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第8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27    

浙江省过洋渔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郭爱1,2,3,朱华潭4,徐云4,朱文斌1,2,3,陈峰1,2,3

(1.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舟山 316021;2.农业部重点渔场渔业资源科学观测试验站 舟山 316021;

3.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舟山 316021;4.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杭州 310007)

收稿日期:2017-03-27;修订日期:2017-08-01

基金项目:浙江省远洋重要渔业资源监测与数据库建设项目;2016年伊朗水域底层渔业资源探捕项目.

作者简介:郭爱,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渔业资源和远洋渔业

通信作者:陈峰,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渔业资源和远洋渔业

摘要:浙江省为远洋渔业大省,但远洋渔业产业结构不均衡,过洋渔业有进一步的发展潜力。文章

介绍浙江省过洋渔业发展现状,分析目前浙江省在亚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主要入渔国的资源

状况和发展前景,从面临的挑战和有利的条件进一步分析浙江省过洋渔业的发展形势。在此基础

上,结合当前国家远洋渔业政策,提出浙江省过洋渔业的发展建议,包括统一思想认识,转变发展

方式;强化政策支持,解决发展短板;调整捕捞作业结构,促进平衡发展;鼓励兼并重组,培育现代

规模企业;加快渔船建造和改造,提升渔船现代化水平;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健康发展;明确安全职

责,促进合法合规生产;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支撑;从严培训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强化行业自律。

关键词:远洋渔业;过洋渔业;入渔国;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7)08-0027-06

CurrentSituationandtheCountermeasuresofDistant-water
FisheryofZhejiangProvince

GUOAi1,2,3,ZHUHuatan4,XUYun4,ZHU Wenbin1,2,3,CHENFeng1,2,3

(1.MarinefisheriesResearchInstituteofZhejiangProvince,Zhoushan316021,China;2.ScientificObserving

andExperimentalStationofFishery Resourcesfor Key Fishing Grounds,Ministryof Agriculture,

P.R.China,Zhoushan316021,China;3.KeyLaboratoryofSustainableUtilizationofTechnologyResearch

forFisheryResourceofZhejiangProvince,Zhoushan316021,China;4.MarineandFisheriesBureauofZhe-

jiangProvince,Hangzhou310007,China)

Abstract:ZhejiangProvinceisintheleadpositionwithregardtopelagicfisherynationwide,but

theindustrialstructureofpelagicfisheryisnotwellbalanced,thereisstillpotentialforthe

furtherdevelopmentofdistant-waterfishery.Thispaperrevealedthestatusofdistant-waterfish-

eryofZhejiangProvince,andanalyzedfisheryresourcestatusanddevelopingprospectsof

ZhejiangcomparingwithprimaryfishingaccesscountriesinAsia,SouthAmerica,Africaand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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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a.Thedevelopmenttrendofdistant-waterfisheryfromthechallengesandfavorableconditions

ofZhejiangProvincewasfurtheranalyzed.Onthisbasis,combinedwiththecurrentpelagicfishery

policyofthestate,thedevelopmentproposalsofZhejiangdistant-waterfisherywereputforward,

includingunifyingthethoughttochangethedevelopingmodes,strengtheningpolicysupportsto

solveshortboardsofdevelopment,adjustingfishingstructuretopromotebalanceddevelopment,

encouragingmergerandreorganizationtocultivatemodernscaleenterprises,acceleratingthecon-

structionandtransformationoffishingvesselstoenhancethelevelofmodernizationoffishing
vessels,strengthening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toensurehealthydevelopment,clearingsecurity
responsibilitiestopromotelegallyandregularlyfishing,increasing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

inputtointensify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support,strictlytrainingandeducatingtoim-

provethequalityofemployees,andgivingfullplaytotheroleofindustrialassociationstoinforce

self-disciplineoftheindustry.

Keywords:Pelagicfishery,Distant-waterfishery,Fishingcountry,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1 浙江省过洋渔业的现状

浙江省是我国远洋渔业大省和远洋渔业创始

省之一,远洋渔业的产业规模和技术一直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但远洋渔业结构不均衡,大洋渔业特点

明显,过洋渔业比重较低。截至2015年年底,浙江

省大洋渔船有477艘,占全省远洋渔船总规模的

83%;产量约56万t,占全省远洋渔业总产量的

92%。而过洋渔船有101艘,仅占全省远洋渔船总

规模的17%;产量约5万t,仅占全省远洋渔业总产

量的8%。同时,浙江省过洋渔船数量仅占全国过

洋渔船总规模的8%,产量仅占全国过洋渔业总产

量的9.3%(表1)。

表1 2015年浙江省过洋渔业与全国对比

作业海域
全国 浙江省

渔船数/艘 产量/万t 产值/亿元 渔船数/艘 产量/万t 产值/亿元 渔船数占比/%

亚洲 551 17.1 17.7 78 1.63 1.31 14

非洲 619 35.0 34.7 7 0.94 0.58 1

南美洲 39 4.3 6.8 16 2.75 3.53 41

欧洲 12 0.8 0.5 - - - 0

  虽然浙江省过洋渔业基础相对较弱且受东南亚

政局影响较大,但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2016年浙

江省过洋渔业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入渔朝鲜渔船6艘

和入渔伊朗渔船3艘,且目前已与苏里南、基里巴斯、

索马里、东帝汶、汤加和科特迪瓦签订合作协议并获

得当地入渔指标,与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喀麦隆、马

达加斯加和几内亚比绍等也达成了合作意向。

2 入渔国家概况

2.1 亚洲国家

浙江省目前已经入渔的亚洲国家为印度尼西

亚、缅甸、伊朗和朝鲜,主要为拖网渔船和少量定置

网船;取得入渔权的国家为马来西亚和东帝汶,主
要为拖网和围敷网渔船。

印度尼西亚海洋渔业资源丰富,蕴藏量高达

626万t[1]。我国于2001年与印度尼西亚展开渔业

合作,2014年11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单方面终止双

边渔业合作协议,致使我合法作业渔船无法正常出

海,渔业合作陷入困境。未来如果合作重启我国将

获得较好的入渔资源,且可容纳我国近400艘(含浙

江省近60艘)渔船的生产需求。
缅甸拥有48.6km2的渔业专属经济区,海洋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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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产量约130万t[2],渔业资源状况良好。目前浙江

省有2家企业、共计16艘定置网渔船在缅甸海域作

业。由于缅甸政府已经停批中国新增渔船指标并

开始休渔政策,基本没有继续增船的可能,但可维

持现状。

伊朗渔业资源丰富且基本处于原生态,渔业捕

捞、港口服务、冷链物流、水产加工和船舶修造等海

洋产业都比较落后。近年来,伊朗农业主管部门将

海洋渔业经济开发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先后制定一

系列有利于海洋渔业经济开发的优惠政策。2016年

9月25日我国与伊朗签署关于渔业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达成系列合作共识,鼓励在伊朗发展渔业工

业园区和综合基地。目前浙江省有19艘拖网渔船

在伊朗阿曼湾海域生产,经济效益较好。但伊朗可

供入渔作业的范围狭窄,限制在60nmile宽,且须

在水深200m 以 上 水 域 进 行 作 业,渔 船 容 纳 量

有限。

朝鲜东、西海岸海洋渔业资源尤其是鱿鱼资源

十分丰富,鱿鱼蕴藏量超过500万t,年渔获量可达

96万t[3]。可容纳500艘以上的渔船进行生产,是

目前难得的远洋入渔国,发展潜力巨大。2015年

4月朝鲜与中国就朝鲜东部海域渔业合作捕捞项目

事宜交换意见,朝方希望与中方加强渔业合作;

2016年6月浙江省渔船获批入渔朝鲜东部海域。

马来西亚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年持续可捕量为

119万t[4],且港口、冷冻、运输等方面配套良好,有

较大发展潜力。浙江省有入渔企业1家、入渔指标

10艘,目前有6艘已完工并即将上报。

东帝汶海域的中上层鱼类资源极为丰富,资源

储量约300万t,潜在年渔获量约在63万t,目前处

于完全未开发阶段[4]。由于本国渔业发展相对落

后,东帝汶非常希望与他国渔业企业合作,以带动

本国渔业发展。目前浙江省已有1家企业、2艘围

敷网船获批在东帝汶海域探捕,一旦探捕成功,计

划发展10艘以上拖网和灯光敷网渔船并配备运

输船。

2.2 南美洲国家

浙江省目前已经入渔的南美洲国家为乌拉圭

和阿根廷,主要为拖网、拖虾和鱿钓渔船;取得入渔

权的国家为苏里南。

乌拉圭海域的底层鱼类资源丰富,外海鱿鱼资源

量约120万t,开发潜力巨大且与中国关系友好。浙

江省有1家企业、2艘渔船在乌拉圭海域进行拖网作

业,年产量2000t左右;目前中乌合资公司正在联合

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更多的入渔配额和渔船指标。

阿根廷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是世界主要鱿鱼渔

场之一,其特有的红虾以品质好、价格高著名。浙

江省有1家企业、14艘渔船在阿根廷海域作业,其

中6艘为拖虾船、8艘为鱿钓船,主要渔获物为鱿鱼

和阿根廷红虾,产量稳定。我国与阿根廷关系良

好,红虾和鳕鱼价值较高,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

空间。

苏里南的深水捕虾业历史悠久,单船产量较

高,但由于资源衰退和经营不善等原因,苏里南深

水捕虾业逐渐萎缩,部分渔业公司已通过整体出售

或减船来维持经营。浙江省有1家企业通过收购苏

里南渔业公司获得12艘渔船的入渔指标,目前正按

照相关程序推进项目。

2.3 非洲国家

浙江省目前已经入渔的非洲国家为安哥拉和

吉布提,均为围网渔船;取得入渔权的国家为索马

里和科特迪瓦,主要为拖网和围网渔船;另有4家企

业分别与坦桑尼亚、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和几内亚

比绍达成合作意向,正稳步推进相关工作。

安哥拉海域的中上层鱼类资源量丰富,仅有少

量被利用,开发潜力大。近年来中国与安哥拉双方

都愿意进一步加强渔农业领域的合作,目前浙江省

有2家企业、9艘围网船在安哥拉海域作业,单船年

产量约3000t,发展前景较好;但考虑当地汇率政

策和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企业应加强渔船管理和

风险控制。

吉布提近海渔业资源比较丰富,但开发能力严

重不足[5]。浙江省有1家企业已于2015年派遣2艘

灯光围网船赴吉布提海域探捕,资源状况良好,且政

府关系友好,取得该国长期入渔权。后续计划新增

6艘灯光围网船开展商业性捕捞,待条件成熟可适当

发展底层流刺网或拖网渔业,进行立体式开发。

科特迪瓦近海渔业资源较丰富,尤其以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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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最丰富[4],且可常年生产。目前浙江省有1家企

业已取得2艘围网渔船和4艘拖网渔船的入渔许

可,正办理相关手续。但科特迪瓦渔场面积不大,

可容纳渔船数量有限,加上金枪鱼渔业资源纳入国

际渔业管理,争取入渔资源较难,因此只能争取利

用中上层鱼类和底层鱼类。

索马里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浙江省企业也已取

得入渔权,但考虑该国政局动荡和海盗盛行等复杂

局面,渔业合作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2.4 大洋洲国家

浙江省过洋渔业在大洋洲布局较少,仅基里巴

斯和汤加取得入渔权,主要为金枪鱼延绳钓和拖网

渔船。

基里巴斯渔业资源丰富,尤其是金枪鱼和鲣

鱼,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4],且沿岸小型金枪鱼延绳

钓渔 船 捕 捞 量 不 受 中 西 太 平 洋 金 枪 鱼 委 员 会

(WCPFC)和我国远洋渔业协会的捕捞配额限制。

2014年浙江省有1家企业与基里巴斯渔业公司达

成合作协议,获得基里巴斯政府40艘小型冰鲜金枪

鱼的入渔指标,其中第一批8艘延绳钓船获批于

2017年进行生产。

汤加海域辽阔,渔业资源较丰富,以金枪鱼为

主。1999年汤加政府开始施行“外国渔船入渔证”

制度,一船一证,年费为1万美元,外籍渔船被允许

通过当地代理或汤资控股的合资渔业公司有条件

地进入其远洋渔业领域。2016年浙江省有1家企

业与汤加的中汤海洋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获得2艘拖网渔船的入渔指标。

3 浙江省过洋渔业的发展形势

当前浙江省正处于远洋渔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正走在“稳定大洋、拓展过洋”的道路上,过洋渔业

发展迅速。根据全国远洋暨周边涉外渔业工作座

谈会和青岛远洋渔业会议精神,未来一段时间的发

展重点将围绕“控规模、促转型、强管理”,这将给浙

江省过洋渔业发展带来新的变化。

3.1 面临的挑战

3.1.1 控制远洋渔业规模将放缓过洋渔业的发展

节奏

目前浙江省过洋渔业正处在快速扩张时期,近

年来入渔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多且有相当可观的潜

在入渔国,发展势头迅猛。但根据国家会议精神,

“十三五”期间将原则上严控增加渔船,这就要求放

缓发展步伐,进行一段时间的消化、调整和稳定以

及高效配置,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发展。

3.1.2 转型升级对发展过洋渔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过洋渔业相对大洋渔业本身就有更高的要求,

需对沿岸国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市场贸易和劳

动就业等情况有全面了解,也承担着政治变化带来

的高风险。“十三五”期间加快从规模扩张型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的转型升级要求对浙江省发展过洋

渔业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相关企业进一步提高管

理能力和综合实力。此外,随着海洋意识的逐步深

化,各沿岸国也相继调整渔业合作政策,不再满足

于以简单出售资源的方式与我合作,相继提出入当

地国籍、配备当地船员、投资陆上设施、协助解决就

业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企业从事

过洋渔业不再只是单纯的捕捞作业,而是需要全产

业链综合发展。

3.1.3 强化管理要求企业管理更加规范

随着我国远洋渔业规模越来越大,涉足企业也

越来越多,但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涉外事件也

频频发生。从事过洋渔业的企业应更加深入了解

入渔国的法律和政策,加强与当地管理部门和我驻

外使馆的沟通,重视企业自身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

实,加大远洋渔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把规范管理上

升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头等重任。

3.1.4 省际竞争将不断加剧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密集出台优惠政策发展

远洋渔业,在发展过洋渔业方面竞争尤为激烈。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采取控制船数总量、鼓励企业

兼并等措施,各地也将出台相关政策。此外,过洋

渔业优质资源相对紧缺,不同地区的入渔条件和难

易程度也有差异,各地都会争取在发展环境最好的

区域入渔,进一步加剧过洋渔业领域的竞争。

3.2 有利的条件

3.2.1 规范管理有助于企业良性发展

规范管理将有助于企业落实适应行业发展的

管理制度和措施,大大增强企业的软实力,从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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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减少安全事故和涉外事件的发生,促使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立。虽从短期来看可能对企业发展

造成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规范管理是企业可持

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有

利于企业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发展环境,有利于

企业快速适应国际渔业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从而

控制风险,有利于整个行业的有序发展。

3.2.2 控制速度和转型升级有利于提升发展质量

控制捕捞发展速度和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把更

多的精力投入做精做强捕捞、养殖、加工、综合基地

建设等全产业链发展,有利于企业提升综合实力,

有利于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带动入渔国当

地经济发展以及和谐共赢发展,实现过洋渔业质的

提升。

3.2.3 政策杠杆有利于夯实行业发展基础

在国内柴油补贴逐年降低的背景下,国家对于

远洋渔业的支持并未减少,表明政策对远洋渔业的

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远洋生产成本,为企业

减轻很大压力。尤其是支持基地建设对过洋渔业

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过洋渔业全

产业链的综合发展。

4 浙江省过洋渔业的发展建议

4.1 统一思想认识,转变发展方式

浙江省远洋渔业已进入转变发展理念、调整发

展重点,即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益质量型转变的关键

期。应充分认识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渔业资源管

理新趋势,顺应国际渔业资源现状和管理实际,结

合各地过洋渔业发展状况,科学编制过洋渔业发展

规划,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

除鼓励国内海洋捕捞渔船转产远洋外,严格控制新

建过洋渔船;全面提升过洋渔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和

管理水平,促进过洋渔业产业链发展,做大做强相

关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的国际履约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

4.2 强化政策支持,解决发展短板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出台促进过洋渔业发展的

政策,解决企业发展“瓶颈”。针对过洋渔业特点,

出台鼓励建设境外综合基地、鼓励建立境外行业管

理组织、加强沿岸国法律法规研究和加大境外渔业

科技研发等政策,解决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共性问

题和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可引导设立

过洋渔业产业基金,解决企业装备更新周期长、资

金需求量大和不确定风险高等问题。

4.3 调整捕捞作业结构,促进平衡发展

目前浙江省远洋渔业以大洋渔业为主,且集中

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部分渔场已不堪重负,企业生

产效率开始下降。因此,在控制渔船总量的情况

下,调整捕捞作业结构有利于浙江省远洋渔业更加

合理地发展。鼓励数量较多的西非国家作业渔船

转场到其他过洋渔场作业,优化过洋作业布局;引

导部分大洋作业渔船从事过洋渔业,既能减轻部分

公海海域渔船过于集中的压力,又能提高大洋渔业

的生产效率,还能促进过洋渔业的发展。从长远来

看,由于各国际组织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公海大洋

渔业趋于饱和,过洋渔业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

重点,逐步布局过洋渔业有利于浙江省远洋渔业整

体保持优势地位。

4.4 鼓励兼并重组,培育现代规模企业

鼓励过洋渔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向规模化

远洋渔业企业集聚,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

管理制度,鼓励企业通过兼并、收购、重组等多种形

式跨地域整合力量、做大做强,实现规模化、规范化

发展。

4.5 加快现有指标船的建造和旧船装备改造,提

升渔船现代化水平

加大扶持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已批船网工

具指标船的建造,争取用足用好现有已批过洋渔船

指标。以高效、节能、环保和安全为目标,加快推动

过洋渔船及其装备的更新、建造和升级,切实提高

过洋渔船的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逐步实现过洋渔

船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现代化。优先鼓励老旧过洋

渔船的淘汰更新,对船龄长、装备陈旧、设备不全和

技术落后的过洋渔船在船检时要严格把关,企业在

过洋渔业项目实施前应申请渔业安全管理和船检

部门进行安全检查后方可出海捕捞作业。

4.6 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健康发展

针对当前过洋渔业在生产安全、涉外安全和海

上刑事治安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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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农业部《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的修订,应尽快研究

制定《浙江省远洋渔业管理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

建立有效的过洋渔业管理体系,设置企业从业条

件,规范过洋渔业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严惩重处,

构建过洋渔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过

洋渔业涉外事件处理机制,落实涉外安全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置工作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和职责分工,

设定应急程序和善后处置响应程序,全面形成政

府、部门、企业、法人、船长等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

过洋渔业涉外安全管理体系。

4.7 明确安全职责,促进合法合规生产

建立和完善过洋渔业属地管理机制,省、市、县
(市、区)渔业主管部门是过洋渔业安全监管主体,

应足额配置管理人员,切实加强对辖区所属过洋渔

业企业的管控。过洋渔业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

主体,对本企业过洋渔业的安全生产承担主体责

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过洋渔业的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船长对渔船的海上航行、生产作

业和锚泊安全负直接责任。对违规作业、违法生

产、关闭通信定位监测设施、引发责任性涉外事件

和非法进入他国专属经济区生产等行为,要根据法

律法规予以严惩。

4.8 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支撑

加大科技投入,促进过洋渔业从“劳动创造生

产力”到“科技创造生产力”转型。整合科研资源,

支持建立浙江省远洋渔业研究中心,建立产、学、研

一体平台;开展过洋渔业资源的探捕和监测,开发

后备渔场,提升浙江省过洋渔业的可拓展空间;开

展先进过洋渔船、船用设备、渔具渔法、装备和适用

技术研究,提高捕捞作业效率;开展以远洋水产品

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示范,增加远

洋水产品的附加值;开展国际渔业组织和沿岸国的

法律制度研究,降低政局和政策变化风险;探索建

立渔情测报、资源评估和监控预警的综合服务平

台,提高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和捕捞精度。

4.9 从严培训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渔业主管部门和培训机构要制订年度上岗培

训计划,加强师资力量,提高培训质量,及时组织对

过洋渔业企业各层次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规范其

从业行为,提高其从业水平和涉外生产安全意识。

鼓励企业和高等院校联合制定订单式人才培养计

划,培养适应现代过洋渔业发展要求的经营管理和

技术人才,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事过洋渔业;要

求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每年必须参加一定时

间(如5天)的脱产培训学习,并纳入过洋渔业从业

资格年审的基本条件;鼓励引进国内外优秀过洋渔

业人才,提升浙江省过洋渔业的国际化水平。

4.10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强化行业自律

加强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督和服务功能,进一

步发挥行业协会在组织协调过洋渔业生产、规范约

束企业行为、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市场开发、拓

展对外合作、开展行业培训和保障渔民权益等方面

的作用;支持建立区域性过洋渔业行业组织,加强

对行业组织的指导,逐步形成政府监督、行业自律

的管理格局;鼓励入渔国家相同的企业共同建立项

目组,联合管理当地入渔生产,共享经验教训,实现

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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