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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钓探讨

陈国宝 李永振

摘 要 随着南海北部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南海岛礁渔业成为南海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析了南
：

海岛礁渔业的开发现状，阐述了南海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地位以及制约发展因素，并提出实现南海

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的建议和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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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的岛礁众多，海域渔场广阔，众多的岛

礁和独特的海洋环境孕育出这一海域丰富的渔

业资源。然而，随着南海北部近海渔业资源的衰

退，一些渔船转到西、中、南沙群岛进行岛礁渔

业作业，目前已发展成以西、中、南沙群岛岛礁

渔业资源为捕捞对象的岛礁渔业，一些渔业管理

部门和专家也鼓励和支持这种做法，并给予一定

的优惠政策，以减轻近海的渔业资源压力。其实

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关键问题是在开发

利用的同时如何去进行合理利用以达到南海岛

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生态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1987年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完成的《我国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

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

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看南海岛礁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则不能片

面强调“发展经济”或“保护环境”，而是将丽

者协调起来，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本文根据笔者于2004和2005年在西、中、南沙

群岛进行渔业资源调查的所见所闻和取得的一

些现场资料，并结合历史调查资料对南海岛礁渔

业的开发现状及其可持续利用进行分析，旨在为

南海珊瑚礁渔业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

一、南海岛礁渔业资源开发可持续利用的

重要地位

有“南海明珠”之称的西、中、南沙群岛由

200余个岛、礁、洲、沙滩组成，其中西沙群岛40

余个，中沙群岛33个，南沙群岛192个，分布在

南海东西宽900 km余、南北长1 400 km余的

广阔海域上，海域渔场广阔，其面积约有22．6

万km2，岛屿陆地面积共13 km2。南海诸岛地处

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

交通要冲，为东亚通往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必

经的最近国际重要航道，亦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

要通道和南疆安全的重要屏障，其战略位置十分

重要。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

来，我国主权权益受到周边国家的严重侵犯，岛

礁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尤其是南沙

群岛。面对十分严峻的态势，党中央对南沙群岛

及其海域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的战略方针，为维护主权和突出我国在南沙

的存在，党中央相继作出了“开发南沙，渔业先

行”的决策，这表明南海岛礁渔业在我国的重要

地位，同时其可持续利用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

洋渔业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发南

沙，渔业先行”的英明决策并不是要求渔民盲目

{资助项目：2002年度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03年度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2003DEA6N042)。

   



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可持续利用发展，这才更有

利于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否则，如渔场受破坏，

渔民因生产效益低等因素而退出，实行“渔业先

行”将遇到更多的困难。

二、南海岛礁渔业资源开发现状

1．渔业资源

西、中、南沙群岛的渔业资源丰富。依戚桐欣

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他地区和国家

在南沙群岛岛礁水域的渔获量为：台湾20～50 t

(贝类)、香港20～50 t(鲦科鱼类为主)、菲律

宾370～380 t(梅鲷科为主)。而我国广东和海

南两省在南沙群岛岛礁水域作业的渔获量从

1991年的1 385 t发展到1999年的5 317 t。依袁

蔚文根据初级生产力估算南沙群岛大陆架以外

水域的潜在渔获量为21万～35万t，西沙渔场

的潜在渔获量为23万～34万t。目前西、中沙群

岛附近海域已进行了开发，而南沙群岛岛礁渔业

作业的水域面积仅约1．68万km2，不超过可作

业水域面积的65％，主要是广东、广西、海南三省

(区)及港澳流动渔船前往生产。

2．作业方式

我国渔船在西、中、南沙群岛进行岛礁渔业

作业的作业方式主要为手钓、潜捕、刺网、延绳

钓和笼捕等，个别的采用炸鱼、毒鱼等非法作业

方式。其中，进行手钓和延绳钓作业的主要是广

东省阳东县和台山市的渔船，进行潜捕作业的主

要是广东省台山市和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的渔

船，进行刺网和笼捕作业的主要是海南省琼海市

潭门镇的渔船。另外，也有越南渔船采用飞鱼刺

网等进行作业，菲律宾渔船采用潜捕等进行作

业，同时采用炸鱼等非法作业方式也常见。

5．种类组成

西、中、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水产资源

种类繁多，按其生态特征大体可以分为大洋性鱼

类和礁盘底层鱼类两大类型。大洋性鱼类包括黄

鳍金枪鱼、沙氏刺鲅、鲣、箭鱼、立翅旗鱼、东方

旗鱼、箕作氏枪鱼、蓝枪鱼、大青鲨、灰鲭鲨、侧

条真沙、黑觚及舒科和蛇鲭科鱼类以及帆蜥鱼

海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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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礁盘附近的主要鱼类有红鳍笛鲷、千年笛鲷、

紫红笛鲷、高体石斑鱼以及以礁盘鱼类为食的鲨

鱼类，如居氏鼬鲨、白边真鲨、侧条真鲨等。《南

海诸岛海域鱼类志》记载了鱼类521种，仅分布

于太平洋一带的种类约占25％。另外，经济价值

较大的海参有10余种，较珍贵的有斑参、黑乳

参、梅花参等；经济价值较高的贝类有宝贝、马蹄

螺、珍珠贝和砗磲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海藻有海

人藻、麒麟菜、马尾藻等。目前，我国渔船主要捕

捞营养级和经济价值都较高的大型鲨鱼、脂科和

海鳝科鱼类为主，鲨鱼主要采用刺网、延绳钓和

潜捕作业方式捕获，笼捕以捕获海鳝科为主。

4．作业季节

我国渔船在西、中、南沙群岛作业的季节主

要受天气的影响，其中西、南沙群岛全年均有渔

船进行作业，但在中沙群岛作业时间较短。西、

南沙群岛以3～7月为最佳作业季节，因此在该

期间作业的船只较多，产量较高，而中沙群岛受

天气的影响较大，以清明节前后一个月为最佳作

业季节，其他时间较难进行作业。

因素

三、制约南海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的主要

1．作业结构不合理

由于南沙群岛海域远离我国陆地，加上鱼类

个体大，含脂量高，渔船上捕捞产品的海上保鲜

设备跟不上，在经济利益的作用下造成作业结构

不合理。目前进行岛礁作业的主要是刺网、钓业

和潜捕等三大作业方式，个别采取炸鱼和毒鱼等

非法作业方式，这也与岛礁的生态环境有密切的

联系。往年由于岛礁海域的底质不平，难以进行

底拖网作业，这有利于保护岛礁的生态环境。但

近几年一些渔业公司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到中

沙群岛进行底拖网作业，作业水深约40～80 m，

2005年5月笔者随船到中沙群岛进行渔业资源

调查时也见到类似的情况。西沙群岛、中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主要以珊瑚礁为主，其生态环境是经

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形成，一旦受到

破坏，后果将不可估量。目前刺网以捕获鲨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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鲷科鱼类为主，而潜捕捕获鲨鱼、海参以及贝类

等营养级较高的种类为主，这些种类的生长周期

都较长，其生长与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往年常

见的这些种类目前其资源也明显减少，出现小型

化的趋势。

2．生物量较低

西、中沙海域的生物量明显低于大陆架冰域

的生物量，平均年生物量为23 mg／m3，仅为大陆

架海域生物量的1／4左右，仅礁盘附近出现高于

100 mg／m3的高量区。这主要由于西沙、中沙海

域远离陆地，没有明显的沿岸水流入，除了礁盘附

近为浅水外，大部分水域的水深均超过1 000 m

以上，因此该海域的生物量也无明显的季节变

化。南沙海域的生物量也不高，珊瑚礁盘浅水域

生物群体小、生物量低，难以提供为规模性的渔

业开发利用。这是制约南海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

的重要因素。

5．科研不够深入，生产科技含量低

针对西、中、南沙群岛渔业资源调查次数不

多，时间间隔较大。由于经费和时间有限，每次

调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深入，只是个别专

项调查，并且科研与生产存在一定的脱节，因此

目前开发的品种和范围甚为有限。另外，大部分

渔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捕捞技术主要靠老渔民言

传身教，生产科技含量不高。一些在传统渔场发

挥作用的捕捞技术不一定适应岛礁渔业作业，很

多船长难以胜任在岛礁海域航行和指挥生产，甚

至有些生产具有盲目性。

4．生产安全问题

南海岛礁渔业确实存在不少的生产安全问

题，主要存在两方面：一是自然天气方面；二是

涉外安全方面。南海区的渔民进行岛礁渔业生产

主要以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为主，作

业海域远离陆地，到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

群岛所经海域多为数千米水深，途中也有不少暗

礁，海况复杂，航行所需的时间较长，一般群众

渔船到达西沙群岛最近海域途中需要1～2天，

到达南沙群岛需要3～5天，天气的变化无常对

群众渔船造成较大的威胁，需冒着较大自然灾害

的危险作业。涉外安全是群众渔船进行岛礁作业

86

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

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属我国，但周边国家采取

各种手段侵占，并对我国渔船进行袭击和抓扣。

虽然早在2002年11月我国就与东盟各国在金

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实际上南海

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海域的局势

并未好转，目前形势依然严峻。2004年5～7月

笔者等人随船到南沙群岛调查期间遇到占领大

现礁的越南人员向调查船开枪示警一事就已说

明了这一点。因此，涉外安全已严重影响了南海

岛礁渔业的生产，一些长期进行岛礁渔业作业的

群众渔船或渔业公司不得不退出生产。

5．生产成本与效益问题

从安全等方面考虑，到西沙群岛、中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进行岛礁作业的渔船必须达到一定

的要求，并能装上一定的淡水等生活用品和柴

油，一般配备小艇和单边带等，因此作业船只本

身的成本就较高。其次，近几年柴油价格居高不

下也是造成渔业生产成本剧增和经济效益下降

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多年的采捕和管理力度

有限，加上周边国家的侵占，可作业的海域越来

越小，使南沙群岛海域一些礁盘的个别主要经济

品种已呈过度利用状态，过去常见的海参和鲨

鱼等渔业资源明显减少，石斑鱼和鲷科等主要种

类的渔获率出现下降，渔民或渔业公司的产值有

所下降。基于近海渔业资源的不断衰退，近海作

业也并不乐观，才使部分渔船坚持岛礁渔业作

、I匕。

四、建议

为寻求经济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笔

者初步探索了制约南海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的

一些因素，认为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应着重从保

护原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基础上进行合理适

度的开发利用，以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

益和实现南海岛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依笔

者多年对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渔业资源进行调

查的体会，现就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南海岛礁渔业

资源提出几点建议。

   



1．调整渔业生产的作业结构，保护岛礁水域

的生态环境是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的前提

作业结构的不合理往往引起生态环境的破

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渔民不顾生态环

境的破坏，采取一些非法手段进行捕鱼。潜捕作

业和拖网作业对岛礁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大，应实

行限制发展，鼓励转型，实行使之逐步减少的政

策，禁止炸、电、毒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作业

方式。目前，已颁布的《渔业法》、《野生动物保

护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

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和((渔业水域水质标准》

等法规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西沙、中沙和南沙远

离陆地，这给科学管理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

提高渔民素质，调整渔业生产作业结构对保护生

态环境十分重要，坚持合理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基

本原则，一方面要强化海洋意识，实行有计划、

科学地开发和利用海洋；另一方面要加强海洋保

护措施，扩大海洋自然保护区和设立新的保护项

目，按照国际公约、协议，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

生物。另外，加强与国际组织、民间组织的联系

和合作，共同寻求保护海洋和合理开发海洋的科

学方法。

2．保护水产物种以及建立鱼类种质资源库

捕捞业是西南中沙群岛经济发展的主要产

业，广阔的海场和丰富的鱼类，每年吸引大批各

地渔民来岛作业。由于我国远海捕捞技术还比较

落后，在西沙、南沙、中沙群岛的渔业资源尚处

于轻度开发状况。然而，大量的捕捞尤其是一些

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的集中捕捞，已经使鱼类资

源有了减少的趋势。一些在生物链中占重要地位

的种类的减少将加大生态系统的破坏，加上岛礁

水域远离陆地，其后果更严重。因此，保护水产

物种是岛礁渔业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工作。

5．为维护南沙主权加大外交斗争力度，增强

海军护渔的力量，联合渔民参与执法管理

南海岛礁渔业不仅是一般渔业生产，更是一

种国家行为，不仅是为了取得经济利益，更重要

的是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对于维护国家海洋主权

更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毫无疑问，西沙、

中沙、南沙群岛自古属我国，但一些周边国家有

壹每捌毫渔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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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把岛屿和海域争端国际化，试图造成既成事

实，从而在主权问题上进一步设置障碍，并袭击

和抓扣我国渔船，因而需加大我国外交斗争力

度。海军护渔护航是当今世界的通行做法，尤其

是在有争议海域，并且仅靠渔政部门的执法力度

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借助国外的一些先进经

验，应加大海军护渔力度，扩大巡航范围，捍卫国

家主权，维护国家的尊严，也为到西沙、中沙、南

沙群岛生产的广大渔民提供补给及救助等服务，

保障渔民生产安全。同时，渔民参与管理也是一

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其对外国的渔船动向

也比较了解，有助于海军和渔政部门的执法管

理。

4．提高渔业生产的科技含量，降低成本

由于渔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不高，一定程度上

造成目前在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作业结构不

合理性，制约了多种作业方式和渔场范围。首先

是捕捞产品的海上保鲜设备及保鲜质量跟不上，

而其盐腌产品或晒干产品会使产值降低，活鱼需

更高的成本。其次是科研成果跟不上，一些渔民

靠运气作业。因此，建议将各项科研计划列入国

家重点项目，制定总体规划，调整作业结构，用几

个五年计划扶持岛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将科

研成果转换成生产力。同时，选择一些自然条件

优越、地理位置适宜的岛礁建立渔业后勤补给基

地来降低渔业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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