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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渔业产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效保障全球水产品供给，而且关乎各国国

家经济和外交利益。近年来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加大对海洋渔业产业的投入力度，全球海洋渔业产

业面临深刻变化。文章从全球视角总结现阶段海洋渔业发展特点，系统梳理海洋渔业在全球的生

产、贸易、消费格局，深入研究海洋渔业领域的全球对外投资趋势；分析得出海洋渔业领域国际投

资规模持续增加，发达国家是主要投资国，新兴国家开始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以及投资领域、投资主

体呈现多元化等结论；最后从全球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和投资趋势中总结经验，为我国海洋渔业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以促进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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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将经济发展

的目光投向海洋领域，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世

界主要海洋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海洋渔业

作为海洋经济中的第一产业，保障食物供给，实现

渔民增收，促进就业，有力拉动餐饮、物流、旅游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对国家经济利益、海洋权益、

外交战略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随着

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居民消费习惯和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海洋渔业资源

愈发受到青睐，加上主要海洋国家加大对海洋渔业

的投入和支持力度，近年来全球海洋渔业进入成熟

发展阶段。

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中的传统产业之一，是

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海洋捕捞和

海水养殖，也涵盖与海洋渔业相关的配套服务如

水产品加工、鱼苗鱼种服务等，均依托于海洋生物

资源。目前以海洋渔业发展为主题的研究很多，

但大多数以研究某一国家海洋渔业的现状趋势、

发展影响因素和竞争力水平为主，从全球性视角

审视海洋渔业产业整体发展状况的研究较少。因

此，有必要对现阶段全球海洋渔业产业做系统梳

理，厘清海洋渔业在全球的分布格局和投资趋势，

这不仅有利于全方位认清全球海洋渔业产业状

况，也可为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提供正确方向

和战略选择。

１　全球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１１　产量总体上升，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水产品为人类提供丰富的动物蛋白和其他关

键营养成分。在过去的５０年，在人口增长、人均收

入提高、城市化发展和有效配送渠道的推动下，全

球水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食用水产品供应量年

均增长３．２％，超过世界人口１．６％的增长率
［１］。海

洋渔业是世界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世界水产

品总量的７０％；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全球海洋渔业总产量

保持稳中有升，其中海洋捕捞产量占世界渔业总产

量的比重略有下降，而海水养殖持续发展、产量比

重不断提高（表１）。全球海洋渔业格局正面临重大

而深刻的变化［２］。

表１全球海洋渔业产量 万ｔ

年份
产量 总产量

海洋捕捞 海水养殖 海洋渔业 渔业

２００７ ８０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７０ １４０７０

２００８ ７９９０ ２０５０ １００４０ １４３１０

２００９ ７９６０ ２１４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４５８０

２０１０ ７７８０ ２２３０ １００１０ １４８１０

２０１１ ８２６０ ２３３０ １０５９０ １５５７０

２０１２ ７９７０ ２４７０ １０４４０ １５８００

　　数据来源：《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２０１４》．

１２　资源养护和利用矛盾突出

海洋一直被视为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海洋资

源已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基石。目前由

于近海渔业资源开发趋于饱和，主要海洋国家逐渐

将渔业发展范围延伸至远洋，导致全球海洋渔业资

源压力急剧增大。２０１１年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

对鱼类种群状况进行评估后发现，２８．８％的鱼类种

群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完全开发的种群占６１．３％、

低度开发的种群占９．９％；占世界海洋捕捞渔业产

量２４％的十大最多产鱼种中多数处于完全开发状

态，已丧失增产能力，主要有秘鲁
%

鱼、北太平洋狭

鳕、大西洋鲱、大西洋鳕、日本鲭和鲣鱼等；由于市

场需求量巨大，七大金枪鱼物种中超１／３的种群处

于过度捕捞状态。由此可见，全球海洋渔业资源状

况不容乐观，养护和利用矛盾日益突出。为实现全

球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及海洋环境的保护应成为世界渔业关注的热点。

１３　增长方式向资源养护型转变

长期以来，传统海洋渔业单纯追求产量增长，

渔业资源的衰退和海洋环境的恶化使产业发展面

临巨大的挑战。对此全球主要海洋国家纷纷提出

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若干国家就国家捕鱼

船队的过度能力制定相关解决措施，如限制近海大

型船舶作业、规定捕捞类型等，还有些国家开始减少

渔船数量。据ＦＡＯ统计，２０１２年全球约有４７２万艘

渔船，其中有近７０％用于海洋作业。数据显示，中

国的海洋渔业捕捞船数量逐年递减，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实现渔船数目５％的净减少
［３］；日本受减船计划和

海啸灾害的双重影响，其海洋渔船数量在２０１１年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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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下降；挪威、韩国及欧盟各成员国渔船数量减少

的趋势仍在继续（表２）。总体而言，海洋渔业发达

国家减船趋势明显，这一趋势也反映出世界海洋渔

业增长方式正在从产量增长型转向质量与效益并

重型。此外，世界各国在海洋资源保护方面也做出

共同努力，如美国的马格努森－史蒂文斯法案及之

后的修正案就恢复过度捕捞的种群创立强制规定；

ＦＡＯ进一步推进“蓝色增长”计划，将可持续发展作

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全球海洋渔业产业发

展开始注重资源养护。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海洋捕捞渔船数量 万艘

地区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中国 ２０．４５ ２０．１７ １９．３３

日本 ２７．６１ ２５．２７ ２５．４１

欧盟 ７．１３ ６．９８ ６．８２

挪威 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６２

韩国 ７．４７ ７．３４ ７．２９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２　全球海洋渔业产业分布格局

２１　生产格局

２．１．１　海水养殖产量持续增加，各地区发展差异

化明显

在世界水产养殖总量总体上升的大背景下，海

水养殖产量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从２００７年的

２０００万ｔ增加至２０１２年的２４７０万ｔ，增长幅度高

达２３．５％
［４］。但与内陆养殖相比，海水养殖无论是

总量还是增速都未占据优势，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受技术限制影响，多数国家倾向于内陆养殖。尽管

海水养殖鱼类仅占养殖鱼类总量的１３％，但其产值

却占养殖鱼类总产值的３０％，这是由于海水养殖中

有很大部分鱼类的单价远高于淡水养殖鱼类，如鳟

鱼、石斑鱼等。

在世界范围内，各地区鱼类海水养殖情况呈现

巨大的差异化，如挪威、智利、日本和韩国严重依赖

海水养殖，而印度、越南、缅甸几乎尚未开发海水养

殖生产潜力（表３）。世界主要鱼类养殖生产国在养

殖方式上未见趋同，并且海水鱼类养殖产量分布也

明显不均衡。具体而言，挪威和智利以海水网箱养

殖大西洋鲑为主，海水鱼类养殖总量庞大；菲律宾

海水养殖产量超过内陆养殖，海水养殖鱼类中大多

是遮目鱼；越南内陆鱼类养殖中超过一半为巨鲇，

而海水养殖产量较少；中国鱼类养殖方式多样化，

内陆和海水养殖产量均较为可观。

表３　２０１２年鱼类养殖主要生产国生产情况

生产国
养殖产量／万ｔ

淡水养殖 海水养殖 合计

海水养殖

所占／％

中国 ２３３４．１１ １０２．８４ ２４３６．９５ ４．２

印度 ３８１．２４ ８．４２ ３８９．６６ ２．２

越南 ２０９．１２ ５．１０ ２１４．２２ ２．４

印度尼西亚 ２０９．７４ ５８．２１ ２６７．９５ ２１．７

孟加拉国 １５２．５７ ６．３２ １５８．８９ ４．０

挪威 ０．０１ １３１．９０ １３１．９１ 近乎１００

泰国 ３８．１０ ２．００ ４０．１０ ５．０

智利 ５．９５ ７５．８６ ８１．８１ ９２．７

缅甸 ８２．２６ ０．１９ ８２．４５ ０．２

菲律宾 ３１．００ ３６．１７ ６７．１７ ５３．８

日本 ３．４０ ２５．０４ ２８．４４ ８８．０

韩国 １．４１ ７．６３ ９．０４ ８４．４

美国 １８．５６ ２．１２ ２０．６８ １０．３

　　数据来源：《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２０１４》．

２．１．２　亚洲为全球海洋捕捞主力区，中国捕捞产

量位居第一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以来，全球海洋捕捞技术快

速发展，２０１２年全球海洋捕捞总产量近８０００万ｔ
［５］。

ＦＡＯ汇总全球主要海洋捕捞国家近几年的生产数

据如表４所示。

表４　全球海洋捕捞主要生产国生产情况

国家

捕捞产量／万ｔ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年

变化／％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

变化／％

中国 １２２１．２２１３５３．６４１３８６．９６ １０．８ ２．５

印度尼西亚 ４２７．５１ ５３３．２９ ５４２．０２ ２４．７ １．６

美国 ４９１．２６ ５１３．１１ ５１０．７６ ４．４ －０．５

秘鲁 ６０５．３１ ８２１．１７ ４８０．７９ ３５．７ －４１．５

俄罗斯联邦 ３０９．０８ ４００．５７ ４０６．８９ ２９．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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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捕捞产量／万ｔ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年

变化／％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

变化／％

日本 ４６２．６９ ３７４．１２ ３６１．１４ －１９．１ －３．５

印度 ２９５．４８ ３２５．０１ ３４０．２４ １０．０ ４．７

智利 ３６１．２０ ３０６．３５ ２５７．２９ －１５．２ －１６．０

越南 １６４．７１ ２３０．８２ ２４１．８７ ４０．１ ４．８

缅甸 １０５．３７ ２１６．９８ ２３３．２８ １０５．９ ７．５

挪威 ２５４．８４ ２２８．１９ ２１４．９８ －１０．５ －５．８

菲律宾 ２０３．３３ ２１７．１３ ２１２．７０ ６．８ －２．０

韩国 １６４．９１ １７３．７９ １６６．０２ ５．４ －４．５

泰国 ２６５．１２ １６１．０４ １６１．２１ －３９．３ ０．１

马来西亚 １２８．３３ １３７．３１ １４７．２２ ７．０ ７．２

墨西哥 １２５．７７ １４５．３０ １４６．７８ １５．５ １．０

冰岛 １９８．６３ １１３．８３ １４４．９５ －４２．７ ２７．３

摩洛哥 ９１．７０ ９４．９９ １１５．８５ ３．６ ２２．０

合计 ５８７６．４６６３４６．６４６０７０．９４ ８．０ －４．３

全球总计 ７９６７．４９８２６０．９９７９７０．５９ ３．７ －３．５

占比／％ ７３．８ ７６．８ ７６．２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在１８个主要海洋捕捞国家中，亚洲国家最多，

其次为美洲国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洋捕捞生

产国，捕捞产量庞大且保持稳定增长。亚洲海洋捕

捞主要生产国日本和泰国捕捞产量有明显下降，韩

国和菲律宾捕捞产量略有上升，而印度尼西亚、缅

甸和越南捕捞产量迅速增长；日本和泰国海洋捕捞

产量下降的原因不同，前者受捕捞船队规模减小的

影响，而后者由过度捕捞带来的海洋资源和海洋环

境退化导致。在美洲国家中，美国海洋捕捞产量在

２０１２年超过秘鲁，成为美洲地区最大的海洋捕捞生

产国；智利和秘鲁捕捞产量出现巨大下滑。就世界

渔场而言，太平洋的西北部和中西部是海洋捕捞最

高产区域，主要是亚洲国家的捕捞范围；印度洋的

西部和东部保持逐年增长态势；大西洋的中西部、

西北部区域的捕捞产量明显呈下降趋势。

２２　贸易消费格局

全球海水产品贸易量持续增长，产品质量及其

监管得到空前重视。中国、挪威、泰国的海水产品

出口量位居全球前三，海水产品进口国家主要有日

本、美国、欧盟和中国。各国海水产品贸易呈现积

极态势，其中２０１４年中国海水产品贸易创新纪录，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３００亿美元左右，成为全球最

大的海水产品贸易国家；挪威２０１３年海水产品出口

较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６．４％；美国、日本和欧盟对进口海

水产品的依赖程度仍在加强，全球海水产品贸易趋

于稳步增长，主要贸易品种为对虾、鲑鱼和金枪鱼

等。除增长率上升外，海水产品贸易格局也发生重

要变化。发达国家海水产品贸易在全球占据优势

地位但近年来份额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海水产

品进出口份额逐渐增加，海水产品消费新兴市场如

巴西、埃及、墨西哥等对全球海水产品贸易格局带

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海水产品是人类粮食安全和营养供给的重要

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均海水产品年

消费量已增至２０ｋｇ左右，实现巨大飞跃
［６］。发展

中国家正在逐渐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海水产品消

费水平的差距，但发达国家在海水产品消费总量和

品种上仍更具优势。日本是金枪鱼生产和消费的

主要国家，金枪鱼类年生产量占全球总量的１／１０、

消费量约占１／４；美国是冰鲜金枪鱼和冷冻金枪鱼

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金枪鱼年消费量约６万余ｔ。

３　海洋渔业产业对外投资特点与趋势

随着全球市场对海水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

海洋渔业需求量也持续增加，海水养殖和海洋捕

捞将成为满足人类海水产品需求的有效方式。虽

然从总体上看全球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在某些传统渔场和品种的利用上已超负荷，但全

球海洋渔业发展又严重不均，尚有不少海域尤其

是不发达国家海域的资源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存

在自主开发与合作开发的多种可能性。从全球海

洋渔业产业链的角度看，发达国家资本雄厚，捕

捞、养殖和产品加工技术先进，管理、营销经验丰

富，市场容量巨大，而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海洋

渔业资源，世界海洋渔业禀赋差异为开展国际渔

业资源合作开发提供可能性，而对外投资成为合

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３１　海洋渔业领域国际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ＦＡＯ预测，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养殖渔业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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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增长３３％，而捕捞渔业增速达３％，全球渔业产

业总体呈现可持续增长趋势。美国、日本、韩国和

欧盟为争夺国际海洋渔业资源，由政府协助渔业企

业进行外交谈判并采用统一出资的方法为企业获

得入渔权［７］；欧盟每年为企业支付到他国专属经济

区捕鱼的入渔费高达２．５２亿美元，占全年渔业预算

的１／３，各国对渔业产业的支持力度有增无减。全

球对外直接投资前三大国家美国、中国和日本是海

水产品的主要生产地和消费地，虽然在这些国家海

洋渔业产业目前尚未成为对外投资核心领域，但在

全球海水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各国海洋渔业禀

赋呈现差异化的背景下，海洋渔业领域国际投资规

模持续扩大将成为必然趋势。

３２　发达国家是主要投资国，但新兴国家开始加

大对外投资力度

发达国家资本雄厚，有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相对

过剩的捕捞能力，对优质海水产品需求强劲，日本、

欧盟、美国、韩国等积极通过向鱼源国投资的方式

获取海洋水产品。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

体也开始加大对外投资规模，且投资方式多以并购方

式完成。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我国远洋渔业企业在境

外设立３９家合资（独资）企业，布点已达到１００多个，

遍及世界主要渔区，分布于３７个国家（地区）的专属

经济区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三大洋公海以及

南极海域。中国海洋渔业企业的海外投资除设立

传统的办事处、作业基地和销售中心外，还建立水

产加工厂、综合性服务基地、区域运营中心等配合

生产和经营活动。

３３　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的投资东道国

海洋渔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海洋渔

业领域国际投资的主要东道国。为提升本国经济

和融入国际合作，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渔业政策

相对宽松，如巴基斯坦政府鼓励外来渔船来巴海上

专属经济区进行合法合规的捕捞活动，并规定外资

企业可与本地企业以合资形式申请捕捞许可证；巴

西渔业部门准许外国公司租赁本国渔船进行渔业

捕捞，并给予多项优惠政策；海洋渔业资源丰富的

西非已成为西方尤其是欧盟国家的海洋渔业捕捞

地，西非各国对外国企业来非开展技术人员交流、

水产品加工、渔船渔具修造、贸易等合作项目持欢

迎态度。具体的投资东道国主要有西非渔区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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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渔区的马达加斯加、

莫桑比克，亚洲渔区的阿曼、也门、缅甸、斯里兰卡、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南太平洋渔区的斐济、密

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南美渔区的智利、秘鲁、

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苏里南等。

３４　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主体有多元化趋势

传统的海洋渔业国际投资主要集中在海洋捕

捞领域，近年来随着全球渔业资源的衰退，远洋渔

业面临激烈竞争，行业利润大不如前，发达国家对

海洋渔业的国际投资开始由单一的海洋捕捞延伸

至水产养殖、人才技术服务、水产品加工和贸易、渔

船渔具修造和餐饮服务等各个领域，投资范围几乎

遍及海洋渔业全产业链。日本野村集团募集１４０亿

日元用于投资涉及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海水食品

加工和渔港建设等领域的几十家公司［８］，其中包括

以销售渔具为主的美国佳顿集团（Ｊａｒｄｅｎ）和以海洋

水产营养、水产饲料为核心业务的荷兰泰高集团。

除投资领域不断扩大之外，投资主体也呈现出

多元化趋势。一般而言从事海洋渔业国际投资的

企业多为水产行业的企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

业投资机构开始涉足海洋渔业。日本野村证券巨

资进入全球水产业，创建全球首只渔业信托基金；

中国各大银行贷款业务开始向海洋渔业领域倾斜，

海洋渔业成为国内外金融业投资的新兴领域。

４　全球海洋渔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４１　转变海洋渔业传统生产方式

海洋资源是海洋渔业赖以发展的基石，近年来

海洋资源的日趋衰退给全球海洋渔业带来严峻挑

战，我国作为海洋渔业大国有责任将海洋资源保护

视为海洋经济发展第一要务。努力推进海洋渔业

传统生产方式向集约化、科学化转变［９］，优化休渔、

禁渔期规定，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完善捕捞配额、捕

捞许可证制度，积极打造海洋牧场和开展渔业增殖

放流，做好渔业资源养护工作，修复受损海域生态

环境，运用科学技术对海洋渔业实行监督和管理，

实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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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优化海洋渔业产业结构

为保护近海渔业资源，主要海洋大国纷纷投入

远洋渔业。我国是全球海洋捕捞第一大国，２０１４年

远洋渔业产量高达２０３万ｔ，其规模和发展速度均

位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远洋渔业起步较晚，相对

于美国、挪威、日本等海洋强国，在作业方式、装备

水平及资源探测能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因此，需

进一步发展现代化远洋渔业，建设智能化、机械化

船舶，提高深海捕捞和渔业装备技术；形成集捕捞、

深加工、流通为一体的远洋渔业价值链，增加水产

品附加值，最终实现我国远洋渔业资源开发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提升［１０］。

随着海水养殖在全球海洋渔业生产中比重的

逐渐提升，其将成为未来海水产品的重要来源。我

国海水养殖业较发达国家仍处低水平，优化养殖结

构、提高养殖效益、创新养殖技术和养殖品种、保证

养殖水产品质量、实现海水养殖产业的规模化和集

约化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点。

总之，未来我国海洋渔业产业发展趋势将是集

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水产品深加工、休闲渔业为一

体的现代海洋渔业。

４３　为我国海洋渔业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

世界海洋渔业禀赋差异使新兴国家也开始加

大在海洋渔业领域的对外投资力度，我国主要的

远洋渔业公司中水集团与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已先后在海外国家或地区建立多个独资、合资公

司和办事处。然而目前我国海洋渔业尚未形成外

向型经济格局，由于投资量大，一般规模的渔业公

司缺乏在海外建设基地和开设公司的实力。为在

海洋渔业对外投资新潮中掌握优势，我国可对在

外投资的远洋渔业公司提供政策鼓励和资金支

持，如财政补贴、低息贷款和财政直接投资等，并

引导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投资海洋渔业产业，形

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多元融资格局，

从而扶持我国远洋渔业企业做大做强，巩固我国

海外渔业基地建设，实行海洋渔业走出去战略，同

时与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加强合作，以达到深度开

发，实现合作共赢。

４４　学习国外海洋渔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美国、日本等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

明，海洋科技对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目

前我国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不足

３０％，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达６０％，科技投入水

平低造成我国海洋经济大而不强［１１］。我国海洋渔

业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加快对国外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

过程中，通过先引进吸收、再自主创新的方式，提升

自身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政府需增强海洋科技研

发力度，注重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努力提高先进科

技对海洋渔业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我国海洋

渔业产业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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