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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国际社会正面临着环环相扣的多重挑战，从挥之不去的金融和经

济危机，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更严重的易受害性和极端天气。同时，国际社

会还必须在自然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满足日益增长人口对粮食及营养的迫

切需求。本期《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将探讨此类问题如何影响渔业

和水产养殖部门，该部门又如何努力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

渔业和水产养殖为世界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过去50

年中，世界水产品供应量的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如今水产品已经成为世界

众多人口摄取营养和动物性蛋白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该部门还为占世界

人口较大比例的人们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生计和收入来源。

鱼及水产品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其贸易量及贸易额

均在2011年创出新高，并预期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出口量中占较大份额。在捕捞渔业产量保持稳定的同时，水产养殖产量持续

增长。水产养殖未来仍将是增长最快的动物性食物生产部门之一，而在下一

个十年，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总产量将超过牛肉、猪肉或禽肉产量。

然而，在这个仍有近10亿人遭受饥饿的世界上，贫困人口，特别是农

村的贫困人口，最容易受到上文提及的各种威胁带来的影响。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和南亚的很多地方，人们的水产品消费量仍维持在低水平，因

此无法像其它地区一样，从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可持续粮食安全和收入做出

的贡献中受益。

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全球粮食安全及经济增长所做的重要贡献一直受到

一系列问题的干扰，这些问题包括治理不善、渔业管理体制薄弱、对自然

资源的争夺、渔业和水产养殖方式长期采用不当、小型渔业社区的优先重

点和权利未得到足够重视、性别歧视和童工等不公正现象等。

最近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就讨论

了这些与治理相关的问题，使大会成为一个平台，重申各方对可持续发展

的政治承诺，评估现有各项承诺实施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差距，并

迎接新的挑战。“里约+20”峰会的两大主题-可持续发展体制框架和支持

绿色经济-已在粮农组织的主要观点中有所反映，即提高整个食物价值链

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有助于在减少自然资源使用量的基础上加强粮食安全，

也就是说，小成本，大产出。由于“里约+20”峰会对海洋和沿海地区给

予了特别关注，使得粮农组织有机会提出关于通过消除贫困、小型渔业及

水产养殖活动加强海洋及沿海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关于发展中小岛国潜在

贡献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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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提高各方管理广义生态系统

的积极性。要实现绿色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就必须承认它们在整体治理框架

中所发挥的更广义的社会作用。要推动这一转变，可以利用几种机制，包括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采用生态系统方法，利用公平、负责任的权属制度将资

源使用者变成资源管理者。

要想促使渔业和水产养殖取得负责任、可持续的发展，除了政府机构

的努力外，还要求有民间社会和私有部门的充分参与。企业界能帮助我们

开发技术，寻求解决方案，提供投资，促成良好变革。民间社会及国际、

地方非政府组织则能够监督政府履行做出的承诺，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的

声音都能得到聆听、得到表达。

促进负责任、可持续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完善治理的各种方法包括广泛

采纳和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中提出的各项原则以及目前正在制定

的关于小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准则中的各项规定。同时还有必要确保

相关国际文书的采纳和应用，特别是2012年的《土地、渔业和森林权属负

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并为全球环境基金/粮农组织的“各国管辖范围以外

地区的全球可持续渔业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世界银行的“全球海洋伙

伴关系”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海洋契约”等举措提供支持。

为保证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人类发展，让所有人实现长期可持续繁荣，

就必须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处理好技术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遇到的问题，采

纳合理的经济和政策决策，确保环境完整性和社会许可。

我真诚希望本期《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能成为有关该部门的一

个有效参考工具，帮助各方了解其现状、趋势、问题和展望，以更全面了

解该部门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Árni M. Mathiesen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

助理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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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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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R

减少灾害风险

EAA

水产养殖的生态系统方法

EAF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EC

欧洲委员会

ECosoC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EZ

专属经济区

EiFAAC

欧洲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咨询委员会

EiFAC

欧洲内陆渔业咨询委员会

FCR

饲料转换率

FCWC

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

GFCM

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GhG

温室气体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FA

兵库行动框架

hUFA

高度不飽和脂肪酸

iATTC

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iCCAT

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

iMo

国际海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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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C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Q

个人可转让渔获配额

iUU

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iFDC

低收入缺粮国

LiFE

低影响节能

LoA

总长度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PA

海洋保护区

NAFo 

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

NAsCo

北大西洋鲑鱼养护组织

NEAFC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NEi

别处未包括

NGo

非政府组织

NoAA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PAFC

北太平洋溯河性鱼类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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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EsCA

中美洲渔业及水产养殖产业组织

PERsGA

保护红海和亚丁湾环境区域组织

RFB

区域渔业机构

RFMo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D

研发

sAR

搜救

sEAFo

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

sioFA

南印度洋渔业协定

sPRFMo

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sPs AGREEMENT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定

sWioFC

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

TBT AGREEMENT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UNGA

联合国大会

WCPFC

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