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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岛国国土形式
、

优越的海洋地理位

置
,

使日本从古代开始便成为世界主要的渔业

国家之一
。

纵观历史
,

日本渔业虽几经沧桑
,

但其在世界渔业中却一直保持着重要地位
,

如

今 日本仍是世界最主要的渔业生产国
。

同时
,

日本在其漫长的渔业发展过程中
,

已逐渐形成

了一整套较为合理的渔业管理体系
,

生产与管

理相辅相承
,

相得益彰
。

一
、

日本 的渔业 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

着意改善在二战中处于瘫痪状态的渔业
,

重建

其生产能力
。

使用吨位更大的渔船
、

提高渔船

作业效率以及增加技术含量等
,

从而促使其渔

业产量有所增长
。

到  年
,

日本捕捞业 已

经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

渔获量达 万

吨
。

年与  年其渔获量分别达到

万吨和 万吨
。

从  年开始
,

其年捕捞

量已超过 万吨
,

不过 年产量降至

万吨
。

此外
,

近年来 日本渔业在其他国家

海里专属经济区 内的渔获量显著减少
,

而

在公海及本国 海里专属经济区 内的渔获

量却上升
。

其原因在于
,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

家开始限制外籍渔船进入其水域作业
,

加上油

价暴涨渔船的燃料消耗等费用逐渐升高
,

远洋

渔业船只数量减少
。

依据生产作业范围与生产规模
,

日本将渔

业分为六大类 远洋渔业
、

近海渔业
、

沿岸渔

业
、

海水增养殖业
、

内陆渔业及淡水增养殖业
。

远洋渔业

该类渔业的作业范围集中于公海
,

以及世

界各国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
,

作业船舶吨位

大
、

效率高
。

其具有代表性的作业方式有 拖

网捕捞
、

杆钓与绳钓
、

流网作业等 根据一项国

际协定要求
,

已于 年废止流 网作业
。

随

着大多数沿海国家相继设立 海里专属经

济区
,

以及俄罗斯与美国等已逐步缩减日本渔

民的作业水域
,

日本被迫对其远洋渔业结构作

了重要调整
。

 年
,

母船式拖 网捕捞作业

不得不退出美国专属经济区
,

接着
,

年延

绳垂钓作业
,

以及 年母船式大麻哈鱼捕

捞作业也相继退出
。

由于 日本在其他 海

里经济专属区的渔获量大减
,

尽管在公海上的

捕捞产量与过去相当
,

其总渔业产值 自

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

近海渔业

近海渔业作业主要集中于 日本的 海里

领海线以外水域
,

作业船舶吨位在 吨以上
。

经营该类作业的多为中小企业
,

他们采用双拖

大中型渔网
,

用特种钩钓鱿鱼
,

系桅深水网捕

刀鱼作业
。

近海渔业产量的高低取决于其资

源状况
。

年
,

日本近海渔业产量 约

万吨
,

约占全国渔业总产量的一半
。

然而
,

近

海渔业产值自 年以来一直下滑
,

原因在

于其产量大部分为沙丁鱼之类的低值种类
,

低

值鱼 占其渔业总产量的 以上
。

沿岸渔业与海水增养殖业

沿岸渔业作业区域集中在 日本 海里领

海线以内水域
,

使用定置渔具
,

渔船吨位不足

吨
。

其主要作业方式有 拖网
、

刺网
、

杆钓

与绳钓
,

以及贝类与藻类采集
。

自 年以

来
,

产量一直保持在 万吨左右
。

但随着人

们对高值鱼 品需求量的增加
,

其产值持续上

升
。

海水增养殖一般分布在有防护屏障且海

流适宜的沿岸地区
。

增养殖业伴随着养殖种

类的增加而持续发展
,

以满足社会对高质鱼品

需求的扩大
。

日本海水增养殖业产量占总渔

业产量的
,

产值占总产值的
。

人工

增养殖品种有真绸
、

扇 贝
、

珍珠和 海藻 海带



等
。

其中牡蜘
、

珍珠及紫菜几乎全部依靠人

工养殖
,

对于其他种类而言
,

扇贝占
,

对

虾占
,

海带占
。

内陆渔业与养殖业

由于捕捞对象鱼种生息环境的恶化
,

内陆

渔业产量自  年便开始下滑
。

目前产量只

有 万吨左右
。

仅占鲜活鱼产品产值的一半
。

内陆淡水增养殖业年产量一直在 万吨

左右
。

最主要的品种为鳝鱼
,

其产量占到内陆

淡水增养殖产量的一半以上
。

其他主要品种

为鲤鱼等
。

渔业企业与就业状况

自 年代以来
,

商业性渔业组织企业数

量在持续减少
。

其中
,

沿岸渔业企业占渔业企

业总数的
,

在沿岸渔业企业中约有

从事捕捞业
,

另外 经营水产增养殖业
,

剩

余部分集中于非渔船渔业
,

定置网具渔业与岸

边大围网作业
。

渔业职工自 年代中期以来显著减少
,

到  年
,

渔业就业劳动力仅 万人
。

在城

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
,

社区中的青年人流向较

大的城市或城镇
,

这是导致渔业社区劳动力减

少的主要原因
。

约有 的渔业劳动力从业

于沿岸渔业企业
,

他们多为渔业企业职工的家

庭成员
。

其余 从事近海与远洋渔业
。

女

性占整个渔业劳动力的
,

她们主要从事

陆地上的加工业和增养殖业
。

男性劳动力多

在渔船上从事捕捞作业
。

二
、

日本的渔 业管理体系

《渔业法》与《渔业资源保护法 是 日本实

施渔业管理的两个基本法律
。

其农林渔业部

以地方政府对这些法律享有很高的权威
,

可以

根据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限制性措施
,

例如

限制领取许可证渔船的数量 设定禁渔时

间与海 区 确定禁捕种类 规定对捕捞对

象的尺寸规格 限制渔船单船吨位 禁止

设定种属的买卖与交易 杜绝有害环境物质

的处理与倾例 禁止海洋生物的移栽与移种
。

渔业管理体系

日本现存的渔业管理有两种不同形式 沿

岸与内陆渔业依捕渔权制度进行管理
,

而近海

与远洋捕捞则采取捕捞许可证制度
。

所有 日

本渔船须据其特定的捕捞对象进行注册
,

且不

得用于注册范围外种类的捕捞作业
,

现介绍其

渔业制度体系

捕鱼权制度 渔权管理制度规定了在特

定水域内经营包括养殖业在内的渔业专属权
。

包括以下三类捕捞权 共渔权
、

标界渔权和置

网渔权
。

这些渔权为地方渔业合作社享有
,

其

成员依照捕渔权制度的立法条款在限定的水

域内从事捕捞作业
。

该制度适用于其全部沿

岸海域
。

渔业许可证制度 渔业许可证制度适用

于近海与远洋捕捞业
。

每艘作业渔船须依该

制度领取许可证
。

国家立法要求的渔业许可

证由日本农林渔业部发放
。

而地方立法所要

求的渔业许可证则 由地方厅长官颁发
。

日本

政府授权部长和地方长官
,

对其所颁发的许可

证在渔船吨位
、

捕捞对象
、

禁捕种属
、

作业季节

和作业区域等诸多方面
,

都作出详细的界定
。

一个许可证的有效期通常为五年
。

不过
,

从事

国际渔业作业的渔船须每年更换许可证
。

渔船注册制度 根据 日本《捕捞船只法》

规定
,

其捕捞船只必须在地方政府注册
。

为从

事单一种群捕捞作业而申请的注册将不予批

准
。

新渔船的建造与旧船的改造
,

须取得农林

渔业部或地方厅长官的认可方可进行
。

渔业合作社

渔业合作社联盟 代表其成员的利

益开展经济活动
,

所有沿海地区均受该联盟管

辖
。

该联盟的目标在于保持渔 民有稳定的经

济收入
,

并通过生产能力的管理
,

提高渔民的

社会经济地位
。

该组织可为其成员购进诸如

索 船 具
、

燃料等
,

并为他们提供加工
、

储藏及

交易设施
。

还为其成员组织人员培训
、

修筑堤

坝 以及慈善福利等有益活动
。

依据法律规定
,

该联盟的基层组织对其所在的海岸带渔业享

有管辖权
。

他们在海岸带渔业管理及维持渔

业社区的社会结构方面
,

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