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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原因及修复对策 

朱梦华 钱卫国
1
 

（浙江海洋大学 水产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舟山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其渔业资源衰退的问题日渐突出。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舟山渔场渔业资

源现状，对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原因进行了探究。综合分析显示，过度捕捞、有毒有害物质的大量排放、渔业产

权不明确、投入资金缺乏和执法装备落后等是导致舟山渔场渔业资源日渐衰退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原因，提出了

相关修复对策，如通过制定舟山渔场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完善科学的渔业管理，构建先进渔业监测制度、增加渔业

资源增殖放流强度、加大专项资金以及科技创新投入、加快传统渔民的转产转业，控制捕捞强度和加强海洋环境治

理等，以期为舟山渔场的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舟山渔场 过度捕捞 资源现状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S937【文献标识码】A 

舟山渔场地处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的浙江东北部，海域范围处于 29°30′N-31°00′N，120°30′E-125°00′E，面

积约 5.3万 km2，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也是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上海市渔民的主要捕鱼区域范围，我国历史上曾以大黄鱼、

小黄鱼、乌贼和带鱼四大家鱼为主要的渔产[1]。作为长江和钱塘江等的入海口，带来了大量的泥沙，使得舟山渔场营养盐丰富，

初级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此外，这里是沿岸寒流与台湾暖流交汇的地方，因此这里的饵料非常之充足，造就了渔业资源丰富的

舟山渔场。但由于近几十年来的过度捕捞、自然环境影响以及人类活动的干预，使得舟山渔场逐渐退化，渔业资源面临崩溃的危

险，无法有效恢复，严重制约了舟山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1 舟山渔场概况 

舟山渔场入海的河流众多，近海海域中的硅、磷的含量分别为 2000～3000mg/m
3
和 30～40mg/m

3
。水体中浮游植物夏高冬低，

但年平均含量为 107万个/m3，浅海区域有浮游植物 151种，90%以上为浮游硅藻。有浮游动物 123种，年平均含量为 87.7mg/m3，

夏季最高含量为 1633mg/m3[2]。舟山四周有大量的岛屿，大量的岩礁和滩涂对鱼类产卵和生活有很大的优势；再加上长江水的流

入也能够带来充足的养分；此外沿岸寒流和台湾暖流在这里汇集，致使洋流搅动，海洋生物饵料充足，这样独一无二的优良条

件，也让舟山成为了我国为数不多的天然富饶渔场，不光大量产出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带鱼这四大特色品种，而且还有许多

名贵海产品产出，如有鱼类 360余种，虾类 60种，蟹类 11种，海栖哺乳动物 20余种，贝类 134种，经济海藻类 154种，可以

说是真正的“东海鱼仓”。这里主要的捕捞对象是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绿鳍马面鲀、黄鳍马面鲀、海鳗、白姑鱼、鲐鱼、蓝

圆鰺、银鲳、金色小沙丁鱼、鳀鱼等。多数鱼类资源量相对较低，其中仅有带鱼的资源量超过 50万 t，其他鱼类资源一般在 10

万 t以下。受到台湾暖流的影响，使得这里部分资源品种具有热带水域性质，其次是暖温性种类具有一部分，冷温性种类基本没

有。多数鱼类生长速度快，性成熟较早，年龄结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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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渔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沿海地区渔民的大型捕捞场所。舟山渔场的渔获量在 20

世纪 50年代占到全国的 10%～20%[3]。 

2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现状 

2.1渔业结构发生变化 

依据中国海洋幼杂鱼捕捞现状和对我国可持续渔业发展的数据统计，2020年浙江省拖网海洋捕捞量为 148.5314万 t，其中

幼杂鱼的比例高达 48%。所谓幼杂鱼，是指经济价值不大、个体较小、与经济鱼类混捕的幼鱼。总而言之，就是指在被人类直接

食用和作为特色食品加工后，余下的主要用于饲料的那一部分渔获物。 

随着舟山渔场的过度捕捞，捕获的鱼类种类逐渐老化和早熟，渔获物的营养级别也呈现下降走势。渔业资源正在向食物链水

平较低、生命周期较短的物种发展。就目前而言，贝类、虾类和蟹类等无脊椎动物的产量为 56%(图 1)。对虾、贻贝、梭子蟹被

称为舟山渔业的三大新兴主要产业[4]。 

2.2生态系统发生变化 

 

图 1舟山渔场捕捞鱼类的结构组成 

随着围海造田以及涉海工程的影响，使得沿海湿地消失，生物多样性减弱，渔业资源减少。海洋和陆地实现能量和物质互换

的主要场地为沿海红树林、滩涂、潮间带等湿地。但是由于人类的故意阻断，沿海需要从陆地获取的营养物质不能及时得到满

足，导致沿海以陆地营养赖以生存的蚌、蛤、螺、蟛蜞、虾、蟹、蚬等海洋生物受到胁迫，进一步对渔业和海洋食物链造成了严

重的影响，以此为生的陆地动物也受到影响。另外，海洋生物与陆地淡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海鳗具有明显的洄游性

质，其中有一类海鳗是洄游于长江口以及韩国的济州岛之间，由于填海造田，严重影响了其洄游产卵与索饵。 

此外，除了这些影响，还有沿岸大型工厂的废弃杂质直接排放到海里，造成海水污染，使得海洋生物的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

海洋生物量急剧锐减。 

从现有资料的监测结果显示，海水中的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的含量超标，这是一些海域发生赤潮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给

海洋生态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对渔业的生产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研究表明，舟山渔场水体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农业化肥

的大量使用、沿海城市生活废水的处理率相对较低和钱塘江、长江、甬江等河流汇入时携带了大量的污染物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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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捕捞压力过大，资源衰退 

随着科技的进步，渔船捕捞装备的现代化日益加快，加剧了舟山渔场过度捕捞，人们对近海的无休止的捕捞，导致渔业资源

得不到正常有效的养护治理。现在舟山渔场的四大鱼类品种，大黄鱼已经基本消失；小黄鱼虽然可以捕捞得到，但是已经形不成

渔汛，呈现低龄化、小型化趋势；带鱼的产量也有一定的下降趋势；乌贼也同样是资源衰退。近海主要渔业资源已经衰退减少，

中心渔场已经向外海扩延。 

2.4渔业可持续发展缺少支撑 

由于缺少有效的渔业监测制度，舟山渔场的渔业管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渔业管理有一定的差距；现在的渔业监测制度无法

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缺少有效的科技支撑，难以对舟山渔场的渔业资源进行正确合理的评估，渔业资源的补充机制、

再生机制群体难以正确把握。渔业资源捕捞量与捕捞之间呈现着不合理的死循环。科技立项大部分支撑是涉海高端方向，比如海

洋动力、海洋制药等，缺少与渔业资源紧密联系的科技立项。 

3 舟山渔场当前的主要问题 

3.1过度捕捞盛行 

当代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毫无节制地对海洋环境的肆意破坏和对鱼类资源的过量捕捞，促成了我国海洋强国近海“无鱼可捕”

的尴尬现状，全国各地的渔船每年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舟山渔场的海面上，现在那个曾经渔业资源丰富的舟山渔场可谓已经名

存实亡，正逐步向海洋荒漠化靠近。 

3.2有毒有害物质的大量排放 

舟山渔场沿岸海区连接着长江、钱塘江、曹娥江、甬江这些大江大河，人类工业生产和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通过这

些江河流入舟山渔场海域。沿海城市的工业企业直接排污口和混合排污口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直接流向舟山渔场。另外，沿海城

市人类生活污水的过度排放和农业有机肥料的大量利用都会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而且排放的营养物质会导致海洋水体的富营

养化，进一步促成了赤潮的产生，最终加速了海洋水体恶化的进度，严重影响了舟山渔场的渔业资源。 

3.3渔业产权不明确 

在我国，由于没有明确的资源产权，森林、土地、海域这些公共财产绝大部分通过政府代为管理，资源产权管理权利较弱，

资源行政管理起了主导作用。在以前，渔民的收入来源于海上捕鱼然后售卖给当地政府，因此在当时行政管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

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规模的一步步扩大，致使沿海地区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短缺的问题，为

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大部分渔民不断尝试去打破这一管理方式，这也使得行政管理的作用形同虚设。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有利于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是海洋生物发展和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填海造地工程习惯性在沿岸的滩涂上进行施工筑堤，这将

对海底地质环境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坏，这项工程很大程度地触碰到了底栖动物的生存利益。然而，填海造地将会导致潮间带的人

为破坏，潮间带是众多海洋生物捕食和产卵的地方，因此，填海造地工程的实施会很大程度地侵犯到海洋生物的栖息场所，失去

了栖息地将致使部分海洋生物资源数量降低甚至走向灭绝。渔民通过毫无节制的捕捞现存的海洋渔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个人利

益，这种自私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渔业资源的生态平衡体系。此外，因为渔业资源的产权管理是依靠行政手段，因此相关行政部门

难免会因为自身的利益冲突而滥用权力，没有办法做到合理公正地管理公共财产，这也就促使了该资源的进一步破坏。 

3.4投入资金缺乏、装备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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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在我国当前执法的工作和海洋管理中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这也是我国目前为什么缺少先进执法设备的一个

重要原因。当下，我国渔业行政执法机构的资金基本上都来源于自收自支、差额拨款、全额拨款。全额拨款仅仅在财政上保证渔

业行政执法机构成员的工资报酬，并不包含相关工作和执法经费。另外，渔业口子罚没、收费等的资金都被要求上交给财政部

门，这都是因为我国支出和收入的严格实施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所造成的，但是平时的执法经费、执法船舶的维护费和

燃油费等都没有被当地财政列入预算，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渔业执法部门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资金短缺情况。没有足够的资金帮

助，用于安全执法的渔业设备都比较落后。很多执法船舶都是从其他部门淘汰下来的，能够继续使用的寿命也相对较短。执法部

门需要照相机和摄像机等装备用来证据的采集，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设备执法部门将无法进行相关证据的收集工作。 

4 舟山渔场渔业资源修复对策 

4.1制定舟山渔场综合利用总体规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美丽中国，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是当今世界各国赢得竞争优势的战略

制高点。构建海洋大国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因此，研究制定舟山渔场未来目标规划，通过

现代科技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提高海洋环境的质量和保护海洋渔业资源，避免良好的渔业资源和渔场生态环境呈现出减弱的态

势。首先要对明确海域进行全面调查，后再制定有助于修复渔场活力的全局性规划和该地域大力推广渔业和农业的长远性规划，

不应该急于求成，应该高度重视舟山渔场的可持续发展[5]。 

在进行总体规划目标时，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科技创新为发展源泉，着力打造资源丰富、生态和谐、绿色发展的舟

山渔场。要通过舟山渔场的恢复振兴带动全国渔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舟山渔场的总体目标规划要围绕绿色可持续发展为主要

发展方向，依据舟山渔场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整体的目标规划。 

4.2完善科学的渔业管理，构建先进渔业监测制度 

虽然在很早时间就提到限额捕捞制度，但是由于缺少完善的渔业监测制度，使得目前的渔业数据难以支撑科学的渔业管理。

构建科学的渔业检测制度可以有效获取舟山渔场的各个地区的捕捞渔获量。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实行渔船的定位监测系统、渔船

进出港口报告、海上观察员、电子监测等。通过部分地区的试点，找出最合适的渔业监测办法，来为舟山渔场的科学管理提供真

实有效的数据信息。例如，2017 年原农业部在浙江开展了浙北三疣梭子蟹以及鳀鱼的专项捕捞的限额捕捞试点工作，通过这两

个试点的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大范围实行限额捕捞制度提供了典范效应。 

4.3增加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强度 

增殖放流是修复渔业环境和养护渔业资源的一项非常至关重要的途径。它是指通过利用人工来繁衍苗种，然后再将苗种直

接投进沿海，从而达到填充野生种群数量目的的一种方式。放流苗种通过索取海洋资源中的天然生物饵料来实现自身的快速成

长，一些被放流的苗种还可以实现补充自然种群生态效应的作用，这都是通过加入繁殖种群来实现的。 

舟山渔场可以通过人工繁殖主要衰退的资源的经济品种，通过恢复生态为目的而不是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人工增殖放流帮助

舟山渔场逐步进行资源恢复。可以加大高层次营养级别的品种放流，以拥有丰富营养级别相对低的生物作为饵料使用，帮助提高

其在自然海域的存活以及生长率，有效提高种群数量，恢复正常的营养级别食物链，恢复渔业资源，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

展。例如，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与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在过去的两年里，向舟山东极海域累计放流乌贼、石斑鱼等

约有 1000万尾，促进了生态修复，并且帮助渔民增收。此外，在放流之后，需要做资源恢复效果评估，对回补的放流鱼类进行

生长评估，洄游路径分析等内容，帮助促进未来的资源放流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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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加大专项资金以及科技创新投入 

舟山渔场虽为中国最重要的渔场之一，但其渔业科技能力不强，创新意识不够，这也是舟山渔场无法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下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快舟山渔场的振兴工作，迫切需要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和增加相关建设资

金，从而实现较为完善的舟山渔场科技支撑系统。一是加大海洋科学技术的投入，大力推动海洋经济体系；二是以科技创新的方

式来助推渔场环境的提升；三是组建强大的海洋科技创新团队，构建舟山渔场科技支撑系统。同时，注重养护和合理利用近海资

源，注重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可以成立专门海洋创新团队，致力于舟山渔场的资源修复工程。 

4.5加快传统渔民的转产转业，控制捕捞强度 

海洋捕捞业减船转产也是保护渔业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政府应加大传统渔民的教育培训力度，为传统渔民创造更宽的就

业空间，制定培训的制度以及实施的方案。还要加强政策扶持保障，对于转产转业的渔民出台相应的政策，简化审批手续，并适

当提高转产转业的渔民政府补助标准。此外，政府要拓宽转产就业的渠道，积极发展地区特色的休闲渔业，帮助转产的渔民从事

与此相关的工作，以有效缓解过度捕捞和无序生产，促进舟山渔场的资源修复。 

4.6加强海洋环境治理 

在全球海洋中人类制造的垃圾越来越多，特别是塑料垃圾。塑料类垃圾的总量总是居于海底垃圾和海面漂浮垃圾之最。每年

都有大量海洋生物因为不小心食用了塑料垃圾或被其缠绕等原因导致死亡。在海洋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中，海洋中的废弃垃圾

被大气运动和洋流潮汐推动着不停地流动，藏身于海洋塑料垃圾中的一系列化学物质也正在通过食物链进而危害着人类的身体

健康。2018 年，首次在人类的粪便中检测出了微塑料的存在。所以，加强对海洋污染的整治也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目前，

我国逐渐加大了对海洋垃圾的整治和研究强度，关于海洋垃圾对海洋环境的污染问题，中国已经逐步出台和制定了《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20多部相关法律法规，为加强海洋环境治理提供了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

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将重要、敏感、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归入管控范围之内并实行严格管控制度和强制保护措施。浙江

省还专门为此编制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方案里明确地说明了生态红线区由海洋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生态功能区等多

个区域组成，在全省海域总面积中海洋生态红线面积的比例高达 31.72%。除此之外，民间自发组织的海洋环保志愿者团队也在

不断壮大。海洋污染整治是一个大工程，又是一场攻坚战，需要国家全面部署，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当地政府全力推动海洋

生态治理规模、社会组织部署推动民间海洋保护工作、社会群众自觉履行自身责任，构建起政府为主、全民共同参与的长久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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