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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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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地处暖温带 水质肥沃 浮游生物繁生 十分

有利于海洋生物的繁衍 !生息 ∀因而渤海历来是多种

经济鱼虾类的产卵场和肥育场 素有 / 黄渤海鱼类的

摇篮0和/百鱼之乡0的美誉 ∀渤海区年捕捞产量约占

全国总产量的 养殖产量约占全国的 其中

对虾养殖产量约占全国的 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

地 ∀再加上渤海是内海 封闭性强 便于控制 更决定

了渤海在我国海洋渔业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 如今的

渤海却告别了往日的辉煌 渔业资源持续衰退 生态

环境严重恶化 极大地制约着渤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 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研究

实现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应采取的对策 不仅对

渤海有重要意义 对其他海域也有借鉴作用 ∀

制约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

素分析

超强度捕捞导致资源结构发生改变 渔

业经济价值下降

自 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忽视渔业资源特点

盲目追求高产 大量发展拖网和定置张网 对渔业资

系 重新打开欧盟市场 ∀

贝类安全卫生监控体系模式

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

国家和部门的法律法规 如渔业法 ! 食品卫生

法 !商检法 !动植物检疫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

防治法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贝类生产环境卫生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等 为建立

贝类安全卫生监控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

行政主管部门监管

海洋和水产管理部门是贝类生产的行政主管单

位 负责水产养殖 !捕捞 !运输和渔港 !码头的监督管

理 负责发放养殖和捕捞许可证 负责海区的划分 !开

放和关闭 卫生部门负责对投放市场贝类产品的卫生

管理 !从业人员健康 有权禁止不卫生的产品投放市

场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环境和污水排放的监督管理

检验检疫局负责出口水产品加工厂的监督管理和产

品检验 禁止不符合卫生要求的产品出口 ∀

科学划分海区和监测

根据国家海水水质标准 将海水划分为

类 类海水区为 / 贝类养殖捕捞区0 类海水区为

/ 条件养殖捕捞区0 类海水区为 / 禁止养殖捕捞

区0 ∀实行贝类养殖捕捞海区管理 对贝类育苗 !养殖 !

捕捞进行跟踪监管 ∀

由检验检疫部门对产品加工 ! 生产过程进行监

管 对生产企业实行质量体系管理 ∀由海洋和水产研

究及监测部门 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按欧盟要

求每年至少有 个月的监测数据 ∀在每年的 ∗ 月

赤潮多发期 每月进行 ∗ 次监测站位取样监测 尤

其监测有毒赤潮甲藻的出现 ∀一般当有毒赤潮藻细胞

浓度达 或 ≅ 时 或采集贝类样品检测

贝类毒素含量 Λ 贝肉时 发布警报 同时

可根据情况宣布临时关闭捕捞海域 ∀监测贝类毒素可

利用牡蛎 !紫贻贝 !菲律宾蛤 !扇贝等贝类生物品种来

进行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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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造成严重损害 加上渔船性能不断改进 捕捞效率大

大提高 捕捞能力的增长迅速超过了渔业资源的再生能

力 ∀据专家估计 渤海渔业资源的可捕量约在

而早在 年代渤海的年捕捞量就已超过了

到 年渤海的年捕捞量已高达 ≅ 远远

超过了可捕量 如此高强度的捕捞对渤海渔业资源的

破坏不言而喻 ∀

在巨大的捕捞强度下 渤海渔业资源急剧衰退

渔获物质量大大下降 ∀据调查统计 小黄鱼 !带鱼 !白

姑 !对虾 !梭子蟹等优质经济种类 年占总渔获量

的 年降至 年又降至

而与此相应的是 年 鱼 !黄鲫等小型鱼

类仅占 年上升到 年竟高达

∀由此可见 目前渤海渔获物质量与 年代 !

年代相比已大大下降 优质渔获物尚不足总渔获

量的 渔业经济价值大大下降 ∀

渔政管理薄弱 酷渔滥捕严重

国家为了有效保护渤海渔业资源 年曾规

定渤海作业船只需压缩 年又进一步规定

除旧船更新以外 渤 !黄 !东海一律不得新增和引进捕

捞渔船 但由于执行和监督不严 加上 年水产品

价格放开后 价格飞涨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 渤海渔船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从功率到数量都增加了 ∗ 倍

有的地方甚至增加了 多倍 ∀ 年环渤海三省一

市的生产渔船数量已达 艘 ≅ • 分

别占全国的 和 ∀其中 • 马力 以下

只能在近海作业的船只就多达 艘 这些小功率

渔船大多在渤海近海作业 对渤海近海渔业资源造成

极大的压力 ∀

由于船多鱼少 生产者为了增产增收 往往无视

国家的渔业繁殖保护规定 不管大鱼小鱼一起抓 如

渤海秋汛捕虾时往往兼捕同等重量的小黄鱼 ! 带鱼 !

鳓鱼 !鲳鱼 !黄姑鱼 !白姑鱼等多种优质鱼类的幼鱼 ∀

优质经济鱼类衰退后 对少数现存的几种有经济价值

的种群继续进行掠夺性捕捞 造成其产量大幅度波

动 ∀对虾 ∗ 年代年产量可保持在 ∗

年曾创下 的历史最高水平 随后 年

代年产量降至 年代则只有数千吨 鲅鱼

也是如此 年产量曾达 而现在年产量只

有数千吨 梭子蟹 !毛蚶等也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

虽然多年来为恢复渤海渔业资源 水产行政部门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规定禁渔区 !禁渔期 !放流增

殖 !发展远洋渔业等 但由于渔政管理力量薄弱 致使

一些渔民置国家的渔业法规于不顾 违犯休渔禁渔规

定 滥捕幼鱼和产卵亲体的酷渔滥捕现象仍时有发

生 ∀譬如近几年滥捕幼鲅鱼之风盛行 甚至在伏休期

间大量捕捞 ∀这种只顾眼前 不顾子孙后代长远利益

的短期行为 使得原本已十分脆弱的渔业资源雪上加

霜 资源恢复的难度相当大 严重制约了渤海渔业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渔业生态环境遭到

严重破坏

从 年代开始 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

展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不断加强 由于随意排污 !违章

倾废 ! 盲目建设等导致渤海海域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也是制约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

陆源污染是造成渤海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据估

计 渤海每年至少要承受来自陆地的 ≅ 污水

和 污染物 几乎占整个中国海域所接纳的污

染物总量的一半 ∀由于渤海是一个近乎封闭的浅海

平均水深仅 面积只有 水体交换能力

差 据测算 渤海水体全部交换一次至少需要 甚

至更长的时间 ∀如此巨大的纳污量 已远远超过了其

自净能力 ∀因此 渤海水体中污染物超标的海域逐年

扩大 到 年就已扩大到 占渤海海域

面积的 其中尤以河口 ! 近岸海湾污染最为严

重 渤海三大海湾辽东湾 !渤海湾和莱州湾无一能够

幸免 ∀而这三大海湾恰恰是鱼虾蟹等各种经济品种的

主要产卵场和索饵地 因此可以说 其污染对水产资

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辽东湾海域油类超标率已达

其中的锦州湾油污染超标率甚至高达 ∀锦

州湾原有丰富的鱼虾贝资源 而今由于污染物的大量

侵入 不仅 的滩涂成为/ 生命禁区0 ) ) ) 无生物

区 而且湾内 的海域也变为 / 死亡之海0 ∀渤海

湾吸纳天津 !北京两个大城市的污水 无机氮 !无机

磷 !化学耗氧量等指标严重超标 严重的污染给沿岸

养殖业带来了灭顶之灾 ∀莱州湾也同样难逃厄运 ∀流

入莱州湾的小清河 是横贯大半个山东的主要河流

沿岸共有各类工矿企业 余家 年排工业废水

≅ 生活污水 ≅ 早已受到严重污染 成

为 / 小黑河0 !/ 小害河0 ∀ 年代溯河产卵的银鱼 !降

河产卵的河蟹绝迹 年代贝类污染死亡和养虾污

染事故频频发生 ∀

严重的污染使渤海生物数量锐减 赤潮频繁发

生 ∀ 年到 年 间渤海鱼类群落多样性指

数从 种 降到 种 ∀ 年 月 河

北黄骅市 !唐海市发生大面积赤潮 损失高达 ≅

多元 ∀ 年因赤潮 !虾病给环渤海三省一市造成的

损失高达 ≅ 元之巨 ∀ 年 月在渤海靠山

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内侧西北方向又发生赤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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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加强宣传 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

不损害人类后代的需要 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 不

损害其他物种满足其需要能力的一种新的发展模

式 ∀在面临全球性的资源匮乏 !环境恶化严峻局面的

今天 如何保持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重视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和环境

的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

所依赖的资源和环境 ∀渤海渔业资源在我国渔业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目前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

对渤海渔业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

步 保护渤海 !拯救渤海渔业资源已经刻不容缓 ∀而海

洋渔业资源的公有性和洄游性特点 决定了海洋渔业

资源的保护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

努力 ∀为此 首先应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宣传和知

识普及工作 通过报刊 !广播 !影视等宣传媒体和有关

会议进行呼吁和宣传 教育人们开发不可忽视管理

利用不能忘记保护 ∀大海的/ 奉献0是有条件的 人类

的一切生产活动只有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才能造福于

自己 造福于后代 ∀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从而提高其保护海洋资源

和环境的自觉性 能够从大局出发 正确处理眼前利

益和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克服地

方保护主义 严格执行和遵守有关法律和法规 ∀真正

做到靠海吃海 养海护海 使渤海渔业资源长盛不衰

长期持续地造福于人类 ∀

强化渔政管理 合理开发渤海渔业资源

首先 建立和完善有关渔业法规 要严格控制捕

捞强度 ∀加强捕捞许可证管理 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

渔船控制指标 以法律 !经济 !科学和行政等各种手段

有计划地逐步调整重要经济鱼类的捕捞量 把捕捞量

压缩到小于其种群增长量的水平 严格限制沿岸水域

的定置网和拖网作业 改革渔具渔法 杜绝损害鱼虾

幼体的各种作业方式 进一步加强对禁渔区 !禁渔期

的有效管理 增建不同类型的近海渔业资源保护区 !

禁渔区 与工商部门联合执法 杜绝违规偷捕渔获物

在市场上销售 ∀

其次 要大力改善渤海渔业生态环境 提高渔业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选择重要的经济品种进行人工养

护和放流增殖 以促进资源的恢复 ∀渤海的内海特征

特别适合进行各种经济鱼虾的放流增殖 ∀可通过优良

品种的移植 !引进 !放流种苗 !建造人工鱼礁等措施

改善海区的种群结构 使濒危品种得到恢复 使小型

种群发展成大宗种群 把渤海建设成/ 海洋牧场0 ∀

防治污染 改善渤海水域环境

资源的盛衰与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 ∀渤海因污

染造成的生态环境退化 已给渤海渔业造成了灾难性

打击 严重影响了渤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引起

我们的高度重视 ∀为此 首先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在

认真贯彻落实5环境保护法6的基础上 环渤海三省一

市要联合制定5渤海资源开发整治与污染防治管理条

例6等相关法规 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 为进行有

效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同时 要建立监测制度 形成监

测网络 及时对水域污染进行监测调查 ∀并加大执法

力度 对那些只顾眼前 不顾长远 只顾自己 不顾别

人 乱排乱放 给河流 !海域造成严重污染的单位和个

人要严惩不贷 ∀

其次 要加强领导 团结协作 认真执行国家环保

总局组织实施的/ 渤海碧海行动计划0 对污染严重的

近海海湾进行重点整治与保护 ∀对原有污染源实行综

合治理和改造 对新污染源实施严格控制 增强工业

废水和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提高处理率和达标率 ∀科

学估算海域的环境吸收容量 对主要污染物实施限定

排放浓度和总量控制制度 从根本上控制污染物的入

海量 ∀

再次 针对渤海因污染造成严重富营养化 加上

渔业资源严重衰退 导致海域中初级 !次级生产力过

剩的现状 应有计划地开展生态治理工程 合理调整

养殖生产 ∀一方面发展短食物链 !高产出的品种增养

殖 如贝类具有充分利用水体初级生产力 净化水质

的功能 可优先发展 ∀在渔业环境逐步改善后 再发展

其他品种的增殖放流 ∀另一方面则要适当压缩对虾养

殖面积 降低养殖密度 发展生态养虾 减少养虾业自

身污染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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