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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太平洋金枪鱼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根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中西太平洋金枪鱼

渔获量占世界金枪鱼总产量的 &’(。中西太平洋主要捕捞

的金枪鱼类为四种，即鲣鱼（)*+,-./0-, 123*45,）、黄鳍金枪

鱼（67-00-, *38*9*:2,）、大目金枪鱼（67-00-, /82,-,）、长鳍

金枪鱼（67-00-, *3*0-;*）。<==< 年中西太平洋这四种主要

金枪鱼总渔获量为 <>==&>’?@+，其中鲣鱼、黄鳍金枪鱼、大目

金枪鱼及长鳍金枪鱼渔获量分别为 !>?<=>@A< +、&&@>!<<+、
!<&>!=B+ 及 !!?>A!@ +，渔获量所占份额分别为 @@(、<<(、

@(和 @(。

资源评估认为，中西太平洋鲣鱼资源开发水平适度；黄

鳍金枪鱼资源目前没有过度开发，但资源可能接近充分开

发；太平洋大目金枪鱼作为单一种群，已接近完全开发状

态；中西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目前的生物量大约为资源未开

发时的 @=(，资源没有过度开发。

长期以来，中西太平洋大多数渔获量由日本、韩国和我

国台湾省远洋船队的大型渔船捕获。但近几年来，在中西太

平洋某些区域，太平洋岛国国内船队的活动增加，一些太平

洋岛国已开始着手发展本国的金枪鱼渔业。巴布亚新几内

亚、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和所罗门群岛等，都已经建立本

国的金枪鱼延绳钓和围网船队。

<"中西太平洋金枪鱼渔业管理

C!D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机构现状。

!南太平洋委员会（EFG）。完全属于顾问和咨询性质，

主要为各岛国提供科学管理信息和人才培训服务，包括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发展和渔业评估等，不进行任何国际渔

业管理或制订法规活动。

"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由南太平洋独立国家的

政治力量组成，主要负责协调南太 !@ 国专属经济区的渔业政

策（主要是金枪鱼渔业），由南太平洋论坛委员会直接领导。

#瑙鲁组织（H*-:- I:/-1）。包括密克罗尼西亚、基里巴

斯、马绍尔、瑙鲁、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及图

瓦卢等 ’ 个成员国。主要研究与远洋渔业国家和地区间的

渔业合作问题，如外国渔船登记注册、签定入渔协定中的最

低条件拟订等。

$《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

（JGF#G）。由在中西太平洋地区入渔的主要远洋渔业国家

和地区及 ##$ 成员国组成。JGF#G 基本以《执行 !A’< 年

!< 月 != 日K联合国海洋法公约L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

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为蓝本，包含了强

烈的沿海国主张，对远洋渔业国家和地区的要求十分严格。

（<）管理趋势。

!配额管理方面。JGF#G 规定，将在管辖区内确定高

度洄游鱼类种群的总许可渔获量或捕捞努力量，必要时确

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总许可渔获量或捕捞努力量的分配标

准。鉴于其他金枪鱼国际管理组织已对部分鱼种实施或准

备实施配额管理，JGF#G 已加快了这方面的步伐。

"MNN 捕捞方面。JGF#G 决定：敦促所有国家、捕捞实

体和其他实体在管辖区域内的捕捞强度和能力的扩张方面

进行合理限制并应用预防性措施；敦促所有有关国家、捕捞

实体和其他实体，采取所有适当措施，预防、阻止和消除管

辖区内的“非法、未报告和未管制”C5!!2;*3> -0:21/:+> -0:2;O
-3*:—MNND的捕捞活动。

#船旗国责任方面。JGF#G 对船旗国责任作了详尽的

规定，在管辖水域内捕捞金枪鱼的渔船必须得到 JGF#G 的

适当许可，成员国应确保在该地区作业的本国渔船有适当

的 注 册 及 许 可 ， 并 能 进 行 有 效 监 控 ， 船 旗 国 应 定 期 向

JGF#G 上报渔获统计资料和数据。

摘要：西太平洋是世界金枪鱼的主要产区。本文在分析中西太平洋金枪鱼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渔

业管理现状及趋势，我国在该地区金枪鱼渔业现状及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发展我国中西太平洋金枪鱼

渔业做了几点探讨。

关键词：中西太平洋；金枪鱼；渔业；中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发展我国中西太平洋金枪鱼渔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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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方面。!"#$" 规定，为有效监测、管制、监

督养护和管理措施的执行，委员会应建立适当的合作机制，

包括船舶的监测系统（%&’）、管辖区域内公海的登临和检

查的程序，地区观察员计划，渔业资源的科学调查活动等。

()我国中西太平洋金枪鱼渔业

（*）现状。

*+,, 年，中国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派出第一支 - 艘

金枪鱼船队，开赴贝劳共和国捕捞金枪鱼，当年渔获 ../，揭

开了我国中西太平洋金枪鱼渔业的序幕。*++* 年后，我国金

枪鱼渔业在贝劳获得成功，开始步入发展阶段，作业海域从

贝劳扩展到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目前我国在中西太平

洋的主要作业水域为密克罗尼西亚、贝劳、斐济、瓦努阿图

和马绍尔等太平洋岛国的专属经济区和中西太平洋公海。

自 *+,, 年我国在中西太平洋开始金枪鱼渔业以来，延

绳钓渔获产量和作业船数逐年上升 ，*++. 年 最 高 ， 为 *.0
.*1/，当年作业船数 .12 艘。其后渔获产量及作业船数下降，

*++, 年产量仅为 (0..2/。*+++ 年以来，作业船数和渔获产量

分别在 *34 艘和 ,0444/ 左右浮动。3443 年渔获产量 -0+.*/，
作业船数 *3( 艘。

我国于 344* 年 2 月份开始在中西太平洋发展围网渔

业，最初是中鲁远洋渔业公司的“泰福”号围网船，当年实现

渔获 (04+4/。3443 和 344( 年中鲁的“泰寿”及上海远洋渔业

公司“金汇一号”和“金汇二号”相继投入生产，3443 年实现

围网渔获 ,0112/。今年三月中旬，我国的第 1 艘金枪鱼围网

船“金汇三号”也已奔赴中西太平洋海域。

（3）主要存在问题

"渔船设备落后。我国大部分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渔

船及目前投产的 1 艘围网渔船均是从国外购进的二手船，

船舶老化，设备简陋，制约了我国金枪鱼捕捞技术水平的提

高。

#冷冻技术原始。虽然我国在中西太平洋的超低温延

绳钓渔船数量有增加的趋势，但金枪鱼捕捞船队仍以小型

冰鲜金枪鱼延绳钓渔船为主，不能在海上直接冷冻，只能冰

鲜保藏，严重影响了渔获物的鲜度和质量。

$国内法规不健全。我国尚无捕捞数据收集制度、违规

渔船的处罚制度、远洋渔船监管制度等，国家一级的远洋渔

船注册和许可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直接影响国家对远洋

金枪鱼渔业的整体宏观调控。

!管理力度不够。远洋渔业企业、船队、船员的素质有

待进一步提高。如，我国远洋捕捞船队多年来一直未能提供

有效的鱼类生物学数据，每每受到一些国家的批评和指责。

.)几点探讨

为了维护我国在中西太平洋的远洋渔业利益，我国应

积极采取多方面应对措施，建议目前主要采取如下几点：

（*）合理规划布局。有关方面应把金枪鱼渔业列入国家

发展计划，从全局和客观出发，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适当安

排作业船数，提高渔船作业质量，重点考虑中西太平洋尚处

于中等开发程度的鲣鱼资源。

（3）完善管理措施。我国应根据相应的国际公约、协定

和决议的规定，制定远洋渔业规章制度，健全金枪鱼渔业管

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对我国从事远洋金枪鱼渔业的渔船

实施批准、注册和授权制度；遵守国际上有关渔业建造、通

信设备、渔具标识、监测设备等方面的规定。建立和完善我

国的渔获统计报告制度，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完备的渔获

统计资料，包括鱼类生物学数据。

（(）加强科学研究。提出我国关于中西太平洋金枪鱼渔

业的 56"、总捕捞努力量及其分配标准的管理意见，共同参

与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的讨论。加强金枪鱼延绳钓捕捞、保

鲜和加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提高延绳钓捕获率，降低对海

鸟、鲨鱼等的兼捕率，同时加强金枪鱼渔船及船用设备的研

究。

（.）加强管理培训。积极宣传有关国际渔业协定、决议和

公约，使我国从事远洋作业的渔业企业、渔船及船员遵守有

关国际海上航行和捕捞作业等方面的规定等。按照国际标准

对我国远洋金枪鱼渔业企业和船员进行培训，提高总体综合

素质。

（1）积极参与合作。在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成为国际渔

业管理趋势的今天，一国要争取到自己的利益，唯有积极参

与才有机会。随着 !"#$" 的生效，我国应继续参与 !"#$"
的有关会议和活动，及时了解该组织有关金枪鱼资源养护

和管理的动态与措施，开展与 !"#$" 资源沿海国的对话、

交流与合作，密切与该地区其他远洋捕鱼国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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