家或地区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５０５ ４１３ ８７９ ６２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８２４ ３４３８ ５４７５ ３７２１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各渔业管理组织及ＦＡＯ统计资料。

Ｎｏｔ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ｍｗｏｒｌ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Ａ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１．２　远洋生产
全球远洋捕捞对象主要有金枪鱼、类金枪

鱼、鱿鱼类和南极磷虾等种类。２０１９年大洋性捕
捞产量（如金枪鱼类和鱿鱼类等）占全球产量超

过１２％，出口分别占种类及出口总量的９％和总
价值的 １１％。其中，金枪鱼和类金枪鱼产量在
１９８１年约为１８７．９万ｔ，２０１９年约５７２．１６万ｔ（表
２），３６年间增长至约３．０４倍。其中南方蓝鳍金
枪鱼、蓝鳍金枪鱼、大眼金枪鱼、长鳍金枪鱼、黄

鳍金枪鱼和鲣鱼分别约占 ０．２９％、０．８２％、
６．８６％、４．２９％、２７．５８％和６０．１６％（图２），与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基本持平。近年来大致维持在自
２００２年起的同一水准，一般年景其全球生产量保
持在４００万～５００万 ｔ，但２０１４年全球金枪鱼和
类金枪鱼产量为历史最高，近７７０万 ｔ，其中鲣鱼
产量超３００万ｔ，为历史最高水平；黄鳍金枪鱼近
１５０万ｔ，恢复和接近历史水平；其他金枪鱼类产
量在多年衰退后趋于好转。

４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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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ＯＰＲＴ登记的各年度金枪鱼渔船数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ｕｎａ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ｉｎＯＰＲＴｅａｃｈｙｅａｒ

表２　各大海域金枪鱼类渔获量
Ｔａｂ．２　Ｔｕｎａｃａｔｃｈｉｎｍａｊｏｒｓｅａ 万ｔ

海域

Ａｒｅａ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太平洋蓝鳍

金枪鱼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大西洋蓝鳍

金枪鱼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南方蓝鳍

金枪鱼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

黄鳍

金枪鱼

Ｙｅｌｌｏｗｆｉｎ
ｔｕｎａ

长鳍

金枪鱼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ｔｕｎａ

大眼

金枪鱼

Ｂｉｇｅｙｅ
ｔｕｎａ

鲣鱼

Ｓｋｉｐｊａｃｋ

大西洋（地中海除外）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５５．７２ ０．９０ ０．２８ １４．５４ ５．００ ７．４５ ２７．５５

地中海 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２．４６ ２．１７ ０．２７ ０．０２
印度洋 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１１６．７４ １．００ ４４．３９ ４．０２ ８．６７ ５８．６６
东太平洋 Ｅａ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９５．４４ ０．４２ ３１．００ ４．４３ １１．７２ ４７．８７
西太平洋 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３０１．８０ １．２０ ０．４０ ６７．９０ １０．８０ １１．４０ ２１０．１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７２．１６ １．６２ ３．０７ １．６８ １５７．８３ ２４．５２ ３９．２４ ３４４．２０
注：资料来源为ＦＡＯ全球产量２０１９年数据。
Ｎｏｔ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ＦＡＯ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１９．

　　主要远洋国家或地区金枪鱼类生产可分为４
个层次，第一梯队渔获量在３０万ｔ以上的分别是
印度尼西亚、日本、厄瓜多尔、韩国、菲律宾和中

国台湾地区，占总量的 ４４．３０％；第二梯队在 ２０
万ｔ以上的分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西班牙、美国
和基里巴斯，占总量的 １７．７７％；第三梯队在 １０
万ｔ以上的分别是、墨西哥、马尔代夫、塞舌尔、法
国、越南，占总量的１１．０３％；中国大陆和伊朗在
第四梯队，产量在８万 ～９万 ｔ左右；其他国家生
产量约为１３５．５６万ｔ，占总量的２３．６９％（表３）。

鱿鱼生产的主要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秘鲁、阿根廷、智利和中国台湾地区

（表４）。２０１９年各大洋鱿鱼生产量为３７３．５８万
ｔ，与２０１４年峰值相比减少２３．０８％，与２０１８年相
比，增加２．８５％。其中：北太平洋柔鱼钓主要有
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占总量的

２３．６８％；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钓主要有中
国大陆、阿根廷、韩国、福克兰群岛和中国台湾地

区，占总量的８．９７％；东南太平洋公海海域茎柔
鱼钓主要有秘鲁、中国大陆和智利，占总量的

２５．３６％。

５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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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ＦＡＯ及各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网站。

Ｓｏｕｒｃｅ：Ｆ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图２　２０１９年全球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生产量和所占比重
Ｆｉｇ．２　Ｇｌｏｂａｌｔｕｎａａｎｄｔｕｎａｌｉｋ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９

表３　主要远洋国家或地区金枪鱼鲣鱼类生产量
Ｔａｂ．３　Ｔｕｎａａｎｄｂｏｎｉ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ｊｏｒ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国家或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

产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０ｔｔ
金枪鱼

Ｔｕｎａ
鲣鱼

Ｓｋｉｐｊａｃｋ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２９．９９ ４２．６９ ７２．６８ １２．７０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６．３７ ２０．２１ ３６．５８ ６．３９
厄瓜多尔 Ｅｃｕａｄｏｒ ９．３１ ２２．９０ ３２．２１ ５．６３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ａｐｕａＮｅｗＧｕｉｎｅａ ７．２１ １９．５２ ２６．７３ ４．６７
中国台湾地区 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 １６．１３ ２０．５３ ３６．６６ ６．４１
韩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８．３７ ２８．６４ ３７．０１ ６．４７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１１．６０ １７．３１ ２８．９１ ５．０５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６．４８ １７．３６ ２３．８４ ４．１７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１１．７１ ２６．６４ ３８．３５ ６．７０
基里巴斯 Ｋｉｒｉｂａｔｉ ３．４２ １８．７７ ２２．１９ ３．８８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１１．６３ １．６５ １３．２８ ２．３２
马尔代夫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４．５１ ８．９０ １３．４１ ２．３４
塞舌尔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５．１６ ７．２９ １２．４５ ２．１８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６．７８ ６．２７ １３．０５ ２．２８
伊朗 Ｉｒａｎ ６．００ ３．９８ ９．９８ １．７４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２０ ８．７４ １０．９４ １．９１
中国大陆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８．１４ ０．２０ ８．３４ １．４６
其他国家或地区 Ｏｔｈｅｒｓ ６２．９７ ７２．５８ １３５．５６ ２３．６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７２．１７ ２２７．９８ ３４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

注：表中各国数据均为２０１７年。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ｌｌｉｎ２０１７．

１．２　贸易消费状况
进入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时代以来，各国加

强了自己国家周边渔业资源的商品开发，使得水

产品与其他一次产品比较，其出口量相对比较

高。随着水产品流通技术的提升，贸易自由化、

全球化的进展，水产品可在一个国家生产、在另

一个国家加工并在第三个国家消费，产品加工向

运输费和人工费较低的国家转移，贸易结构和方

式按商品和区域差异相对明显。

全球水产品国际贸易总量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
年代起得到迅速增长，１９７６—２０１８年，世界鱼和
渔业产品贸易额显著增加，从８０亿美元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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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亿美元，年增长率为８．００％。２０１３年水产
品贸易强劲反弹，达到约１４９０亿美元。国际水

产品贸易的长期发展趋势依然是积极的，水产品

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量将持续增加。

表４　主要国家或地区各年度鱿鱼生产量
Ｔａｂ．４　Ｓｑｕｉ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ａｃｈｙｅａｒ ｔ

国家及区域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ｅａ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西南大西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９７５８８９ １０８９２９８ ２１０３３２ ４３５２８０ ３８５０９０ ３３５０２８
　中国大陆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３３６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 ６９０００ １２７５８０ １０５３００ １００７４１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１６８８４５ １２６７４１ ５９９６２ ９９２１６ １０８３３０ ９６２９５
　中国台湾地区 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９２ ２５６５９２ １２８３８ ７３７２８ ５８９１８ ３４０００
　福克兰群岛 Ｆａｌｋ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ｓ ４９２５５ ４２０２２ ４１０１４ ５７５９０ ７３７１４ ７３４４８
　韩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１５２４２０ １４０１８９ １０４４６ ４６１８５ １２９６３ １６０４９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４７５３９ ３２３３９ １０１０４ ２０６３７ １４６５６ ７５１４
　其他国家或地区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０５３８ ２１４１５ ６９６８ １０３４４ １１２０９ ６９８１
西北太平洋 Ｐａｃｉｆｉｃ，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１２８３０４５ １１９２３０３ １０５４５７３ １０４１７５４ ９０６０２８ ８８４７３３
　中国大陆 Ｃｈｉｎａ’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７１３７１５ ７３４８４２ ６４８３４８ ６７９０５８ ５８９５１０ ５６９２０４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２４４３９３ １９９６９０ １４６９４３ １３８８８７ １１９７５２ １０９８００
　韩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１８７５３６ １８１８２９ １４７２１５ １１５３８３ ７５０８０ ８２６０５
　俄罗斯联邦 Ｒｕｓ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１１０９９ ５３９０５ ８７３９４ ８３３８７ １０２４０５ ９８２２７
　中国台湾地区 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８２８ ４３５７ ７６０９ ８７２９ ３１３１ ８８１７
　其他国家或地区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９４７４ １７６８０ １７０６４ １６３１０ １６１５０ １６０８０
东南太平洋 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１１６８５２０ １０２３９３８ ７６０９６４ ７７１６７９ ８９６２８６ ９４７５４４
　秘鲁 Ｐｅｒｕ ６２６９４８ ５３９１３５ ３３５６６６ ３０３６００ ３６４１９３ ５３９１８１
　中国大陆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３３２５２３ ３２３６３６ ２２３３００ ２９６１００ ３４６２００ ３３１２１２
　智利 Ｃｈｉｌｅ １７８９０３ １４５５４９ １８４１３４ １５６１４８ １４８１３３ ６１６０８
　中国台湾地区 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ｉｎａ ４７９５ １００７２ １２９８９ ７３３８ ３８４８ ２０８５
　韩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 ７２０３ ４２６３ ４３８８ ３４５６ ３５００ ５５１４
　其他国家或地区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８１４８ １２８３ ４８７ ５０３７ ３０４１２ ７９４４
西中太平洋 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６４１６０４ ７００４７５ ６７００７８ ６４１６５１ ５７９６９８ ６７５３３９
　越南Ｖｉｅｔｎａｍ ３１３８８９ ３３５５０３ ３３８６９８ ３６８５９８ ２５８９６９ ３７１６９３
　印尼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１２８６８３ １８５７９６ １３８８７４ ９４２４８ １３６２３６ １３９８０５
　泰国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８３２２９ ７６３０４ ８９７０７ ７８７９５ ９２２０２ ７５１１７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６１２５２ ５８２６７ ５７６６２ ５５０６２ ５２００２ ５２１７８
　马来西亚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４４２６９ ３８４５７ ３９０７８ ３８７２５ ３４２６５ ３０４６０
　柬埔寨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９４７０ ５６０９ ５６００ ５６００ ５６００ ５６００
　其他国家或地区 Ｏｔｈｅｒｓ ８１２ ５３９ ４５９ ６２３ ４２４ ４８６

注：资料来源为ＦＡＯ统计资料。
Ｎｏｔ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ＦＡ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全球远洋产品贸易和消费主要集中在日本、
欧盟、美国和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双

边贸易有近６０个国家。日本是金枪鱼生产和消
费的主要国家，年金枪鱼类生产量占全球总量的

近十分之一，年金枪鱼类消费量约占全球生产总

量的四分之一。２０１９年日本市场的金枪鱼类供
给量为３５．７万 ｔ，其中：日本国内为１８万 ｔ，进口
为１７．７万ｔ；黄鳍金枪鱼１４万ｔ，大眼金枪鱼９．９
万ｔ，长鳍金枪鱼４．２万ｔ，蓝鳍金枪鱼７．６万ｔ，分
别占总量的３９．２％、２７．７％、１１．８％和２１．３％，主
要进口地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中国大陆、塞舌

尔和印度尼西亚，约占进口量的７０％［７］。日本金

枪鱼供给量近年来因国内消费低迷，总体呈下降

趋势，但进口量呈上升趋势。

全球生鱼片用金枪鱼贸易量约 ３５万 ｔ，其
中：日本约 ２０万 ｔ，生鱼片用金枪鱼供给量约
５１％自身生产，４９％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
国大陆等进口；美国约９万 ｔ、韩国约２万 ｔ、中国
大陆约１万ｔ、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各约８０００ｔ，
其他国家和地域约１万ｔ。

美国是冰鲜金枪鱼和冷冻金枪鱼的主要消

费市场之一，年金枪鱼消费量约６万余 ｔ，其中：
冰鲜金枪鱼约 ３万 ｔ，主要来自美国近海、南美
洲、亚洲等地；冷冻金枪鱼约３万 ｔ，主要来自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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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越南等国；超低温金枪鱼约１０００ｔ，主要来自
韩国。全美仅有３家公司拥有超低温冷库，业者
直接向宾馆和日式餐厅等提供金枪鱼货源服务，

可见其冷链物流业十分发达和成熟［８］。

２　发展特点

２．１　主要渔业国家或地区远洋减船趋势十分明
显

受产业竞争、生产成本上升和利润不稳定等

的影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捕捞渔船数

量特别是鱿鱼钓渔船数量呈大幅下滑态势，而中

国大陆远洋渔船总体规模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增
长了７１．９％，远洋船队总体规模和远洋渔业产量
已大大超过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传统渔业

强国［９］。未来中国将严格控制渔船数量和规模，

调整渔船作业结构，转型升级，讲求效益和质量，

确保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主要渔业国家或地区在２０１０年后金枪鱼渔
船减船幅度较大，其中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瓦努

阿图、菲律宾分别减少１７．８％、１４．２％、２３．０％和
１５．４％，海洋渔业强国挪威甚至没有远洋渔船；
而增幅较大的为中国大陆、塞舌尔和斐济，分别

增加了８．７％、３６．４％和３３．３％。
２．２　投资领域和投资主体扩大并呈多元化趋势

过去几十年间，国际海洋渔业投资主要集中

在海洋捕捞领域。近年来，由于全球渔业资源变

化和衰退，远洋捕捞业竞争日趋激烈，而全球海

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逐渐加大，各国或地区海

洋渔业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该领域国际投资规模

和主体将持续增大，国际远洋渔业投资逐渐由单

一捕捞生产拓展至水产养殖、技术服务、水产品

加工与销售、餐饮服务、渔船渔具修造、渔港码头

建设等各个领域［１０］。

传统上，从事海洋渔业国际投资的企业多为

水产行业企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投资

机构开始涉足海洋渔业领域。如日本野村证券

募集１４０亿日元（约１．２３亿美元）资金，创建全
球首只渔业信托基金。法国东方汇理资产管理

公司日本分公司对该项信托投资基金进行管理，

首批资金将用于投资包括渔业捕捞、水产养殖、

渔业装备、海产食品生产服务领域的４０～７０家公
司。韩国政府投资约 ２．７６亿美元用于远洋捕
捞、海洋养殖和海产品加工销售，强化其远洋竞

争力。中国联想集团与国内外相关企业合作，引

进国外先进的水产业理念，投资水产养殖、加工

流通、产品销售等领域，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水产品牌。

２．３　国际远洋渔业海外基地数量增加且竞争激烈
从供给角度看，虽然总体上全球渔业资源开

发力度过大，传统渔场和品种利用已超负荷，但

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又严重不均，全球范围内尚

有不少海域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海域的渔业资源

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着自主开发与合作开发

的多种可能性［１１］。

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世界

海洋渔业禀赋分布的差异为各国开展国际渔业

资源合作开发提供了可能性，而基地建设成为合

作的重要方式之一。韩国在１８个国家设有２１个
海外基地，其中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分别有９
个、８个和４个，与１３个沿海国家签订了渔业合
作协议，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和付费方式获得捕捞

许可证。日本在东南亚、东非等地以无偿经济、

技术援助的方式继续加强海外基地建设，扩大产

品销售和影响力。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境外以

独资、合资的方式投资建设生产和配套基地，设

立多个办事处和子公司，深圳联成远洋渔业有限

公司设立６个海外基地，福州宏东远洋渔业有限
公司在毛里塔尼亚设立规模较大的综合性渔业

基地。

２．４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远洋渔业
投资开发东道主

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优质海产品的需求强劲，

拥有相对过剩的捕捞能力、先进的养殖技术、雄

厚的经营资本以及丰富的国际管理经验，日本、

韩国、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等在非洲、

亚洲、太平洋岛国以及南美洲等投资开发远洋资

源，西非的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佛得

角、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利昂、加纳，东非的

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亚洲的中国、阿曼、也门、

缅甸、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中部、南太平洋地

区的斐济、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南美的智

利、秘鲁、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苏里南等成

为海外渔业投资的理想地和选择地。

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

强，也逐步加大海外市场投资开发力度，远洋渔

业企业通过设立生产基地、办事处、销售公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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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水产加工厂和综合性服务基地、区域运营中心

等多种形式的机构布点全球，开展生产和经营活

动，开发当地消费市场，如中国水产总公司在西

班牙设立办事处，上海水产集团在日本设立子公

司，深圳联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在夏威夷、新泽

西、洛杉矶、西雅图、东京、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

及销售中心［１２］。

３　发展趋势

３．１　重要渔业资源总体上虽利用过度，但全球
性衰退趋势得到一定控制

ＦＡＯ报告表明，２０１５年鱼类约占全球人口动
物蛋白消费量的１７％，并提供了约３２亿人口人
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近２０％［６］。随着世界水产

品需求的增大，海洋渔业为水产品供给的作用仍

然较大，因此渔获物资源的维持、增大是一个重

要的课题。从世界渔业资源生产区域看，２０１６年
西北太平洋捕捞量约占全球捕捞总量的２８．３％，
中西部太平洋约占 １６．１％，东北大西洋约占
１０．５％，东印度洋约占 ８．１％，南东太平洋约占
８．０％。根据ＦＡＯ渔业资源评价（２０１３年），渔获
量前十位的鱼种约占世界总渔获量的２７％，其中
大部分已无扩大渔获量的余地，均处于过度利用

状态。但由于渔业资源管理更加严格，物种可持

续利用数量有所增加。

金枪鱼类资源中有４３％处于过度利用状态。
其中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金枪鱼类中，鲣

鱼资源处于一般利用和未过度利用水平状态，大

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资源处于过度利用或接

近于过度利用水平状态，长鳍金枪鱼中的南方长

鳍金枪鱼资源在中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处

于一般利用和未过度利用水平状态，北方长鳍金

枪鱼资源在中西太平洋和大西洋处于一般利用

和未过度利用水平状态。因为实现可持续渔业

已达成一项全球共识，世界各国渔业管理不断改

善，遭到过度捕捞物种的种群数量下降趋势有所

放缓。

３．２　各国渔业资源保护与养护意识日益增强，
非政府组织监督作用日益加强

沿海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实施

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管理的３０多年中，不断强化
本国渔业资源管理，为本国经济水域的海洋资源

养护与开发，采取对生产渔船按渔船吨位、捕捞

量、生产天数等缴纳入渔费用的相关政策措施和

规定。

为实现全球渔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各国政

府、国际机构、民间社会通过相互关联的具体措

施打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治理环境［１３］。渔业对

海洋濒危动物的影响受到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

众的高度重视，受一些国家和政府组织经费资助

的蓝色环境保护组织积极参与海洋濒危动物和

海洋环境及渔业资源管理，并对鲨鱼、海龟、海鸟

等重要种类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监督作用日

益明显。

３．３　全球渔业资源管理日趋严格，沿海国对合
作渔业入渔门槛日趋增高

区域性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等纷纷制定资源

管理型管理制度，展开相关资源评估，在此基础

上确定投入或产出管理方式，建立有关捕捞国家

和船队的鱼类捕捞产量、捕捞渔船数量、捕捞配

额等管理措施，并对公海捕捞生产渔船实施临时

登船检查制度。

２００１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了《防止、阻止
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捕捞的国际行动

计划》，要求各国和国际渔业组织采取措施，严厉

打击ＩＵＵ非法捕捞，并得到市场国的全面支持。
除此之外，对捕捞产品实施产地证明书制度，还

对地中海以及东大西洋水域实行各项监督措施，

其中包括扩大禁渔期、禁止捕捞小型鱼类以及强

化养殖品种等，以加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与养

护。

与此同时，各沿岸国家以及政府、非政府组

织之间渔业管理的合作日益加强，共同合作进行

海洋资源评估、控制捕捞努力量、分配捕捞配额、

打击非法捕捞，严格限制捕捞能力的增加，限制

渔业补贴对渔业资源带来负面影响，渔业管理措

施日趋严格。各沿岸国的资源利用管理费用倍

增，入渔标准和计算方法多样，使得企业成本不

断攀升，生产效益不断下降，放弃合作趋势有所

增加。

３．４　远洋渔船技术装备明显增强，资源市场利
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

为有效地利用宝贵的渔业资源，提倡以生态

系统的概念为指导，开展生态环境友好的捕捞技

术，以现代工业理念改造和提升传统渔业，远洋

生产渔船技术装备专门化发展趋势明显，针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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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渔业资源和生产渔场，设计建造专业的捕捞渔

船进行资源生产和加工，并利用“互联网 ＋”，建
立起全方位的远洋产品销售体系［１４］。同时，远洋

渔业企业通过产业链的整合和对消费市场及产

品价格的控制，特别注重对市场整合和控制能

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３．５　产品可追溯体系、标准化体系等成为远洋
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建设任务

食品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之一，拥有知

名度、美誉度的远洋水产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面对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制约，运用物联网技

术对远洋生产和加工产品实行全程可追溯，建立

标准化体系及冷链物流等成为远洋渔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任务，有利于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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