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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世界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

前的发展进度并不足以在 2030 年实现消除

饥饿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生态系统 

退化、气候危机持续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加

剧等种种因素不断威胁全球的就业、经济、环

境和粮食安全。新冠疫情、各类危机以及其他

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无异于雪上加霜。今天，全

世界共有 8.11亿人饱受饥饿困扰，30 亿人无

力负担健康膳食。

对于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呼吁日益迫

切，人们希望以此能够为不断增长的人口保障

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提供可负担的健康

膳食，同时保护生计和自然资源。

水产食品对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作用

越来越得到认可。水产食品不仅是蛋白质的来

源，同时也提供了各种独特且极为多样和重要

的生物可利用微量元素，如欧米伽-3脂肪酸。

为了实现势在必行的农业粮食体系转型，重视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并将其更好地纳入全球、

区域和国家粮食系统的战略和政策，乃是题中

应有之义。

2022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努

力实现蓝色转型》立足这一逻辑，通过提供量

化实证，证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提供食物、

营养和就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 2.14 亿吨，产值约

424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0 年水生动物

的产量比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平均水平高出 60%

以上，大大超过世界人口增速，其主要原因是

水产养殖产量增加。我们现在食用的水产食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2020 年人均食用水产

食品约 20.2公斤，是 50 年前的两倍多。全球范

围内，水产食品提供了约 17% 的动物蛋白，在

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甚至达到 50% 以上。据

估计，仅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初级生产部门就为

5850万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其中约21%为女性。

本报告还强调，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需要

深化改革，以有效、公平、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世

界需要。报告副标题“努力实现蓝色转型”的含

义是，我们需要加快建设符合预期、可持续、包

容且高效运转的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迫切需

要将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水产食品纳入国家粮

食系统的政策和计划，同时我们还需要把握机

遇为恢复水生生境和生物多样性做贡献。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有着

重要的政策背景。首先，2021年，粮农组织渔

业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一致通过《可持续渔

业和水产养殖宣言》，宣言结尾处呼吁支持“21

世纪渔业和水产养殖不断发展的积极愿景，充

分认可该部门对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

贡献”。第二，2022 年版报告恰逢联合国三个

相关“十年”活动的实施，即实现全球目标的

行动十年、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和生

态系统恢复十年。最后，本报告发布之际，“2022

年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正行将过半。

对于推动转型，建设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

且更可持续的水产食品系统推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而言，当前的政策形势充满雄心壮志，报

告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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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自1995 年发布第一版以来，《世界渔业和

水产养殖状况》报告一直针对渔业和水产养殖

这个至关重要的部门提供技术见解和循证资

料。报告服务于广泛的受众，从决策者、管理者、

科研人员到渔民和消费者，展示并加强渔业和

水产养殖为所有人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

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并且不让任何人掉队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我相信本期报告将

延续以往传统，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帮助我们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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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编写工作始于 2021年 4月。承担这项工作的是编辑委

员会（编委会），由12 名成员组成，代表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的各个小组，接受该司信息和

知识管理小组的核心执行小组和粮农组织新闻传播办公室一名代表的指导。在渔业及水产养殖司司

长的主持下，编委会定期举行会议，制定和完善结构及内容、审查进展情况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这

项工作得益于负责五个粮农组织旗舰出版物的团队之间的广泛磋商。	

在 2021年 5月至 6月期间，编委会获得了关于主题和撰稿人的提案以供审议，并制定和完善了 

大纲，几乎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的所有官员和粮农组织其他部门的一些官员都参与其中，粮农组织权

力下放办事处官员则提供了区域层面的见解和案例。值得注意的是，编委会从全球高级别活动中获

得启发，首先是粮农组织渔委第三十四届会议的建议，这些建议载于《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 

中，该宣言呼吁各成员“支持 21世纪渔业和水产养殖不断变化的积极愿景，使该部门对消除贫困、

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贡献得到充分认可”。	

编委会扩展了2020 年出版物的三层结构，以便透彻阐述蓝色转型问题。在第 2部分和第 3部 

分中，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蓝色转型议题将本版报告置于粮农组织《2022-2031年

战略框架》的核心，重点关注联合国的多个“十年”行动，即实现全球目标行动十年、海洋科学促进

可持续发展十年和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此外，在草案编写期间，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

疫情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引起了临时性和永久性的结构变化。《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试图讨论那些可能成为主流的变化，虽然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正逐渐摆脱危机。	

基于已有资料，编委会将报告分为四部分。第1部分，世界状况回顾，由于该部分历来读者人数较多，

所以被保留下来。第2部分，努力实现蓝色转型，重点关注 2021-2022 年出现的问题。报告特别分析

了支撑蓝色转型的三大支柱面临的关键挑战，即扩大和强化水产养殖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改进渔业管理以提供健康的种群、实现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升级和创新。第 3部分探讨了十年

期间围绕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采取具体行动的途径、科学发展和创新的必要性、生态系统

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以便使蓝色转型能够有效支持全球目标的实现。第 4部分涉及新出现

的问题和预测（展望）。此外，2022 年版首次纳入内容提要，涵盖整个出版物，而不仅仅是全球趋势。		

根据修订后的结构，多名编委会成员被指定负责某个专题章节。粮农组织作者编写了大部分内容，

并在适当情况下与外部专家开展合作（见“致谢”）。	

2021年 7月，基于所有章节负责人的意见编写了一份概要文件，并根据编委会的反馈意见进行

了修订。随后概要文件提交渔业及水产养殖司管理层，并于 2021年 7月中旬提交粮农组织负责自然

资源及可持续发展的副总干事批准。以此为蓝图对出版物起草工作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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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年 9月至 2022 年 1月间，起草了第2部分、第 3部分和第 4部分，并针对技术和语言内

容进行了编辑。第 3部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3月完成，纳入了联合国统计司关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14项下与粮农组织相关的四项指标的最新数据（2022年 2月）。2月至3月，各个部分被分批提交，

以译成粮农组织的六种官方语言，并由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司和编委会进行审查。	

第 1部分“世界状况回顾”基于粮农组织官方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为了反映现有的最新

统计数据，起草工作于 2021年 11月开始，于 2022 年 2月至 3月结束，届时用于构建数据的各种专

题数据库刚刚结束年度统计工作。这些统计数据来自一项既定计划，旨在确保最可靠的信息，包括协

助提高各国根据国际标准收集和提交数据的能力。这是一个仔细整理、修订和验证的过程。在没有

国家报告的情况下，粮农组织根据从其他来源或通过标准方法获得的最佳数据进行估算。	

最近几十年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取得长足发展，该部门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方面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专业术语也大量增加。因此，有必要进行彻底审查，确保《2022年世界渔

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全文前后一致，使用粮农组织和其他权威来源已经界定的清晰、直观的词汇。

编委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编写“术语表”，以帮助写作者、编辑和读者。

2022 年 3月，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的三位知名专家对预稿草案进行了外部审查。最终稿呈粮农

组织负责气候及自然资源的副总干事办公室和粮农组织总干事办公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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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2022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在 Manuel	Barange 总体指导下由其领导的编辑委员会编写完

成，该委员会成员包括 Lahsen	Ababouch、Vera	Agostini、Marcio	Castro	de	Souza、Ruth	Duffy、
Eszter	Hidas、Alessandro	Lovatelli、Ana	Menezes、Rebecca	Metzner、Marc	Taconet、Gilles	
van	der	Walle、Stefania	Vannuccini 和 Kiran	Viparthi。

编辑委员会成员各自牵头并协调每个部分的编写工作。编写过程由 Marc	Taconet监督，并得到了
Lahsen	Ababouch（技术编辑）、Emmanuel	Blondel（地图制作）、Ruth	Duffy（语言编辑和项目管理）、
Marianne	Guyonnet（联络）和 Kiran	Viparthi（信息学）的支持。

主要作者（除另有说明，均为粮农组织人员）：

第 1 部分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概况：Lahsen	Ababouch（第一作者）和 Stefania	Vannucc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Stefania	Vannuccini（第一作者）	
捕捞渔业产量：James	Geehan（第一作者）	
水产养殖产量：周晓伟（第一作者）	
渔业资源状况：叶益民（海洋部分第一作者）、John	Valbo-Jørgensen（内陆部分第一作者）、
Tarub	Bahri、Pedro	Barros、Nicolas	Gutierrez、Rishi	Sharma、Merete	Tandstad、Marcelo	
Vasconcellos、Simon	Funge-Smith、Abigail	Lynch、Gretchen	Stokes、Samuel	Smidt和Jesse	Wong 
（美国地质勘探局及佛罗里达大学）	
捕捞船队：Jennifer	Gee（第一作者）、Pierre	Maudoux 和 Raymon	van	Anrooy	
渔业和水产养殖就业情况：Jennifer	Gee（第一作者）和 Pierre	Maudoux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和加工：	Stefania	Vannuccini（第一作者）、Ansen	Ward、Omar	Riego	
Peñarubia、Jogeir	Toppe 和 Molly	Ahern	
水产食品消费：Adrianne	Egger（第一作者）和 Molly	Ahern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Adrianne	Egger（第一作者）和 Felix	Dent	

第 2 部分
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转型愿景：Manuel	Barange（第一作者）和 Carlos	Fuentevilla	

可持续水产养殖生产的集约化和扩大（协调人 Alessandro	Lovatelli）：		
目标和具体目标：袁新华（第一作者）、Alessandro	Lovatelli 和 Simon	Funge-Smith	
更好的生产系统：袁新华（第一作者）、Alessandro	Lovatelli、Daniela	Lucente、Kwang	Suk	Oh、
Graham	Mair 和 Melba	Reantaso	
促进水产养殖扩大的良好治理：Ana	Menezes（第一作者）、Pierre	Murekezi 和 Nathanael	
Hishamunda	
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蔡俊宁（第一作者）、Raymon	van	Anrooy、Nicole	Franz、Nathanael	
Hishamunda、Alessandro	Lovatelli 和 Neil	Sims（夏威夷 Ocean	Era 公司首席执行官）	
水产养殖创新做法：袁新华（第一作者）和 Alessandro	Lovatelli	
水产养殖能力发展、研究和伙伴关系：Ana	Menezes（第一作者）、袁新华和 Martin	Van	der	Knaap	

改进渔业管理（协调人 Rebecca	Metzner 和 Eszter	Hidas）：		
目标和具体目标：Rebecca	Metzner（第一作者）、Nicolas	Gutierrez 和 John	Valbo-Jørgensen	
加强治理和政策改革：Terje	Lobach（第一作者）、Piero	Mannini、Giuliano	Carrara 和 Kristín	
von	Kistowski	
加强管理和生产：Pedro	Barros（第一作者）、Rebecca	Metzner、John	Valbo-Jørgensen、Felix	
Martinn、Alicia	Mosteiro、Nicolas	Gutierrez 和叶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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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改进渔业管理的最佳实践、创新和技术：José	Antonio	Acuña	Barros（第一作者）、Kim	
Stobberup、Raymon	van	Anrooy、Kristín	von	Kistowski、Javier	Villanueva	García-Benítez
和 Nicole	Franz	
改善生活：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Daniela	Kalikoski（第一作者）、Birgitte	Krogh-Poulsen、Uwe	
Barg、Daniella	Salazar	Herrera、Mariana	Toussaint 和 Nicole	Franz	
为缺乏数据和能力有限的区域提供渔业管理方面的支持：Nicola	Gutierrez（第一作者）、Simon	
Funge-Smith 和 Stefania	Vannucc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创新：（协调人 Marcio	Castro	de	Souza 和 Gilles	van	de	Walle）：		
具有竞争力的价值链：Marcio	Castro	de	Souza（第一作者）、王威巍、William	Griffin、沈年军、
Ansen	Ward、Omar	Riego	Peñarubia、John	Ryder、Esther	Garrido	Gamarro、Gilles	van	de	
Walle、Jogeir	Toppe 和 Dimitar	Taskov	
透明、负责任的价值链：沈年军（第一作者）、Nada	Bougouss、Dimitar	Taskov、Shelley	Clarke、
Eszter	Hidas、Audun	Lem、John	Ryder、Marcio	Castro	de	Souza 和 Mariana	Toussaint	
一体化、有韧性的价值链：沈年军（第一作者）、José	Aguilar-Manjarrez、John	Ryder、Marcio	
Castro	de	Souza、王威巍、William	Griffin、Jogeir	Toppe 和 Molly	Ahern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协调人 Rebecca	Metzner）：	
国际年的宗旨：Nicole	Franz（第一作者）、Lena	Westlund 和 Alessandro	Lovatelli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全球行动计划：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七个支柱：Nicole	
Franz（第一作者）、Molly	Ahern、Jennifer	Gee、Daniela	Kalikoski、Alessandro	Lovatelli、
Graham	Mair、Florence	Poulain、Lena	Westlund 和袁新华	
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Nicole	Franz（第一作者）和 Lena	Westlund	
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促进粮食系统和营养安全：Molly	Ahern（第一作者）	
推动实施《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伙伴关系：Lena	Westlund（第一作者）和 Nicole	
Franz	

第 3 部分
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协调人 Marc	Taconet）：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渔业和水产养殖：Audun	Lem（第一作者）、Marc	Taconet、Graham	Mair、Diana	
Fernandez	Reguera、Michael	Griffin、Kim	Friedman 和 Daniela	Lucente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 — 计算在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数量：Marc	Taconet（第一
作者）、叶益民、Nicolas	Gutierrez、Rishi	Sharma 和 Anne-Elise	Nieblas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6.1 — 评估为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而执行国际文书的程度：Piero	
Mannini	(lead	author)和 Giuliano	Carrara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7.1 — 衡量可持续渔业对各国经济的贡献：Marcio	Castro	de	Souza（第一
作者）、和 Michael	Griffin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b.1 — 评估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市场准入权利的程度：Nicole	Franz（第
一作者）、Stefania	Savore 和 Giuliano	Carrara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协调人Vera	Agost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科学机遇：Diana	Fernandez	Reguera（第一作者）、Vera	Agostini、
Shakuntala	Haraksingh	Thilsted（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世界渔业中心营养和公共卫生事务全球
负责人，插文 24作者）、Kim	Friedman 和 Rishi	S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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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何为“海洋十年”？：Joseph	Zelasney（第一作者）、Merete	Tandstad、Anton	Ellenbroek、Marc	
Taconet 和 Vera	Agostini	
粮农组织和“十年行动”：Joseph	Zelasney（第一作者）、Merete	Tandstad、Marc	Taconet、Anton	
Ellenbroek、Vera	Agostini 和 Nelson	Rosas	Ribeiro	Filho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协调人 Eszter	Hidas）：		
渔业和水产养殖与粮农组织 — 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牵头的生态系统恢复十年：Kim	Friedman（第一作
者）、Diana	Fernandez	Reguera 和 Vera	Agostini	
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im	Friedman（第一作者）、Vera	Agostini 和
Amber	Himes-Cornell	
针对脆弱物种和生境的恢复行动：Kim	Friedman、Amber	Himes-Cornell、Merete	Tandstad、
Anthony	Thompson、John	Valbo-Jørgensen 和 David	Coates	
通过技术与创新，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Graham	Mair、
Johnathan	Lansley 和 Amparo	Perez	Roda	

第 4 部分
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Florence	Poulain（第一作者）、José	Estors	Carballo、Lionel	
Dabbadie、Alejandro	Flores、Jennifer	Gee、Kathrin	Hett、Robert	Lee、Daniela	Kalikoski、
Jon	Lansley、Felix	Marttin、Daniella	Salazar	Herrera、Jessica	Sanders、Susana	Siar 和
Martin	Van	der	Knaap	
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Xuechan	Ma（第一作者）、Tarub	Bahri、José	Aguilar-Manjarrez、
Diana	Fernandez	Reguera、Yacoub	Issola	(UNEP/Abidjan	Convention)、Florence	Poulain 和
Fatou	Sock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努力实现性别平等：Jennifer	Gee（第一作者）、Roxane	Misk、Maria	Grazie	
Cantarella、Matteo	Luzzi 和 Omar	Riego	Peñarubia	
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Stefania	Vannuccini（第一作者）和 Manuel	Barange	

本出版物还由 Malcolm	Beveridge（英国法斯科利）、Mark	Dickey-Collas（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 
丹麦）和 Doris	Soto（水产养殖跨学科研究中心，智利）进行了外部审核，在此对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
表示诚挚感谢。本报告的内部评审由Vera	Agostini、Manuel	Barange、编辑委员会以及粮农组织渔
业及水产养殖业司以外其他技术司的同事完成。	

本报告的翻译由粮农组织领导机构服务司语言服务处负责。

粮农组织新闻传播办公室出版处为所有六种官方语言版本提供编辑支持、设计和排版以及制作方面的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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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Agenda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ABMT 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

ABNJ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AIS 自动识别系统

ALDFG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

的渔具

AqGR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

AU 非洲联盟

B2B 企业对企业

B2C 企业对消费者

BBNJ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DS 渔获登记制度

CEM 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

CFS 粮食安全委员会

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

Code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COFI 渔业委员会

COFI:AQ 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员会

COFI:FT 渔业委员会鱼品贸易分委员会

COP26 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COVID-19 2019 冠状病毒病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EAA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EAF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EATIP 欧洲水产养殖技术和创新平台

EC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PA 二十碳五烯酸

EU 欧洲联盟

EUMOFA 欧洲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市场

观察组织

FBS 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

FIAT 渔业基础设施评估工具

FLW 粮食损失和浪费

FPI 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

GAF 水产养殖和渔业中的性别问题组

GCA 全球水产养殖大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SAMP 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

联合专家组

GFCM 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GGGI 全球幽灵渔具倡议

GIES 全球信息交换系统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PS 全球定位系统

GSA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GTA 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

HIHI “手拉手”行动计划

HLPE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

家组

HLPF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

政治论坛

HS 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

IAA 综合农业水产养殖

IBAR 非洲动物资源局

ICES 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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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ICT 信息通信技术

ICT4SSF 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FO 海洋原料组织

IFOP （智利）渔业发展研究院

IFPRI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IHH “阐明隐藏收获”

IIA 综合灌溉水产养殖

ILBI 约束性国际文书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MTA 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

INFOFISH 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

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

INFOPESC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渔业

产品销售信息及咨询服务中心

INFOYU 中国鱼品销售信息及贸易咨询

服务中心

IOC-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

IPOA 国际行动计划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SSCAAP 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统计分类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U fishing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IYAFA 2022 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KDE 关键数据元素

LCA 生命周期评估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OA 全长

MCS 监测、控制和监督

MEL 监测、评估和学习

MPA 海洋保护区

MSY 最大可持续产量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GO 非政府组织

Norad 挪威发展合作署

NPOA 国家行动计划

NPOA-SSF 支持《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

愿准则》实施的国家行动计划

NTM 非关税措施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M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 

措施

OSPESCA 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

PMP/AB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

理路径

PPAs 计划重点领域

PSMA 《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

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

协定》

PUFA 多不饱和脂肪酸

RFAB 区域渔业咨询机构

RFB 区域渔业机构

RFMO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OFTA 固定有形资产回报

ROI 投资回报

RTA 区域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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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ER 国际恢复生态学学会

SICA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SIDA 瑞典国际开发署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E 中小企业

SOFIA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SSF 小规模渔业

SSF Guidelines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

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TBT 贸易技术壁垒

TBTI “不容忽视”

UN 联合国

UNCLOS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 DES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UNDOSSD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

展十年（2021-2030 年）

UNEP 联合国环境署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SD 联合国统计司

USGS 美国地质勘探局

VGCDS 《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

VGMFG 《渔具标识自愿准则》

VME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VMS 船舶监测系统

WCO 世界海关组织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WGFTFB 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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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该

部门今后将在提供粮食与营养方面发挥日益

重要的作用。

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创历史

新高，达 2.14 亿吨，包括1.78 亿吨水生动物和

3600万吨藻类，其主要原因是全球特别是亚洲

水产养殖产量的增长。2020 年，世界人均供应量

（不包括藻类）为 20.2公斤，是 20世纪60年代

人均 9.9公斤的两倍多。据估计，有5850万人受

雇于初级部门。包括自给自足型和次级产业工人

及其家属在内，估计有6亿人至少部分以渔业和

水产养殖为生。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国

际贸易额约为1510亿美元，低于2018年1650亿

美元的历史高位，主要原因是 2019冠状病毒病

的暴发。

2. 在为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营养

方面，水产养殖拥有巨大潜力。但增长必须可

持续。

2020 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

达1.226 亿吨，总价值2815 亿美元。水生动物占

8750万吨，藻类占3510万吨。受智利、中国和挪

威生产扩大的推动，2020 年全球几乎所有区域

的水产养殖产量都出现了增长，只有非洲除外，

原因是非洲的两个主要生产国	—	埃及和尼日

利亚产量下滑。非洲其他地区较2019 年增长了

14.5%。亚洲继续在全球水产养殖中占据主导地

位，占总产量的91.6%。水产养殖的增长常常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可持续的水产养殖发展对于满足

日益增长的水产食品需求仍然至关重要。

3. 近年来，世界水产食品消费量大幅增加，

并将继续上升。

自1961年以来，全球水产食品（不包括藻类）

的消费量以年均 3.0%的速度增长，而人口增长

率为1.6%。按人均计算，水产食品消费量已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平均 9.9 公斤增长到 2019 年的

历史最高水平20.5公斤，不过2020年略有下滑，

降至 20.2公斤。由于收入增长、城市化推进、收

获后做法改善以及膳食趋势变化，预计到2030

年水产食品消费总量将增长15%，达到人均21.4

公斤。

4. 受过度捕捞、污染、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

渔业资源继续减少，但生物可持续种群的上岸

量正在增加。

2019 年，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渔业种

群比例降至64.6%，比 2017年下降1.2%。然而，

2019年 82.5%的上岸量来自生物可持续种群，比

2017年提高了3.8%。事实证明，有效的渔业管理

能够重建种群，增加生态系统极限范围内的渔获

量。改善全球渔业管理对于将生态系统恢复至

健康、高产的状态以及保护水产食品的长期供应

仍然至关重要。恢复过度捕捞的种群可使渔业

产量增加1650万吨，并提高海洋渔业对沿海社

区粮食安全、营养、经济增长和福祉的贡献。

5. 全球捕捞船队的规模不断缩小，但还需要

继续努力减少过剩捕捞能力，确保捕捞作业

的可持续性。

2020 年渔船总数估计为 410万艘，较 2015

年减少了10%，反映了各国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国

家为缩小船队规模所做的努力。亚洲仍然是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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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区域，约占全球渔船总数的三分之二。

然而，仅仅缩小船队规模并不能保证带来更可持

续的结果，因为捕捞效率的提升可能会抵消船队

缩减带来的可持续性收益。

6. 预计到 2030 年，水生动物产量将再增长

14%。必须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系统、

减少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社会公平。

据粮农组织的2030年渔业和水产养殖展望

预计，未来生产、消费和贸易仍将增长，但增速较

慢。预计2030 年水生动物总产量将达到2.02亿

吨，主要得益于水产养殖的持续增长。预计2027

年水产养殖产量将首次突破1亿吨，2030 年达

到1.06 亿吨。预计到2030 年世界捕捞渔业将得

到恢复，达到 9600万吨，比 2020 年增加 6%，得

益于资源管理改善，未充分捕捞的资源得到利用，

且丢弃、浪费和损失减少。

7. 水产食品系统支撑着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生

计。然而，许多小规模生产者，特别是女性，往

往处于危险的工作环境和脆弱的境地之中。加

强此类生产者的韧性是未来可持续和公平发

展的关键。

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人

员5850万，其中21%是女性；在整个水产价值链（包

括收获前和收获后）从业人员中，女性占比更高，

达到 50% 左右。尽管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却更多从事非正规、薪酬最低、

最不稳定、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且往往面临性

别限制，使她们无法充分探索自身在该部门能够

发挥的作用，无法充分获益。

8. 水产食品系统是一个有力的解决方案。蓝

色转型能够同时应对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

性带来的双重挑战。

粮农组织积极致力于推动实现蓝色转型，这

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旨在提供维持增长和创

新所需的法律、政策和技术框架，加强水产食品

系统在养活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中发挥的作用。

蓝色转型提出了一系列行动，旨在支持水产食品

系统的韧性，保证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增

长，同时不让任何人掉队，特别是那些以该部门

为生的社区。气候和环境友好型政策和做法以及

技术创新是蓝色转型的重要基石。

9. 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公共和私营部门都要致力于蓝色转型，特别是

在新冠疫情逆转了之前有利形势的情况下。

蓝色转型需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

会高度重视，最大限度地利用渔业和水产养殖

提供的机会。蓝色转型寻求推动水产养殖的可持

续扩大和集约化、所有类型渔业的有效管理，以

及水产价值链的升级。需要建立积极主动的公共

和私营伙伴关系，以提高产量，减少食物损失和

浪费，获得更为平等的机会进入可获利市场而且，

为增加供应和改善市场准入，需要将水产品纳入

各国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采取措施提高消费

者对水产品益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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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对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贡献日益得到认可。

为扩大其贡献，需要在政策、管理、创新和投资

方面加快转型变革，实现可持续、包容、公平的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2022年世界渔业和

水产养殖状况》1 提供了该部门已经验证的最

新统计数据 2，分析了该部门的国际政策背景以

及为加快国际努力、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而采取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和行动。

本报告探讨了新冠疫情给渔业和水产养殖产

量 3、利用量和贸易量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1. 世界回顾
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创历史

新高，达 2.14 亿吨，其中水生动物 1.78 亿吨，

藻类3600万吨，3 比此前2018年创纪录的2.13

亿吨略有增加（3%）。2020 年中上层种类特别

是秘鲁鳀的渔获量减少、中国的渔获量减少以

及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捕捞渔业产量下降了

4.4%，这也是总产量增长有限的主要原因。水

产养殖业的持续增长弥补了捕捞渔业产量的

下降，但过去两年水产养殖的年增长率也有所 

放缓。

对于水生动物生产，以上总趋势掩盖了各

大洲、区域和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2020 年，

亚洲国家是主要生产国，占总产量的 70%，接下

来依次是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中国仍然

是最大的生产国，占总产量的 35%。近几十年来

1	 请注意，本 2022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首次包含了术语表，反

映出随着该部门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术语也在不

断增加。

2	 在第 1部分世界回顾中，除非特别说明，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

和爬行动物）和藻类的生产、利用、消费和贸易情况，是分别进行数据分析的。

主报告的术语表中给出了涵盖的详细物种范围和排除在外的具体部门。

3	 “藻类”、“表观消费量”、“水产食品”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

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水产养殖的扩大推动了内陆水域水生动物产量

的整体增长，其在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从 20 世

纪 80 年代末的12% 上升到 2020 年的 37%。

2020 年，全球捕捞渔业产量（不包括藻

类）为 9030万吨，估计价值1410 亿美元，其中

7880万吨来自海水，1150万吨来自内陆水域，

与前三年平均值相比下降了4.0%。有鳍鱼类约

占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85%，其中秘鲁鳀再次成

为捕捞量最大的物种。2020 年，四个最高价值

类别（金枪鱼、头足类、虾和龙虾）的渔获量要

么保持在最高水平，要么略低于此前的最高渔

获量纪录。

全球内陆水域的渔获量估计为1150万吨，

尽管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5.1%，但仍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原因之一是生产国的报告有所改善。

亚洲占内陆渔业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其次是非

洲，内陆渔获对这两个区域的粮食安全都很重

要。自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首次不再

是最大的内陆渔业生产国，印度以180万吨的

产量取而代之。

2020 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创历史新高，

达到1.226 亿吨（图13），其中水生动物 8750

万吨，价值 2648 亿美元；藻类 3510万吨，价

值165亿美元。约5440万吨在内陆水域养殖，

6810万吨来自海洋和沿海养殖。

智利、中国和挪威分别是各自所在区域最

大的水产养殖国，2020 年，受这几个国家生产

扩大的推动，非洲以外所有区域的水产养殖都

保持了增长趋势。非洲两个主要生产国埃及和

尼日利亚的产量出现下滑，其他非洲国家则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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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增长 14.5%。亚洲继续在全球水产养殖

中占主导地位，占总产量的 90%以上。

2020 年，水产养殖对全球水生动物产量的

贡献率达49.2%，创历史新高。投饵型水生动物

养殖增速继续高于非投饵型水生动物。尽管养

殖的水生动物种类非常多样，但水产养殖产量

由少数几个“主要”品种主导，特别是内陆养殖

的草鱼以及海洋养殖的大西洋鲑鱼。

粮农组织继续报告渔业资源状况。本组织

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长期监测评估证实，海洋渔

业资源继续减少。2019 年，处于生物可持续水

平范围内的渔业种群比例从 1974 年的 90%下

降到64.6%，其中57.3%达到可持续捕捞的上限，

仅7.2% 未充分捕捞（图23）。

然而，尽管数量上有恶化的趋势，但 2019

年生物可持续种群占水产品上岸量的比重为

82.5%，4 比 2017年提高了3.8%。例如，2019 年

上岸量最大的十个种类（秘鲁鳀、阿拉斯加狭

鳕、鲣、大西洋鲱、黄鳍金枪鱼、蓝鳕、欧洲沙

丁鱼、太平洋白腹鲭、大西洋鳕和白带鱼）中，

有 66.7% 在 2019 年的捕捞处于生物可持续水

平范围内，这一比例略高于2017年。这表明，大

型种群得到了较为有效的管理。

恢复过度捕捞的种群可使海洋捕捞渔业

产量增加1650万吨，有助于沿海社区的粮食安

全、营养、经济和福祉。接受科学评估和严格管

理的种群平均丰度有所提高，达到了建议的目

标水平；相比之下，渔业管理欠发达区域的捕

捞率则高得多，丰度也低得多。这突出表明，迫

4	 包括本出版物目录中“水产品”的定义，参见术语表。

切需要在未实行可持续管理的渔业中因势制宜

地推广成功的政策和法规，并实施基于生态系

统的创新机制，促进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利用和

保护。

许多重要的内陆渔业位于最不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

监测和管理内陆渔业的人力和财力较为有限。

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内陆渔业获得的关

注度不高，因此，相对于其他与之竞争的需求，

种群评估和监测的优先级较低。2016 年，粮农

组织开始编制内陆渔业全球威胁地图，为跟踪

主要流域的变化提供基线指标，以期改善内陆

渔业。初步结果表明，在所有主要流域中，55%

的内陆渔业承受中度压力，17%承受高度压力。

在捕捞船队方面，2020 年渔船总数估计为

410万艘，较 2015 年减少了10%，反映了许多国

家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为缩小全球船队规模

所做的努力。亚洲仍然是船队规模最大的区域，

约占全球渔船总数的三分之二。全球机动渔船

总数稳定在 250万艘，其中亚洲占近 75%；亚洲

和非洲占全球非机动渔船总数的 97% 左右。

关于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就业情况，据估计，

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初级生产部门雇佣

的全职和兼职工人共 5850万名。从事水产养

殖的人数占 35% 左右，近年来较为平稳，而全

球渔民数量则出现萎缩。2020 年，亚洲占渔民

和水产养殖者总数的 84%。总体而言，女性占初

级部门就业人数的21%（在水产养殖中占28%，

渔业中占18%），但她们在水产养殖和渔业中的

就业通常较不稳定，2020 年仅占全职工人数量

的 15%。然而，若只看加工部门的数据，女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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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职就业人数的 50%出头，占兼职就业人数 

的 71%。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和加工，在过

去几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2020 年，全球 89% 

（1.57亿吨）的产量（不包括藻类）直接供人食用，

而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为67%。其余产品（超

过 2000万吨）用于非食用目的，绝大多数用作

鱼粉和鱼油，剩余部分用作观赏鱼、饵料、药用、

宠物食品，以及直接用作养殖水产、牲畜和皮

毛动物的饲料。在直接供人食用的水产食品（不

包括藻类）中，生鲜或冰鲜产品仍然占最大比重，

其次是冷冻、预制和保存处理及经过加工的产

品。在亚洲和非洲，通过盐渍、烟熏、发酵或干

燥来保存的水产食品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越来越多的副产品被用于食用和非食用目的。

例如，全球鱼粉产量的 27%以上及鱼油总产量

的 48% 来自副产品。

1961年至 2019 年，全球水产食品消费量 

（不包括藻类）年均增长 3.0%，几乎是同期世

界人口年增长率（1.6%）的两倍。2019 年，年人

均消费量达到 20.5 公斤，创历史新高。由于新

冠疫情造成的需求收缩，初步估计 2020 年的

消费量将出现下降，2021年将略有增长。除了

日本等少数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水产

食品消费量在 1961年至 2019 年期间都有所上

升，其中，中高收入国家的年增长率最高。全球

来看，2019 年，水产食品提供的蛋白质占动物

蛋白摄入量的17% 左右，所有蛋白摄入量的 7%

左右。对于33 亿人而言，水产食品至少提供了

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 20%。在柬埔寨、塞拉

利昂、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加纳、莫桑比克

和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水产食品占动物蛋

白总摄入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近几十年来，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国际

贸易显著增长，扩大到各大洲、各区域。2020年，

不包括藻类在内，全球水产品出口额为1510 亿

美元，较 2018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1.65 亿美元

下降了7%。2020 年水产品贸易占农产品贸易总

额（不包括林业）的11%，占商品贸易总额的1%

左右。在许多国家，这一占比还要更高，例如，

在佛得角、冰岛、基里巴斯和马尔代夫，水产品

贸易占商品贸易总额的 40% 以上。除藻类外，

近 90% 的水产品贸易采用了以冷冻为主的保存

手段。包括藻类、非食用水产副产品以及海绵

和珊瑚在内的其他水产品的出口值，共计19 亿 

美元。

1976 年至 2020 年，水产品贸易额年均名

义增长 6.9%，实际增长 3.9%（经通胀调整）。贸

易额的增长快于贸易量，说明高价值品种以及

经过加工或其他形式增值的产品在贸易中所占

比重增加。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生动物产品出

口国，其次是挪威和越南。欧盟是最大的单一

进口市场。最大的进口国是美国，其次是中国和

日本。就贸易量（鲜重）而言，中国是最大进口国。

中国进口的大量产品除了供国内消费以外，也作

为原材料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

2.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5

当前，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6 必须

加快行动，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同时保护自

然资源。据预计，到 2030 年水产食品产量将进

一步增长 15%，可以满足更大比例的人类营养

5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6	 2019 年，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用十年时间大力采取行动，以便到 2030 年实

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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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需求。“蓝色转型”作为一个愿景，旨在推

动水产食品系统的可持续转型，通过维护水生

生态系统健康、减少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促进社会平等，使可持续水产食品系统成为加

强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增进环境和社会福祉的

公认解决方案。

蓝色转型的重点是水产养殖的可持续扩大

和集约化、所有类型渔业的有效管理以及价值链

升级。为此，必须考虑到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复杂

互动关系，采取全盘统筹的适应性方法，利用现

有及新出现的知识、工具和做法为多利益相关方

干预行动提供支持，以便确保并尽可能扩大水产

食品系统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贡献。

到 2030 年，水产食品产量预计将进一步

增长 15%，主要通过可持续水产养殖生产的集

约化和扩大来实现。实现增长的同时，必须保

持水生生态系统健康，防止污染，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社会公平。蓝色转型的目标是：1)促进

可持续水产养殖做法的开发和应用；2)将水

产养殖纳入国家、区域和全球发展战略和粮食

政策；3)扩大水产养殖生产，促进其集约化，

以满足对水产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改善包容

性生计；4)提高各层级开发和应用创新技术

和管理做法的能力，使水产养殖业更具效率和 

韧性。

必须解决水产养殖在生产体系、治理、 

投资、创新和能力建设方面面临的根本障碍。

为改善水产养殖体系，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把

重点放在遗传改良育种、饲料、生物安全和疫

病控制，并配套以贯穿整个价值链的连贯政策

和适当激励措施。水产养殖创新型做法的重点

领域是发展水产饲料和饲喂、数字化以及推广

高效环保的做法。这些解决办法的落实需要有

足够的能力和技能、培训、研究和伙伴关系来

支撑，此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

应用程序和平台的广泛应用也有利于其落实。

要想创造有利环境，为扩大水产养殖吸引

投资，根本在于建立完善且具有执行力的法律

和体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良好治理。需

要有各种规模、结构均衡的金融和保险服务，

以改善基础设施，支持技术创新和机制，如利

用碳或氮信用以及蓝色债券来奖励创造了环境

效益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蓝色投资。

有效管理所有类型的渔业是蓝色转型的

核心目标。只有改善渔业管理，才能重建渔业

种群，增加渔获量，将生态系统恢复至健康、

高产的状态，同时在不超越生态系统极限的前

提下管理已开发资源。为此，需要通过转型来推

动治理和政策改革，建立有效的管理框架，促

进技术创新，提供充分的社会保护。

全世界应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负责

任渔业行为守则》等国际文书以及包括《港口国

措施协定》在内的相关执行工具的指导下开展

治理和政策改革，从而在国家和区域各级落实

各项管理措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

营部门应加强跨部门协作与合作安排，从而进

一步发挥各自在处理地方、国家和区域渔业管

理问题方面的互补作用。

对渔业的有效管理应采用生态系统方法，

对权属、权利和共同管理给予应有的重视，同

时充分考虑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各项环

境、社会和经济目标带来的益处和权衡取舍问

题。有关利益相关方应通过共管机制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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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配套的，要开展有效的监测、管控和监督，

增加信息交流，抓好落实，加强协调。

技术进步有助于改进数据收集、分析和传

播，加强监测、管控和监督，提高效率，改善环

境保护和海上安全，从而有效执行养护和管理

措施。顾及体面劳动和人权的社会保护计划对

资源养护和生计保护有着积极作用。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保障有效

渔业管理的技术和制度能力有限。这些国家需

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能力发展举措，根据其财力

和人力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

水产养殖的扩大和有效的渔业管理依赖

于创新型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而要建设这

样的价值链，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支

持新技术，增加水产食品供应，提高消费者对

水产食品益处的认识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加

大进入可获利市场的机会。减少食物损失和浪

费需要采取多层面行动，综合统筹治理、技术、

技能和知识、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和市场对接等

各方面。进入可获利市场需要有能力对市场要

求做出反应，特别是对有关消费者保护、环境

保护和社会保护并采用透明可靠可追溯性系统

的非关税措施做出反应。

联合国大会宣布 2022 年为“国际手工渔

业和水产养殖年”，旨在提高全球对小规模手

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认识与了解；激发行动，以

支持其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促进各行动方与

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和协作，调动公共和私营

部门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小规模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贡献。

3. 蓝色转型助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
当前距离2030 年只有不到 8 年时间，按照

当前进度，无法如期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冠疫情逆转了此前的有

利形势。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一致，

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旨在加强各国、政

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战略，

促进世界公平、繁荣与可持续。

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

标都有贡献，特别是关于海洋和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粮农组织作为四项海洋生物资源

可持续利用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托管

机构，正在利用并调整现有的全球监测和报告

机制来整合国家数据。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14.6.1 和 14.b.1的政策执行水平发展趋

势令人鼓舞。近期以及即将开展的方法改进工

作是为了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衡量海洋渔

业种群可持续性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的问题（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并使各国能够更

好地了解可持续渔业对其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7.1）。关于海洋环

境状况（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4.1、14.3

和 14.5），虽然一些指标显示污染趋势恶化，

速度加快，但各国在颁布国家海洋环境保护立

法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并展现出强烈的政治

意愿。

最重要的是，渔业和水产养殖对《2030 年

议程》的真实贡献仍然没有得到全面体现，因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4 的各项指标主要涉及海

洋捕捞渔业；而水产养殖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

的体现和宣传，目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文本中

| xxii |



对于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粮食和营养的贡

献只字未提。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2021-2030 年）”（“海洋十年”）认识到，科

学与政策之间的密切联系至关重要，有助于设

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最终确保各项决策、

协议和行动都落到实处。海洋科学十年实施计

划是一个具有高度参与性和包容性的进程，以

现有成果为基础，在各地、各部门、各学科和代

际之间开展行动，应对十项重点挑战，并团结 

“海洋十年”的所有伙伴方开展集体行动。为了

应对与渔业和水产养殖有关的挑战，各伙伴方

致力于创建知识，支持创新，解决海洋科学能

力不平等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以最大限度

发挥海洋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气候条件

背景下为粮食安全所起的作用。

由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牵头的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呼吁全球振兴生

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重建生境和物种，确

保社会环境系统在面对当前和未来的压力时，

依然能保持生产能力和韧性。

为恢复陆地、沿海、海洋生态系统，需要良

好的治理和充分的支持，将各行动方、各部门、

各辖区的各类保护和可持续生产行动结合起来。

“生态恢复十年”为在全球建立和连接各种网

络和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加强恢复、

科学、政策之间的联系。

为恢复渔业生产能力，需要恢复红树林、

海草场和珊瑚礁、集水区和湿地，还需要进行

有效管理，以恢复渔业种群数量，减少捕捞活

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水产养殖领域的行动旨

在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支持食物生

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外来入侵物种、

废弃物和疫病的出现。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面临三大挑

战：1)将该框架的采纳和落实扩大到传统社群之

外，让更多人参与，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挑战，

寻求解决方案；2)让用于实施变革的资源与该框

架的各项任务目标相匹配；3)让该框架成为一个

动态的过程，且能够有效地衡量和宣传。

为将这些挑战纳入行动计划，各利益相关

方必须为加强生物多样性恢复、经济效益和生

计之间的联系提供支持。包括粮农组织在内的

各利益相关方实施各种倡议和行动，为脆弱物

种和生境的恢复提供必要支持，包括确定受威

胁物种的特征、有关鲨鱼和海鸟的国家行动计

划、基于区域的渔业管理以及基于流域的内陆

渔业管理。各利益相关方还采取其他行动，优

化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应对与水产

养殖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并减轻此类风险，减少

兼捕，减少渔具遗弃、丢失和抛弃造成的污染，

以及使用选择性捕捞技术。

4.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自2020年 3月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各大洲，

给各国的卫生、社会和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损

失，渔业和水产养殖也不例外。世界范围内，新

冠疫情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带来的封锁措施

以及市场、港口、边境的关闭导致贸易显著放缓，

造成水产食品的生产和流通受阻，就业和生计

蒙受损失。

捕捞渔业受到阻碍，水产养殖难以维持原

定的生产周期。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链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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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容易受到疫情限制措施的影响。弱势和边缘群

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幅

度更大，很多家庭失去生计。通过开展其他农

业活动使家庭收入多样化、精简经营成本、瞄

准本地市场以及采用在线营销和直接配送，生

计逐渐恢复。

各国政府根据本国优先重点、能力和资源

情况，采取了各种复杂的卫生、社会、经济、教

育和环境支持措施。社会保护系统有效运转的

国家可以更快速地做出反应，减轻疫情的影响。

不幸的是，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许多非正规

工人往往处于社会保护体系之外。

疫情凸显了市场和供应链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及国家社会保护体系具备包容性和应对冲击

能力的重要性。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危机加速了

数字化进程，鼓励了电子监测和电子执法、绿

色能源、清洁技术的使用以及本地生产和本地

市场的发展。

气候变暖加剧带来了不可逆的变化，迫切

需要采取基于海洋的行动来加强和加快气候变

化缓解和适应措施，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

变化的紧迫性进一步增强。为此，需要明确考

虑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气候压力因素，将

气候变化适应计划与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或

发展行动相衔接，包括因地制宜地为渔业和水

产养殖气候压力因素设置本地指标。

需要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制定变革性适应计

划，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关注最弱势群体。为此，

制定计划要采用具备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方法，

并考虑到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需要和益

处。为了更好地制定计划，可采用基于气候信息

的空间管理方法，并将公平和人权因素以及创

新投资纳入其中。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强调了海洋

的关键作用，渔业和水产养殖可借此机会扩大

其对全球努力的贡献，分享气候变化适应和减

缓办法，提高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在国际气候

讨论中的受关注度。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推动实现性别平等

对于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至关重要。虽然女

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她们却主要从事非正规、薪酬最低、最不稳定、

技能要求最低的工作。受社会、文化和经济环

境影响，女性经常面临性别限制，使她们无法

充分实现自身在该部门能够发挥的作用，无法

获得充分收益。此外，女性获得的信息、服务、

基础设施、市场、社会保护和体面就业、决策和

领导地位也较为有限，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在粮农组织《性别平等政策》的指导下，粮

农组织通过一些关键工具和方式，推广性别变

革型方法，支持女性发挥变革促进者的重要作

用，推动实现“蓝色转型”。

粮农组织根据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环境假

设，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利用、贸易、价

格及可能影响未来供需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展望。

粮农组织对 203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预测表

明，生产、消费和贸易将出现增长，但上升速度

较慢。到 2030 年，水生动物总产量预计将达到

2.02 亿吨，增量部分主要来自水产养殖。2030

年，水产养殖将贡献 1.06 亿吨水生动物。世界

捕捞渔业产量预计有所增加，达 9600万吨，这

| xxiv |



是由于资源管理的改善带来某些物种种群的恢

复，未充分捕捞资源的渔获量增加，以及丢弃、

浪费和损失的减少。

到 2030 年，90% 的水生动物生产将用于

人类消费，与 2020 年相比总体增长 15%。这意

味着人均年消费量将从 2020 年的 20.2公斤

增加到 2030 年的 21.4 公斤，主要原因是收入

增长和城市化带来需求上升，此外还因为生产 

扩大、收获后作业和流通得到改善以及膳食趋

势出现变化。所有区域的水产食品供应都将有

所增加，但据预计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

的人均消费量将略有下降，该地区的粮食安全

问题令人关切。

水产品贸易将继续扩大，但速度低于前十

年，背后的原因是生产增长放缓，价格上涨抑

制了总体需求和消费，以及一些主要生产和出

口国如中国的国内需求增强。2030 年，出口占

总产量的比重（36%）将保持稳定，其中水产养

殖的贡献增加。从量上看，中国仍将是水产食

品的最大出口国，其次是越南和挪威。到 2030

年，欧盟、日本和美国将占水产食品消费总进口

量的 39%。

预计 2030 年国际水产品贸易名义价格将

上涨 33%。驱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增

加、人口增长、需求强劲、供应减少，以及饲料、

能源和鱼油等投入品价格上涨而带来的生产成

本压力增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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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世界回顾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
概况

二十一世纪以来，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对

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的重要贡献日益得到认可。

为扩大其贡献，需要在政策、管理、创新和投资

方面加快转型变革，实现可持续、公平的全球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

养殖状况》1 提供了该部门已经验证的最新统

计数据 2（插文1），分析了该部门的国际政策

背景以及为加快国际努力、支持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和

行动。本报告探讨了新冠疫情给渔业和水产养

殖产量 3、利用量和贸易量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1	 请注意，本 2022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首次包含了术语表，反

映出随着该部门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术语也在

不断增加。

2	 在第 1部分世界回顾中，除非特别说明，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

和爬行动物）和藻类的生产、利用、消费和贸易情况，是分别进行数据分析的。

主报告的术语表中给出了涵盖的详细物种范围和排除在外的具体部门。

3	 “藻类”、“表观消费量”、“水产食品”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

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据估计，2020 年全球水生动物产量为1.78

亿吨，较2018 年创纪录的1.79 亿吨略有下降 

（表1）。其中捕捞渔业产量 9000万吨（51%），

水产养殖产量8800万吨（49%）（图1）。总产量中，

63%（1.12 亿吨）来自海水（70% 来自捕捞，30%

来自养殖），37%（6600万吨）来自内陆水域（83%

来自养殖，17% 来自捕捞）。估计全球首次销售

总额达 4060 亿美元，其中捕捞 1410 亿美元，

养殖 2650 亿美元。除水生动物外，2020 年藻

类 3 产量为 3600万吨（湿重），其中 97% 来自

养殖，主要是海水养殖。

水生动物总产量中，超过 1.57亿吨（89%）

供人食用。其余 2000万吨主要用于生产鱼粉

和鱼油（1600万吨，占 81%）（图2）。

1961年至 2019 年，全球水产食品 3 表观

消费量 3 年均增长 3.0%，几乎是同期世界人口

年增长率（1.6%）的两倍。人均水生动物产品消

费量每年增长约 1.4%，从 1961年的 9.0 公斤

（鲜重当量）上升到 2019 年的 20.5 公斤。2020

年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数字略有下降，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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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插文 1  70 多年的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数据统计工作：1950-2020 年

数据统计是粮农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根据

《粮农组织章程》第一条 1，粮农组织自成立之

日起一直肩负着收集、汇总、分析与发布与营养、

粮食和农业相关数据的职责。粮农组织统计体系

在农业和粮食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

各国获取优质全面数据后可做出知情决策，能够

为旨在消除饥饿和推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

国政策提供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粮农组织

提供的 FishStat 是唯一一份全球渔业和水产养

殖统计数据，也是独一无二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可用于行业分析和监测。统计数据分为不同数据

系列（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加工、贸易、

船队、就业和消费），并按照国家或国家组、物

种或物种组、渔获环境等分列，通过多种工具和

产品以不同形式免费提供给用户。2022 年是粮

农组织的重要里程碑，今年粮农组织大部分渔业

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集实现了从 1950 至 2020 年

的跨度，这是粮农组织有史以来发布的时间跨度

最大的统计数据集。为增加成员国和用户的互动

和参与，满足其需求，将推出研讨会和专题出版

物等一系列举措庆祝这一重大事件。

粮农组织主要通过每年向各国发放各数据

集专题问卷和国别数据问卷收集渔业及水产养

殖统计数据。各国应提供前一年数据，并验证

和修订近几年数据。粮农组织统计数据的质

量高度依赖各国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粮农组织尽力验证所收到的官方数

据并确保其质量，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使

用不同数据集和其他现有信息进行核对。一

旦发现数据异常或存在差距，粮农组织会与

各国联系探讨问题，并与相关国家合作寻找

解决方式，从而确保其公布的官方数据的一 

致性。

然而，解决数据不一致问题的过程常常缓慢

且耗时。必要时，此时数据库和发布数据中采用

的是粮农组织的估算数字（以“E”标记）。通

过经常鼓励各国采取纠正行动，很多国家已与粮

农组织合作应对其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可靠

性问题。

各国提供的国家统计数据是粮农组织维护渔

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库的主要数据来源，但并

非唯一来源。其他更加可靠的数据对国家主管部

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形成补充，或在某些情况下取

而代之。区域渔业机构发布的渔获数据即属于这

种情况。1999 年，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第十八

次会议 2 建议“其成员一般应将承担种群评估责

任的区域机构所持数据视为最可靠的数据来源”，

这些数据被视为“最佳科学估算数据”。根据该

建议，粮农组织定期对比从国别办事处收到的数

据（尤其是金枪鱼和类金枪鱼）和经区域渔业机

构验证的数据。

在数据未予报告或仅部分报告的情况下，粮

农组织根据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最佳信息（包括区

域渔业机构的捕捞渔业信息）进行估算。作为全

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据收集和发布的牵头机

构 / 组织，粮农组织有义务为所有未报告和报

告部分信息的国家估算数据，以便得出全球、区

域和国家层面有意义的汇总数据。鉴于粮农组织

在通过计算食物平衡表评估一国食物供应情况并

监测食物供应和粮食安全趋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估算数据尤为重要。

制订合理政策以及评估、跟踪渔业和水产养

殖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了解整个价值链

的状况和趋势。粮农组织致力于极大改善按种类

和国别分类的数据覆盖范围。同时，对于不同部

门以及国家级和次国家级更为详细、及时的统计

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信息有限往往制约政策和规划的制定。然而，

受人力资源和资金不足影响，过去二十年中，很

多国家的数据整体提供情况几乎没有重大改善。

小规模渔业和自给自足型渔业统计数据的情况尤

其严重。此外，还缺乏许多全球层面的关键统计

数据，例如经济和社会数据、丢弃物和捕捞能力。

除提供数据进行全球监测之外，粮农组织在

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也得到认可，包

括向多个国家提供渔业统计方面的技术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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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插文 1  （续）

1	粮农组织。2017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基本文件》。卷I和 II，2017年版。罗马。www.fao.org/3/mp046e/mp046e.pdf

2	粮农组织。1999 年。渔业统计协调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报告，卢森堡，1999 年 7月6-9日。粮农组织渔业报告第 608号。罗马。www.fao.org/3/x3554e/x3554e.pdf

和能力建设、制定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方法和标

准以及通过 1960 年成立的机构间渔业统计协调

工作组（秘书处设在粮农组织）促进全球合作。

粮农组织坚信，与各国携手合作是完善渔业和水

产养殖统计工作的唯一有效途径，这样一来，解

决粮食安全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方面国家需

求的政策能够得到支持，区域渔业机构和粮农组

织的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同样，粮农组织认识

到改进国家层面大型数据收集计划需要财力、人

力和技术资源，需要各国开展能力建设，执行并

维护往往十分复杂且资源密集的数据收集、处理

和报告系统。

 表 1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利用量和贸易量 1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2018 2019 2020

年均值

 （百万吨，鲜重当量）

生产

捕捞:

内陆 7.1 9.3 11.3 12.0 12.1 11.5

海洋 81.9 81.6 79.8 84.5 80.1 78.8

捕捞总计	 88.9 90.9 91.0 96.5 92.2 90.3

水产养殖：

内陆 12.6 25.6 44.7 51.6 53.3 54.4

海洋 9.2 17.9 26.8 30.9 31.9 33.1

水产养殖总计	 21.8 43.4 71.5 82.5 85.2 87.5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合计 110.7 134.3 162.6 178.9 177.4 177.8

利用量2

人类消费	 81.6 109.3 143.2 156.8 158.1 157.4

非食用 29.1 25.0 19.3 22.2 19.3 20.4

人口（10亿）3 5.7 6.5 7.3 7.6 7.7 7.8

人均表观消费量（公斤） 14.3 16.8 19.5 20.5 20.5 20.2

贸易量

出口量	 39.6 51.6 61.4 66.8 66.6 59.8

出口占总产量比例 35.8% 38.5% 37.7% 37.3% 37.5% 33.7%

出口额（10亿美元） 46.6 76.4 141.8 165.3 161.8 150.5

1	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总计数经四舍五入处理，可能有一定出入。
2	2018-2020 年利用量数据为初步估算值。
3	人口数据来源：联合国。2019 年。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纽约。引自2022 年 4月22日。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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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图 1  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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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利用量和表观消费量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藻类”和“表观消费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人口数据来源：联合国。2019 年。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纽约。引自2022 年 4月22日。https://population.un.org/wpp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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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20.2公斤。同一年，水产养殖产量占供人类消

费的水生动物食品产量的 56%。近几十年来，供

应增加、消费者偏好变化、技术进步和收入增

长是影响水产食品人均消费量的主要因素。

水产食品仍然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食品

种类之一，2020 年有 225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

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4 的贸易活动。不包括

藻类在内，2020 年全球水产品 4 出口总量约为

6000万吨（鲜重），价值1510 亿美元（表 1)。

与 2018 年创下的 6700万吨、1650 亿美元的历

史高位相比，出现大幅下降（出口额下降 8.4%，

出口量下降10.5%）。总体而言，1976 年至 2020

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出口额（不包括

藻类）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 6.9%，年均实际增

长率为 3.9%（经通胀调整），而同期出口量年均 

增长 2.9%。n

渔业和水产养殖 
总产量

4

过去70 年间，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不

包括藻类 4）增势迅猛，由1950 年的 1900万吨

（鲜重当量）增加至 2018 年约 1.79 亿吨，年

均增幅为 3.3%。2019 年产量稍有下滑（与 2018

年相比缩减1%），2020 年微幅提高至1.78 亿吨

（增幅为 0.2%）。据估测，2020 年渔业和水生

动物养殖的初次销售总额为 4060 亿美元，其

中 2650 亿美元来自水产养殖。

过去两年间产量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是

捕捞渔业略有收缩	—	对比 2018 年 9600万

吨的峰值水平，2019 年产量下滑4.5%，2020 年

进一步减少2.1%。产量下滑受多种因素影响，包

括中上层品种，尤其是鳀鱼，如捕捞产量波动、

近期中国捕捞产量缩减以及 2020 年新冠疫情

对渔业部门的影响等（见“捕捞渔业产量”，第

12页；“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第195页；

以及插文 2）。此外，水产养殖产量（20 世纪

80年代起总产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持续扩大，

但过去两年增速放缓（2018-2019 年为 3.3%，

2019-2020 年为 2.6%，而 2010-2018 年年均增

速为 4.6%）（见“水产养殖产量”，第 26页）。

增速放缓背后有多重因素，包括中国将政策重

点转移到环境保护方面，以及 2020 年新冠疫

情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出口

市场的产量，也减少了工人、物资和投入品（包

括饲料、苗种和冰）的供应。此外，运输和销

售受阻，加之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实施，也对其

产生了影响。过去两年间，水产养殖增速快于

4	 “藻类”、“水产品”、“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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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插文 2  新冠疫情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及相关统计工作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生了深

远影响（见“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第

195 页）。因封控、宵禁、作业中和船只上保

持身体距离以及港口限制等严格的疫情防控措

施造成捕捞和水产养殖活动无法进行或受阻，

造成消费者需求变化、市场遭受干扰、物流出

现困难。

在某些国家，封控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引发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价格下跌。由于无法盈利，

尤其是 2020 年数波疫情期间，很多捕捞船队或

水产养殖场停工或减产。由于需求低迷、市场

关闭和 / 或缺乏冷藏能力，部分捕捞配额未能

用尽。海上渔业观察员和港口海事人员等专业

海员因出行受限，无法换班或返回港口。水产

养殖产品未能及时售出造成饲养成本升高且鱼

类死亡风险增加。由于市场关闭、货运成本增加、

航班取消和边境限制，依赖出口市场的渔业和

水产养殖生产所受冲击要超过服务国内市场的

生产。然而，由于餐饮服务部门（如酒店、餐

厅以及学校和工作场所食堂等餐饮设施）关停，

国内新鲜鱼类和贝类供应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1。

全球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很多国家在危机

之初的几周和几个月内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锐

减，适应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例如，美国新冠

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据估计全国渔获量骤降

40%2。非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捕捞活动也曾

出现类似下滑，尤其是严重依赖龙虾或金枪鱼

等高价值品种出口市场的船队。

在某些国家，由于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数

据的日常收集和处理严重受阻，疫情对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的实际影响无法始终得到良好监

测，也为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创造

了条件。同样，很多情况下，海上调查完全中

断，导致种群跨时空评估的关键数据无法收集。

其他情况下，由于难以确保卫生措施（如海员

之间保持距离）或缺少必要物资（如口罩和手

套），无法在海上部署科学观察员。水产养殖

设施数据收集也受到严重影响。

很多国家暂停了在上岸地点收集渔业和水

产养殖数据的传统做法。家庭调查和普查作为

评估该行业社会经济指标及其趋势的重要信息

来源也有着同样遭遇。总体而言，新冠疫情为

国家统计体系和实际操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

战。由于制定解决方案所需的体制、资金、技

术和数字实力不同，各国之间，甚至一国之内

面临的挑战也存在差异。有的国家可采用其他

数据收集方式和方法，而其他国家则数月未能

收集数据或仅能收集部分数据。对于一些国家

来说，采用不同方法或部分收集数据很可能已

经影响其 2020 年数据质量和可比性。从报至粮

农组织的数据来看，新冠疫情导致渔业和水产

养殖统计数据原有的迟报或不报问题在 2020 和

2021 年进一步恶化。此外，部分国家报告的数

据中包含异常趋势，因此需要直接与相应国家

跟进，并与其他数据源进行核对，确保粮农组

织发布数据的质量和一致性。

1	粮农组织。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问答：新冠疫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引自：粮农组织。罗马。2022 年 4月19日。www.fao.org/2019-ncov/q-and-a/

impact-on-fisheries-and-aquaculture/en

2	White,	E.R.,	Froehlich,	H.E.,	Gephart,	J.A.,	Cottrell,	R.S.,	Branch,	T.A.,	Bejarano,	R.A.&	Baum,	J.K.2020 年。新冠疫情对美国渔业和海产品消

费的早期影响。《鱼类与渔业》，22(1)：232-239页。https://doi.org/10.1111/faf.1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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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图 3  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不计入与计入藻类）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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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渔业，在鱼类和水产养殖总产中的占比也

进一步提升。2020 年 1.78 亿吨的产量中，51% 

（9000万吨）来自于捕捞渔业，49%（8800万吨）

来自于水产养殖（图 3）。水产养殖产量占比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 4%，70 年代为 5%，90 年代

为 20%，2010 年代为 44%，展现出十分迅猛的

增长势头。

总产中有 63%（1.12 亿吨）来自海洋（70%

来自捕捞，30% 来自养殖），37%（6600万吨）

来自内陆水域（83% 来自养殖，17% 来自捕捞） 

（图 4）。过去几十年间，水产养殖的发展极大

刺激了内陆水域产量的总体增长。1950 年，内

陆水域产量占捕捞和水产养殖总产的12%；这

个占比大体保持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间略

有起伏。之后，随着水产养殖产量扩大，内陆

水域产量占比逐步攀升，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

18%，2000 年代达到 28%，2010 年代达到 34%。

尽管内陆水域产量持续增长，但海洋水域的捕

捞渔业仍为主要的生产源头（2020 年在水生动

物总产中占比为 44%，而1950-1980 年期间这个

比例约为87%），也是若干品种的主要生产方法。

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增长，海洋捕捞渔业自20

世纪 80 年代起便一直稳定保持在8000万吨左

右，年际波动幅度在 300-400万吨之间。

这种总体趋势并未反映大陆之间、区域之

间以及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2020 年，亚洲国

 图 4  内陆水域和海洋水域占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比例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海藻和其他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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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家为主产国，在渔业和水生动物养殖总产中占

比为 70%，随后为美洲（12%）、欧洲（10%）、非洲

（7%）和大洋洲（1%）。总的来说，过去几十年间

各个大洲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均有大幅增长 

（图5）；但欧洲和美洲例外	—	欧洲自20 世

纪 80 年代起逐步下滑，在 2018 年之前略有恢

复，随后再次下滑；美洲自20世纪 90 年代中期

开始经历了多轮起伏，主要是受到鳀鱼捕捞量波

动影响。非洲和亚洲过去20年间产量几乎翻了

一番；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非洲和大洋洲国

家 2020 年水生动物总产与 2019 年相比分别下

滑了3% 和 5%。2020 年，中国继续保持主产国的

地位，在总产中占比为 35%，随后为印度（8%）、

印尼（7%）、越南（5%）和秘鲁（3%）。2020 年，这

5个国家产量合计占到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总

产的58% 左右。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对经济发

展的贡献率也有不同。近几十年间，渔业和水产

养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图 5  各区域对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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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不断提高（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3% 左

右提高至 2020 年的 87%）。2020 年，中国等中高

收入国家为主产国，在水生动物总产中占比为

49%，随后为中低收入国家（32%）、高收入国家 

（17%），最后为低收入国家（2%）。

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数据分析结果表

明，各个区域之间差异显著。2020 年，水生动物

总产中约有 33% 来自于亚洲内陆水域，22% 来

自于西北太平洋，10% 来自于中西太平洋。总体

而言，上世纪 50 年代，全球总产中有超过40%

来自于大西洋；而 2020 年，产量贡献最大的区

域为太平洋（40%），而大西洋占比仅为13%。各

地区之间产量差异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区

域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采用的渔业和水产养

殖管理措施，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情况，

渔业种群状况，是否有内陆水域以及内陆水域

的质量，以及渔获品种的构成。例如，在一些捕

捞区域，若捕捞品种主要为小型中上层鱼类，产

量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故而捕捞渔业产量

波动也会更大，南美洲东南太平洋的鳀鱼捕捞

便是如此。

每年都会捕捞大量品种，各个区域之间捕

捞数量和品种构成不尽相同。2020 年，有鳍鱼

占水生动物总产 76%，海洋鱼类占有鳍鱼总产

的 51% 和水生动物总产的 39%，淡水鱼类占有

鳍鱼总产的 43% 和水生动物总产的 33%5（图

6）。2020 年，水生动物产量中主要品种为鲤鱼、

白鱼和其他鲤科鱼类，占比为18%，随后为杂

类淡水品种和鲱形目，如鲱鱼、沙丁鱼和鳀鱼。

从品种来看，2020 年产量最大的品种为南美

白对虾（Penaeus vannamei），随后为草鱼（白

鲩；Ctenopharyngodon idellus）、巨蛎属牡蛎

5	 剩余的 6%为海淡水洄游类。

（Crassostrea spp.）、银鲤（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和鳀鱼（秘鲁鳀；Engraulisringens）。

除 1.78 亿吨水生动物外，2020 年还生产

了3600万吨藻类（湿重），其中 97% 来自于水

产养殖。过去几十年间，藻类产量增势喜人，

由 2000 年的 1200 万吨迅速提升至 2010 年

的 2100万吨；然而，2020 年产量仅比 2019 年 

提高 2%。亚洲国家继续保持主产国地位，产量

占全球藻类总产的 97%。2020 年，中国一国的

产量便占到全球总产的58%，随后为印尼（27%）

和韩国（5%）。

若将藻类产量计入水生动物产量，则

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创下了2.14 亿吨

的最高纪录，与 2019 年相比总体增长 0.4%，

与 2018 年之前的历史最高纪录相比增长

0.3%。从总产来看，2020 年亚洲国家产量占比

为 75%，随后为美洲（10%）、欧洲（8%）、非洲

（6%）和大洋洲（1%）。在水生动物及藻类的

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中，水产养殖自2013 年

起便已经取代捕捞渔业，成为水产品的主要

来源，2020 年水产养殖产量占比达到了57% 

（图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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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图 6  2020 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中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统计分类各类别
绝对值和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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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ISSCAAP 即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统计分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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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捕捞渔业产量

2020 年，全球捕捞渔业产量（不包括藻

类 6）为 9030 万吨（表 1），与前三年均值相

比减少 4.0%。海洋和内陆水域捕捞量均呈减

少趋势（降幅分别为 3.9% 和 4.3%），减产的

原因很可能一方面是疫情造成捕捞作业受阻 

（插文 2），另一方面是中国目前捕捞量有所

下降（2020 年与前三年均值相比减少10%）。

2017-2019 年均值较高，是因为 2018 年秘鲁鳀

（Engraulis ringens）捕捞量较高，曾出现产

量峰值（9650万吨）。但全球捕捞渔业的长期

6	 “藻类”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

定语境）。

趋势继续保持相对稳定。自20 世纪 80 年代末

以来，年渔获量通常在 8600万吨至 9300万吨

之间波动（图 7）。

尽管中国下调了2009-2016 年 7 的捕捞量

数据，而且 2015-2020 年间减少了约19.3%，但

中国的捕捞量依然位列第一。中国 2020 年在

全球捕捞量中占比近 15%，比位列第二位和第

三位的国家合计还要高。位列前七的国家（中国、

印度尼西亚、秘鲁、俄罗斯联邦、美国、越南）

在全球捕捞总量中占比近49%（图 8），而位列

前二十的国家占比则超过 73%。

7	 见《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第 11页插文 1（粮农组织，

2020a）。

 图 7  全球捕捞量趋势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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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海洋和内陆水域捕捞量 2018-2020 年在

全球捕捞总量中占比分别为 87.3% 和 12.7%，详

情参见下文。

海洋捕捞产量

2020 年，全球海洋捕捞量为 7880万吨，

与 2018 年 8450万吨的峰值相比下降了6.8%，

秘鲁和智利报告称秘鲁鳀捕捞量相对较高 

（表 2）。	

海洋捕捞量 2020 年因疫情使捕捞作业受

阻而遭到严重影响。但要想评估此次危机对

海洋捕捞量的影响却十分困难，因为还需考虑

该部门的长期趋势，包括中国近年捕捞量持续

下降等因素。各物种的丰度，如秘鲁鳀、远东

拟沙丁鱼（Sardinops sagax）和太平洋竹荚鱼

（Trachurus symmetricus），也是影响全球海

洋捕捞量不同年份之间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些

物种产量大，但因厄尔尼诺现象和海洋条件的

变化而极具波动性。

与 2019 年（疫情前）相比，2020 年全球海

洋捕捞量下降1.6%，处于以往各年份间正常波

动范围之内。全球捕捞量位列前十的国家中，

多数称 2020 年的捕捞量与2019 年持平或有所

增加（如秘鲁、印度、俄罗斯联邦和挪威）。	

主要物种的捕捞量各年份差异较大，主要

生产国的捕捞量也有较大波动。其中值得注意

 图 8  2020 年全球排名前十的捕捞生产国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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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表 2  海洋捕捞产量：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 

国家和地区

产量(年均) 生产
在2020年
总产量中所
占百分比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2017 2018 2019 2020

（百万吨鲜重）

中国 3.82 9.96 12.43 13.24 13.19 12.68 12.15 11.77 15

印度尼西亚	 1.74 3.03 4.37 5.98 6.56 6.71 6.56 6.43 8

秘鲁（总计）	 4.14 8.10 8.07 5.13 4.13 7.15 4.80 5.61 7

秘鲁（不包括秘鲁鳀） 2.50 2.54 0.95 1.01 0.83 0.96 1.29 1.22

俄罗斯联邦	 1.51 4.72 3.20 4.28 4.59 4.84 4.72 4.79 6

美国	 4.53 5.15 4.75 4.89 5.01 4.77 4.81 4.23 5

印度	 1.69 2.60 2.95 3.55 3.94 3.62 3.67 3.71 5

越南	 0.53 0.94 1.72 2.70 3.15 3.19 3.29 3.27 4

日本	 10.59 6.72 4.41 3.48 3.19 3.26 3.16 3.13 4

挪威	 2.21 2.43 2.52 2.30 2.39 2.49 2.31 2.45 3

智利（总计）	 4.52 5.95 4.02 2.16 1.92 2.12 1.98 1.77 2

智利（不包括秘鲁鳀） 4.00 4.45 2.75 1.40 1.29 1.27 1.23 1.27

菲律宾	 1.32 1.68 2.10 1.92 1.72 1.65 1.67 1.76 2

泰国	 2.08 2.70 2.38 1.46 1.30 1.39 1.41 1.52 2

马来西亚	 0.76 1.08 1.31 1.46 1.47 1.45 1.46 1.38 2

韩国	 2.18 2.25 1.78 1.56 1.35 1.39 1.41 1.36 2

摩洛哥	 0.46 0.68 0.97 1.28 1.36 1.36 1.44 1.36 2

墨西哥	 1.21 1.18 1.31 1.42 1.46 1.47 1.42 1.35 2

冰岛	 1.43 1.67 1.66 1.20 1.18 1.26 1.04 1.02 1

缅甸	 0.50 0.61 1.10 1.15 1.27 1.15 1.06 1.01 1

阿根廷	 0.41 0.99 0.94 0.79 0.81 0.82 0.80 0.82 1

西班牙	 1.21 1.13 0.92 0.96 0.94 0.93 0.88 0.80 1

阿曼	 0.11 0.12 0.15 0.29 0.35 0.55 0.58 0.79 1

丹麦	 1.86 1.71 1.05 0.73 0.90 0.79 0.63 0.73 1

加拿大	 1.41 1.09 1.01 0.83 0.81 0.81 0.75 0.71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11 0.23 0.31 0.55 0.69 0.72 0.73 0.70 1

孟加拉国 0.18 0.28 0.46 0.61 0.64 0.65 0.66 0.67 1

前25名合计 50.49 66.99 65.87 63.90 64.32 67.23 63.41 63.17 80

所有其他生产国合计 21.61 14.86 15.72 15.89 17.16 17.27 16.69 15.62 20

世界总计 72.10 81.86 81.59 79.79 81.48 84.51 80.09 78.79 100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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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图 9  2018-2020 年海洋平均捕捞量

注：这些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

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的主权尚存争议。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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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表 3  海洋捕捞产量：主要物种和属

物种品目
2007-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在2020年 

总产量中所占 
百分比（千吨，鲜重）

有鳍鱼类

秘鲁鳀（Engraulis ringens）  5 548  3 923  7 045  4 249  4 896 7

阿拉斯加狭鳕（Gadus chalcogrammus）  3 072  3 489  3 396  3 495  3 544 5

鲣（Katsuwonus pelamis）  2 675  2 772  3 081  3 285  2 827 4

大西洋鲱（Clupea harengus）  1 981  1 816  1 823  1 697  1 598 2

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  1 278  1 521  1 547  1 555  1 569 2

蓝鳕（Micromesistius poutassou）  904  1 559  1 712  1 517  1 487 2

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  1 404  1 514  1 554  1 417  1 360 2

欧洲沙丁鱼（Sardina pilchardus）  1 130  1 434  1 604  1 496  1 331 2

太平洋沙丁鱼（Sardinops sagax）  880  754  859  937  1 277 2

鲹nei1（Decapterus spp.）  1 189  1 186  1 336  1 293  1 265 2

白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  1 292  1 221  1 150  1 136  1 144 2

大西洋鳕（Gadus morhua）  1 091  1 308  1 221  1 133  1 078 2

大西洋鲭（Scomber scombrus）  948  1 219  1 047  869  1 049 2

日本鳀（Engraulis japonicus）  1 273  1 060  958  927  970 1

其他  41 623  44 142  43 671  42 608  41 341 62

有鳍鱼类总计  66 288  68 918  72 002  67 612  66 734 100

甲壳类

十足游行亚目nei（Natantia）  796  974  849  863  820 15

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  194  252  312  371  445 8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451  513  493  473  442 8

中国对虾（Penaeus chinensis）  127  181  223  216  367 7

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  228  237  225  215  305 5

海蟹nei（Brachyura）  289  343  307  323  290 5

北极虾（Pandalus borealis）  321  223  249  251  255 5

日本毛虾（Acetes japonicus）  567  453  439  402  251 4

其他  2 688  2 866  2 905  2 727  2 449 44

甲壳类总计  5 662  6 043  6 002  5 841  5 625 100

软体类

美洲大赤鱿（Dosidicus gigas）  866  763  892  914  877 15

海洋软体类nei（Mollusca）  763  644  658  707  600 10

鱿鱼nei（Loliginidae和
Ommastrephidae）  613  655  571  614  529 9

头足纲nei（Cephalopoda）  412  433  322  425  4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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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是印度尼西亚，据称其捕捞量从 21世纪最

初几年不足 400万吨增至 2018 年的 670万吨

以上，增产的部分原因是印度尼西亚 2016 年

实施“数据统一”举措后，数据收集、处理和开

放数据获取等方面有所变化。尽管印度尼西亚

已采取措施来改进数据收集工作，但其海洋捕

捞量的相关数据仍波动较大，此外还存在向粮

农组织报告数据延时或未报告等问题。

全球海洋渔业捕捞量依然高度集中在少

数国家（图 9a）。2020 年，与前几年一样，产

量位列前七的国家在世界海洋捕捞总量中占

比超过 50%，仅中国就占比 14.9%（表 2），其

后是印度尼西亚（8.2%）、秘鲁（7.1%）、俄罗

斯联邦（6.1%）、美国（5.4%）、印度（4.7%）和

越南（4.2%）。	

虽然中国仍是世界上海洋捕捞量最大的

国家，但其捕捞量已从 2015 年的 1440万吨降

至 2020 年的 1180万吨，与 2015 年相比下降

了18.2%，与 2018 年相比减少7.2%（年均降幅

3.9%）。减少捕捞的政策将延续至“十三五规划”

和“十四五规划”期间（分别为 2016-2020 年和

2021-2025 年）之后，预计未来几年产量将进一

步下降。

虽然粮农组织的数据库里中国的捕捞总量

数据总体较为完整，但仍需进一步改进，以便更

 表 3  （续）

物种品目
2007-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在2020年 

总产量中所占 
百分比（千吨，鲜重）

虾夷扇贝（Mizuhopecten yessoensis）  304  247  316  351  357 6

乌贼和耳乌贼nei（Sepiidae和
Sepiolidae）  303  395  347  365  353 6

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  526  336  301  171  345 6

其他  2 785  2 486  2 549  2 624  2 438 41

软体类总计  6 572  5 960  5 956  6 171  5 923 100

其他水生动物

海蜇nei（Rhopilema spp.）  325  262  264  184  222 44

水生无脊椎动物nei（Invertebrata）  50  120  122  115  117 23

海参nei（Holothuroidea）  26  38  48  48  43 9

智利海胆（Loxechinus albus）  35  31  32  37  38 7

沙海蜇（Stomolophus meleagris）  29  47  29  36  33 7

海胆nei（Strongylocentrotus spp.）  34  29  25  27  31 6

其他  24  28  24  23  20 4

其他水生动物合计  522  555  544  470  503 100

所有物种总计 79 045 81 476 84 505 80 094 78 785 

1	nei:未纳入别处。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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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内陆和海洋捕捞产量：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

捕捞区域
编码

捕捞区域名称

产量(年均) 产量
在2020年总
产量中所占

百分比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2017 2018 2019 2020

（百万吨鲜重）

内陆水域捕捞量

01 非洲—内陆水域  1.47  1.89  2.33  2.87  3.01  3.02  3.24  3.21 28

02 北美洲—内陆水域  0.23  0.21  0.18  0.21  0.23  0.30  0.21  0.19 2

03 南美洲—内陆水域  0.32  0.33  0.39  0.36  0.36  0.34  0.35  0.34 3

04 亚洲—内陆水域  2.87  4.17  5.98  7.39  7.85  7.90  7.89  7.29 64

05 欧洲—内陆水域1  0.28  0.43  0.36  0.40  0.41  0.41  0.39  0.42 4

06 大洋洲—内陆水域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

07 前苏联地区—内陆水域  0.51  –  –  –  –  –  –  – 0

内陆水域总计  5.70  7.05  9.26  11.26  11.88  11.99  12.09  11.47 100

海洋水域捕捞量

21 西北大西洋 2.91 2.33 2.22 1.84 1.75 1.73 1.73 1.54 8

27 东北大西洋 10.44 10.39 9.81 8.65 9.35 9.34 8.28 8.31 41

31 中西大西洋 2.01 1.83 1.56 1.38 1.46 1.51 1.39 1.25 6

34 中东大西洋 3.20 3.56 3.76 4.75 5.38 5.49 5.37 4.95 24

37 地中海和黑海 1.84 1.50 1.54 1.31 1.35 1.29 1.39 1.19 6

41 西南大西洋 1.78 2.25 2.15 1.90 1.82 1.77 1.65 1.70 8

47 东南大西洋 2.32 1.56 1.54 1.53 1.70 1.58 1.36 1.36 7

大西洋和地中海总计 24.50 23.41 22.57 21.37 22.81 22.72 21.17 20.30 100

51 西印度洋 2.38 3.68 4.24 4.87 5.45 5.53 5.60 5.63 46

57 东印度洋 2.67 4.13 5.48 6.42 7.10 6.74 6.77 6.59 54

印度洋总计 5.05 7.81 9.72 11.29 12.55 12.27 12.36 12.22 100

61 西北太平洋 20.95 21.80 19.97 20.62 20.26 20.25 19.54 19.15 42

67 东北太平洋 2.74 2.98 2.79 3.06 3.40 3.11 3.19 2.86 6

71 中西太平洋 5.94 8.51 10.80 12.51 12.76 13.33 13.33 13.26 29

77 中东太平洋 1.62 1.44 1.81 1.84 1.74 1.70 1.85 1.69 4

81 西南太平洋 0.57 0.82 0.69 0.53 0.47 0.46 0.47 0.43 1

87 东南太平洋 10.23 14.90 13.10 8.31 7.21 10.33 7.80 8.40 18

太平洋总计 42.06 50.45 49.16 46.87 45.84 49.19 46.17 45.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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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精确地按区域分列中国远洋渔业捕捞量和按物

种分列整体捕捞量。

在中国2020年报告的1180万吨捕捞量中，

共 230万吨属于“远洋渔业”项下，而按物种

和捕捞区域列出详情的仅有在区域 61西北太

平洋销售的远洋捕捞量。剩余的远洋渔业捕捞

量中，根据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提供的数据，

部分来自其他捕捞区域，剩下有 180万吨在粮

农组织数据库中被归入区域 61“未纳入别处的

海洋鱼类”项下，这可能导致高估了该区域的捕

捞量以及中国未明确的海鱼捕捞总量。

粮农组织的全球海洋捕捞数据库中包含

2600 多个物种的渔获量数据（包括“未纳入别

处”类别），其中有鳍鱼类在海洋捕捞总量中占

比约85%，以小型中上层鱼类为主，随后是鳕形目、

金枪鱼和类金枪鱼。表 9b 按主要类型群组和

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分列了海洋渔获数据。8

2020 年，鳀鱼渔获量再次位列榜首，高

达近 490 万吨，虽然与 2018 年 700 多万吨

的峰值相比有所减少。阿拉斯加狭鳕（Gadus 
chalcogrammus）为 350万吨，位列第二，鲣鱼

（Katsuwonus pelamis）为 280万吨，连续11

年位列第三（表3）。	

尽管 2020 年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很多情

况下因运输和全球市场准入受限和餐饮服务业

关闭而对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价值最高的

四大类（金枪鱼、头足纲、虾、龙虾）的渔获量

2020 年仍保持最高位，或与以往五年最高值相

比略有下降：

8	 有关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详情参见 www.fao.org/fishery/en/area/

search

 表 4  （续）

捕捞区域
编码

捕捞区域名称

产量(年均) 产量
在2020年总
产量中所占

百分比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2017 2018 2019 2020

（百万吨鲜重）

18, 48,  
58, 88 北极和南极区域总计 0.48 0.19 0.14 0.27 0.27 0.33 0.39 0.46 100

所有捕捞区域 72.10 81.86 81.59 79.79 81.48 84.51 80.09 78.79

按主要捕鱼区划分的海洋捕捞量

温带区域 41.24 42.07 39.16 37.92 38.41 37.96 36.25 35.19 45

热带区域 13.01 18.14 22.07 25.17 26.76 27.11 27.08 26.73 34

涌升区域 17.37 21.45 20.21 16.44 16.03 19.11 16.38 16.41 21

北极和南极区域总计 0.48 0.19 0.14 0.27 0.27 0.33 0.39 0.46 1

海洋水域捕捞总计：主要
捕捞区域

72.10 81.86 81.59 79.79 81.48 84.51 80.09 78.79 100

1	包括俄罗斯联邦。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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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的渔获量继续位于

历史峰值，虽然因生鲜金枪鱼出口和生鱼片

市场受防疫措施限制，渔获量已从 2019 年

的 820万吨降至 2020 年的 780万吨。最近新

增渔获量多数来自捕捞区域 71中西太平洋，

从 2000 年代中期约 270万吨增至 2019 年近

380万吨，而 2020 年则减产 5%以上（360万

吨）。在这一类中，鲣鱼和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在渔获量中占比超过 55%。	

 �头足纲渔获量在 2014 年达到 490万吨峰值

后，降至350-380万吨之间。但其渔获量依然

保持相对高位，并在过去二十年来几乎保持了

持续增长的趋势，2020年渔获量为370万吨。

头足纲物种生长速度快，极易受环境影响，这

可能是其渔获量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如三

大主要鱿鱼物种	—	美洲大赤鱿（Dosidicus 
gigas）、阿根廷鱿（Illex argentinus）和日本鱿

（Todarodes pacificus）。	

 �虾和对虾的渔获量 2017年达到近 340万吨

的新高，主要原因是阿根廷红虾（Pleoticus 
muelleri）的渔获量持续回升，抵消了其他主

要虾类物种的减产，特别是日本毛虾（Acetes 
japonicus）和 鹰 爪 虾（Trachysalambria 
curvirostris）。2020 年总渔获量为 320万吨，

延续了近年来渔获量在 310-340万吨之间波

动的趋势。

 �龙虾的渔获量 2020 年减至 25.5 万吨，为

2009 年以来最低，因为龙虾是受防疫措施

限制和全球出口市场关闭影响最大的高价值

物种之一。随着限制措施放宽，渔获量预计

 图 10  海洋捕捞产量：三大类捕捞区域趋势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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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将恢复至近年来的 30万吨以上水平，尤其是

美洲龙虾（Homarus americanus），其渔获

量在本组中占比过半。	

表4列出了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最近五

年的海洋渔获数据，以及近几十年的渔获量数

据。将捕捞区域分成以下类别，就可看出清晰

的趋势（图10）：	

 �温 带 区 域（ 区 域 21、27、37、41、61、67 和

81）；	

 �热带区域（区域 31、51、57和 71）；	

 �涌升区域（区域 34、47、77和 87）；		

 �北极和南极区域（区域 18、48、58 和 88）。	

2020年，温带区域渔获量为3520万吨，略低

于以往年份。除此以外，渔获量在1988年和1997

年两次达到峰值后（约4500万吨），自21世纪初

以来基本稳定在每年3620至3960万吨之间。		

区域 61西北太平洋 2020 年创出了1920

万吨的最高产量，相当于全球海洋捕捞量的

24%。如上文所述，该区渔获量中包括中国远洋

捕捞产量中的一部分（记在“未纳入别处的海

洋鱼类”项下），这部分渔获其实来自其他捕捞

区域，但由于缺失有关捕捞位置的具体信息而

被归入区域 61。	

其他温带区域的渔获量过去十年基本保持

稳定，仅区域 41西南大西洋和区域 81西南太

平洋例外，部分因为对西南大西洋头足纲和西

南太平洋多物种的捕捞大幅减产。		

在热带区域，印度洋（区域 51和 57）和中

西太平洋（区域 71）的渔获量曾达峰值，分别为

1250万吨（2017年）和 1330万吨（2018 年）。

此后渔获量开始下降，但一直维持在略低于峰

值的水平上。	

在印度洋，渔获量自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一直在稳定上升，特别是在区域 57东印度洋，

主要是小型中上层鱼类、大型中上层鱼类（金枪

鱼和旗鱼）和虾的渔获量大增。	

区域 71中西太平洋报告2020 年渔获量为

1330万吨，在各区域中位列第二。自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渔获量也一直保持稳定上升，其

中主要是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的渔获量大

增。特别是鲣鱼，其渔获量过去二十年里从100

万吨增至近 190万吨，而其他主要物种类别的

渔获量大多保持稳定。	

在区域 31中西大西洋，渔获量已从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的 250万吨峰值回落，但 200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每年 120

至 160万吨之间波动。总渔获量主要受美国大

鳞油鲱（Brevoortia patronus）渔获量的影响，

这种鲱鱼类物种通常被加工成鱼粉和鱼油，在

总渔获量中占比超过 30%。	

涌升区域渔获量的特点是各年份间波动较

大。总渔获量很大程度上受区域 87 东南太平

洋渔获量的影响，因为这里的厄尔尼诺海洋条

件会给鳀鱼的丰度带来重大影响。鳀鱼的渔获

量在区域 87的总渔获量中占比 50-70%。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区域 87 渔

获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即便考虑到鳀鱼渔获

量的波动也是如此。年渔获量已从 1994 年的

2000 多万吨降至近年的约 700至 1000万吨之

间，主要是由于两个主要物种鳀鱼和智利竹荚

鱼（Trachurus murphyi）的渔获量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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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表 5  内陆水域捕捞产量：主要生产国和地区

国家

产量 (年均) 产量
在2020年总
产量中所占

百分比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2017 2018 2019 2020

（百万吨鲜重）

25个最大内陆水域捕捞生产国

印度  0.50  0.58  0.84  1.43  1.59  1.70  1.79  1.80 16

中国  0.54  1.46  2.11  2.03  2.18  1.96  1.84  1.46 13

孟加拉国  0.44  0.50  0.86  1.08  1.16  1.22  1.24  1.25 11

缅甸  0.14  0.15  0.48  0.85  0.89  0.89  0.89  0.84 7

乌干达  0.19  0.22  0.33  0.44  0.39  0.44  0.60  0.57 5

印度尼西亚  0.27  0.31  0.31  0.47  0.47  0.66  0.71  0.49 4

柬埔寨  0.05  0.09  0.34  0.46  0.47  0.42  0.40  0.41 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25  0.29  0.30  0.31  0.33  0.31  0.38  0.41 4

尼日利亚  0.10  0.10  0.21  0.35  0.42  0.39  0.37  0.35 3

埃及  0.12  0.23  0.27  0.25  0.26  0.27  0.30  0.32 3

俄罗斯  0.09  0.26  0.22  0.27  0.27  0.27  0.25  0.28 2

巴西  0.20  0.18  0.24  0.23  0.22  0.22  0.22  0.22 2

刚果民主共和国  0.13  0.17  0.23  0.22  0.23  0.23  0.23  0.21 2

马拉维  0.07  0.06  0.06  0.14  0.20  0.22  0.15  0.17 1

墨西哥  0.10  0.11  0.11  0.15  0.17  0.22  0.16  0.15 1

越南  0.11  0.14  0.21  0.16  0.16  0.16  0.15  0.15 1

巴基斯坦  0.07  0.13  0.12  0.13  0.14  0.14  0.14  0.15 1

菲律宾  0.26  0.19  0.15  0.18  0.16  0.16  0.15  0.15 1

泰国  0.10  0.18  0.21  0.19  0.19  0.14  0.13  0.13 1

马里  0.07  0.09  0.10  0.10  0.11  0.09  0.11  0.12 1

乍得  0.05  0.08  0.08  0.11  0.11  0.11  0.11  0.11 1

赞比亚  0.06  0.07  0.07  0.09  0.10  0.10  0.10  0.11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01  0.09  0.07  0.09  0.10  0.11  0.10  0.10 1

肯尼亚  0.09  0.18  0.14  0.13  0.10  0.10  0.10  0.10 1

莫桑比克  0.00  0.01  0.02  0.09  0.10  0.10  0.12  0.10 1

前25名合计  4.02  5.86  8.07  9.95 10.52 10.64 10.74 10.13 88

所有其他生产国合计  1.67  1.19  1.19  1.31  1.35  1.35  1.35  1.34 12

所有生产国总计  5.70  7.05  9.26 11.26 11.88 11.99 12.09 11.47 100

各区域内陆水域捕捞量

亚洲  2.87  4.17  5.98  7.39  7.85  7.90  7.89  7.29 64

非洲  1.47  1.89  2.33  2.87  3.01  3.02  3.24  3.21 28

美洲  0.56  0.54  0.58  0.57  0.59  0.64  0.55  0.53 5

欧洲  0.28  0.43  0.36  0.40  0.41  0.41  0.39  0.42 4

大洋洲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

其他1  0.51  –  –  –  –  –  – 0

世界总计  5.70  7.05  9.26  11.26  11.88  11.99  12.09  11.47 100

1	包括前苏联。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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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价值的大赤鱿渔获量自21世纪初以来已

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他物种的减产。

大赤鱿的渔获量从 2000 年的约12.8万吨增至

2015 年的 100万吨峰值，随后几年上下波动，

2020 年为 88万吨。	

在区域 34中东大西洋，渔获量几乎一直在

增加，2018 年达到 550万吨，为历史最高水平，

随后在 2020 年降至 490万吨。在区域 47 东南

大西洋，趋势则正好相反，渔获量从 1978 年的

330万吨峰值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140万吨。	

在区域 77中东太平洋，渔获量总体保持稳

定，每年为160至 200万吨不等。	

虽然南极捕捞区域（区域 48、58 和 88）的

总渔获量相对较小，但近年也出现大幅增加，

从 2017 年的 27 万吨增至 2020 年的 46.2 万

吨，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最高水平。该区

域的渔获量几乎全部为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其渔获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历

过一次减产后，已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不足 10

万吨增至 2020 年的 45.5 万吨。第二大物种小

鳞犬牙南极鱼（Dissostichus eleginoides）的渔

获量继续保持相对稳定，每年介于1.05 万至

1.22万吨之间。

 图 11  排名前五的内陆水域捕捞生产国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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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水域捕捞产量

2020 年，全球内陆水域捕捞产量为1150

万吨（表5），与 2019 年相比减产 5.1%。与海洋

捕捞一样，内陆水域的捕捞作业在 2020 年也

因疫情遭受严重影响，而中国的渔获量减少则

使得情况变得愈发复杂。尽管 2020 年内陆水

域捕捞产量有所减少，但仍处于历史高位，仅

略低于2019 年 1200万吨的最高位。	

内陆渔业长期增产趋势背后的一部分原因

是国家层面报告和评估工作有所改进。然而，

很多内陆水域数据收集系统仍不可靠，甚至彻

底缺失。此外，报告工作的改进还可能会遮挡

个别国家的趋势。同样应指出的是，很多国家

未报告内陆渔业捕捞量，或报告数据不完整，

不过粮农组织估计，内陆渔业总捕捞产量要高

于海洋捕捞产量。	

自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2020 年中国

首次不再是内陆水域捕捞量排名第一的国家，

印度以180万吨的捕捞量取而代之成为第一。

虽然中国依然是内陆渔业捕捞量最大的国家之

一，但其报告的捕捞量已从 2017年的 220万吨

降至 2020 年的 150万吨，降幅超过 33%。大幅

减产的原因是中国农业农村部最近实施了相关

 图 12  2018-2020 年各国内陆捕捞平均产量

注：本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

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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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长江水域实行十

年禁渔，以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其背后的理念

是通过改善和扩大内陆水产养殖活动和养殖

型渔业来满足人们对水产食品 9 不断增长的需

求，抵消因内陆捕捞渔业减产造成的影响。

与中国不同，多个捕捞主产国继续推动内

陆水域捕捞增产，特别是印度、孟加拉国、缅甸

和乌干达（图11）。而报告减产的国家多数在全

球内陆水域捕捞量中占比相对较低，虽然有些

国家提供的数量对本国或本区域膳食结构而言

十分重要，例如柬埔寨、巴西、越南和泰国。

与海洋捕捞相比，内陆水域捕捞更集中于

具有大型水域或河流流域的主产国（图12）。

2020 年，13 个国家的产量在内陆捕捞总量中占

比超过 75%，而对海洋捕捞量而言则是 20 个国

家合计占比超 75%。

同样，内陆水域捕捞大国在地理位置上也

日趋集中，尤其在亚洲占比最高。亚洲内陆水域

捕捞为很多当地人民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

亚洲自200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全球内陆水

域捕捞总量中占三分之二，而产量位列前四的

国家全部位于亚洲，2020 年这四个国家在全球

内陆水域捕捞量中占比超过46%。	

非洲在全球内陆捕捞总量中占比超25%。内

陆捕捞是非洲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尤其对低收

入内陆国而言。欧洲和美洲在内陆捕捞总量中合

计占比约8%，而大洋洲的内陆捕捞量可忽略不计。	

三个主要物种组在内陆水域捕捞总量中占

比超过 75%。第一组“鲤鱼、鲃属鱼和其他鲤科

9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鱼”捕捞量持续增加，从 2000 年代中期年产约

70万吨，增至 2020 年的近 190万吨，这也是为

何近年内陆水域捕捞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二

组“罗非鱼和其他慈鲷科鱼”的年捕捞量近年

也开始增加，从70万吨增至90万吨。第三组“淡

水甲壳类”总体保持稳定，每年介于40万吨至

45万吨之间，但渔获量在2020年降至30万吨，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内陆水域捕捞量有所减少。

粮农组织捕捞统计数据来源和质量

各国提交的报告是粮农组织维护和更新

捕捞渔业数据库时所依据的主要来源，但并非

唯一来源。因此，粮农组织统计数据的质量主

要取决于各国渔业机构每年收集并向粮农组织

报告的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报告的数据经常不完整、不一致或不符合

国际报告标准，而粮农组织则尽可能与各国合

作，对数据进行梳理汇总。在粮农组织的努力下，

虽然渔获物的物种组成（一项涉及渔获量报告

质量的指标）从 1996 年的 1035 个物种到 2020

年的 2981个物种已增加了一倍多，但大量渔获

数据仍未具体到物种层面，尤其是海洋捕捞渔

业中的鲨鱼、鳐鱼和银鲛物种组。对内陆水域

捕捞量而言，未纳入别处的淡水鱼类（辐鳍鱼纲）

近年在全球内陆水域捕捞量中占比约 50%。

在数据质量和完整性方面，海洋和内陆水

域捕捞也存在差异。海洋渔获量通常比内陆

渔获量在按具体物种提供完整数据方面做的 

更好。

另外，粮农组织会告知用户，由于数据收

集工作的变化，时间序列中可能出现中断，使得

官方长期渔获量的系列数据出现不一致。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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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据收集和报告系统的改进是件好事，但

除非同时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否则可能导致

国家总渔获量出现突然变化，如果物种分类数

据也有所改进，还可能导致物种层面的趋势突

然发生变化。

各国向粮农组织报告数据时，还存在及时

性方面的问题和不报告的情况，对粮农组织捕

捞总量估算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造成影响。问

卷提交不及时令粮农组织难以在正式发布（通

常为每年 3月中旬）之前完成捕捞渔业统计数

据的处理、验证和审查工作，这一问题最近几

年尤其明显。如未能收到各国报告或遇到数据

不一致的问题，粮农组织将利用其他官方数据

来源的现有最佳数据（包括各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发布的数据或通过标准方法进行估算）。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国家近年一直未对粮

农组织的问卷做出回复或报告数据不够完整。

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巴西、毛里塔尼亚、

柬埔寨等捕捞大国。2020 年因疫情导致正常数

据收集活动中断，使得向粮农组织报告数据不

及时或不报告的问题变得愈加严重。

要想提高粮农组织全球数据库中渔获量

数据的整体质量，就必须强化各国的数据收集

系统，以生成优质信息，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政

策和管理决策提供支持（插文1，第 2页）。粮

农组织继续为各个项目提供支持，以改进国家

数据收集系统，包括在完善的数据分析基础上

确立抽样计划，涵盖之前未纳入抽样范围的渔

业子部门，实行上岸点抽样标准化。n

水产养殖产量

总产现状和趋势

尽管受到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

水产养殖产量在 2020 年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

（见“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危机”，第195页和

插文 2，第 6页），但各个区域以及区域内各国

之间存在差异。水产养殖总产量中，水生动物

产量为 8750万吨，主要供人类食用；藻类 10 产

量为 3510万吨，包括食物和非食物用途；贝类

和装饰用珍珠产量为 700 吨；2020 年鲜重合

计为 1.226 亿吨（图 13），对比 2018 年 1.159

亿吨的鲜重合计增加了670万吨。2020 年，

养殖场销售额估测合计为 2815 亿美元，分别

比 2018 年和 2019 年增长 185 亿美元和 67亿 

美元。

同 2019 年相比，2020 年全球动物品种水

产养殖产量增长 2.7%，为过去 40 年年均增幅

的最低水平；然而，同比净增长 230万吨的水

平与过去10 年间的某些年份相当。有鳍鱼养

殖产量占比保持在 66% 左右，波动很小，过去

几十年一直在全球水产养殖产量中稳列第一。

2020 年，有鳍鱼养殖产量为 5750 万吨（1461

亿美元）；其中，内陆养殖产量为 4910 万吨 

（1098 亿美元），海洋和沿海区域的海水养殖

产量为 830万吨（362亿美元）。其他水生动物

品种的养殖产量为：软体类 1770万吨（298 亿

美元），多为双壳类；甲壳类 1120万吨（815 亿

美元）；水生无脊椎动物52.5万吨（25亿美元）；

半水生品种（包括龟和蛙）53.7万（50亿美元）。

10	 “藻类”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

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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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藻类养殖以海洋大型藻类（海藻） 

为主，2020 年产量比 2019 年的 3460万吨增长

50万吨，增幅为1.4%。部分主产国，包括中国和

日本，2020 年产量继续增长，而东南亚和韩国

的海藻产量有所下滑。

区域层面上，受非洲主产国埃及产量下滑

影响，非洲水产养殖（藻类除外）年产略有收

缩（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减少1.2%）。撒哈

拉以南非洲最大生产国尼日利亚自2016 年开

始的产量下滑趋势在 2020 年进一步恶化，产

量下挫 9.6%。非洲其他国家的水产养殖产量在

2020 年达到 39.67 万吨，对比 2019 年的 34.64

万吨增长了14.5%。其他区域在 2020 年保持持

续增长势头。美洲、亚洲和欧洲的最大生产国	

—	智利、中国和挪威	—	2020 年均实现产量 

增长，抵消了各自区域内部分国家的产量下滑。

1990 年至 2020 年，全球水产养殖年产

增长了609%，年均增速为 6.7%；从时段来看，

年均增速由1990 至 2000 年的 9.5% 逐步下滑

至 2010 至 2020 年的 4.6%。近年来（2015 至

2020 年），年均增速进一步下滑至 3.3%。需要

说明的是，尽管年均相对增速放缓，全球产量

绝对值在过去 30 年间呈净增长态势。全球水

产养殖增长的其他具体数据见表 6。

 图 13  1991-2020 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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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不含贝类和珍珠产量，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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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发展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增

长波动模式。在最大生产区域亚洲，水产养殖

主产国1990至 2020 年增长势头相对稳定，但

增速有所放缓。其他区域同比增长情况有所起

伏，部分年份呈缩减趋势（图14）。

分析使用的水产养殖数据来源

与之前几版一样，水产养殖发展现状和趋

势分析依赖但不仅限于使用粮农组织 2022 年

3月发布的1950-2020 年全球水产养殖生产数

据，包括根据常规标准统计做法对部分国家过

往一些年份的数据做出调整。这种回溯性的调

整涉及一些数据匮乏的国家，但不会改变《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全球和区域层

面的总体结论。

例如，2020 年粮农组织关于养殖动物品种

的水产养殖数据涵盖了207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包括122个国家报告的国家数据或从官方来

源检索获得的数据（59%）。然而，这些国家的

产量数据加起来超过了8540万吨，占 2020 年

全球产量的 97.6%。从品种或品种组来看，为区

分内陆和沿海养殖，并考虑到使用水源的类型，

粮农组织根据国际认可的分类和认定标准对于

存疑或高度汇总格式的官方数据中的统计细

节错漏进行了修正。

 表 6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和增长

1990-202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20年 2015-2020年 

所有水产养殖

A.	年产量期初值（百万吨）	 17.3 17.3 43.0 77.9 104.0

B.	年产量期末值（百万吨）	 122.6 43.0 77.9 122.6 122.6

C.	年产量累计增长（百万吨）	 105.3 25.7 34.9 44.6 18.6

D.	整体增长	 609% 149% 81% 57% 18%

E.	年均增长率 6.7% 9.5% 6.1% 4.6% 3.3%

水生动物

A.	年产量期初值（百万吨）	 13.1 13.1 32.4 57.8 72.9

B.	年产量期末值（百万吨）	 87.5 32.4 57.8 87.5 87.5

C.	年产量累计增长（百万吨）	 74.4 19.3 25.3 29.7 14.6

D.	整体增长	 569% 148% 78% 51% 20%

E.	年均增长率 6.5% 9.5% 5.9% 4.2% 3.7%

藻类

A.	年产量期初值（百万吨）	 4.2 4.2 10.6 20.2 31.1

B.	年产量期末值（百万吨）	 35.1 10.6 20.2 35.1 35.1

C.	年产量累计增长（百万吨）	 30.9 6.4 9.6 14.9 4.0

D.	整体增长	 736% 153% 90% 74% 13%

E.	年均增长率 7.3% 9.7% 6.7% 5.7% 2.5%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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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1个报告藻类养殖的国家和地区中，粮

农组织采集了其中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生

产数据；这些国家和地区 2020 年的产量合计

为 3470万吨，占全球产量的 98%。

产量分布和主产国

几十年来，亚洲在全球水产养殖行业处于

毫无争议的主导地位，2020 年水生动物和藻

类产量占全球总产的 91.6%；然而，亚洲各国的

水产养殖发展状况也千差万别。蒙古、东帝汶

 图 14  1990-2020 年各大洲水生动物水产养殖产量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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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按区域和部分主产国分列 

地区和选定国家

2010 2020

动物 藻类 所有物种 动物 藻类 所有物种

（千吨，鲜重）

非洲
1 286.1 138.3 1 424.4 2 250.2 104.1 2 354.3

（占世界百分比） (2.23) (0.69) (1.83) (2.57) (0.30) (1.92)

埃及
 919.6  919.6  1 591.9  1 591.9

（占非洲百分比） (71.50) (64.56) (70.74) (67.62)

北非，不含埃及
 10.1  10.1  40.1  0.3  40.4

（占非洲百分比） (0.78) (0.71) (1.78) (0.27) (1.72)

尼日利亚
 200.5  200.5  261.7  261.7

（占非洲百分比） (15.59) (14.08) (11.63) (11.12)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不含尼日利亚

 155.9  138.3  294.2  356.5  103.8  460.3
（占非洲百分比） (12.12) (100.00) (20.66) (15.84) (99.73) (19.55)

美洲
 2 514.6  12.9  2 527.6  4 375.2  25.3  4 400.5

（占世界百分比） (4.35) (0.06) (3.24) (5.00) (0.07) (3.59)

智利
 701.1  12.2  713.2  1 485.9  19.6  1 505.5

（占美洲百分比） (27.88) (94.17) (28.22) (33.96) (77.39) (34.21)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其他

 1 154.5  0.8  1 155.3  2 270.1  5.4  2 275.5
（占美洲百分比） (45.91) (5.83) (45.71) (51.89) (21.43) (51.71)

北美洲
 659.0  659.0  619.2  0.3  619.5

（占美洲百分比） (26.21) (26.07) (14.15) (1.19) (14.08)

亚洲，
不含塞浦路斯

 51 228.8  20 008.2  71 237.0  77 377.0  34 916.3  112 293.3

（占世界百分比） (88.70) (99.18) (91.41) (88.43) (99.54) (91.61)

中国（大陆）
35 513.4 12 273.3 47 786.7 49 620.1 20 862.9 70 483.1

（占亚洲百分比） (69.32) (61.34) (67.08) (64.13) (59.75) (62.77)

印度
 3 785.8  4.2  3 790.0  8 636.0  5.3  8 641.3

（占亚洲百分比） (7.39) (0.02) (5.32) (11.16) (0.02) (7.70)

印度尼西亚
 2 304.8  3 915.0  6 219.8  5 226.6  9 618.4  14 845.0

（占亚洲百分比） (4.50) (19.57) (8.73) (6.75) (27.55) (13.22)

越南
 2 683.1  18.2  2 701.3  4 600.8  13.9  4 614.7

（占亚洲百分比） (5.24) (0.09) (3.79) (5.95) (0.04) (4.11)

孟加拉国
 1 308.5  1 308.5  2 583.9  2 583.9

（占亚洲百分比） (2.55) (1.84) (3.34) (2.30)

亚洲其他
 5 633.1  3 797.4  9 430.5  6 709.6  4 415.8  11 125.4

（占亚洲百分比） (11.00) (18.98) (13.24) (8.67) (12.65) (9.91)

欧洲， 
含塞浦路斯

 2 537.3  2.1  2 539.4  3 270.0  21.8  3 291.7

（占世界百分比） (4.39) (0.01) (3.26) (3.74) (0.06) (2.69)

挪威
 1 019.8  1 019.8  1 490.1  0.3  1 490.4

（占欧洲百分比） (40.19) (40.16) (45.57) (1.54) (45.28)

欧盟（27）
 1 072.1  1.4  1 073.5  1 093.8  0.5  1 094.3

（占欧洲百分比） (42.25) (70.17) (42.27) (33.45) (2.38) (33.24)

欧洲其他
 445.5  0.6  446.1  686.1  20.9  707.0

（占欧洲百分比） (17.56) (29.83) (17.57) (20.98) (96.08) (21.48)

大洋洲
 189.7  12.8  202.5  228.5  10.1  238.6

（占世界百分比） (0.33) (0.06) (0.26) (0.26) (0.03) (0.19)

全世界  57 756.4  20 174.3  77 930.7  87 500.9  35 077.6  122 578.5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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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2005-2020 年部分主要品种组和水产养殖类型的产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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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续）

千
吨

1 000

900

800

4 印度尼西亚 5 厄瓜多尔 6 泰国 7 墨西哥 8 孟加拉国 9 菲律宾 10 巴西 11 缅甸 12 马来西亚 13 伊朗
（伊斯兰
共和国)

14 沙特
阿拉伯

15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
共和国）

16 秘鲁 其他

2 韩国 3 智利 4 日本 5 越南 6 西班牙 7 美国 8 法国 9 泰国 10 新西兰 11 意大利 12 菲律宾 13 中国
台湾省

15 秘鲁14 朝鲜 其他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千
吨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世界各主产国甲壳类海洋和沿海养殖产量

世界各主产国软体类海洋养殖产量

3 韩国 4 菲律宾 5 朝鲜 6 日本 7 马来西亚 8 坦桑尼亚 9 俄罗斯
联邦

10 智利 11 越南 12 马达加斯加 13 所罗门
群岛

14 印度 其他

千
吨

2 000

1 000

800

600

400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200

0

世界各主产国藻类养殖产量

892

391

189

89 85
49 49 47 45 35

145

415 406

310

211 207
182

144
119 103 75 72

48

321

1 762

1 469

603

397

182
21 18 14 8 6 5

20

761

63 63

72 62

91

百
万

吨

0

1.0

0.5

1.5

2.0

2.5

3.0

3.5

百
万

吨
百

万
吨

1 中国 其余国家

20

30

20

10

0

10

0

1.8

1.1 0.9

2.9

1 中国 2 越南 3 印度 其余国家

15

3

20.8

9.6

4.6

1 中国 2 印度尼西亚 其余国家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鱼、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按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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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以及部分中亚和西亚国家需要加快发展水

产养殖业，进一步发掘本国养殖潜力。

过去几十年间，各个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

各个国家之间水产养殖产量分布不均以及发展

状况各异的局面并未明显改善。很多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在发展水产养殖方面面临

很大挑战，无法通过水产养殖增加国家食物供

给，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并为其提供就业。

表7中的数据展示了全球各个区域的水产

养殖产量分布情况，全球、区域和分区域层面

上水产养殖仍由少数几个主产国主导。自1991

年起，中国大陆的水生动物和藻类养殖产量就

一直高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产量合计。与以往数

年相似，2020 年中国水生动物产量和藻类产量

的占比分别为 56.7% 和 59.5%。

各个区域和国家的主要养殖品种也差异显

著。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主导着有鳍鱼品种的内

陆水产养殖。挪威和智利（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峡湾遍布又不受海浪侵扰）等国家，以及来自

中等收入国家群体的中国，主导着全球有鳍鱼

海洋网箱养殖产业。大西洋鲑是冷水品种海洋

网箱养殖的代表性品种，而中国海洋网箱养殖

的有鳍鱼品种主要为温水品种，品种构成也更

加多样。图15显示了部分主要品种组的主导生

产国或分区域分布情况。

海虾是咸淡水池塘沿海养殖甲壳类动物的

主要品种，是很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

的重要外汇收入来源。

从数量来看，中国的海洋软体类养殖产量

超出所有其他国家的产量合计；然而，在某些

主产国，海洋双壳类养殖在水生动物养殖总量

中占有较高比例，包括新西兰（86.9%）、法国

（75.4%）、西班牙（74.8%）、韩国（69.7%）、意

大利（61.6%）和日本（51.8%），而全球平均水平

为18.4%。

水产养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 11

的贡献

多数水产养殖大国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

国家，水产养殖占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的一半

以上，供养着全球一半的人口。这些国家，例如

非洲的埃及以及亚洲的孟加拉国和越南，为其

他条件相似、拥有水产养殖发展潜力的国家树

立了成功的榜样。

从全球来看，水产养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

总量（不包括藻类）的贡献稳步攀升，2020 年

到达 49.2%，与捕捞占比持平，而1990 年水产

养殖占比仅为13.4%。水产养殖贡献率在各个

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均有较大差异（图16）。

亚洲的水产养殖产量（61.9%）高于捕捞；即便

不计入产量最高的国家，亚洲的水产养殖占比

仍然高达 44.7%。与之相对，若不计埃及，2020

年非洲对全球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仅为6.6%，

在图中各区域和分区域组中居于末位。

按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平分类标准分析，1990

至 2020 年，在报告开展水产养殖的国家中，51%

的中低收入国家发展迅速，53%的中高收入国家

发展迅速。2020年，水产养殖对中高收入国家的

总产（27.6 亿人口）贡献率为 61.7%，而1990 年

11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
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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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2000-2020 年各区域水产养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不含藻类）总产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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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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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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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19.8%。在中低收入国家（31.3 亿人口），同

期水产养殖占比由14.7% 提高至46.2%（图17和 

图18）。

在报告水产养殖数据的 67个高收入国家

中（13.2 亿人口），尽管 2020 年 680万吨的养

殖产量比起1990年的310万吨翻了一倍还多，

但水产养殖对于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的贡献

率在 2020 年却仅为 23%（1990 年为 7.6%）；而

且，若非这一时期捕捞产量下挫 40.1%（从 3810

万吨跌至 2280万吨），水产贡献率还会更低。

26个报告水产养殖数据的低收入国家（860

万人口）多数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水产

养殖对渔业总产的贡献来看，这些国家的进

展乏善可陈。2020 年，水产养殖产量仅占总产 

的 8%，比 1990 年的 3.7% 略有提高。

内陆水产养殖

由于部分地区水产养殖使用的是自然或改

良咸水，故而《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

况》沿用了“内陆水产养殖”的说法；但在不涉

及咸水的情况下，“淡水养殖”已经成为了普遍

适用的另一种说法。此外，沿海地区沿海池塘中

从事的咸淡水养殖在某些国家或某些地区被归

为“内陆水产养殖”，在本报告中则归入沿海水

产养殖类别。

 图 17  1990-2020 年各收入水平国家组渔业和水产养殖（不含藻类）增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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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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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内陆水产养殖产量为 5440

万吨，占全球动物品种和藻类养殖总量的

44.4%；其中，水生动物品种的内陆养殖产量占

水产养殖总产的62.2%。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

有鳍鱼养殖规模远超其他所有内陆养殖品种

（表8）。然而，不同区域非有鳍鱼品种的发展

状况和构成模式差异显著。

内陆养殖的养殖模式和设施各异。投入强

度、技术和管理精细化程度以及与其他养殖活

动的整合程度都有所差别。从全球来看，在人

工建设的土塘中养殖有鳍鱼和其他品种是截至

目前最为普遍的养殖模式。

网箱养殖也内陆养殖中也较为普遍，网栏

养殖次之，但这些养殖模式的相对重要性在各

国之间差异很大。全球范围的内陆网箱和网栏

养殖数据目前尚不确知。基于现有数据，表 9

列出了部分国家的网箱养殖和网栏养殖产量数

据，以及国家有鳍鱼内陆养殖总产。

各国在公共开放水域准入以及使用公共开

放水域从事水产养殖（包括网箱养殖和网栏养

殖）方面的国家和地方政策不尽相同。在适当

的监管环境下，公共开放水域中的网箱养殖与

池塘养殖和其他方法一样，可以高效、显著地

提高水产养殖产量。

在菲律宾和印尼，河流、湖泊和水库中的

网箱与网栏养殖（包括网围）发展近几十年来

突飞猛进。近年来，主管部门在某些水域启

动了减少网箱养殖的举措。中国《十三五规划

 图 18  2020 年主要品种组水产养殖产量占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比例

水产养殖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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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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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年）》的一项政策重点便是使包

括水产养殖在内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活

动更加“绿色”，尤其是在内陆地区。绿水青山

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相继启动了协调一致的

清理方案，清理了绝大多数的网箱和围栏，同

时为保护受影响的社区和个人也出台了纾困计

划（图19）。部分省份根据水域承载能力评估仍

发放了一定数量的许可，不过许可审批过程将

环境和养护问题置于网箱养殖经济价值之前。

海水养殖和沿海养殖

海水养殖中，动物生长的整个周期或只有

生长期发生在海洋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贻

 表 8  2020 年内陆水产养殖以及海洋和沿海水产养殖产量，按区域和主要品种组分列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世界 占世界
总量比例
（%）（吨，鲜重）

1.有鳍鱼类 1 857 209 1 179 727 45 526 599  551 802  5 124 49 120 461 90.2

2.甲壳类  2  72 541 4 401 336  3 145  177 4 477 201 8.2

3.软体类 … …  192 671 … …  192 671 0.4

4.其他水生动物 …  370  593 161  176 …  593 707 1.1

（水生动物小计） (1 857 211) (1 252 638) (50 713 767) ( 555 123) ( 5 301) (54 384 040) (99.9)

5. 藻类  150  1 321  62 670  349 …  64 490 0.1

内陆水产养殖 1 857 361 1 253 959 50 776 437  555 472  5 301 54 448 530 100

1.有鳍鱼类  379 322 1 240 969 4 502 888 2 121 867  95 587 8 340 633 12.2

2.甲壳类  7 617 1 193 549 5 549 811  418  8 420 6 759 815 9.9

3.软体类  5 994  688 077 16 158 709  578 712  116 363 17 547 855 25.8

4.其它水生动物  60 …  459 185  6 495  2 844  468 584 0.7

（水生动物小计） ( 392 993) (3 122 595) (26 670 593) (2 707 492) ( 223 214) (33 116 887) (48.6)

5.藻类  103 941  23 994 34 853 646  21 443  10 065 35 013 089 51.4

海洋和沿海水产养殖  496 934 3 146 589 61 524 239 2 728 935  233 279 68 129 976 100

1.有鳍鱼类 2 236 531 2 420 696 50 029 487 2 673 669  100 711 57 461 094 46.9

2.甲壳类  7 619 1 266 090 9 951 147  3 563  8 597 11 237 016 9.2

3.软体类  5 994  688 077 16 351 380  578 712  116 363 17 740 526 14.5

4.其它水生动物  60  370 1 052 346  6 671  2 844 1 062 291 0.9

（水生动物小计） (2 250 204) (4 375 233) (77 384 360) (3 262 615) ( 228 515) (87 500 927) (71.5)

5.藻类  104 091  25 315 34 916 316  21 792  10 065 35 077 579 28.6

水产养殖总计 2 354 295 4 400 548 112 300 676 3 284 407  238 580 122 578 506 100

注：…即无产量或无法获得产量数据。数据不含贝类和珍珠产量。总计数经四舍五入处理，可能有一定出入。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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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等一些物种的生产完全依赖于海洋天然苗

种，整个生产周期均在海中完成。而在其他情

况下，海水养殖只是生产周期中的育成阶段，

需要利用陆地上的苗种场生产种苗，有时甚至

是在淡水环境中，例如大西洋鲑。沿海养殖通

常在海岸或潮间带的池塘环境，在很多发展中

国家其对生计、就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特

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2020 年，全球海洋和沿海养殖产量为

6810万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 3310万吨，藻

类为 3500万吨。表8按区域列出了主要品种组

的海洋和沿海养殖产量。

基于物种的生物特性和养殖方法，甲壳类、

软体类和其他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海洋和沿海养

殖很容易区分；然而，有鳍鱼并非如此；很多国

家在海洋和沿海养殖模式下养殖不同的有鳍鱼

 表 9  部分国家内陆水域网箱和网栏养殖有鳍鱼类产量

2010 2015 2020

总产量 
网箱养殖

产量 占比（%）
总产量 

网箱养殖
产量 占比（%）

总产量
网箱养殖

产量 占比（%）

（千吨，鲜重） （千吨，鲜重） （千吨，鲜重）

网箱养殖

中国大陆  19 913  1 131 5.7  24 642  1 379 5.6  25 864  321 1.2

印度尼西亚  1 332  121 9.1  2 955  191 6.5  3 390  650 19.2

孟加拉国  1 147 ... ...  1 831  2 0.1  2 294  5 0.2

埃及  920  160 17.4  1 175  173 14.7  1 592  201 12.6

泰国  404  40 9.9  391  33 8.4  369  32 8.7

菲律宾  308  103 33.3  303  95 31.2  285  74 26.0

俄罗斯联邦  115  25 21.6  138  30 21.6  189  59 31.2

哥伦比亚  68  23 33.5  93  19 20.8  173  30 17.5

土耳其  79  101  70 69.0  128  100 78.0

总产量
网栏养殖 

产量 占比（%）
总产量

网栏养殖 
产量 占比（%）

总产量
网栏养殖 

产量 占比（%）

（千吨，鲜重） （千吨，鲜重） （千吨，鲜重）

网栏养殖

中国大陆  19 913  523 2.6  24 642  482 2.0  25 864  37 0.1

印度尼西亚  1 332  309 23.2  2 955  577 19.5  3 390  24 0.7

孟加拉国  1 147 ... ...  1 831  13 0.7  2 294  13 0.6

菲律宾  308  63 20.3  303  61 20.1  285  40 14.0

俄罗斯联邦  115  5 4.7  138  3 2.4  189  10 5.2

注：…即无数据或无产量。中国网栏养殖产量包括某些中华绒鳌蟹。埃及内陆养殖有鳍鱼类总产量是其全国水产养殖总产量。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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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但产量数据却合并统计。根据其他来源的

信息和数据，本文首次介绍了海洋和沿海养殖

的总体概况，分别阐述了海洋养殖和沿海养殖。

分析利用这些初步信息（图20）应当十分谨慎。

2020 年，有鳍鱼沿海养殖产量为 310万吨，占

海水养殖和沿海养殖总产（830万吨）的37.4%。

甲壳类几乎都是沿海养殖。其他水生动物沿海

养殖产量占比为19.4%，海洋藻类（4.2%），软体

类（0.5%）。

投饵型或非投饵型水产养殖

投饵型水产养殖产量增速逐步超过了非

投饵型养殖。尽管绝对产量保持相对稳定，非

投饵型水产养殖在水生动物养殖产量中的占比

由 2000 年前的 40%下滑至 2020 年的 27.8%。

2020 年，非投饵型种类产量为 2430万吨，包

括 820万吨内陆养殖滤食性有鳍鱼（主要为银

鲤和鳙鱼）以及1620万吨水生无脊椎动物（主

要为海洋双壳类）（图21）。

 图 19  近年来中国大陆内陆水域网箱和网栏养殖规模缩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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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按千吨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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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  2016-2020 年海洋和沿海养殖主要品种组

6

5

4

3

2

1

0

百
万

吨

有鳍鱼类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6

8

7

5

4

3

2

1

0

百
万

吨

甲壳类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百
万

吨

软体类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300

400

350

250

200

150

100

50

0

千
吨

其他水生动物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百
万

吨

藻类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15

25

20

10

5

0

百
万

吨

各类水生动物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 沿海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海洋

有鳍鱼类 其他水生动物软体类 甲壳类

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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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2000-2020 年投饵型和非投饵型动物品种水产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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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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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世界水产养殖主要品种（品种组）产量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在2020年 

总产量中 
所占百分比（千吨，鲜重）

内陆养殖有鳍鱼类

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2 976.5  3 396.6  4 213.1  5 315.0  5 791.5 11.8

鲢鱼，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3 034.7  3 690.0  3 972.0  4 713.6  4 896.6 10

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  1 001.5  1 721.3  2 637.4  4 000.9  4 407.2 9

鲤鱼，Cyprinus carpio  2 410.4  2 666.3  3 331.0  4 025.8  4 236.3 8.6

卡特拉鲃，Catla catla  602.3  1 317.5  2 526.4  2 313.4  3 540.3 7.2

鳙鱼，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  1 438.9  1 929.5  2 513.6  3 109.1  3 187.2 6.5

鲫鱼类，Carassius spp.  1 198.5  1 798.2  2 137.8  2 644.1  2 748.6 5.6

低眼无齿巨鲶，Pangasianodon hypophthalmus  113.2  411.2  1 749.4  2 083.2  2 520.4 5.1

南亚野鲮，Labeo rohita  733.9  1 435.9  1 133.2  1 785.3  2 484.8 5.1

胡子鲶，Clarias spp.  48.8  149.5  343.3  923.7  1 249.0 2.5

罗非鱼nei，Oreochromis spp.  123.9  199.3  449.6  929.9  1 069.9 2.2

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  445.9  477.2  629.2  723.2  781.7 1.6

虹鳟鱼，Oncorhynchus mykiss  340.4  360.0  464.7  546.5  739.5 1.5

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  149.0  280.7  409.5  541.2  695.5 1.4

大口黑鲈，Micropterus salmoides  0.2  140.3  179.5  321.5  621.3 1.3

15个主要品种小计  14 618.2  19 973.5  26 689.7  33 976.3  38 970.1 79.3

其他品种小计  3 546.6  4 260.1  6 337.7  8 535.7  10 150.4 20.7

合计  18 164.7  24 233.6  33 027.4  42 512.0  49 120.5 100

海洋和沿海养殖的有鳍鱼类

大西洋鲑，Salmo salar  895.7  1 266.6  1 433.8  2 380.2  2 719.6 32.6

遮目鱼，Chanos chanos  429.7  542.9  750.5  1 012.3  1 167.8 14

鲻鱼nei，Mugilidae  92.4  173.7  102.7  129.2  291.2 3.5

金头鲷，Sparus aurata  87.3  110.8  142.3  168.8  282.1 3.4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us  0.0  60.9  83.3  142.4  254.1 3

欧洲海鲈，Dicentrarchus labrax  60.7  90.9  118.0  149.1  243.9 2.9

石斑鱼nei，Epinephelus spp  7.6  57.1  77.2  149.2  226.2 2.7

银鲑，Oncorhynchus kisutch  108.6  115.1  124.8  140.7  221.8 2.7

虹鳟鱼，Oncorhynchus mykiss  155.3  202.0  287.7  204.1  220.1 2.6

日本海鲈，Lateolabrax japonicus  0.6  79.6  104.8  120.6  196.9 2.4

鲳鲹，Trachinotus ovatus  0.0  0.0  80.0  110.0  160.0 1.9

鰤鱼，Seriola quinqueradiata  136.8  159.7  138.9  140.3  137.1 1.6

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  1.6  5.3  20.3  49.8  107.4 1.3

澳洲班帝鱼（大海鲈），Lates calcarifer  18.1  27.0  52.7  68.7  105.8 1.3

美国红鱼，Sciaenops ocellatus  2.1  42.4  53.0  71.3  84.3 1

15个主要品种小计  1 996.6  2 933.9  3 569.9  5 036.7  6 418.2 77

其他品种小计  652.1  820.0  1 155.5  1 522.5  1 922.4 23

合计  2 648.7  3 753.9  4 725.4  6 559.2  8 34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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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在2020年 
总产量中 

所占百分比（千吨，鲜重）

甲壳类

南美白对虾，Penaeus vannamei  154.5  1 678.4  2 648.5  3 803.6  5 812.2 51.7

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  9.9  114.3  599.3  723.1  2 469.0 22

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  202.5  378.4  572.4  747.4  775.9 6.9

斑节对虾，Penaeus monodon  631.0  665.5  562.9  735.2  717.1 6.4

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130.7  195.9  193.1  202.5  294.0 2.6

锯缘青蟹，Scylla serrata  10.7  11.7  37.0  83.6  248.8 2.2

日本沼虾，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87.1  177.3  217.7  240.6  228.8 2

拟穴青蟹，Scylla paramamosain  0.0  97.5  112.4  135.1  159.4 1.4

8个主要品种小计  1 226.5  3 319.0  4 943.3  6 671.0  10 705.3 95.3

其他品种小计  467.0  462.1  538.5  447.9  531.8 4.7

合计  1 693.4  3 781.0  5 481.8  7 118.9  11 237.0 100

软体类

巨牡蛎类，Crassostrea spp.  2 922.6  3 377.5  3 570.7  4 408.3  5 450.3 30.7

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philippinarum  1 504.3  2 590.8  3 500.2  3 880.2  4 266.2 24

扇贝nei，Pectinidae  811.5  906.3  1 366.6  1 710.1  1 746.4 9.8

贻贝，Mytilidae  719.8  834.1  871.4  1 055.8  1 108.3 6.2

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  487.7  624.4  693.3  760.2  860.3 4.8

太平洋牡蛎，Magallana gigas  617.7  686.7  640.7  576.5  610.3 3.4

血蚶，Anadara granosa  286.6  385.3  456.7  425.9  457.9 2.6

智利贻贝，Mytilus chilensis  23.5  87.7  221.5  208.7  399.1 2.2

8个主要品种小计  7 373.6  9 492.7  11 321.2  13 025.8  14 898.6 84

其他品种小计  2 384.8  2 639.8  2 470.4  2 863.1  2 843.6 16

合计  9 758.4  12 132.5  13 791.5  15 888.9  17 742.2 100

其他水生动物

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  85.0  163.3  261.1  313.7  334.3 31.5

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  0.0  57.2  126.6  198.0  201.5 19

蛙类，Rana spp.  0.1  71.2  79.6  82.1  147.8 13.9

海蜇，Rhopilema esculentum  0.0  48.2  57.9  75.3  90.4 8.5

龟鳖，Testudinata  0.0  11.6  25.3  41.0  49.3 4.6

5个主要品种小计  85.0  351.5  550.4  710.1  823.3 77.5

其他品种小计  70.8  76.8  243.3  140.8  239.0 22.5

合计  155.9  428.3  793.6  850.9  1 062.3 100

 表 1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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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1990-2020 年呼吸鱼类内陆水产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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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按百万吨计。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在2020年 
总产量中 

所占百分比（千吨，鲜重）

藻类

日本海带，Laminaria japonica  5 380.9  5 699.1  6 525.6  10 313.7  12 469.8 35.5

麒麟菜，Eucheuma spp.  214.3  983.9  3 472.6  10 182.1  8 129.4 23.2

江蓠，Gracilaria spp.  55.5  933.2  1 657.1  3 767.0  5 180.4 14.8

裙带菜，Undaria pinnatifida  311.1  2 439.7  1 505.1  2 215.6  2 810.6 8

紫菜，Porphyra spp.  424.9  703.1  1 040.7  1 109.9  2 220.2 6.3

长心卡帕藻，Kappaphycus alvarezii  649.5  1 283.5  1 884.2  1 751.8  1 604.1 4.6

羊栖菜，Sargassum fusiforme  12.1  115.6  97.0  209.3  292.9 0.8

刺麒麟菜，Eucheuma denticulatum  85.3  174.5  265.5  280.8  154.1 0.4

8个主要品种小计  7 133.7  12 332.7  16 447.9  29 830.2  32 861.5 93.7

其他品种小计  3 461.9  2 498.6  3 726.5  1 243.4  2 216.0 6.3

合计  10 595.6  14 831.3  20 174.3  31 073.5  35 077.6 100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表 10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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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陆和沿海养殖的多物种混养系统

中，给投饵型物种投喂的饵料也会让滤食性

物种直接受益，尤其是水溶性低、能够快速溶

解的粉状或粒状饵料。因此，某些条件下投

饵型和非投饵型物种之间的边界就没有那么 

分明。

非洲等区域没有非投饵型品种的养殖经

验。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滤食性鲤鱼养殖被

引入一些非洲国家，但这个产业并未得到发展，

新千年之初就被本地居民更加青睐的罗非鱼和

鲶鱼所取代。找到并开发能够替代滤食性鲤鱼

的本地有鳍鱼品种进行低成本内陆混养，同时

提升饲养水源的自然生产率，即便不是空想，也

依然困难重重。然而，在非洲沿海地区，多措并

举（例如建设国际化苗种场）加快发展海洋软

体类养殖不失为提高水产食品 12 产量的一个现

实方案。

养殖水生动植物种类

得益于全球各国水产养殖条件各异，在淡

水、咸淡水、海水或内陆咸水等不同类型的养

殖系统中养殖的水生种类及其杂交品种也非常

丰富。

粮农组织基于国家报告和无报告国家估测

数据整理的最新统计数据涵盖了全球所有的水

产养殖生产类型，时间跨度为71年（1950-2020

年），下有 652个单元（技术名称为“种目”）—	

比 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的

622个有所增加。这些单元包括 494 种，7个有

鳍鱼杂交种，94 个属一级的物种组，57个科或

更高一级的物种组。全球范围内，有过养殖记

12“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

特定语境）。

录的物种按分类学认可的标准共有494 种，包

括 313 个有鳍鱼种（186 个属），88 个软体类，

49 个甲壳类，31个藻类，2个蓝细菌，6 个海洋

无脊椎动物，3 个蛙类（两栖动物），以及 2个

水生龟类（爬行动物）。

全球实际养殖的水生种类远多于此，当前

的有鳍鱼杂交种仅是杂交品种的一部分。杂交

品种不仅有有鳍鱼，还有软体类、蛙类、水生龟

类和海藻。数据收集方面的局限性使得粮农组

织统计数据无法反映所有的必要细节。水生遗

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在使用粮农组织水产

养殖数据时应考虑到这些局限，因为此类数据

的设计初衷是将水产养殖作为一个农业经济部

门进行监测。

尽管养殖水生物种多种多样，但只有少数

“主要”品种支撑着水产养殖（表 10）。2020

年，全球内陆水产养殖总产为 580万吨，其中

草鱼占比高达 11.8%。草鱼和其他 23 个品种合

计占到有鳍鱼内陆水产养殖总产的 78.7%。大

西洋鲑和 21个其他主要品种，例如遮目鱼，占

到所有海洋和沿海养殖有鳍鱼品种的 75.6%。 

2020 年，大西洋鲑产量为 270万吨，占到所有

海洋和沿海养殖有鳍鱼品种的 32.6%。

部分淡水或海水有鳍鱼品种在两种环境中

都能呼吸，获取空气中的氧气；这些品种的生

理机制也不尽相同。全球内陆养殖品种有大约

30 种不同的呼吸鱼类及其杂交种。直至 2000

年代中期之前，呼吸鱼类全球产量鲜少突破

内陆有鳍鱼养殖产量的 3%；近年来，这一比例

开始逐步走高，现已达到13% 左右。2020 年，

呼吸鱼类产量为 620万吨，占比为12.6%，与

2019 年相比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越南产量下

降（图22）。2020 年，3个科的品种合计占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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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型有鳍鱼总产的 83.9%，其中巨鲶科（如苏氏

芒鲶，Pangasianodon hypophthalmus）占47%，

胡子鲶科（如尖齿胡鲇，Clarias gariepinus）
占 26.5%，鳢科（如乌鳢，Channa argus）占

10.5%。n

渔业资源状况

海洋渔业

资源状况

粮农组织评估结果表明 13，2019 年，处于

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占比下降至64.6%，

比 2017年低 1.2%（图 23）。这一比例在 1974 年

为 90%。相反，自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捕捞

量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的种群占比却一直在增

加，由1974 年的 10% 增至 2019 年的 35.4%。这

13	 评估方法见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 569 号（粮农组织，

2011a）。

 图 23  1974-2019 年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全球趋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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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计算方法对所有鱼类种群一视同仁，无论其

丰度和渔获量如何。在粮农组织监测的已评估

种群中，生物可持续种群占 2019 年上岸量的

82.5%。

生物可持续种群包括在最大产量上可持

续捕捞种群和未充分捕捞种群，分别占 2019

年已评估种群总数的 57.3% 和 7.2%。在整个

期间，未充分捕捞种群保持下降趋势（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期间略有反弹），而在最大产量

上可持续捕捞种群在 1974 年至 1989 年期间

下降，随后上升，在 2019 年达到 57.3%。2019

年，在粮农组织 16 个主要捕捞区域中，东南太

平洋（区域 87）在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种群

比例最高（66.7%），其次为地中海和黑海（区

域 37）63.4% 和西南大西洋（区域 41）40.0%

（图 24）。相比之下，东北太平洋（区域 67）、

中东太平洋（区域 77）、中西太平洋（区域 71）

和西南太平洋（区域 81）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

上捕捞的种群比例最低（13-23%）。2019 年，

其他区域的比例在 27%-45% 之间（图 24）。各

捕捞区域的鱼类上岸量差别很大（图 9b），因

此，每个捕捞区域对全球渔业可持续性的重要

性可能不同，取决于其对全球上岸量的贡献比

例。捕捞区域上岸量的时间模式往往显示出其

生态生产率、渔业发展阶段、管理和鱼类种群

状况的相关信息。一般而言，在排除上岸量较

小的北极和南极区域之后，可以观察到三组模

式（图 25）。1）上岸量在历史高峰后总体呈下

降趋势的区域；2）自1990 年以来，渔获量围

 图 24  2019 年粮农组织主要捕捞区域生物可持续和不可持续鱼类种群百分比

注：数字百分比代表可持续种群的比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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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图 25  1950-2019 年水产品上岸量的三种时间模式

1	右手竖轴为左手竖轴未列出的捕捞区域。

注：横轴显示的是 2019 年图表中所列各捕捞区域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种群占比。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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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3  改进粮农组织对世界渔业资源状况的定期评估

自 1971 年首次发布全球海洋鱼类种群审查

报告以来，1 粮农组织一直定期评估和监测世界

海洋鱼类资源状况，自 1995 年起每两年在《世

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公布结果。粮农组

织评估的目的是概述全球和区域海洋渔业资源状

况，协助政策制定和决策，实现这些资源的长期

可持续性。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评估方法和可

用的相对数据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的方法于

2011 年 2 修订，此后未有更新。为了继续提供全

面和客观的全球分析，粮农组织决定修订该方法，

以更好地反映不同渔业资源的相对优势所发生的

重大变化，并根据最新和更全面的鱼类种群清单

进行分析。新的方法将更新种群清单，并为新的

分析提供一种分层和透明的方法，且采用较新的

报告格式。预期这些变化还将更直接地与成员国

不断发展的评估和管理机构及专家群体相联系，

从而提高透明度。

在未来关于世界海洋捕捞渔业状况的报告

中，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是采用区域战略，通过

使用与现有信息水平相关联的分层方法，可以随

着时间的推移缩小评估方面的差距。最初和最重

要的步骤是更新每个区域分析中考虑的种群清

单，从而更好地反映世界不同区域渔业的现实状

况。这项工作将与当地专家合作完成，采用区域

研讨会及新的磋商形式，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占比）

国别调查问卷。分层评估方法取决于各个区域的

数据和补充信息的质量：

1.	第1级	—	传统种群评估可获取并被认为可靠的

种群。采用的是管理机构报告的正式结果。

2.	第2级	—	无正式评估但替代方法（如Sraplus3）

可行的种群，因为可获取补充信息，如关于具有丰

度指数的上岸量或专家驱动的耗竭先验的外部数

据，从而得出特定种群的状况。

3.	第3级	—	如果用于第1级或第2级方法的数据

不足，将采用证据权重 4 法，根据定性 /半定量信

息对种群状况进行分类。5

为了说明这种分层方法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

殖状况》透明的评估框架中的概念验证，粮农组织

将在其两个统计区（区域31和区域37）进行试点，

以提交 2022 年渔委第三十五届会议，并就取得的

数据量度比较现有方法和新方法。该试点将以易于

复制的标准化格式记录数据、工作流程、分析和报

告。此外，将开发新的信息图表（初步原型范例见

图），以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交流方式，并与渔

业管理生态系统方法保持一致，在更广泛的背景下

介绍渔业评估。6

将向渔委第三十五届会议提交详细的工作计

划，以实现《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关于海洋

资源状况方面指标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得到批准，

将在 2024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提

供分层分析和新的可视化传播方法实例，并在大多

数地区全面推广。随后，将发布新版粮农组织技术

文件《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回顾》，详细描述该

方法。该工作计划还设想了一项提高国家和区域渔

业机构种群状况评估能力的进程。该计划将鼓励各

国机构更多和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分析，使其能够定

期提交分析报告，为粮农组织旗舰出版物提供内容，

同时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方面的进展。

1	Gulland，J.A.。1971。《海洋鱼类资源》。英国，West	Byfleet，《渔业新闻汇编》。第255页。www.fao.org/3/al937e/al937e.pdf

2	粮农组织。2011。《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回顾》。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 569 号。罗马。第 334页。www.fao.org/3/i2389e/i2389e.pdf

3	种群减少分析 +（Sraplus）包括根据外部协变量估计损耗的备选方案。

4	证据权重法最初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开发的：
	Woodhams，J.，Stobutzki,	I.，Vieira,	S.，Curtotti，R.和 Begg，G.A.，编辑。2011。《2010 年渔业状况报告：澳大利亚政府管理的鱼类种群和渔业状况》。堪培拉，

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及科学局。440页。

该方法旨在根据不同的指标（社会、生物或经济）假设替代性种群状况。证据权重表明使用多种方法显示最可能结果的状况的最高概率。

5	Sousa，P.和 Barros，P.，即将出版。《就数据和能力有限的渔业提供符合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管理建议：采用证据权重法的框架》。罗马，粮农组织。 

6	Staples，D.，Brainard，R.，Capezzuoli，S.，Funge-Smith，S.，Grose，C.，Heenan，A.，Hermes，R.等。2014。《渔业管理生态系统方法基础：渔业管理生态系统方
法培训课程》。第2 卷—	培训师专用。亚太区域办事处出版物 2014 年第13 期。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办事处，泰国曼谷。www.fao.org/3/i3779e/i377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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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3  （续）

报告上岸量  ~ 950万吨

= 1 百万吨
渔获量数据中已认定的
物种~65%

上岸量 数据来源

~ 3300万从业人员1

1在捕捞环节（初级）；在运输、加工、
制备、销售环节（次级）。

初级部门 次级部门

= 1 百万人

就业 数据来源

上岸渔获估值： 200亿美元

~7% 来自金枪鱼，
是价值最高的物种

经济价值

= 10亿美元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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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构成 数据来源

1 个船标= 10 000 艘渔船

非机动：
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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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和工业化

> 2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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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有关样本区域X的图示展示了渔业部门就业人员在沿岸国家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以及当地渔
船的估计规模。

• 数据收集在该区域仍有难度，因为这里的渔业
活动大多数为小规模并涉及多物种。

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

处于生物不可持续水平

已评估的种群
~报告上岸量的3/7

未评估的种群 
~报告上岸量的4/7 

70% 30%

关键问题

种群状况

主要捕捞区域 X
图示原型

• 该区域有着大量渔民和手工捕鱼渔船。几百万
人靠渔业维系生计和粮食安全。

~ 750 000 艘活跃渔船

~ 10 000

~ 40 000

~ 200 000

~ 500 000非机动

= 10 000 艘渔船

船队规模和构成 数据来源

> 24 米

12–24 米

< 12 米

与渔业管理和生态系统复杂性相关的多重指标下不同区域分类信息草图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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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全球稳定值波动的区域，与中上层、寿命较

短物种为主；3）自1950 年以来渔获量持续增

加的区域。第一组的生物可持续种群占比最低

（59.2%），第二组最高（76.1%），而第三组则

介于两者之间（67.0%）。当管理干预不力时，渔

获量增长（第三组）意味着捕捞业发展但缺乏

控制，资源可持续性可能处于良好状态。然而，

当出现增长趋势时，由于仅衡量渔获量或单位

捕捞努力量渔获量的单向模式导致缺乏对比，

种群评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不可靠。相

反，渔获量呈下降趋势（第一组），通常表明鱼

类种群的可持续性在恶化，或虽然实施了严格

的法规但种群尚未恢复。最高水平的可持续性

（第二组）可能与渔业的充分发展、成熟的管

理和有效的捕捞监管有关。但是，其他问题，

如环境变化和社会因素，也会影响渔获量趋势。

插文 3展示了粮农组织正计划修改当前评估

方法，以更好反映不同渔业资源相对优势方面

的重大变化。

主要物种的状况和趋势

2019 年上岸量最大的前十个物种为秘鲁

鳀（Engraulis ringens）、阿拉斯加狭鳕（白眼

狭鳕）（Gadus chalcogrammus）、鲣（Katsuwonus 
pelamis）、大西洋鲱（Clupea harengus）、
黄 鳍 金 枪 鱼（Thunnus albacares）、蓝 鳕

（Micromesistius poutassou）、欧洲沙丁鱼

（Sardina pilchardus）、太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us）、大西洋鳕（Gadus morhua）和白

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平均而言，2019年，

这些种群中有66.7%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略高于 64.4% 的全球平均水平。欧洲沙丁鱼、大

西洋鳕和大西洋鲱的过度捕捞种群比例高于

平均值。

金枪鱼种群是最重要的，因为其渔获量大、

经济价值高、国际贸易广泛。此外，由于金枪鱼具

有高度洄游性且经常跨境分布，其管理面临更多

的挑战。在全球层面，七个最具商业价值的金枪

鱼物种分别是长鳍金枪鱼（Thunnus alalunga）、
大眼金枪鱼（Thunnus obesus）、鲣（Katsuwonus 
pelamis）、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和

三种蓝鳍金枪鱼（Thunnus thynnus、Thunnus 
maccoyii 和 Thunnus orientalis）。2019年，主要

商业金枪鱼物种贡献了570万吨渔获量，比2017

年增长15%，但仍比2014 年的历史峰值低14%。平

均而言，2019年，在最具商业价值的金枪鱼物种

中，66.7%的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略高

于所有物种的平均值，但与2017年相比没有变化。

金枪鱼种群受到密切监测和广泛评估，上

述七个金枪鱼物种的状况是已知的，不确定性

有限。然而，对于其他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

大多仍未被评估或评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

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

估计至少占全球小规模渔业总渔获量的15%（粮

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

此外，金枪鱼的市场需求仍然很高，而金枪鱼

捕捞船队仍然存在严重的能力过剩。需要进行

有效管理，包括更好的报告和数据获取，以及

对所有金枪鱼种群实施捕捞控制规则，从而将

种群维持在可持续水平，特别是恢复过度开发

的种群。此外，需要在主要商业物种以外的金

枪鱼和类金枪鱼物种的数据收集、报告和评估

方面开展大量工作。

捕捞区域状况和趋势

2019 年，西北太平洋在粮农组织主要捕

捞区域中产量最高，占全球上岸量的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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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其总渔获量在

1700-2400万吨之间波动，2019 年约为1940万

吨（图25）。历史上，远东拟沙丁鱼（Sardinops 
melanostictus）和阿拉斯加狭鳕曾经是产量最

高的物种，上岸量峰值分别为 540万吨和 510

万吨。然而，在过去的 25 年中，其渔获量明显

下降。相比之下，鱿鱼、墨鱼、章鱼和虾的上岸

量自1990 年以来大幅增加。2019 年，日本鳀

（Engraulis japonicus）的两个种群处于过度

捕捞状态，而在阿拉斯加狭鳕方面，两个种群

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另一个种群处于可持续捕

捞状态。总体而言，2019 年，西北太平洋区域约

55.0%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45.0% 超出生物可持续水平，与 2017年的最后

一次评估相比增加了10%。

近几十年来，中东太平洋的渔获量在

150-200万吨之间波动（图 25）。2019 年的总

上岸量为190万吨，接近历史最大值。该区域

很大一部分上岸量来自中小型中上层鱼类（包

括南美拟沙丁鱼（Sardinops sagax）、鳀鱼和太

平洋白腹鲭（Scomber japonicas）等重要种群）、

鱿鱼和对虾。这些寿命较短物种种群的生产率

自然更容易受到海洋条件变化的影响，即便捕

捞率保持在可持续水平，产量也会有所波动。

例如，在过去三年中，加利福尼亚湾种群中加

州拟沙丁鱼的渔获量急剧恢复，很可能是对有

利环境条件的响应。正如前几年所指出的，过

度捕捞会影响特定的高价值沿海水产资源，如

石斑鱼、鲷鱼和虾。然而，由于现有信息有限，

这些种群的状况高度不确定。中东太平洋在生

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的已评估种群比例自2015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 85.7%，在各捕捞区域中排

名第二。

2019 年，东南太平洋的水产品产量为 780

万吨，约占全球上岸量的10%，自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图25）。两个产量

最高的物种是秘鲁鳀和美洲大赤鱿（Dosidicus 
gigas），其上岸量分别为近 500万吨和 90万

吨。这些物种被认为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主

要原因是由于对鳀鱼实行更加谨慎和有效的

渔业管理，自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上岸量

减少。贝氏智利鲱（Strangomera bentincki）也

在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相比之下，南美拟沙丁鱼

（Sardinops sagax）、智利无须鳕（Merluccius 
gayi）和澳洲无须鳕（Merluccius australis）
继续处于过度捕捞状态，而小鳞犬牙南极鱼

（Dissostichus eleginoides）目前正在不可持续

水平上捕捞。尽管该区域内的大部分渔获量（约

95%）来自处于可持续水平的种群，但总体而言，

2019 年，东南太平洋区域仅有 33.3% 的已评估

种群在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中东大西洋的渔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

自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波动，2019

年达到 540万吨，为时间序列中的最高值（图

25）。欧洲沙丁鱼是最重要的一个物种，自2014

年以来，每年报告的渔获量约为100万吨，其

种群仍未充分捕捞。圆小沙丁鱼（Sardinella 
aurita）是另一个重要的小型中上层物种。2019

年，其渔获量总体下降至约 18.4 万吨，仅为

2001年峰值的 50% 左右。该物种处于过度捕

捞状态。众所周知，该区域底层资源被密集捕

捞，种群的状况各不相同，有些被列为可持续，

有些则是不可持续。总体而言，2019 年，中东

大西洋 60% 的已评估种群处于生物可持续限 

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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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大西洋，总渔获量在 180-260万吨

之间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一段时间

呈上升趋势），2019 年达到 170万吨，比 2017

年减少 5%（图 25）。上岸量最大的物种是阿根

廷鱿（Illex argentinus），历史上占该区域总渔

获量的10%-30%。然而，2019 年，该物种的上岸

量下滑至 25万吨（14%），相比之下，阿根廷红虾

（Pleoticus muelleri）的渔获量自2005 年以来

大幅增长。两者都是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2019 年，阿根廷无须鳕（Merluccius hubbsi）
的渔获量比 2017年增加了26%，因此就其 44.9

万吨的渔获量而言，这是该区域最重要的物种。

由于大力改进评估和管理，包括降低捕捞死亡

率，其中一个无须鳕种群在 2019 年已恢复到

生物可持续水平。此外，自2017年以来，南美尖

尾无须鳕（Macruronus magellanicus）和弗氏

绒须石首鱼（Micropogonias furnieri）的渔获

量分别增加了约70%和20%。总体而言，2019年，

西南大西洋 60.0% 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

限度内捕捞，比 2017年提高 20%。

2019 年东北太平洋的上岸量保持在与

2013 年相同的水平，约为 320万吨（图25）。阿

拉斯加狭鳕仍然是最丰富的物种，约占总上岸

量的 50%。太平洋鳕（Gadus microcephalus）、
无须鳕和鳎目鱼也是渔获量的主要贡献者。除

鲑鱼种群外，该区域的大多数物种都很健康且

管理良好，主要原因在于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和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的科学建议，以及

有助于减少来自远洋捕捞国家捕捞压力的良好

治理。然而，2019 年，太平洋鲑鱼种群（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以及美国华盛顿

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鳞大麻哈鱼、

银大麻哈鱼、红大麻哈鱼和大麻哈鱼）处于过

度捕捞状态。总体而言，2019 年，该区域 86.2%

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在各

捕捞区域中比例最高。

东北大西洋是第三大产区，2019 年渔获量

为 810万吨，比 2017年下降 120万吨。其上岸

量在 1976 年达到1300万吨的峰值，然后下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略有恢复，此后一直在下降

（图25）。其渔业资源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经历了极端的捕捞压力。从那时起，

各国对捕捞压力进行了更好的管理，希望能够

重建过度捕捞的种群。在 2000 年代，大西洋鲭

鱼（Scomber scombrus)）、大菱鲆（Scophthalmus 
maximus）、欧洲鲽（Pleuronectes platessa）、
欧 洲 鳎（Solea solea）、北 鳕（Boreogadus 
saida）和大西洋鳕（Gadus morhua）有所恢复，

在 2010 年代后期，欧洲鳎（Solea solea）和牙鳕

（Merlangius merlangus）有所恢复。2019年，

东北大西洋 72.7% 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

限度内捕捞。

2019 年，西北大西洋的水产品产量为170

万吨，从 20 世纪70 年代初达到 450万吨的峰

值之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图25）。大西洋鳕、

双线无须鳕（Merluccius bilinearis）、白长鳍鳕

（Urophycis tenuis）和黑线鳕（Melanogrammus 
aeglefinus）种群恢复状况不佳，自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上岸量保持在约10万吨，仅为

1965 年历史峰值 210万吨的 5%。恢复状况不

佳的原因是环境造成一些种群的生产率发生

变化，如大西洋鳕（Gadus morhua）、美洲拟

庸鲽（Hippoglossoides platessoides）、美洲拟

鲽（Pseudopleuronectes americanus）和黄尾鲽

（Limanda ferruginea）。尽管渔获量可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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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发生过度捕捞，但这些种群仍然没有恢

复。总的来说，无脊椎动物渔业与有鳍鱼类渔

业相比状况较好。总体而言，2019 年，西北大

西洋 61.1% 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 

捕捞。

中西大西洋的总渔获量在 1984 年达到最

高的 250万吨，然后逐渐下降至 2014 年的 120

万吨，2019 年略微回升至 140万吨（图 25）。

小型中上层鱼类，即大鳞油鲱（Brevoortia 
patronus）和圆小沙丁鱼，处于充分捕捞状态。

中型中上层鱼类，如大西洋马鲛（Scomberomorus 
cavalla） 和 椭 点 马 鲛（Scomberomorus 
maculatus），似乎处于充分捕捞状态，而巴西

马鲛（Scomberomorus brasiliensis）似乎过度

捕捞状态。鲷鱼和石斑鱼是该区域价值最高、

捕捞最密集的物种，尽管采取管理行动，定向

捕捞努力量有所减少，但一些种群仍然处于

过度捕捞状态。高价值的无脊椎动物物种，如

眼斑龙虾（Panulirus argus）和女王凤凰螺 

（Lobatus gigas），处于充分捕捞状态。目

前，对虾和沿圭亚那 -巴西大陆架的克氏剑

虾（Xiphopenaeus kroyeri）处于可持续捕捞 

水平。2019 年，中西大西洋 62.2% 的已评估种

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自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东南大西洋

的上岸量呈下降趋势，总量从 330万吨下降至

2019 年的 140万吨（图 25）。竹荚鱼和无须鳕

为该区域最重要的物种，由于种群得到良好补

充且实施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已恢复至生物可

持续水平。南非拟沙丁鱼（Sardinops ocellatus）
种群仍然严重退化，需要纳米比亚和南非采取

特别保护措施。小沙丁鱼属（Sardinella aurita

和 Sardinella maderensis）种群在安哥拉和纳

米比亚部分沿岸地区非常重要，仍处于生物可

持续水平。怀氏脂眼鲱（Etrumeus whiteheadi）
处于未充分捕捞状态。然而，2019 年，短线竹

荚鱼（Trachurus trecae）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

非法捕捞重点对象南非鲍螺（Haliotis midae）
的状况继续恶化，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总体

而言，2019 年，东南大西洋 64.7% 的已评估种

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

地中海和黑海的总上岸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约 200万吨的历史最高值，

在 2014 年降至 110 万吨的低点；自 2015 年

以来，略有恢复，2019 年渔获量为 140万吨

（图 25）。大多数定期评估的重要商业种群

继续超出生物可持续限度捕捞，包括欧洲

无 须 鳕（Merluccius merluccius）、大菱 鲆 

（Scophthalmus maximus）和欧洲沙丁鱼。在

过去几年中，其中一些种群的过度捕捞程度出

现下降趋势，但根据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所有

资源的总捕捞死亡率估计比可持续参考点高出

近 2.5 倍。2019 年，地中海和黑海 36.7% 的已

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14

2019 年，中西太平洋的上岸量为1390万

吨（占全球总量的 17%），位居第二，延续了自

1950 年以来的线性增长趋势（图25）。水生物

种高度多样化，但渔获量并不总是按物种划分，

通常记录为“沿海杂鱼类”、“中上层杂鱼类”

和“未确定的海洋鱼类”，这些鱼类合计占该区

域 2019 年总上岸量的近 50%。主要物种为金

枪鱼和类金枪鱼，约占总上岸量的 21%。小沙丁

14	 以支持渔业管理为主要目的，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对地中海和黑海的重

点商业种群状况进行了区域评估。该评估基于对管理单位（重点物种与感兴

趣的地理分区的组合）的分析性科学评估，涵盖约 50% 的渔获量。该评估还

表明，2018 年，被评估的重点商业种群中有很大一部分（75%）被认为超出可

持续捕捞限度，与 2020 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提出的结果一致，

但也表明这一比例自2014 年以来下降了约10%（粮农组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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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和鳀鱼在该区域也非常重要。未充分捕捞的

种群很少，特别是在中国南海西部海域。报告

的渔获量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可能是因为捕捞

范围扩展至新的区域，或捕捞低营养层级目标

物种。该区域的热带和亚热带特征以及可获得

数据的有限性使种群评估具有挑战性，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2019 年，中西太平洋

79.6% 的已评估鱼类种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

捕捞。

东印度洋的渔获量继续呈现稳定增长，

2019 年达到 680万吨（图 25）。种群状况信息

通常较为匮乏，只有某些区域的少数沿海种群

可获得相关信息。粮农组织监测的大多数种群

是根据渔获量趋势和其他辅助信息进行评估

的，而不是根据分析性种群评估或独立的渔业

数据。因此，该区域的种群状况是高度不确定

的，应谨慎对待。托氏鲥（Tenualosa toil）、小
沙丁鱼（Sardinella spp.）、羽鳃鲐（Rastrelliger 
kanagurta）和 长 头 小 沙 丁鱼（Sardinella 
longiceps）的上岸量高度波动，很可能是由捕

捞压力和环境变化的综合影响所造成的云鲥

（Tenualosa ilisha）种群为充分捕捞，或过度

开发。在可持续限度内的种群包括鳀鱼、墨吉

对虾、斑节对虾、鱿鱼和墨鱼。2019 年，在东印

度洋的已评估种群中，有 65.3% 在生物可持续

限度内捕捞。

在西印度洋，总上岸量继续增加，2019 年

达到 550万吨（图25）。西南印度洋，主要对虾

资源（主要出口创汇产品），继续呈现明显过度

捕捞迹象，需要有关国家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

施。整个区域的海参种群处于过度开发状态。

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持续更新对该区域主

要捕捞种群状况的评估结果。2019 年评估表

明，西印度洋 62.5% 的已评估种群在生物可持

续限度内捕捞，37.5% 在生物不可持续水平上 

捕捞。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渔业具体目标的前景

2019 年，世界海洋渔业中64.6% 的鱼类种

群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显著的持续下降趋势（图25）引起了国际

社会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警觉，迫切需要具体

计划和行动来实现可持续渔业。

过度捕捞（捕捞使种群丰度下降至可产生

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水平之下）不仅对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运作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减少渔

业产量，随后导致负面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将过

度捕捞的种群重建至能够实现最大可持续产量

的生物量，可使渔业产量增加1650万吨，年收

益增加 320 亿美元（Ye 等，2013）。这也将增加

海洋渔业对沿海社区粮食安全、营养、经济和福

祉的贡献。对于那些高度洄游、跨境以及完全或

部分在公海捕捞的渔业资源，形势显得尤为严峻。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自2001年起生效）应

成为公海渔业管理措施的法律依据。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明确的渔

业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4.4）：到

2020 年终止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目前，世界渔

业正偏离这一目标。不过，全球状况可能掩盖了

区域和国家内部的进展差异。最近的一项研究

（Hilborn 等，2020）表明，平均而言，经过科

学评估和强化管理的种群的丰度已增加或达到

拟定目标水平，相反，渔业管理不完善区域的

捕捞率远高于已评估种群，丰度则较低。这凸

显出迫切需要在未实行可持续管理的渔业中推

广和调整成功的政策和法规，并建立创新机制，

促进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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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渔业

背景

内陆水域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抵御力主要

由环境因素驱动，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温度、水

流以及由水生系统季节性扩张和收缩造成的营

养脉冲。这些生态系统的物种所具有的生存策

略，使它们能够因地制宜地利用不同系统固有

的变异性或稳定性，不论是在北极、山地、温带

或热带、湖泊、河流、湿地或洪泛区。

与鱼类种群或特定内陆渔场的表现密切相

关的是水质和水量、鱼类种群完成生命周期所

依赖的生境的规模和健康状况以及这些生境

之间的连通性。热带洪泛区是世界上一些最大

规模内陆渔场的所在地，许多人的生计、粮食安

全和营养也依赖于此。在该区域，洪水的年际

变化决定了水产品的生存率和生长率，从而决

定了能够从高死亡率中恢复的种群规模。这些

系统的捕捞压力可能很大，但通常不是决定渔

场状况的主要驱动因素。相反，温带或北极湖

泊或溪流中的孤立种群可能非常容易受到过度

捕捞的影响，尽管生境、产卵场和连通性受到

的影响仍可能是决定种群健康的重要因素，甚

至是压倒性因素。

世界热带流域的重要内陆渔场的特点仍为

存在大量物种，并且利用这些物种的渔场高度

多样化。由于这些重要的、用作食物供应的渔

场中有许多位于最不发达国家或低收入缺粮国

家，监测和管理这些渔场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有

限。鉴于这类渔场多数都极为分散，使用传统

的评估方法（长度频率调查、渔获量和捕捞努

力量调查、渔场独立调查等）耗时长、成本高，

而且针对上岸量的税收种类有限，国家的投资

回报率低，因此很难说服政府开展评估。即使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内陆水域的低调处理也意

味着相应的评估和监测优先度较低，或者在

有许多其他竞争需求的情况下被视为不必要 

开支。

集水区和流域的跨界性质是另一个需要

克服的挑战，因为流域边界不一定是便利的国

家边界，或者地方管辖区的边界。很少有存在

重要内陆渔场的大河流域完全处于一个国家

的边界内。在较大的大陆和群岛国家，国家内

陆渔业上岸量包括若干不同流域的渔获量，

均由地方压力驱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

总渔获量数据都不能为一个国家的内陆渔业

状况提供准确、令人满意或有用的信息。重要

的是，许多国家通常只监测最大的渔场或上岸

点，采用估计量或忽视其他较不密集的渔场，

进一步模糊了对内陆水域及其渔业真实状况的 

认识。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在世界各地消

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和 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

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中与内陆

水域相关的具体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和 15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中与其间接相关的具体目标，我们应该如何设

法在这些情况下跟踪内陆渔业的状况？

如果没有适当的评估，水资源开发、农业

和工业环境影响、毁林和土地退化对内陆渔业

的食品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影响就无法得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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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识到国家评估的这

些局限性和内陆渔业的流域性质需要一种新

的评估模式，可以整合多个来源的信息，通常

进行远程收集并使用间接指标测量，但目前还

没有实现这种做法的工具和计算机建模能力。

2016 年，粮农组织与美国地质勘探局和选定的

渔业专家合作，启动了一项进程，为内陆渔业绘

制全球威胁图，将20 个确定的作用于各集水

区和流域的人为压力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

威胁指标。对影响内陆渔业的各个流域和子流

域的相关压力，根据其在各流域的重要性进行

加权。该模型的初步结果在 2020 年版《世界渔

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粮农组织，2020a）中提出，

并计划在 2022 年版中进行更新。

目前，美国地质勘探局已经进一步完善了

威胁评估方法，并对影响内陆渔业的各个威胁

类别的150 多个空间数据层的增强回归模型输

出进行了自动化。通过改进加权方法，使空间数

据有意义并指定相对重要值。该方法综合了来

自文献、增强回归树和专家意见的权重。审查了

关于已记录的威胁、响应和影响的 9000 多篇同

行评审文章，涉及对内陆渔获量最重要的 45 个

流域。作为补充，还对来自79 个国家的 536 名

内陆渔业专业人员进行了调查，要求其在地方

层面对最熟悉的渔场开展威胁评分。威胁评估

是一个完全透明、可复制的框架，能够实现具有

较高可信度的内陆渔业客观评估。配套门户网

站将为渔业管理者和其他用户总结评估结果。

 图 26  各区域主要内陆渔业状况

注：对内陆渔业及其渔获量最重要的流域（n=45 个流域）的成比例威胁状况按大陆区域和跨大陆区域进行平均。

资料来源：佛罗里达大学土地和水资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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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根据汇总的压力类别概述了各大洲

面临的威胁。压力类别的标准按 1-10 的数字量

表进行评价，其中“低压力”为评分1-3分，“中

压力”为 4-7分，“高压力”为 8-10 分。在对内

陆渔业非常重要的所有主要流域中，估计 28%

的渔场处于低压力状态，55%处于中压力状态，

17% 处于高压力状态（左侧长条，“世界”）。大

多数区域遵循类似的比例分布模式。这些结果

促使人们关注大多数具有中度到高度退化生

态属性的流域，并可通过追踪变化的基线指标

来改善内陆渔业。对这些估值，需要考虑一些

重要因素。其一，在该图中，各流域的代表性

相同，并非基于其规模或渔获量。例如，覆盖

较大地理区域的流域（如刚果河）与覆盖较小

区域的流域（如塞皮克河）代表性相同。然而，

由于该模型可以使用不同比例尺的数据，可根

据与渔业管理者或用户最相关的指标，利用流

域和水文特征对相应的威胁进行汇总。同样需

要注意的是，在该图中，各大洲的流域数量并

不相同。例如，亚洲和非洲分别有 12 和 14 个

对内陆渔业非常重要的水文流域，而大洋洲只

有 2个。为便于使用和说明，将按生物地理学

领域、生态区和水文流域对评估结果分别进行 

总结。

对单个流域的分析

通过威胁测绘方法，可以在从全球层面到

单个流域或子流域层面的不同分辨率等级上，

对内陆渔业的粮食生产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受到

的威胁进行评价。对子流域的数据进行分解可

以显示出流域的不同部分如何影响其总体威胁

水平，以及流域各部分并非受到同样的影响，

从而揭示出需要集中开展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

工作的领域，以及流域各部分可支持不同类型

渔业活动并受到不同威胁。渔业的脆弱性及其

社会经济特征也将根据其空间分布而变化，需

要加以考虑。将对特定内陆渔业状况的认识与

全球威胁图联系起来，可以提供基线和方法，

就内陆渔业资源实现国际目标，如“爱知目标”

的进展情况开展有意义的报告，并通过认识内

陆渔业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生态系统恢复行动如何维系这一重要性，

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对内陆渔业进

行定期且有意义的全球评估，需要承诺和额外

资源对指示性渔业活动进行常规评估，并同

意按共同框架报告。这将使粮农组织能够以类

似于其海洋种群状况评估的方式来整理全球 

评估。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采用全球公开的数据，

因此可以覆盖那些在收集数据和向粮农组织报

告数据方面能力非常有限的国家；通过在每个

区域选择一些指示性流域，将有可能深入了解

世界不同区域的渔业状况。然而，为了校准和改

进说明，应利用当地可用数据、当地知识以及在

可能的情况下实地收集补充数据，对结果进行

“实地验证”；对于存在若干不同渔业活动的

较大复杂流域尤其如此。将威胁图与地区层面

的渔业数据联系起来，能够进行更详细的国家

分析和规划，特别是确定需要进一步了解主要

威胁及其与渔业生产和鱼类生物多样性之间

关系的区域。这将使国家渔业机构能够确定面

临风险的重要内陆渔业（或水生生物多样性），

并优先考虑适当的渔业监测和管理干预措施。

如果在同一水体中存在若干不同渔业活动，以

不同的方式应对驱动因素或应对不同的驱动因

素（例如，可能是在同一水体中存在针对大型

掠食性物种和小型中上层鱼类的渔业活动，或

在一条大河中捕捞洪泛区常栖和洄游物种），

因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可能以不同方式受

到影响，结果需要仔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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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4  流域评估实例：马拉维湖 / 尼亚萨湖

图 A 以马拉维 / 尼亚萨湖为例探讨了如何进

行流域评估，该湖是马拉维、莫桑比克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共有的东非大裂谷湖泊之一。人口

密度和增长率都很高，特别是在该流域的马拉

维部分。捕捞是最重要的生计来源之一，至少有

160 万人以此为生。鱼类是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

为马拉维提供了 70% 的动物蛋白。渔业可分为使

用 32 对和 8 个尾拖网渔船的半工业化渔业（上

岸量的 12%）和主要使用独木舟的手工渔业（上

岸量的 88%）。常见的渔具类型包括刺网、开放

注：插文中的信息来自	Weyl,	Ribbink	and	Tweedle（2010）1 以及	Gumulira,	Forrester	and	Lazar（2019）2。

资料来源：佛罗里达大学土地和水资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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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  马拉维湖 / 尼亚萨湖流域报告单

| 60 |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插文 4  （续）

水域灯光诱捕围网、陷阱和蚊帐。马拉维分别于

1976 年和 2002 年开始对其水域的半工业化渔业

和手工渔业进行系统监测。另外两个国家没有可

比较的数据集。	

马拉维湖 / 尼亚萨湖的拖网渔业自 1990 年

左右开始下滑，而手工渔业的上岸量自开始数

据收集以来一直在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渔民数

量的增加和捕捞强度的提高。渔获物的构成发

生了重大变化（图 B）。手工渔业曾经相当多样

化，目前尽管年际波动很大，但马拉维湖沙丁鱼

（Engraulicypris sardella）却占手工渔业渔获量

的90%以上。拖网渔业主要针对一些慈鲷科鱼类，

其中卡朗口孵非鲫（罗非鱼属 Oreochromis）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资源崩溃且从未恢复，而

小口孔首丽鱼（龙占丽鱼属 Lethrinops，底栖深

水慈鲷鱼）自 200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减少。

目前，拖网渔业主要捕捞沼泽双弓齿丽鱼（双弓

齿丽鱼属 Diplotaxodon，深水中上层慈鲷鱼），

与手工渔业的竞争有限，渔获量相当稳定。一般

认为，过度捕捞是造成观察到的渔获量构成变化

的原因。然而，取水、污染、土地使用变化和气

候变化等其他因素最有可能造成这些变化。与其

他湖泊一样，马拉维湖 / 尼亚萨湖鱼类生产受该

流域支流的自然和人为来源的营养素影响。此外，

上升流使得底层的营养素形成再循环。上升流随

着盛行风的强度和方向以及水温决定的温跃层深

度而变化。小型中上层浮游生物食性鱼类通常很

快会对营养素输入变化做出反应，如马拉维湖沙

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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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B  马拉维湖 / 尼亚萨湖手工渔业和半工业化渔业的鱼类上岸量

资料来源：马拉维渔业部。

1	Weyl，O.，Ribbink，A.和 Tweedle,	D.。2010。“马拉维湖：鱼类、渔业、生物多样性、健康和生境”。《水生生态系统健康和管理》，13（3）：241-254。

2	Gumulira，I.，Forrester，G.和 Lazar,	N.。2019。“马拉维湖东南部分马拉维湖沙丁鱼（Engraulicypris sardella）的生物经济分析”。《国际渔业和水产养殖期刊》，
11（4）：86-96。

| 61 |



第1部分 世界回顾

 图 27  2020 年世界各大洲捕捞船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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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8  2000-2020 年中国捕捞船队规模，按机动化状况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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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更详细报告可能还需要在一些生产率

最高的流域，选择并系统跟踪一些指示性渔业

活动。每一类渔业活动都将传递有关流域现状

的重要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转化为有意义的

管理行动。这些数据也可以按一个共同框架进

行报告，使粮农组织能够进一步完善全球层面

的评估。插文4说明了如何展示这种流域评估。

虽然物种层面的信息可能并不重要，但渔

获物的物种数量包含了重要信息。然而，监测

不同的生态类型（如洄游物种、小型中上层鱼

类、较大生长型和寿命较长物种、非本地物种）

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指示性渔业活动很可能

是针对已被监测的重要物种。不过，实际上并

不需要如此，只要渔获物提供了相关类型所有

物种的状况信息。n

捕捞船队 

全球船队规模估算及区域分布情况

据估计，2020 年全球共有410万艘渔船。这

一数字过去二十年一直在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

欧洲和中国分别于2000年和2013年开始缩减船

队规模，粮农组织最近更新船队相关数据时考虑

到了这一因素。全球船队规模2015年至 2020 年

间减少不到10%，2019年至 2020年间则减少不到

4%。亚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捕捞船队，估计总数

为268万艘，约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二（图27）。

这一数字2015年至 2020年间已下降 8%。与世界

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捕捞船队规模一直在扩大，

目前占全球渔船总数的23.5%，与2015年相比增

加10%。美洲目前在全球渔船总数中占比不到9%，

与2015 年相比减少1.5%。欧洲和大洋洲在全球

总数中占比保持稳定，分别为2%和不到1%。

 图 29  2000-2020 年欧盟 27 国渔船船队规模，按机动化状况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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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0  2020 年各大洲带发动机和不带发动机渔船的比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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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2020 年各大洲机动渔船大小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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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估计有56.4万艘渔船，位列世界第一。

中国目前正在缩减船队规模，自2013 年以来已

在当时107.2 万艘的基础上缩减了约 47%。原

因是为了实现中国缩减捕捞业规模的长期目标 

（粮农组织，2022a）。欧盟过去二十年也通过

共同渔业政策，实施了类似的计划，2020 年欧

盟约有 7.4 万艘渔船，与 2000 年相比减少了

28%，图 28和图 29展示了中国和欧盟船队规模

 插文 5  全球捕捞船队表现

粮农组织对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北美洲

和南美洲 20 个主要捕捞国的主要全球海洋捕捞

船队的技术经济表现进行了审查。1 从 103 个主

要捕捞船组收集了财务、社会经济和技术信息，

代表大约 24 万艘渔船。整体而言，这些船队在

2016-2019 年期间的海洋捕捞渔业产量估计占全

球产量的 39%。

对船只特征的分析显示，各个船组在海洋捕

捞能力方面的差异巨大（在船只长度、吨位和功

率方面）。比较在 2000 年的上一次审查中出现的

16 个船组，所有船组的平均单个船只的总吨位都

明显增加。此外，在一些亚洲捕捞船队中观察到，

总体平均船只长度和发动机功率大幅增加。南美

洲和北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半）工业化捕捞船

队的船龄结构普遍呈上升趋势，而亚洲大多数船

组的船龄结构则较年轻，原因是中国、孟加拉国、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捕捞船队正在恢复活力。

对98个船组的成本和收益数据的分析显示，

劳动力成本和运行成本是两个主要的成本组成部

分。以中上层物种为目标的围网渔船和拖网船组

的成本和收益最高。

审查显示，对（半）工业化渔船和捕捞作业

的投资通常是有利可图的，在审查涵盖的所有

20 个渔业国家中，海洋捕捞仍然是经济上可行

的经济活动。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捕捞船队实现了

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折旧费、利息和偿还贷款，并

为再投资提供必要的资金。在 97个主要为（半）

工业化的船组中，92% 的船组在 2016 年至 2019

年的调查年份报告净现金流为正。73% 船组的平

均渔船实现了 10% 或以上的净利润率，而 88% 的

船组在资本生产率方面报告了积极成果，因其固

定有形资产回报为正。61% 的船组实现了 10% 或

更高的投资回报。

利润率在船只、船组和年份之间有所不同。2

表格显示了在调查年份期间按渔具类型和船只大

小（底层拖网渔船）分类汇总的船组平均表现。

平均而言，围网渔船、刺网渔船和鱿钓船在三个

主要盈利指标（净利润率、固定有形资产回报和

投资回报）方面表现非常好。中上层拖网渔船和

大中型底层拖网渔船也报告了表明捕捞作业为盈

利或高盈利的百分比。在 10 个延绳钓船组中，

有 4 个呈现负结果，这影响了延绳钓船组的总体

平均表现。

所使用的捕捞技术继续发展。降低燃料成本

和节约能源是半工业化捕捞作业、船只和渔具方

面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除了改善海上安全

和渔民在船上的工作条件外，在提高捕捞效率、

减少捕捞的环境影响、改善处理和提高产品质量

方面也有重大发展。这些发展（连同水产品价格

的普遍上涨、一些地区成功的渔业管理以及欧洲

和北美船队能力管理的改善），在新冠疫情之前，

都为近年来全球主要捕捞船队的积极财务和经济

表现做出了贡献。

1	Van	Anrooy，R.，Carvalho，N.，Kitts，A.，Mukherjee，R.，Van	Eijs，S.，Japp,	D.和 Ndao,	S.。2021。《全球主要捕捞船队的技术经济表现回顾》。粮农组织

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 654号。罗马，粮农组织。https://doi.org/10.4060/cb4900en

2	根据不同渔具类型和船只大小（海底拖网渔船）分组的捕捞船队，在调查年份中的整体平均表现，参见：	www.fao.org/3/cb4900en/cb4900en.pdf#page=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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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但正如 Di	Cintio 等（2022）在意大

利开展的研究所示，仅靠缩减船队规模并不一

定能带来更加可持续的成效，因为捕捞效率的

变化也可能会抵消缩减船队规模带来的可持续

性方面的成效。虽然渔船数量有所减少，但更大、

动力更强劲的渔船（插文5）和更高效的渔具也

可能会破坏捕捞活动的可持续性。

从船队机动化角度看，世界上约有 250万

艘渔船安装了发动机，占全球渔船总数的62%。

图 30展示机动渔船和非机动渔船在各大洲的

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全球机动渔船分布

不均，2020 年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机动渔船 

（190万艘）分布在亚洲。绝大多数非机动渔船

（约 97%）在亚洲和非洲，估计分别有 81.5 万

艘和 70.2万艘。这些非机动渔船大多全长不

足 12米，虽然很多国家报告中依然未按全长、

机动化状况和渔船类型对船只进行分类。重要

的是，一些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捕捞船队的国

家也存在此类问题，这给数据带来了极大的局 

限性。

渔船的大小分布和小型渔船的重 
要性

2020 年，世界上已知船长分类的机动渔船 

中，约81%属于全长12米以下一类，多数无甲板。

图31显示，各大洲机动渔船中，小型渔船占比最

高。从绝对值看，亚洲小型非机动船最多，随后

是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和非洲。

大型渔船（全长 24米以上，通常总吨位超过100

吨）全世界估计约有4.5万艘，占世界机动渔船

总数不到5%。大型渔船2020年主要集中在美洲、

大洋洲和亚洲。值得注意的是，大型渔船虽然数

量不多，但在全球捕捞船队总动力中占比约为三

分之一（Rousseau等 ,2019）。

图31显示 2020 年大中型渔船与以往年份

相比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非洲、美洲和亚

洲。这些数据证实了插文5中提出的分析结果，

表明全世界捕捞船队的吨位和长度普遍均在增

加。在美洲，对该大洲主要行动方巴西的数据

进行重要更新后，船队中大型渔船的数量比原

本报告的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

个事实，即美洲全长 12 米以下的机动渔船在

全球占比最小。

表 11列出了各区域部分国家和地区报告的

渔船数量，并按全长和机动化状况进行分类。

这部分国家符合之前发现的全球趋势，多数渔

船长度较小；亚洲和非洲国家拥有的非机动渔

船数量最多，表11中显示的27个国家和地区中，

仅8个拥有200艘以上全长24米以上的渔船。

在贝宁、马拉维、孟加拉国，非机动渔船仅略超

半数，在安哥拉、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突尼斯，

非机动渔船占比稍低，接近 50%。

尽管全球以小型渔船为主，但要对其数量进

行估计极具挑战性。的确，工业化船舶通常需要

遵守许可和登记要求，但对小型渔船则往往无此

要求。此外，小型渔船即便进行了登记，也不一

定被纳入国家统计报告中。另一项挑战涉及内陆

水域船队，地方和国家有关内陆水域渔船的报告

和数据往往不完整，很难对海洋和内陆水域船

队进一步分类或两者之间进行比较。这突出说明

粮农组织有必要加快改进渔业数据质量和报告

工作，将重点放在全球的小规模渔业上，同时要

通过在渔业统计方面开展专项能力建设来实现

这一目标。的确，有关渔船的信息（最好通过登

记簿收集）对于各国而言十分关键，因为各国可

通过这些信息对自己的船队规模进行评估，为渔

业管理提供支持，并朝着认可小规模渔业活动及

其参与方并使其正规化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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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2020 年部分国家和地区报告的渔船数量，按机动化状态和全长分列

非机动 机动

< 12米 12–24米 > 24米 < 12米 12–24米 > 24米

非洲

安哥拉 6 563 4 694  186  256

贝宁 40 869  578  10  17

马拉维 17 224 2 493

毛里求斯  260 3 605  33  6

塞内加尔 1 468  166 8 844 4 656  152

苏丹 1 120  60

突尼斯 6 506 5 469 1 198  303

美洲

巴哈马 1 220  45  3

智利  476 10 545 1 902  105

危地马拉  79  30  2

圭亚那  10  712  806

墨西哥 13 612 61 294 1 690  246

圣卢西亚  482

苏里南  418  587  63

亚洲

孟加拉国 34 810 32 859  33  205

柬埔寨 32 002 85 724

大韩民国  725  32 54 832 8 866 1 289

黎巴嫩  88 1 852  90

缅甸 4 347 13 141 3 806 1 141

阿曼 5 025  64  2 23 678 1 400  128

斯里兰卡 26 942 28 625 2 455  24

中国台湾省  317  1 14 514 6 140  800

欧洲

冰岛 1 656  168  168

挪威 4 763  781  313

波兰  656  112  49

大洋洲

新喀里多尼亚  752  16  3

新西兰  5  571  415  69

瓦努阿图  191  30  66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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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过去几年开展的全面修订工作大

大改进了粮农组织1995-2020 年的船队数据，

与《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以往版本相比

较后，对国家和区域合计数进行了调整。通过与

各成员国开展沟通来修订历史数据，挖掘新数

据源，控制数据差错，必要时做出推算，粮农组

织得以以更加详细具体的方式汇总和展示了20

多年的历史数据。为改进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

而开展的此项工作将进一步扩大，进而涵盖从

1950 年至 1995 年的历史数据。n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就业情况

本节介绍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就业情况年

度数据及趋势数据。数据集多数涉及渔业和水

产养殖初级部门的就业情况，而其中一些子数

据还包括有关捕捞后活动，主要是加工环节的

数据。

 表 12  1995-2020 年全球渔民和养殖户就业情况，按区域分列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千人）

渔业和水产养殖

非洲 2 812 3 589 4 159 5 032 5 562 5 641

美洲 2 072 1 905 1 978 2 321 2 501 2 621

亚洲 31 632 41 265 45 693 50 401 52 079 49 425

欧洲  476  514  463  426  375  388

大洋洲  466  475  478  482  481  474

合计 37 456 47 748 52 770 58 662 60 999 58 549

渔业

非洲 2 743 3 395 3 906 4 671 5 057 5 007

美洲 1 793 1 605 1 679 1 981 2 156 2 015

亚洲 24 205 28 335 30 476 31 994 31 833 30 102

欧洲  378  418  380  333  286  294

大洋洲  460  465  469  473  471  464

合计 29 579 34 219 36 909 39 452 39 803 37 882

水产养殖

非洲  69  194  252  361  505  634

美洲  279  301  299  340  345  606

亚洲 7 426 12 930 15 217 18 407 20 246 19 323

欧洲  98  96  83  93  89  94

大洋洲  6  9  9  9  10  10

合计 7 878 13 529 15 861 19 211 21 195 20 667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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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2  各大陆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比例

注：第二张图为提高清晰度，展示的是除亚洲外所有区域的情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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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部门就业情况

2020 年，估计有5850万人作为全职、兼职、

临时或未标明状态的劳动力在渔业和水产养殖

部门就业，其中约 21%为女性。按部门分，35%

在水产养殖部门就业，65% 在渔捕捞业部门就

业（表12）。

水产养殖部门总就业人数近年基本保持

稳定（表 12），而全球渔民数量则在减少，亚

洲尤甚。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已显现在渔业和水

产养殖的全价值链（见“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 

危机”，第 195页）。对流动性、非必要活动和

贸易的限制使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受到干扰，

市场和流通环节被迫中断和改变。但随着病毒

及其变异株从亚洲向欧洲和美洲传播，不同国

家和年内不同时段的情况各异。

2020 年，亚洲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工人最多

（占全球总数的 84%），随后是非洲（10%）和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4%）。从事水产养殖的人

数超过 2000万，主要在亚洲（93.5%），随后是

非洲（3.1%）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近3%）。

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在全球渔民或水产养殖

人员总数中各占不到1%（图32）。

 图 33  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就业情况，按占用时间分列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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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6  按性别分列的就业数据的相关性：加工部门案例

水产食品加工是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捕捞后

活动的核心，对从地方到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经

济产生直接影响。加工包括多种多样有关渔业和

水产养殖产品转化和保存的技术，从手工、小规

模方法到大规模机械化运作不等。2021 年，世

界银行 1 估计，在全球水产品加工的某些环节，

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可高达85%。此外，最近“阐

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 2 的初步结果表明，小规

模渔业捕捞后部门半数从业人员为女性。加工业

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高的现象，可从渔业劳动力

性别分工的社会化、与空间相关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男性更多负责出海，女性则更多在陆上劳动。3, 4

加工业中女性从业人员占比较高，这也与人们的

观念有关，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遵守规则、更

灵活、更细心、更能接受低薪酬。5 这种性别观

念最终导致女性在次级产业中从事低薪、不稳定、

资历要求低的工作，在政策层面几乎或完全没有

受到关注。6

粮农组织最近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联手在

49 个国家开展了一项研究，每年收集这些国家

渔业和水产养殖加工部门的性别分类数据。到目

前为止，该数据集共包含 38 个国家的加工部门

就业统计数据，其中 22 个国家的数据已按性别

分类 7。这些时间序列数据为其他国家树立了良

好榜样，目前又新增粮农组织-经合组织数据集

之外的 10 个国家。粮农组织鼓励其他成员国报

告自己现有的加工相关数据集。然而，目前收到

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各国按性别分类的就业统计

数据仍存在严重空缺。的确，缺乏有关女性参与

捕捞后活动的量化知识反映出初级部门中存在的

问题，阻碍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性别平等，因为

这不利于各国采取循证政策来解决劳动场所中的

薪酬不平等、健康风险和性别歧视等问题。6 除

了各成员国报告的数据外，粮农组织还开展了一

轮工作，扩大收集 1991-2021 年国家、区域、全

球层面有关加工业性别分类就业情况的时间序列

数据。对收集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审核后，随

后将它们合并到各国报告的数据集中。据目前估

计，女性在劳动力总量中占比略高于 46%。目前

已收集到来自 117 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组织的统计

数据，其中 58% 在时间序列中至少包含了一项性

别分类数值。

尽管最新数据集已有所改善，但有关加工业

的时间序列仅涵盖工业化、有组织、正式的活动。

鉴于女性在手工和自给自足型渔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2 应加大对非正式、无报酬、自给自足型

活动相关性别分类数据收集工作的重视。还需要

更多有关捕捞后加工和分销活动中女性就业状况

的信息。最后，包括捕捞前产业（船舶和养殖池

维护、补网、记账、为出海捕鱼准备食物等）在

内的辅助性活动尚未被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就业

统计数据中，这些活动多数为非正式活动。为了

认识到渔业和水产养殖非正式部门在支持粮食安

全和保障女性赋权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些活动都

应得到关注，并将性别分类数据的收集工作作为

优先重点。

1	 世界银行。2012。《隐藏渔获：捕捞渔业在全球的贡献》。经济和部门工作。华盛顿特区。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

handle/10986/11873/664690ESW0P1210120HiddenHarvest0web.pdf?sequence=1&isAllowed=y

2	粮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阐明隐藏收获：有关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关键发现简介》。罗马，粮农组织，美国杜伦，杜克大学，

马来西亚槟城，世界渔业中心。

3	de	la	Torre-Castro,	M.、Fröcklin,	S.、Börjesson,	S.、Okupnik,	J.和 Jiddawi,	N.S.。2017。“通过性别分析促进沿海管理—	提升我们对社会生态海洋

景观的认识”。《海洋政策》，第 83 期：第 62–74页。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17.05.015

4	Alonso-Población,	E.和 Niehof,	A.。2019。“一个空间隐喻的力量：女性于陆地就像男性于海洋一样吗？”《海洋研究》，第18 期：第 249-257页。https://

doi.org/10.1007/s40152-019-00148-z

5	Monfort,	M.C.。2015。《女性在海产品产业中的作用》。GLOBEFISH 研究计划。第119 期。罗马，粮农组织。www.fao.org/3/bc014e/bc014e.pdf

6	粮农组织。2020。《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可持续发展在行动》。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9229en

7	参见表 13，第 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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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0万渔民中，近 80% 在亚洲，随后是非

洲（13%），美洲所占比例略高于 5%（多数在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大洋洲占比略高于1%，

欧洲略低于1%。

渔民或水产养殖从业人数的变化趋势在

各区域各不相同。欧洲和北美洲这两类人员数

量的降幅最大，特别是渔民（表12）。非洲渔民

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员数量稳定增加，多数在捕

 图 34  2020 年各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部门按性别分列的就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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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男女所占比例由报告的数据计算得出，不包括报告为未区分的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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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业。水产养殖部门的就业人数在非洲持续增

加，但与非洲捕捞业相比人数仍相对较少。在

亚洲，水产养殖和渔业的从业人数几十年来均

首次出现下降。导致渔民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

是中国渔船规模缩减（见“捕捞船队”，第63页）

和疫情影响。渔业从业人数 2015 年至 2020 年

间减少了5.4%，水产养殖从业人数则减少了4.6%

（表 12）。大洋洲的就业人数也在减少，2015

年至 2020 年间渔民人数有所减少，水产养殖

从业人数保持稳定。有意思的是，欧洲的渔业

和水产养殖部门从业人数 2015 年前一直在减

少，但2015-2020年间，渔业部门人数增加了3%，

水产养殖部门增加了5%。

图 33展示的就业数据按全职、兼职、临时

和未标明状态分列。由于已报告的近40% 的就

业数据未标明状态，因此很难对就业的贡献和

从业时间进行分析。水产养殖部门未标明状态

的比例更大，因为一些水产养殖部门就业人数

较多的国家未对数据进行分类。据报告，全职

类在就业中占比约 25%，兼职类占比 21%，剩余

的 14%为临时工。在所有女性从业人员中，多

数报告为未标明状态（34%），随后是兼职（27%）。

仅15% 的全职从业人员为女性，进一步证实女

性往往在水产养殖和渔业价值链中从事相对不

稳定的工作。但仅考虑加工部门现有数据，发现

女性在全职就业中占比略高于 50%，而在兼职

就业中占比 71%（插文 6）。

总体而言，2020 年估计在渔业和水产养

殖初级部门直接就业的人员中女性占比略高于

21%，水产养殖部门为 28%，渔业部门为18%（图

34）。这一比例高于以往的估计值，原因是各国

的报告更加注重分类，粮农组织目前也正在为

改善就业数据质量做出努力（自2019 年起）。

此项工作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开展，涉

及1995 年以来 49 个国家的全部数据集，目的

是通过一份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初级和次级

部门就业情况的联合问卷，统一就业数据集，

精简数据收集流程，减轻各成员国的双重报告 

负担。

捕捞后部门就业情况

表13展示部分成员国报告的捕捞后部门，

特别是加工环节的就业情况数据。插文 6对

此有更详细的介绍，因为加工是女性最集中的

部门。“阐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为这些数据

提供了补充（粮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

中心，即将出版；另见“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

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第151页）。该项

研究发现，小规模渔业价值链中 39.6% 的主体

（从业人员和以此为生的人员）以及49.8% 的

捕捞后从业人员为女性。对小规模主体的关注

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一直在数据收集工作中被 

忽略，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女性。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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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1995-2020 年各国水产品加工业就业人数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人数

阿根廷 6 226 5 849 8 005 9 005 8 142 10 778

奥地利  218  218  267  125  153

文莱  311  311  433

布基纳法索 3 020 3 020 3 080

加拿大 21 540 32 058 24 158 21 067 23 136 19 716

智利 39 090 39 090 39 433 42 752 49 984 40 537

哥斯达黎加 1 890 2 346 1 973 1 660 1 332 1 563

捷克  133  135  150  203

丹麦 8 465 6 633 5 209 3 661 3 641 3 133

爱沙尼亚 2 507 1 772 1 931 1 400

芬兰 1 796 1 873 1 704

法国 15 672 15 633 17 523 14 767

德国 7 584 7 206 7 091 7 393

印度尼西亚 63 534 78 126

爱尔兰 4 920 4 530 3 507 2 867 3 797 5 116

以色列  250

意大利 5 425 5 425 5 425 5 950 5 926 5 891

大韩民国 37 455 43 167

立陶宛 3 640 3 970 4 547 4 379 5 668 5 199

马拉维 16 492 30 118

毛里求斯 4 980 5 040

摩洛哥 109 440

缅甸 12 212

荷兰 6 500 3 750 2 600 2 506 2 800 2 470

新西兰 6 890 6 890 6 790 5 650 4 960 5 150

尼日尔 38 388

挪威 12 474 14 341 10 772 10 591 11 209 12 416

秘鲁 26 986 30 965 33 664 36 796 34 313 31 707

波兰 12 654 12 654 12 654 16 971 19 156 18 234

葡萄牙 14 752 14 752 14 296 8 392

俄罗斯联邦 54 342 60 607 49 919 40 801

塞舌尔 2 352

斯洛伐克 1 049  849  715  614

斯洛文尼亚  250  266  209  302

苏里南 2 000

瑞典 1 890 2 064 1 941 2 007 2 171 1 955

泰国 3 017 3 01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9

土耳其 2 000 3 500 4 990 5 833 6 200 6 500

美国 55 070 47 607 41 607 36 469 36 624 32 298

越南 85 400 133 650 189 340 222 749 251 706 253 934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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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15

的利用和加工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会按照不同物种、

保存方法和产品形式加工成具有各种各样特

性和风味的产品。加工、冷藏、制冰和利用、

冷冻、储藏和运输等方面的改进以延长货架

期，实现长距离和跨境运输，产品种类更加 

丰富。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中供人类直接食用

的比例已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67%大幅升至

15	 “藻类”“水产食品”“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的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

2020 年的约 89%（即 1.78 亿吨渔业和水产养

殖总产量中的1.57亿吨以上，不包括藻类 15） 

（图35）。其余11%（2000万吨以上）用于非食

品用途，其中 81%（1600万吨以上）被加工成鱼

粉和鱼油，其余部分（约 400万吨）主要用来 

观赏、养殖（如鱼苗、鱼种或大规格鱼种）、鱼饵、

药用、宠物食品或直接用作水产养殖和家畜及

毛皮动物的饲料。	

2020年，鲜活、生鲜或冰鲜水产食品 15 在供

人类直接食用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15中占比最

高（44%），也是其中最受欢迎、价格最高的。随后

是冷冻产品（35%）、预制和保存处理产品（11%）、

加工处理产品 16（10%）。冷冻是保存渔业和水产

16	 经过加工指用干燥、盐渍、盐水浸泡、发酵、烟熏等方法处理过。

 图 35  1961-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利用情况

注：未包括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海藻。数据以鲜重等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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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食品的主要方法，在所有食用加工水产品中

占比63%（不包括鲜活、生鲜或冰鲜产品）。	

总体数据掩盖了显著差异。利用和加工方

法在各大洲、区域、国家甚至国家内部都大相

径庭。在亚洲和非洲，水产食品通过盐渍、熏

制、发酵或干燥处理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欧洲和北美洲，供人食用的渔业和水产养

殖产品中，约三分之二为冷冻、预制和保存处

理的形式。用于加工鱼粉和鱼油的渔业和水产

养殖产品在拉丁美洲比例最高，随后是亚洲和 

欧洲。	

总体而言，在较发达经济体中，水产食品

的加工相对多样化，特别是加工成高附加值产

品，如即食食品。2020 年，高收入国家 17 供人食

用的水生动物源食品中，50%以上为冷冻形式，

约 26%为经过预制和保存处理的形式，13%为

加工处理的产品。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水产品 18

加工已从传统方法进化为更先进的增值工艺，

具体取决于商品和市场价值。但各国在基础设

施和文化喜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2020 年，中

高收入国家约 20% 的水生食品为冷冻形式，11%

为罐头形式，60% 以上为鲜活、生鲜或冰鲜形

式。相反，在低收入国家，仅7%为冷冻形式，

20%以上为加工处理的产品，约 70%为鲜活、生

鲜或冰鲜形式。

鲜活水产品主要在东亚和东南亚受欢迎，

在其他国家也有小众市场，主要是亚裔移民群

体。在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鲜活水产品交

易和处理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很多情况下活鱼

17	 世界银行将世界上各经济体分成四个收入组别：低收入、中低收入、中

高收入、高收入。详情参见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the-world-by-income-and-region.html 

18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

特定语境）。

的商业化销售依照传统方式完成，无正规监管

程序。鲜活水产品的商业化销售近年持续增加，

这要归功于物流和技术方面的进步。然而，销

售和运输有一定难度，因为往往要遵守严格的

卫生条例、质量标准以及动物福利要求（特别

在欧洲和北美洲）。		

总体而言，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消

费量和商业化销售量不断增加（见“水产食品

消费”，第82页和“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

第 93页），食品质量和安全标准也有了长足发

展。近几十年，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已变得愈

加复杂多变，其发展受到多重因素的驱动，如

零售业需求增加、物种多样化、加工活动外包、

生产商、加工商、零售商之间的供应关系更加

紧密等。连锁超市和大型零售商在全球不断

扩张，已成为影响市场准入要求和标准的关

键行为方。为符合这些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

并保护消费者，已根据《国际食品法典鱼和鱼

制品操作规范》（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2020）及其针对各国实施良好卫生规范以及基

于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提出了实用指导意见，在国家、区域、国际层

面都采纳了更为严苛的卫生和处理措施。	

由于水产品极易腐败，在捕捞和整个供应

链中均需格外小心。如果未能在捕捞后正确处

理，可能会很快无法食用，可能因微生物生长、

化学变化、被自体酶分解和交叉污染带来食

品安全风险，对健康造成威胁。正确的处理、 

加工、保存、包装、储藏措施对于延长货架期、

保障食品安全、维持质量和营养特性、避免损

失和浪费，都十分重要。此外，提高水产品的利

用率也有助于减轻水生资源面临的压力，加强

该部门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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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和加工技术也十分重要，有助于水产

品在国内和国际上流通和销售。这些技术主要

涉及降温（冰鲜和冷冻）、热处理（装罐、煮沸、

烟熏）、去除水分（干燥、盐渍、烟熏）和改变储

藏环境（真空包装、气调包装、冷藏）。	

水产食品的营养特性因其加工和制备方

法而存在巨大差异。加热（消毒、灭菌、热熏或

烹饪）会破坏不耐热的营养物质，其中包括多

种维生素。但加热也会降低食物的含水量，提

高部分营养物的浓度。		

目前很多国家的食品加工和包装技术都

取得了大幅进步，提高了原材料利用的效率、有

效性和盈利率，同时在人类食品以及鱼粉和鱼

油生产方面还已涌现出更多产品多样化方面的 

创新。

产品：鱼粉和鱼油

全球渔业产品中很大一部分被加工成鱼

粉和鱼油，但这一比例正在下降。鱼粉是将鱼或

鱼身某些部位经过碾磨和干燥后制成的富含蛋

白质的粉状物，而鱼油则是对煮熟的鱼进行压

榨并通过离心法提取出的液体。鱼粉和鱼油可

用全鱼、鱼边角料或鱼的其他加工副产品生产。

用全鱼作为原材料的物种有好几种，主要是小

型中上层鱼类，如秘鲁鳀（占比最大）、油鲱、 

蓝鳕、毛鳞鱼、沙丁鱼、鲭鱼和鲱鱼。	

鱼粉和鱼油产量随相关物种渔获量的变

化而波动，特别是种群丰度易受厄尔尼诺-南

部涛动现象影响的秘鲁鳀。随着时间推移，良

好管理规范和认证计划的实施减少了对鱼粉用

物种的不可持续捕捞。用于加工成鱼粉和鱼油

的渔获量于1994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的峰值，

随后于 2014 年降至不足 1400万吨。2018 年，

由于秘鲁鳀渔获量增加，这部分鱼品产量增至

约1800万吨（见“捕捞渔业产量”，第12页），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有所下降，2020 年为1600 多

万吨，相当于海洋捕捞量的约20%。		

供给逐步趋近的同时，水产养殖业、养

猪养禽业以及宠物食品和医药产业的快速

发展导致需求量急剧增加。据海洋原料组织 

估计，2020 年约 86% 的鱼粉用于水产养殖，9%

用于养猪，4%用于其他用途（主要为宠物食品），

1% 用于养禽。同年，约 73% 的鱼油用于水产 

养殖，16% 供人食用，11% 用于其他用途（包括

宠物食品和生物燃料）（图36）。对鱼粉和鱼油

的需求量增加已导致其价格高企。供求失衡且

该行业经济前景可观，促使人们挖掘更多原料

来源或替代资源。虽然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的

全鱼大部分来自管理良好的渔业资源，但在鱼

粉产量不断增加的部分国家中，有些渔业系统

的可持续性值得关切。这种情况在西部非洲部

分国家比较普遍，在那里更多的渔获物被加工

成鱼粉出口，而非供人食用。例如，在塞内加尔，

几十年以来一直供人食用的全鱼现在被用于生

产海洋原料。这不仅会增加渔业资源的压力，

也会对粮食安全和生计造成影响。在这些地区，

必须加强治理和渔业管理，同时优先将鱼品供

人食用（Thiao 和 Bunting,2022）。	

用捕捞和水产养殖鱼副产品生产的鱼粉和

鱼油逐渐增多，有助于减少浪费。由于作为原材

料的野生全鱼（特别是小型中上层鱼）数量已

不可能增加，因此要想鱼粉增产，就必须利用

鱼副产品和磷虾等其他来源。相比全鱼制成的

鱼粉，鱼副产品制成的鱼粉具有独特的营养价

值，蛋白质含量更低，但矿物质含量更高。据海

洋原料组织称，2020 年全球鱼粉总产量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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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  鱼粉和鱼油的利用

1	主要为宠物饲料。

2	宠物饲料、生物燃料、在越南作为烹饪用油。

资料来源：海洋原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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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鱼油总产量的 48% 是利用鱼副产品制成的 

（海洋原料组织，2021；图 37）。	

然而，鱼粉和鱼油仍被视为养殖鱼类饲料

中最有营养、最易消化的成分，同时也是欧米

伽-3脂肪酸（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

六烯酸[DHA]）的主要来源。但其在水产养殖配

合饲料中的添加率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主要由

于供给量和价格波动，以及水产饲料行业需求

不断增加。鱼粉和鱼油越来越多地被有选择地

用于特定生产阶段，如孵化场、种苗和育肥饲

料，在成鱼饲料中的添加比例有所减少。例如，

在大西洋鲑成鱼饲料中所占比例目前往往不足

10%，而且在所有物种饲料中的占比均在持续下

降。就人类直接消费而言，鱼油是欧米伽-3长

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天然来源，对人类健

康发挥着一系列重要作用。			

由于鱼粉和鱼油产量及价格波动，许多

研究人员正在寻找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替

代来源，包括大型海洋浮游动物，如南极磷虾

（Euphausia superba）和桡足动物飞马哲水蚤

（Calanus finmarchicus），但有人担忧这会对

海洋食物网造成影响。磷虾油被作为人类营养

补充剂销售，而磷虾粉则在某些水产饲料生产

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但磷虾原料加工面临着许

多实际挑战，主要是要降低原材料中的氟化物

含量，而浮游动物产品作为通用油或蛋白质成

分添加到鱼饲料中成本过高。除鱼副产品外，

昆虫粉也可以作为蛋白质成分添加到水产饲料

中（Hua 等 ,2019）。	

鱼贮料是富含蛋白质的水解物，含有丰

富的必需氨基酸，是鱼粉和鱼油的经济替代

品，水产养殖和宠物食品行业正越来越多地

将其作为饲料添加剂。利用鱼贮料技术，就可

以对鱼及鱼身上未被食用的部位轻松地进行

保存处理，转换成宝贵的水产养殖饲料原料 

（Toppe 等 ,2018）。	

 图 37  2020 年用于加工鱼粉和鱼油的原材料占比

资料来源：海洋原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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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副产品的利用

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加工业不断发

展，鱼副产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可能已占

到加工鱼品的 70%，具体因鱼的大小、物种、加

工类型而异。鱼副产品通常包括鱼头（占鱼总

重的 9-12%）、内脏（12-18%）、鱼皮（1-3%）、 

鱼骨（9-15%）和鱼鳞（约 5%）。传统上，鱼副产

品往往被用作生产鱼粉或作为废弃物丢弃，导

致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对鱼副产品进行加工

通常会面临巨大的环境和技术挑战，因为原材

料富含微生物和酶，如加工或储藏不当，极易

快速变质。因此，鱼副产品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对于其深加工十分重要。利用鱼副产品开发出

来的新原料或新产品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潜在

替代办法，可提高产品附加值，避免经济损失，

减轻环境影响，为消费者提供营养、实惠、方便、

货架期更长的食品。	

鱼片的蛋白质含量最高，但鱼头、骨架、鱼

片边角料、鱼腩以及鱼肝、鱼卵等内脏是长链

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D 和 B12 等营养

物质以及铁、锌、钙、磷和硒等矿物质的绝佳 

来源。采用加工技术处理这些传统上不用于食

用的鱼身部位，可以较低成本将其加工成富含

营养的食品，如鱼肉肠、鱼肉酱、鱼糕、零食、汤

类、酱料及其他产品。如果这些产品味道好、被

当地人接受，就能成为绝佳机遇，提高渔业和

水产养殖资源对营养的贡献，同时减少鱼品损

失和浪费。	

在一些国家，含肉量极少的小型鱼鱼骨被

作为零食食用。此外，鱼副产品还可加工成鱼粉，

添加到面包、糕点、面条中，增加蛋白质和钙质

等营养素。用鱼皮和鱼骨制成的鱼胶可接着加

工成用于包裹食品的可食用胶膜和可食用包衣。

鱼胶还可以代替牛、猪骨胶，用来稳定乳剂。鱼

骨除了能够提供胶原蛋白和明胶外，还是钙和

磷等其它矿物质的绝佳来源，可用作饲料或食

品添加剂。利用简单的低成本技术，就能将鱼

副产品变成上文介绍的鱼贮料。	

除了多种食品用途外，鱼副产品在生物技

术和医药行业的应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

因为它们富含胶原蛋白、酶、肽、多不饱和脂肪

酸和矿物质，是高价值生物化合物的重要、可

持续来源（Coppola 等，2021）。鱼胶原蛋白可

作为牛和猪胶原蛋白的替代品，最近被确定为

具有医药和生物医学应用良好前景的生物材料

（Wijaya 和 Junianto,	2021）。从鱼内脏中可

分离出酶和生物活性肽，用于皮革、清洁剂、食

品和制药行业以及生物修复流程中。鱼油含有

大量人体无法合成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为

保障人类健康发挥着多种关键功能。	

甲壳类和双壳类副产品也有多种用途。不

但提高了它们的价值，同时也解决了废弃物处

置问题。几丁质是从甲壳类废弃物中提取的一

种多糖，是抗菌物质的潜在来源。其衍生物壳

聚糖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污水处

理、化妆品、洗漱用品、食品、饮料、农用化学

品和药物等领域。贻贝和牡蛎等双壳类的壳可

提供碳酸钙和氧化钙，这两种化合物的工业用

途很广。贝壳还可用于制造化妆品和传统药物 

（珍珠粉），用作动物饲料（贝壳粉）中的钙添 

加剂，用来制作手工艺品和首饰。	

此外，海藻可加工成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补

充剂，也是碘、褐藻糖胶、褐藻黄素和褐藻多

酚的绝佳来源（Cai等 ,	2021）。海藻和微藻

类为几万个家庭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尤其是沿

海社区人民，为人类健康、环保和生态系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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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做出贡献。海藻通常富含膳食纤维、微量元

素和生物活性化合物，有些物种还有较高蛋白

质含量，因此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健康、低热量

食品。

水产食品的损失和浪费

尽管在加工、冷藏和运输方面均已取得进

展，但每年仍有几百万吨水产品遭受损失或营

养价值受到破坏。不仅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粮食损失和浪费在全球都是一个重大问题，也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2.3的关注焦点，

即到 2030 年将浪费减半。在渔业和水产养殖

部门，估计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中每年最

高有 35% 遭到损失或浪费。在世界多数区域，

鱼类损失和浪费总量介于30% 至 35% 之间（粮

农组织，2011b）。浪费率估计在北美洲和大洋

洲最高，水产品捕捞总量中约半数在消费环节

被浪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渔业产品主要因

为缺乏保存基础设施和专业能力而遭受损失。

但拉丁美洲是浪费率最低的区域（总量损失率

低于30%）。	

鱼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出现损失是价值链

低效所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

国家，仍缺少基础设施、服务和技能，无法在

船上和岸上开展处置和保存。主要的问题在于

缺少电力、饮水、道路、冰、冷藏和冷冻运输 

设施。要想有效减少鱼品损失和浪费，就必须

采用一种多维度、多相关方方法。这种宽泛的

方法将考虑到会影响各国预防损失的能力的

所有因素，如扶持性政策和法规以及技能、知

识、服务、基础设施和技术。了解这些因素在特

定背景下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不同地点、物种、

气候、文化条件下的互动和优先重点也各不相

同，这样才能设计出有效、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粮农组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自愿行为守则》

（粮农组织，2021a）提倡采取该方法。需要强

调的是，减少鱼品损失和浪费有助于减缓渔业

资源面临的压力，改进资源可持续性，加强粮

食和营养安全。19 n

19	 粮食损失和浪费指食品数量或质量下降。质量下降通常会导致营养价值、

经济价值或食品安全受损（粮农组织，2017a）。粮食浪费是粮食损失的一种。

它会出现在食品供应的全链条中，是初级生产者、零售商、餐饮服务商和消费

者决策和行动的结果。渔业中“浪费”的一个实例就是“丢弃物”，即捕捞上

来的水生物种被弃置海中。要了解有关水产品价值链中粮食损失和浪费相关

信息，可参阅关于此专题的粮农组织的专门网页（粮农组织，2020b）。

| 81 |



第1部分 世界回顾

水产食品
20

消费

本节报告的所有水产食品消费数据都来自

于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其中收集了1961年

至今的数据。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作为一个统

计框架，测算了供人类消费的食品（表观消费 

量 20），而非实际的食品消费量（有效消费量）。

水产食品消费 21 趋势

20	 “藻类”、“表观消费量”、“水产食品”、“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

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1	 2019 年消费数据应视作初步数据。数值可能与粮农组织《2020 年渔业
和水产养殖统计年鉴》中食物平衡表部分以及 FishStatJ 工作空间将在 2022

年末发布的数据略有不同。最新数据可登录：www.fao.org/fishery/en/

statistics

全球水产食品消费 22（不包括藻类 20）增

长显著，当今全球消费总量是近 60 年前消费总

量的五倍以上。据估测，2019 年全球水产食品

消费总量为1.58 亿吨，而1961年仅为 2800万

吨 23。自1961年起，水产食品消费便以年均3.0%

的速度不断扩大，而人口增速为年均 1.6%（图

38）。对人均消费量影响最大的因素包括供给

增加、消费者偏好改变、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

提高。

2019 年，在 1.58 亿吨供人类消费的水产

食品中，亚洲消费量占全球总产的 72%，人口占

全球人口总数的 60%（图 39）。与之相对，1961

22	 本节中报告的所有水产食品消费统计均为表观消费量。

23	 水生动物消费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图 38  水产食品消费量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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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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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洲水产食品消费量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为

48%。同时，欧洲和美国水产食品消费量占比在

逐年下滑。欧洲和美国的占比分别从 1961年的

32% 和 9%下滑到 2019 年的 10% 和 5%。亚洲国

家消费水产品 20 占比不断提高是多重因素作用

的结果。首先，得益于水产养殖的发展，亚洲在

1993年跻身为水产品主要生产区域之列。其次，

亚洲大陆近几十年经济增势迅猛，收入水平提

高，中产阶段不断壮大，农村居民到城市务工，

而在城市水产食品消费更加便捷。最后，进口量

增大以及部分出口产品转销国内市场提高了中

国消费者获取水产食品的多样性，进一步刺激

了水产食品消费。

过去，超过一半的水产食品仅由少数国家

消费。1961年，前五大消费国（日本、前苏联、中国、

美国和英国）占到全球水产食品消费总量的一

半；而2019年，前五大消费国（中国、印尼、印度、

美国和日本）的占比已经提高至59%。这一集中

趋势反映出部分主要消费国的崛起，例如 2019

年中国一国的水产食品消费量就占到了供人类

消费的所有水产食品总量的 36%。

水产食品的人均消费

全球年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逐年走高，

20 世纪 60 年代为 9.9 公斤，70 年代为11.4 公

斤，80 年代为12.5 公斤，90 年代为14.4公斤，

2000年代为17.0公斤，2010年代为19.6公斤，

 图 39  1961-2019 年各大洲水产食品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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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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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9 年更是创下了20.5 公斤的记录。初步

测算结果表明，受需求疲软影响，人均消费量

在 2020 年略有下滑（20.2公斤），并于2021年

小幅反弹。

除日本等少数国家外，多数国家的人均水

产食品消费量从 1961年到 2019 年均呈上升态

势；但各国增长速度差异明显，中高收入国家

年均增速最为抢眼（3.2%）。中国是消费增长的

主要推动力量，这是因为中国的渔业和水产养

殖产量 24 增势迅猛，人口也不断增长。2019 年，

24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
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中国人口数量占所有中高收入国家人口总量的

56%，人均消费量由1961年的 4.2公斤提高至

2019 年的 40.1公斤。中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速

次之（1.9%），但仍快于高收入国家（0.5%）。高

收入国家增速平缓主要是由于水产食品消费量

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低收入国家增速为负，从

1961年到 2019 年年均缩减 0.2%。

除增速差异显著外，各个国家人均水产食

品消费量也有很大不同。各个国家在消费量方

面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水产食品和其他食品的供

给水平不同（包括具体水产养殖设施、渔获上

岸地点以及鱼品市场的远近和便利程度），还

 图 40  2017-2019 年水产食品人均表观消费量

注：本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

廷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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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格、收入水平、营养意识、食物传统和消费

者偏好等方面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内

部也存在这种差异，通常情况下沿海地区消费

水平更高。2019 年，在粮农组织测算人均水产

食品消费量的 227个国家中，133 个国家低于

全球平均水平，94 个国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从人口来看，2019 年人均消费量低于全球平均

水平的国家人口合计占到全球人口总数的54%。

人均消费最高的国家包括冰岛、法罗群岛和

马尔代夫，年人均消费水产食品超过 80 公斤 

（图40），与年人均消费量不到1公斤的国家（如

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形成鲜明

对比。2019 年，全球人均消费量为 20.5 公斤；

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5.4 公斤，中低收入国家

为15.2公斤，中高收入国家为 28.1公斤，高收

入国家为 26.5 公斤（表 14）。然而，若不包括

中国，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则会下滑到

13.0 公斤。

各个大陆之间差异也十分显著。2019 年，

亚洲水产食品消费量最高，人均消费24.5公斤。

大洋洲其次（23.1公斤），随后为欧洲（21.4 公

斤）、美洲（14.5 公斤）和非洲（10.1公斤）。然

而，需要强调的是，鉴于生计型渔业、小规模渔

业以及非正式跨境贸易往往存在数据漏报情况，

故实际消费数字可能高于官方统计数据。这一

情况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尤为突出。

非洲各国水产食品消费习惯各异。非洲大

陆水产食品平均消费量较低，但有 11个国家的

人均消费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除加蓬、刚果、

冈比亚、塞拉利昂、加纳、埃及和科特迪瓦外，

 表 14  2019 年水产食品表观消费总量及人均量（按区域和经济水平分列） 

区域/经济水平
水产食品总消费量

（百万吨，鲜重当量）
水产食品人均消费量

公斤/人/年

世界  157.7 20.5

世界，不包括中国  100.3 16.0

非洲  13.1 10.0

美洲  14.8 14.6

北美洲  8.3 22.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6.4 9.9

亚洲  113.1 24.6

欧洲  15.8 21.1

大洋洲  1.0 23.2

高收入国家  32.0 26.5

中高收入国家  72.2 28.1

中低收入国家  50.0 15.2

低收入国家  3.5 5.4

注：初始数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 85 |



第1部分 世界回顾

还包括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其他非洲国

家水产食品消费量较低则出于多种原因，包括

人口增速快，多数情况下快于捕捞渔业产量的

增长速度；水产养殖部门规模较小，抑制了近

期提高产量的潜力；上岸、道路和市场基础设

施落后，限制了非洲大陆优质水产食品的跨境

流动；以及冷链不发达造成的收获后损失过高。

此外，正如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第211页）一

节所述，估计非洲的状况会不断恶化，未来十

年人均消费量预计将逐年减少。考虑到非洲地

区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且水产食品在很多非

洲国家的动物蛋白摄入中发挥重要作用，若上

述情况发生，则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将面临严

峻威胁。

 插文 7  关于水产食品营养贡献的报告的主要结论

当下粮食体系往往无法提供可负担的营养

食物，很多人仍然无力负担健康膳食的成本。

由于陆地食物供应了全球消费的大部分食物 1，

粮食体系讨论往往以陆地食物为主，但水产食

品在提供必要脂肪酸与铁、锌、钙、碘、维生素A、

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 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人们呼吁提高膳食的

环境可持续性 2，“适度”食用鱼类和其他水产

食品 1 这一可持续健康膳食也得到推崇。同时，

尽管认识到了健康膳食的重要性在于其环境、

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对“可持续健康膳食”

仍然缺乏强有力的明确论述。联合国营养小组

讨论文件“水产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贡献”3

旨在展示实证，为政策、投资和研究提供信息

和指导，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白，从而充分发挥

水产食品提供可持续健康膳食和支持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潜力。

该文件强调，多份研究仅狭隘地关注少数

几个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品种，并未考虑各类

水产食品更为丰富的营养和文化价值。丰富多

样的水产食品，包括在水中养殖以及从水中捕

获的动物、海藻和微生物以及新的食品技术创

造出的细胞培养食品和植物基食品，将在保障

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以及为全球人类提供生计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水产食品具备潜力，可以

为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向社会、经济和环

境可持续膳食过渡作出重大贡献。如果按照联

合国营养小组文件的建议进行供应和消费，适

度消费并不一定会增加生产活动的负面环境影

响。鉴于水产食品数量多、易获得、价格低且

可接受，有助于建设有韧性的粮食系统并为所

有人提供健康膳食。联合国营养小组文件建议

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通过营养战略和

干预措施推动多样化水产品消费，确保水产品

供应和生产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并推动知识、

数据和技术的民主化，创造有实际意义的知识

和可应用的创新。促进消费者行为变化，并推

动多样化和对处于较低营养层级水产食品的需

求，也有助于将水产食品送上餐桌。

1	粮农组织。2022 年。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食物平衡（2010 年以来）。引自：粮农组织。罗马。2022 年 4月14日。www.fao.org/faostat/en/#data/FBS

2	Willett,	W.,	Rockström,	J.,	Loken,	B.,	Springmann,	M.,	Lang,	T.,	Vermeulen,	S.,	Garnett,	T.等人。2019 年。“人类世的食物：EAT-柳叶刀委员会

关于来自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健康膳食的特别报告”。《柳叶刀》，393(10170):	447-492。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8)31788-4.
pdf?utm_campaign=tleat19&utm_source=HubPage

3	联合国营养小组。2021年。“水产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作用”。讨论文件。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Aquatic-

foods-Paper_EN_.pdf

| 86 |

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FBS
http://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8)31788-4.pdf?utm_campaign=tleat19&utm_source=
http://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18)31788-4.pdf?utm_campaign=tleat19&utm_source=
http://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http://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水产食品消费的营养和环境惠益

水产食品对于健康均衡膳食非常重要（插

文 7）。少量的水产食品就可以带来显著的营养

收效，因为水产食品可以提供植物膳食中稀缺的

必要营养成分。水产食品能够提供优质蛋白和必

要的氨基酸、维生素（尤其是 A、B和 D）、磷，以

及铁、钙、锌、碘、锰、钾和硒等矿物质，此外还

是有益于心脏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主要膳食来

源。不同种类水生动物制成的水产食品营养成分

也不尽相同。最为显著的差异是脂肪含量，沙丁鱼、

三文鱼和金枪鱼等品种脂肪含量高，而鳕鱼和鲶

鱼脂肪含量较低。鱼体内的两种欧米伽-3脂肪

酸为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人体无法合成欧米伽-3脂肪酸，必须从食物中

获取。欧米伽-3脂肪酸存在于所有鱼类体内，但

在高脂肪品种鱼类中含量尤其高。经常吃鱼有助

于降低血压，保护心脏，减少卒中、抑郁、阿尔茨

海默病和其他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对照试验和观

察研究表明，鱼体内的欧米伽-3脂肪酸对于婴

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最优发育非常重要；有证据

表明，妇女在孕期和哺乳期食用鱼类或摄入欧米

伽-3脂肪酸不足，会导致婴儿大脑发育迟缓。

很多非高收入国家，包括部分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通过生计型捕捞获得重要的食物来源。

基里巴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国为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但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却居于全

 图 41  2019 年水产食品消费量及对动物蛋白摄入的贡献 , 按经济水平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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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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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高水平。在这类国家中，从水产食品中获得

的蛋白质对于膳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蛋白摄

入总量较低的情况下。

此外，非高收入国家膳食中水产食品蛋白

占比通常也高于高收入国家（图41）。这表明，

水产食品往往是负担得起的动物蛋白来源，与

其他动物蛋白来源相比更加便宜，容易获得，

也是很多餐饮传统中备受青睐的食材。图41还

反映了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与水产食品对动物

蛋白摄入贡献率之间并不匹配的情况。2019年，

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远低于高收

入国家；但水产食品对动物蛋白摄入的贡献率

在低收入国家却高于高收入国家。

2019 年，全球范围内水产食品来源的蛋白

在动物蛋白中占比约为17%，在所有蛋白中占比

为 7%（图 42）。同年，水产食品来源蛋白占动物

蛋白的比例在低收入国家为17%，中低收入国

家为 23%，中高收入国家为17%，高收入国家为

13%。此外，33 亿人的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中至

少有 20% 的蛋白来自于水产食品（图43）。在柬

埔寨、塞拉利昂、孟加拉国、印尼、加纳、莫桑

比克和部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水产食品在动

物蛋白摄入总量中的占比达到或超过 50%。

水产食品的贸易和获取

如前所述，地理位置在解释各国水产食

品消费差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各国可以通

 图 42  2019 年动植物蛋白对全球日均蛋白质摄入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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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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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际贸易获得本国无法供应的更大数量、更

加丰富的水产食品，从而缓解地理区位和国内

产量带来的限制。全球范围内，水产食品进口

量占消费总量的比例从 1961年的 16% 提升到

2019 年的 32%。发达国家进口依存度高，这是

因为它们的供应链基础设施能够支持水产食

品的完好运输，并且消费者买得起进口产品，

尤其是非本地生产的高价值产品。例如，美国

水产食品进口量占消费总量的比例从 1961年

的 1/3 提高至 2019 年近 3/4。相反，在低收入

国家，水产食品的消费则主要依赖本国生产。

例如，2019 年乌干达水产品进口量仅占水产食

品消费总量的 1%。产品供应大多来自于国内生

产，主要是维多利亚湖捕捞或养殖的淡水沙丁

鱼、鲈鱼和罗非鱼。

从野生到饲养

水产食品消费增长主要是因为养殖产量显

著提高，而捕捞渔业产量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便一直徘徊不前。源于水产养殖的水产食品占

比由20 世纪 60 年代的 6% 提高至 2010 年代的

50%。2020 年初步估测结果表明，这个比例进一

步提高至56%（图 44）。另外还要说明的是，这些

数字并非是实际食用数量，而是可供消费的数量。

此外，如果仅考虑可食用量（即排除壳和其他不

 图 43  2017-2019 年水产食品对人均动物蛋白供应量的贡献

本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度

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政

府和英国政府就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尚存争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克/天
< 2
2−4
4−6
6−10
> 10
无数据
>20%水产食品对动物蛋白摄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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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食用部分，同时认识到“不可食用”在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含义不同），捕捞渔业很可能依然是水

产食品的主要来源。原因在于，水产养殖业主要

生产双壳类和甲壳类动物，相当一部分是不可食

用的部分。但是，这种差距正在缩小。在这方面，

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亚洲国家作为

主产国，养殖鱼类消费比例更高一些。此外，预

测结果表明，未来养殖水生动物在全球水产食品

消费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见“渔业和水产

养殖预测”，第211页）。水产养殖强劲发展带来

供应扩大，价格下滑，尤其是目前养殖品种已占

主导地位的品种。水产养殖为国内市场提供了大

量的低价值淡水鱼品，促进了若干个发展中国家

的粮食安全，尤其是亚洲国家。

不过，各个品种的水产养殖发展情况不一，

某些品种更易养殖。此外，水产养殖部门能够

更加快速高效地适应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因为

与捕捞生产者相比，养殖户对产品有更大的控

制。因此，全球水产食品消费的品种构成随着

时间推移也会发生显著改变。甲壳类产品价格

较高，过去消费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然而，

由于养殖对虾和明虾产量扩大，价格下降，甲

壳类产品的人均可供量增加了近 5 倍，从 1961

年的 0.4 公斤扩大到 2019 年的 2.2公斤。软体

类（不包括头足类）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人

均消费量由1961年的 0.6 公斤提高至 2019 年

的 2.5 公斤。淡水和洄游鱼类人均消费量增势

最为明显，由1961年的 1.5 公斤猛增至 2019

 图 44  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对人类消费水产食品的相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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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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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8.2公斤。此种增长是因为亚洲人青睐某

些淡水品种，三文鱼和鳟鱼需求强劲，尤其是

在欧洲和北美，此外若干国家的罗非鱼需求量

也很大。底栖和中上层鱼类群组并未显示出如

此明显的变化，在全球消费量中人均消费分别

在 2.7公斤和 3.0 公斤左右。

2019 年，20.5 公斤的人均消费中，近 75%

为有鳍鱼，其余为贝类。淡水和洄游品种在人

均水产食品消费量中占比 40%。海洋有鳍鱼占

比为 33%，其中 15% 为中上层鱼类，13% 为底

层鱼类，5%为其他海洋鱼类。人均消费量的其

余部分为贝类，其中 12%为软体类（不包括头

足类）、11%为甲壳类，2%为头足类。

健康方便食品的需求

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影响了消费者的决定，

尤其是在富裕国家。很多国家超重人数不断增

加，肥胖相关疾病日趋加剧，因而健康饮食已

经成为食品消费的主流趋势。近年来，对水产

食品等健康营养食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此

外，消费者和大型分销商也越来越关注水产食

品系统的可持续性，特别是环境和社会维度。

生产者和零售商启动了各类认证和标签制度，

旨在满足消费者对可持续水产食品的需求。

除健康可持续的水产品外，消费者还希望

享受便利，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社

会变革，包括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

就业，城镇化进程加速，家庭规模变小，让方

便食品大行其道。这些产品预先制备，包装完好，

只需要在家或由食品服务企业简单处理，可以

通过在线平台便捷地订购和配送。智能手机

和移动应用的广泛使用也让线上订购、送货到

家、一键采购等模式更加普及。新冠疫情暴发 

初期，各国采取的封控措施和物理隔离要求进

一步刺激了这种趋势的发展。那时，出口商面

临着市场和贸易受阻的局面，但本地小型鱼品

供应商却生意兴隆，凸显了本地食品系统的重

要性和韧性。

藻类

目前，海藻和其它藻类尚未计入粮农组织

食物平衡表的水产食品类别，这表明多数国家

都缺乏关于海藻及其利用的数据。部分国家食

用海藻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尤其是在东亚，但

在大多数国家，海藻的食物价值仍未得到充分

利用。海藻是一种健康、营养且热量很低的食

品。不同海藻品种的营养构成各异，但通常来

说，海藻脂肪含量低，含有多种基本营养物，如

欧米伽-3 和欧米伽-6 多不饱和脂肪酸、维生

素（A、C、E 和 B12）、碘、膳食纤维以及抗氧化

物。除营养价值外，食用海藻还能带来若干健

康收益，例如降低血压，预防卒中（Fitzgerald

等，2011）。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环境挑战

愈演愈烈，海藻作为食品或水产养殖使用的饵

料，也可以为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可持续机

遇（Cai等，2021）。海藻可在海水中养殖，不

会争夺耕地和淡水资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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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  2020 年全球水产食品和陆生动物肉类出口额

水产食品，49% 禽肉，11%

牛肉，19% 猪肉，18%

其他肉类，
3%

注：不包括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 46  1976-2020 年世界商品和水产品 1 出口额，定基指数（1976 年 =100）

全部商品—名义 全部商品—实际

水产品—名义 水产品—实际

指
数

基
数

1
0
0
=
1
9
7
6
年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202016

1	不包括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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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贸易

25, 26

近几十年来，水产品 25国际贸易蓬勃发展，

各大陆和各个区域均有显著增长。伴随全球化

进程的经济增长以及文化和技术进步，很大程

度上驱动了这一增长。开放的贸易政策、支撑全

球通讯的物流和技术创新都增强了经济的相

互依存，加速了文化的跨境传播，包括饮食习惯。

生产者能够将货物销到越来越远的市场，消费

者的水产品选择也极大丰富起来，而不是仅能

买到本地捕捞或养殖的品种。同时，由于收入

增长、中产阶级壮大和城镇化进程推进，尤其

是在中低收入国家，进口水产品需求激增。当

今，水产品贸易发挥重要作用，是出口创汇、提

25	 “藻类”、“水产品”、“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6	 水生动物和藻类以及其他水产品的贸易情况，是分别进行数据分析的。

供就业和增加价值的重要引擎；此外，作为全

球粮食安全的贡献力量，水产品贸易涉及运输、

加工、批发和零售等各类相互关联的行为主体。

这一点对于若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

在这些国家中，水产品出口额在商品贸易总额

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大比例。		

2020 年，225 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渔业和

水产养殖贸易活动。全球水产品出口（不包括

藻类 25）鲜重总量为 5980 万吨，总额为 1510

亿美元 27。同 2018 年 1650 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相比，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已经连续两年下

滑。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字仅涵盖了产品贸

易，并未包含渔业和水产养殖服务贸易，例如

咨询、质量控制、认证和标签、贸易促进和营

销、维护和维修。这些服务的贸易总额数据不

27	 2020 年贸易数据应视作初步数据，因为其中所涉信息截止到 2022 年 3

月。数值可能与粮农组织《202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年鉴》中贸易分以及

FishStatJ 工作空间将在 2022 年末发布的数据略有不同。最新数据可在粮

农组织网站查询：www.fao.org/fishery/en/statistics

 图 47  1976-2020 年全球水产品 1 进口额占比，按经济水平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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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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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因而此类服务贸易额通常是与其他活动的

相关服务贸易额一并记录。2020 年，水产品

贸易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不包括林业）11%，

商品贸易总额 1% 左右。很多国家的这一占比

远高于此，例如在佛得角、冰岛、基里巴斯和

马尔代夫，水产品贸易额在商品贸易总额中的

比重超过 40%。2020 年，水产食品贸易额与

所有陆地动物肉类贸易总额相当（图 45）。从

1976 年到 2020 年，水产品贸易额名义价值年

均增长 6.9%28，实际价值年均增长 3.9%。2020

年，水产品名义出口额比 1976 年高出近 20 倍 

（图 46）。这一趋势与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增

长趋势十分吻合；1976 至 2020 年，全球商品

贸易总额名义价值年均增长 6.8%，实际价值年

均增长 3.7%（世界贸易组织，2022）。同时，水

产品出口总量保持着年均 2.9% 的增速（鲜重

当量）。出口额增速快于出口量主要是因为贸

28	 年均增速以年际不变增速表示。

易中高价值品种、加工品或其他形式增值产品

占比不断提高。其他推动因素包括通胀和需求

扩大，进而刺激长期价格上涨。	

水产品贸易发展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呈现的一些主要发展势头在过去十年间或是

放缓，或是逆转。贸易额和贸易量增速双双放

缓，从绝对和人均数值来看均是如此。这反映

出全球贸易增长总体趋缓，全球市场进入更加

成熟的阶段，多数水产品贸易都发生在长期贸

易伙伴业已建立的路线之上，新市场机会非常 

有限。同时，很多非高收入国家的水产品生产

商以往主要给高收入国家供货，而现在则越来

越多地转向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		

传统上，水产品贸易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非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供货。很多发达经

济体城镇化中产阶级规模庞大，可支配收入水

 图 48  2020 年全球高收入国家与非高收入国家间水产品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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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包括藻类。“高自非高”序列展示了高收入国家从非高收入国家的进口占全球水产品进口的比例。其他序列展示了这些国家组内部和之间的类似流动。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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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9  2020 年世界十大水产品 1 进口国，按进口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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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图 50  1976-2020 年水产品进口单位价值，按进口国经济水平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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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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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国内市场供给不足。这意味着，高收入国

家在全球水产品进口中占有很大份额（图47）。

1976 年，高收入国家在全球水产品进口额中占

比高达 90%。与之相对，2020 年高收入国家这

一占比仅为 75%。非高收入国家市场份额扩大

表明，这些国家的需求增长快于高收入国家，

在城镇化中产阶级迅速壮大的东亚和东南亚

国家尤其如此。从 2020 年进口来源地看，高

收入国家 56% 的进口额来源于高收入国家（图

48），非高收入国家进口额的 39% 来自于高收

入国家。		

欧盟为最大单体市场，2020 年在全球水

产品进口总额中占比为 34%（若不包括欧盟

内部贸易，则占比为16%）。从个体国家来看，

2020 年最大进口国为美国，占全球水产品进口

总额的 15%（图 49），随后为中国（10%）、日本

（9%）、西班牙（5%）和法国（4%）。但需要指出

的是，从数量（鲜重）来看，中国的水产品进口

量远超美国，居于全球首位。中国不但会进口

本地不生产的品种，供国内市场消费；而且还

会将进口水产品作为原材料，加工后再次出口。	

非高收入国家在水产品进口市场上的重要

性不断提升，但高收入国家与非高收入国家的

平均进口单价仍然差异显著（图50）。这反映出

高收入国家对于高价值品种和高附加值产品的

青睐。2020 年，高收入国家平均进口单价为 3.2

 图 51  1976-2020 年全球水产品出口额占比，按经济水平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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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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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公斤（鲜重当量），而其他所有国家的平

均水平仅为1.4 美元 /公斤。		

尽管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水产品进口大

国，但自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发展

的主导趋势一直是新兴经济体作为出口国的重

要地位不断提升。1976 年，高收入国家在全球

水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比为 71%，而这一比例在

2020 年下滑到 50%（图 51）。从出口量来看，高

收入国家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同期由67% 滑落

到 46%。非高收入国家崛起的原因包括贸易自

由化，水产养殖业强劲发展，以及大力投资建

设开发出口市场所需的贸易关系、知识和基础

设施。除作为全球水产品供应国外，非高收入

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供应链的中间环节，进

口原材料，经过加工或增值处理后再度出口。

新兴经济体作为国际水产品市场供应来源的重

要地位不断提升，但部分高收入国家仍保持着

重要出口国的地位（图 52）。2020 年，五大水

产品出口国中有两个为高收入国家（挪威和智

利），其余为非高收入国家（中国、越南和印度）。		

中国已经跃居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

国、出口国和加工国，出口产品既包括数量巨

大的国内生产的头足类、对虾、罗非鱼和双壳

软体类，也包括阿拉斯加狭鳕和鳕鱼等加工白

鱼。如前所述，中国出口水产品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利用进口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2020 年，

中国的水产品出口额达到180 亿美元，占全球

出口总额的 12%。尽管这个比例同 2015 年峰值

 图 52  2020 年世界十大水产品出口国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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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和珊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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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世界回顾 图 53  2020 年各区域水产品贸易流向（占总进口额比例）

这些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定地位或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虚线大致体现了印

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待定。苏丹与南苏丹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划定。阿卜耶伊地区的最终地位待定。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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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图 53  （续）

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和珊瑚。由于部分贸易伙伴未指明，比例加总可能达不到100%。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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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比略有下滑，但仍远高于历史水平。1976

年，中国水产品出口额仅占全球总额的 1.6%。

2020 年，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日本、美

国和韩国，分别占中国水产品出口额的 18%、

11% 和 9%。		

自 2004 年起，挪威成为了第二大水产品

出口国。2020 年，挪威水产品出口额为110 亿

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7.4%。挪威是全球最大的

养殖大西洋鲑出口国；此外，挪威的小型中上

层鱼类和鳕鱼等底层鱼捕捞产量也颇为可观。

截至目前，欧盟是挪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占

挪威出口额的 60%。越南自2014 年起成为了第

三大水产品出口国。截至目前，越南是全球最

大的养殖巨鲶鱼生产国和出口国，此外养虾业

和水产加工业也较为发达。2020 年，越南水产

品出口额为 85 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5.6%。

智利是全球第四大水产品出口国。借助自身的

地理优势，智利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成为了

全球第二大鲑鱼生产国，贻贝产量稍逊于鲑鱼。

2020 年，智利水产品出口额为 59 亿美元，占

全球总额的3.9%。受对虾产量强劲增长拉动，

印度于 2017年成为全球第四大出口国；但印度

的水产品出口额自2018 年起便持续下挫，在

2020 年被智利反超。2020 年，印度水产品出口

额由 2017年的 72 亿美元下滑至 58 亿美元。

其他主要出口国包括欧盟、泰国、厄瓜多尔、加

拿大和印尼。从全球来看，欧盟为最大出口国，

但绝大多数出口额（78%）都是由欧盟内部贸易

贡献。此外，欧盟的水产品贸易中有很大一部

分为再出口产品，包括在欧盟境内加工的产品，

也包括其他来源经欧盟转口的产品。泰国的水

产加工业较为发达，特别是原材料由远洋渔船

捕捞、在泰国港口直接上岸，然后制成的金枪

鱼罐头。泰国的对虾养殖业也颇具规模，但过

去10 年间受到疫情暴发重创。过去10 年间，

受金枪鱼和养殖对虾产量激增拉动，厄瓜多

尔水产品出口显著增长。加拿大和美国的合计

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6.4%，但很多贸易都

发生在两国之间，两国互为对方的最大贸易伙

伴。印尼也是全球市场养殖对虾的最大供应国

之一，在金枪鱼和罗非鱼出口方面也占据重要 

地位。		

非洲水产品出口额增势迅猛，但 2020 年

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仍未超过 5%。摩洛哥

和毛里塔尼亚出口产品主要为头足类和小型中

上层鱼类，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和日本，也包括

非洲国家。若干西非国家也向欧洲出口金枪鱼，

主要为金枪鱼罐头。作为水产品进口国，非洲

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所占份额较小，2020 年年进

口额仅占全球总额的 3.3%。非洲进口主要为单

位价值低的小型中上层鱼类。但需要指出的是，

非洲从贸易额上看为净出口国，从贸易量上看

则为净进口国。考虑到很多粮食不安全国家都

在非洲（粮农组织等，2021），贸易在保障粮食

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要予以考虑。贸易可通

过多种途径影响粮食安全，可能最为直接的就

是营养物转移。非洲国家大量进口单位价值低

的中上层小鱼，这些鱼类营养丰富，尤其是微营

养物含量较高。非洲国家出口金枪鱼、对虾和

头足类等单位价值较高的品种，进口营养丰富

的低价值品种；从营养视角来看，这种交易是

利大于弊的。同时，出口创收利于增加就业，创

造收入，对粮食安全也可能产生积极影响。收

入水平提高意味着支付能力更高，可以更多地

获取水产食品和营养，因此也有利于减少粮食

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粮农组织等，2021）。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以及多边、区域和双

边贸易协定的缔结极大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此类协定确定了两个或多个贸易伙伴之间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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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贸易条件，减少或清除了包括关税和技术性

贸易壁垒在内的贸易壁垒，在促进国际贸易方

面的重要作用与日俱增。在区域贸易协定的支

撑下，区域间贸易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持续

增长（图 53）。但需要指出的是，此种贸易往往

并未充分体现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尤其是非洲

以及亚洲和大洋洲部分国家。近几十年来，欧

盟关税同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国家联

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等区

域贸易协定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量，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也在这种总体

趋势中受益。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并不局限于贸

易条件，还可能包括渔业管理和可追溯性条款，

有利于加强共享资源的制度监督，推动可持续

渔业管理。		

一直以来，各国政府都运用关税政策通过

贸易创收，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国际竞争，在出现

贸易争端时将其用作针对他国的惩罚性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将水产品归入工业品类别，也就

是说要服从非农市场准入谈判。根据世界贸易

组织的最惠国原则，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实

施关税税率在0-30%之间，平均为14%（粮农组织，

2017b）。约束性关税，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

特定类别的最高关税，在 0 到 60% 之间，平均

为 35%。这些数字表明，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的进口实施关税总体而言处在较低水平，虽然

部分国家重新加征关税，让人担心加工品和增

值产品会出现关税升级。主要的高收入进口国，

如欧盟、美国和日本，对来自符合普惠制条件国

家的大部分进口产品适用削减关税或零关税，

这也推动了新兴国家水产品出口的快速发展。 

 图 54  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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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欧洲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市场观察组织、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渔业产品销售信息及咨询

服务中心、中国鱼品销售信息及贸易咨询服务中心和挪威统计局。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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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很多新兴国家仍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适用较高关税，反映出其国内推行的财政政策

或保护性措施。对很多国家和产品来说，关税

升级 29 仍是一个严峻挑战，特别是对于进入部

分高收入市场和拓展区域贸易来说。	

技术性贸易壁垒为非关税壁垒，包括给贸

易伙伴带来额外负担的任何法规、要求或标准；

这些壁垒可以包括强制性要求或法规，以及自

愿性标准。产品标准、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进

口许可程序和原产地规则，以及标签要求都是

水产品可能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易腐性水

产品贸易也可能受到海关和清关程序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承认，这些 

要求、标准和程序对于保护公众健康、确保产

品质量以及保护环境不可或缺，但要确保非歧

视性质。但实际操作中，若出口国缺乏应对这

些壁垒所需的能力、基础设施、技术和知识，

就会被《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拦在进口市场之

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来

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估测，加施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上的技

术性措施平均而言是制成品的 2.5 倍。

可追溯性和渔获登记制度是食品安全法规

合规以及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工作

的核心内容。而让买方和消费者了解水产品来

源于管理得当的渔业部门的生态标签和认证制

度可能会给出口商增加额外的负担。因此，要

确保加施于水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支持市

场准入与保护消费者和资源之间达成适当的

平衡。围绕技术性贸易壁垒设计与评估开展国

29	 关税升级是指对半加工品征收比原材料更高的进口关税。通常，制成品

适用的关税更高。这种做法意在保护本国加工业，打击原材料来源国发展加

工业的积极性（基于世贸组织术语）。

际合作，并通过简化程序、统一标准推动合规，

是实现这种平衡的重要前提条件。粮农组织 

《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

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也致力于保护消费者和 

资源，允许各国在进口港实施贸易限制措施，以

期避免源自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产品

上岸。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于2017

年 2月生效，目的是支持应对海关程序相关的

一些挑战，加快商品的跨境流动、放行和清关。	

水产品贸易的长期增长受到经济和人口基

本面，以及贸易政策转变的影响；但从短期来看，

贸易格局则由其他一些因素决定。首先，与总体

贸易一样，水产品贸易对经济状况非常敏感。

水产食品消费水平同收入呈正相关，也就是说

经济衰退通常会带来水产品贸易收缩。其他重

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变化、货币趋势、

物流成本和延误，以及疾病暴发或气候事件等

供给侧冲击。		

例如，近年来，水产品贸易受到两种主要

政治动态的影响。首先，2018 年以来，世界上最

大的两个贸易伙伴	—	中国和美国实施了新的

关税安排，严重影响了龙虾和罗非鱼等交易量

较大的多个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新的关税政

策给现有供应商带来很大挑战，但新环境也为

替代供应商创造了机遇。例如，作为美国高端市

场的长期主要供应商，中国的罗非鱼产业成本

显著提高，而此种局面却给拉丁美洲新兴的罗

非鱼出口产业带来了竞争优势。	

影响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动态的另一

个变化因素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增加了新的海

关检查程序、新的食品安全检查和文件提交规定

以及新的产品标签程序。这些额外的行政负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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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就让英国的水产品贸易商面临若干物流

瓶颈，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显著。尽管在简化

流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未来的贸易框架仍

有很多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给水产品国际贸易带来了多重挑

战。这些影响及其原因和后果在“前所未有的

新冠疫情危机”（第195页）部分予以阐述。此

外，据估测 2020 年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因疫情

影响将下挫到1510 亿美元，降幅为 7.0%。实际

上，自2018 年达到峰值水平以来，水产品出口

总额在 2019 年就已经下滑了2.1%。2020 年，贸

易量据估测将减少10.1%，所有区域均呈缩减趋

势。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复产，国际市场开放，

2021年贸易强势反弹。2021年，全球水产品总

额比 2020 年增长 12%。同时，受到水产养殖供

应规划保守以及物流挑战持续存在影响，贸易

量的增长则较为有限。2021年价格上涨。粮农

组织鱼品价格指数 30 显示，2021年国际鱼品平

均价格比 2020 年上涨 7.2%，而 2020 年比 2019

年低7.2%（图 54）。2022 年头两个月的估测结

果表明，价格比 2021年同比增长 19%。	

主要贸易商品

参与贸易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从品种、

来源、产品形式、包装和保存方法等方面来看各

不相同，给收集一致、准确的贸易统计数据带来

挑战，而统计数据对于把握复杂的市场状况又

不可或缺。贸易统计数据由参与贸易的各个国

家和地区海关与统计机构整理，采用商品统一

分类和编码办法的编码和分类框架。该框架由

世界海关组织维护。框架在最高汇总层面上为

30	 粮农组织鱼品价格指数基于主要品种组的若干价格数据计算得出。计算

基期，即2014-2016 年，平均价格指数为100。

每个产品类别都设定了六位编码，所有报告机

构应统一采用这套编码。各个国家和地区可在

此基础上，对细分分类使用更长的编码。除收

集数据供贸易分析师、研究机构、产业界、政府、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参考使用，就长期贸

易和市场趋势及结构提供宝贵的洞见外，商品

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也是关税立法的基础。为

提高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统计数据的功效，

粮农组织分别于2012 年和 2017年与世界海关

组织共同修订了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的编

码和分类，目的是更好地反映国际水产品贸易的

内在特点。然而，进一步细分对于区分贸易统计

数据中的野生和养殖水生动物仍是十分必要的。

除生产过程外，水产养殖与捕捞渔业有很多根

本性的不同，包括商业和产业结构、投入品、风

险因素、环境影响以及基础设施要求。每种差

异都会影响全球贸易的动态和发展。		

水产品贸易量（鲜重当量）中近 90%为保

鲜产品，其中绝大多数为冷冻产品；然而，随着

鲜活水产品需求扩大，包装和物流技术不断进

步，鲜活产品在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也在逐年提高。

1976年，鲜活产品在水产品贸易总量（鲜重当量）

中占比为 5.8%，而 2020 年为11.1%。空运促进了

高端鲜活水产品出口市场的发展，例如养殖鲑

鱼，或捕捞底栖有鳍鱼。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

采取封控措施，食品服务业停业，消费者的购买

行为也发生转变，这一趋势暂时逆转。但疫情暴

发早期阶段出现的金枪鱼罐头等产品需求激增

势头现在已经开始减弱，预计将回归长期趋势。		

图 55显示了2020 年各重点品种组水产品

的国际贸易总额。2020 年，有鳍鱼出口额占全球

水产品（不包括藻类）出口总额的 66.5%，随后

为甲壳类（22.8%），以及软体类和其他水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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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动物（10.7%）。自2013 年以来，鲑科鱼类一

直是最重要的贸易商品，2020 年贸易额约占全

球总额的18%。同年另一个出口大组为对虾和明

虾，约占全球总额的16%，随后为金枪鱼、狐鲣、

旗鱼（9.7%），鳕鱼、无须鳕和黑线鳕（9.6%），鱿

鱼、墨鱼和章鱼（6.8%）。下文简要分析了部分重

点品种组的近期发展走势。

 图 55  2020 年世界水产品出口额中主要品种组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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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龟类、藻类、海绵和珊瑚。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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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鱼和鳟鱼 

鲑鱼，特别是养殖大西洋鲑，近几十年来

一直是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贸易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量。鲑鱼用途广泛，价值较高，适于大

规模养殖，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优势明显。在几

乎所有区域，鲑鱼需求的增速都快于其他鱼品

类别；大西洋鲑养殖已经成为利润最丰厚、技

术最发达的产业。鲑鱼产业引领着大规模国际

营销活动的筹资、协调和执行，顺利完成了物

流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空运将新鲜渔品运

送到外国市场。2020 年，鲑鱼出口额为 2760

亿美元，主要出口国为挪威和智利。2020 年，

鲑鱼和鳟鱼出口额占到所有水产品出口总额的

18.4%，而1976 年这一比例仅为 5.1%。挪威的

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盟，而智利主要是向美国和

巴西出口大西洋鲑，向日本出口养殖银大麻哈

鱼。俄罗斯联邦和美国船队在北太平洋捕捞的

若干野生太平洋品种也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

易。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冲击以及各种物

流困难，鲑鱼价格起初有所下滑，但贸易一直

保持着较强的韧性，表明内在需求强劲，且该

部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很强。	

对虾 

对虾和明虾一直以来都是贸易量最大的水

产品之一。目前，对虾生产主要是拉丁美洲以及

东亚和东南亚的集约式养殖作业，面向北美、

欧洲和日本等高收入市场供货。美国和日本市

场的主要品种是印度、印尼、泰国和越南等主产

国生产的暖水品种。欧盟从亚洲和拉丁美洲进

口暖水虾，而冷水品种则主要来自格陵兰岛的

捕捞渔业。目前，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全

球对虾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扩大，而成熟的传统

市场上人均消费增长潜力较为有限。近年来，

对虾和明虾出口量增势迅猛，但在全球水产品

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却保持相对稳定。1976 年，

对虾和明虾出口额为12亿美元，占全球水产品

出口总额的15.4%；2020 年，对虾和明虾出口额

为 247亿美元，占比为16.4%。		

底层鱼和其他白肉鱼 

白肉鱼品种众多，包括野生和养殖，如鳕鱼、

鲻鱼、石斑鱼、阿拉斯加狭鳕、罗非鱼、尼罗河

鲈以及巴沙鱼（Pangasius）。这些品种口味和

肉质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挪威、

欧盟、冰岛、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船队是全球

野生捕捞底层鱼的主要力量。截至目前，欧盟

是野生底层鱼的最大进口市场；而中国作为原

材料加工国和转口国在全球市场上发挥重要

作用。底层鱼和其他白肉鱼约占水产品出口总

额的 17%，但很大数量的底层鱼和其他白肉鱼

在贸易统计中却并未明确归入此类，而是被计

入了杂项水产类别。中国南方省份罗非鱼养殖

业发达，现已成为最大的罗非鱼出口国。同时，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其他供应国不断增加面向

美国的出口，压缩了中国的出口份额。中国虽然

仍为罗非鱼的最大来源国，但美国对中国罗非

鱼加施进口关税，加之新冠疫情导致物流受阻，

以及重点生产地区调整土地用途，中国的主要

地位预计还将继续削弱。越南是巴沙鱼生产和

出口大国。传统上，最重要的巴沙鱼出口市场

为美国；但近年来，中国已经跃居成为越南的

最大出口市场。	

金枪鱼 

2020 年，全球金枪鱼、狐鲣、旗鱼出口额

为146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

9.7%。这一比例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保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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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而金枪鱼在市场上受青睐的程度也是

长盛不衰。金枪鱼贸易由两大类商品组成；第一

类是加工金枪鱼和金枪鱼罐头，第二类是高品

质新鲜金枪鱼，主要面向寿司和鱼生市场。蓝

鳍金枪鱼和大目金枪鱼通常用于制作寿司和鱼

生，而鲣鱼、长鳍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则主要

用作加工品原料。泰国的金枪鱼加工产业发达，

原材料在泰国港口直接上岸。泰国在国际金枪

鱼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是泰国加工金枪

鱼的主要出口市场。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也有一些其他国家发展金枪鱼加工业，但规

模逊于泰国；厄瓜多尔向欧盟市场出口大量加

工金枪鱼，并为欧洲加工商供应原料。主要市

场的关税制度及免税进口配额安排是加工品市

场金枪鱼贸易的重要限制因素，一直以来都是

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寿司和鱼生市场由日本

主导，货源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省和韩国船队

捕捞的整只金枪鱼和金枪鱼腹，以及泰国的再

出口。	

头足类 

头足类为软体类的一个类别，包括章鱼、

鱿鱼和墨鱼。头足类产品几乎全部为野生捕捞，

主要来源国包括中国、印度、摩洛哥和秘鲁。头

足类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市场为中国、欧盟（尤

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日本以及韩国。章鱼是

餐厅的热门食材。近年来，随着夏威夷鱼沙拉

和西班牙餐前小食需求旺盛，章鱼的热度也跟

着水涨船高。鱿鱼和墨鱼也可以作为菜肴的配

料，在零售市场较为常见，多以腌制和加工形

式出现。2020年，头足类出口额为102亿美元，

相当于水产品出口总额的 6.8%。头足类在全球

贸易中的份额逐年提高，但由于管理不善，供货

面临风险，故近年来价格陡升。

双壳类 

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双壳软体类品种为扇

贝、蚌类、牡蛎和贻贝。目前，绝大多数食用双

壳软体类为养殖品种，主产国包括若干欧洲国

家、北美、中国和智利。欧盟、美国、中国和韩国

占据了进口市场的大多份额。多年来，双壳类需

求较为稳定，消费者将其视作健康可持续的食

品选择。2020 年，全球双壳软体类出口额为 43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 2.8%。		

小型中上层鱼类以及鱼粉和鱼油  

鲭鱼、鲱鱼、沙丁鱼和鳀鱼等小型中上层鱼

类在全球捕捞渔业产量中占有较大比例。欧盟、

中国、摩洛哥、挪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俄罗斯联邦和日本都报告了较大的捕捞

量和出口量。尽管单位价值低，但这些品种出口

额在 2020 年仍占据了全球出口总额的 6.7%。小

型中上层鱼群可能会经过多个专属经济区，特

定区域的生产效率高度依赖气候条件，因而供

应和价格起伏很大。最重要的市场分布在不同

地区，包括中国、埃及、欧盟、日本、尼日利亚和

美国。小型中上层鱼类也用于生产面向出口的

鱼粉和鱼油。鳀鱼，尤其是秘鲁鳀鱼，通常用作

这些产品的原料。鱼粉的多数需求都来自于中

国等水产养殖大国。

其他产品 

2020 年水产品出口额为1510 亿美元，其

中不包括海藻和藻类（58%）、非食用鱼副产品

（33%）以及海绵和珊瑚（9%）创造的 19 亿美

元出口额。藻类贸易由1976 年的 6500万美元

增长至 2020 年的 11亿美元，主要出口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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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尼和韩国，主要进口国包括中国、日本

和美国。得益于鱼粉和鱼副产品衍生的其他产

品产量不断增长（见“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

利用和加工”，第 75页），非食用鱼副产品贸

易也急剧增长，由1976 年的 800万美元增至

2020 年的 7.15 亿美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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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蓝色转型：1水产食品
系统转型愿景

自2014 年起，中度至重度粮食不安全发

生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因新冠疫情进一步 

加重。当前，超过 8 亿人面临饥饿，24 亿人很

难获得充足食物。随着我们进入实现“全球 

目标”的“行动十年”，2 要想在不耗竭自然资

源的前提下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面临的

挑战变得愈发严峻。在此背景下，水产食品 1系

统备受关注，因为它具有潜力可以满足人类对

营养食物的大部分需求。	

水产食品能提供易获取、经济上可负担的

动物蛋白和微量元素，在确保民众，尤其是沿

海弱势群体的粮食和营养安全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作为人类身体发育和认知发展必不可

少的高营养食物的来源，其核心作用一直在不

断增强（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尽管目前仅

有不到半数的公共卫生营养政策将水产食品消

费列为关键目标（Koehn 等，2021）。此外，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已经在支撑着第一产业 5850

万个工作机会，包括非全日制和季节性工作，

以及 6 亿人的生计，而且对出口国和地区而

1	 “水产食品”、“水产品”、“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 年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2	 2019	年，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用十年时间大力采取行动，以便到	2030	年

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实现全球目标的“行动十年”。

言，水产品 1贸易也是重要商品和收入的重要 

来源。

遗憾的是，水产食品的生产和流通仍存在

问题。在制定战略打造健康、可持续、公平的粮

食系统时，一般而言，并未充分考虑到过度捕

捞、生境退化、资源及市场准入获取不平等等问

题带来的严重长期影响。2021年，粮农组织渔

业委员会（渔委）一致通过了《可持续渔业和水

产养殖宣言》（粮农组织，2021b）。《宣言》强调

了自1995年《可持续渔业行为守则》通过以来，

该部门在抗击贫困和饥饿的斗争中所做出的 

贡献。

有关通过合理的管理措施或扩大可持续

水产养殖活动使健康的渔业资源得到恢复的

成功经验仍在不断涌现。我们对气候变化以及

其他自然和人为冲击所产生的影响的了解也

在不断增加，这也可能有助于确保水产食品系

统能够提供服务并扩大此类服务。为此，渔委

2021年通过的《宣言》确定了进一步实现渔业

和水产养殖转型的重点领域，从而为该部门提

出了一个 21世纪愿景，让全球各地的成功经验

能够得到分享和推广，使水产食品系统从一个

已知问题变为一个公认的解决方案，推动粮食

和营养安全以及环境和社会福祉。

蓝色转型是一个愿景和一个进程，让粮农

组织、其成员国和伙伴方能够利用现有的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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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的知识、工具和做法，保障水产（包括海洋

和内陆）食品系统为人人享有粮食安全、营养以

及可负担的健康膳食做出最大贡献。	

我们为何需要蓝色转型？ 

近几十年，政策制定、公共和私有部门的

创新以及消费的不断增加已经在推动水产食品

系统发生巨变。在《可持续渔业行为守则》通过

后的 25 年里，捕捞渔业产量一直保持稳定，而

水产养殖产量则增长了250%，满足了对水产品

不断增长的需求量和消费量，达到年人均 20.5

公斤（其增速是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两倍）。水产

食品进入全球和区域供应链，意味着当前的捕

捞和水产养殖贸易额比 1995 年高 200%，低收

入国家的水产品净贸易额（出口额减去进口额）

高于所有其他食品的净贸易额总和。	

蓝色转型是有针对性的行动，旨在推广创

新做法，加大水产食品系统对粮食安全和营养

以及可负担健康膳食的贡献。要想实现各项蓝

色转型目标，就必须采取全盘性、适应性方法，

考虑到全球和地方粮食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

复杂互动关系，并为多利益相关方干预行动提

供支持，以便保障和巩固生计，促进惠益的公

平分配，为充分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打好基础。		

通过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能：	

 �支持以环境、社会、经济各方面可持续的方式，

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水产食品；	

 �确保人人都能获取安全、营养的水产食品，尤

其是弱势群体，同时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确保水产食品系统能有助于提升依赖水产食

品系统的社区人们的权利和收入，实现公平

生计；	

 �加强水产食品系统的韧性，而韧性则很大程

度上受到人类和环境动态变化的影响，包括

气候变化的影响。		

蓝色转型目标 

蓝色转型有三大核心目标：	

1.	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扩大和集约化	—	支持

全球粮食安全目标和满足全球对富含营养的

水产食品的需求，同时实现惠益公平分配。

2.	有效管理所有类型渔业	—	保障种群健康，

保障生计。

3.	升级价值链	—	保障水产食品系统的社会、

经济、环境活力，保障营养成效。

今后十年，水产养殖业必须可持续扩大生

产，以满足全球对水产食品的需求，特别是在

粮食缺乏地区同时创造新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或稳定现有收入和就业机会。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通过改善规划、法律和体制框架及政策

来提升水产养殖治理水平。粮农组织及其伙伴

方必须迫切关注创新技术和最佳做法的开发和

转让，以便开展高效、有韧性、可持续的活动。

几乎所有区域都需要实现水产养殖业的持续转

型，但最需要的是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区域；我们

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全球增产 35-40%，具

体增幅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区域背景。

有效管理所有类型渔业是蓝色转型必不

可少的一个目标。只要有了有效管理，渔业资

源就能得到恢复，并不断提升可持续性。为实

现这一目标，粮农组织及其伙伴方必须采用和

共享有效的渔业管理体系，使生态系统恢复到

健康、高产的状态，同时在不超越生态系统极

限的前提下管理已开发资源。实现这一目标的

行动包括加强全球定期收集、分析、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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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为决策提供支持，并考虑权衡取舍，尤

其在数据有限、能力薄弱的区域。这一目标还

有助于巩固社会成效，开展能促进公平生计的

行动和举措，同时加强共同管理制度，保障小

规模生产者对资源和服务的获取。		

通过升级价值链，公共和私有部门各行动

方，包括消费者，就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加

强透明度，加大进入可获利市场的机会，并采

用新的数字工具。水产食品价值链各行动方正

在不断采用这些做法，而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

则大幅扩大了这些做法的应用。升级后的价值

链还创造了更多价值，利用该部门的产能挖掘

出更多财富，生产出更多食物。以包容性方式推

动健康膳食也很重要，需要通过相关计划和举

措来提高消费者认识，增加健康、安全、营养的

水产食品的可供量，包括在粮食和营养安全水

平较低的地区。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第 2 部分“努力实现蓝色转型”讨论过去

25年里一直在推动部门转型的新知识、新工具、

新做法以及现有知识、工具和做法，目的是展

示那些已经实现蓝色转型所期望成果的范例。

具体介绍蓝色转型如何支持粮农组织各成员国

和整个国际社会努力推动水产食品系统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最大贡献。粮农组织预测，如

果水产食品系统得到适当支持，到2050 年就能

以可持续方式使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增加 25%。

粮农组织决心与各成员国、伙伴方及利益相关

方一道，实施蓝色转型，为预计将于 2050 年达

到100 亿的世界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本

部分将为如何使这些互动关系得以成功发挥作

用开启一扇小小的窗口。n

可持续水产养殖 
生产的集约化和扩大

目标和具体指标

不可否认，水产养殖已确立了自身在全球

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关键作用，缩小了水产

食品 3 的供需缺口。通过提高生产率、现代化和

集约化程度以及增加在经济和地理方面获得

养殖水产品 3 的机会，该部门对生计和就业的

积极影响预计将增强。到 2030 年，水产食品产

量预计将进一步增长 15%（经合组织和粮农组

织，2021），普遍认为这一增长将主要来自水产

养殖。这种增长决不能以水生生态系统健康、

污染增加、动物福利、生物多样性或社会平等

为代价。这需要新的、可持续的、公平的水产养

殖发展战略。

因此，水产养殖的发展必须成为重中之重，

尤其是在该部门的增长潜力基本上仍未得到开

发的区域。蓝色转型 3 由粮农组织在发布 2021

年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粮农 

组织，2021b）之后发起，是粮农组织在其

《2022-2031年战略框架》下的一个重点计划

领域。同样，《上海宣言》强调了水产养殖的关

键作用，反映了全球水产养殖大会（全球水产

养殖大会，2021）的成果，此次大会由粮农组织、

亚太区域水产养殖中心网和中国农业农村部举

办。这些及时的宣言认识到有必要加大力度，

充分利用机遇，同时解决水产养殖面临的突出

发展挑战，以可持续的方式充分发挥其潜力。

蓝色转型的目的是：1）促进可持续水产养

殖系统的开发和应用；2）确保水产养殖被纳入

3	 “水产食品”、“水产品”、“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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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区域及全球发展战略和粮食政策；3）确

保水产养殖生产满足对水产食品日益增长的需

求，并改善包容性生计；4）提高所有层面的能力，

开发和采用创新技术和管理措施，使水产养殖

业更具效率和韧性。

本节批判性地分析了需要应对的一些根

本挑战，以便实现蓝色转型在水产养殖生产系

统、治理框架、创新和能力建设需求方面的承诺 

（插文8）。

更好的生产系统

扩大可持续水产养殖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创

新、政策支持和整个价值链的激励措施。这包

括水资源使用权、优化承载力、确定和分配水

产养殖区、简化与良好环保措施和监测有关的

许可程序、提供训练有素的熟练劳动力、生产

优质种苗和饲料、实行化学品和抗生素使用监

管以及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规范。以下是粮农

组织目前为确保蓝色转型和更好水产养殖生产

系统而开展的特定政策和技术工作实例。

《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根据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水产养殖分委

员会（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九届会议的要

求，自2017年起，粮农组织通过全球和区域磋

商进程，致力于确定支持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成

功举措，并将其汇编为《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在此过程中，政策和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以及

不同区域、国家和背景下的经验教训被考虑在

内。对现有的国家和国际准则进行了审查，以确

定差距并确保信息是最新的，同时认识到个别

国家的具体制约因素、需求和期望。《准则》旨

在帮助各国改进《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特别

是第 9 款（水产养殖发展）的实施，同时使该

部门能够有效参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实施并共同建设可持续水产养殖的未来。

此外，为满足渔委成员的要求，为支持可持

续水产养殖发展提供实际指导，在为编写《准则》

而产生的大量信息和专家报告的基础上，渔委

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秘书处编写了文件《促进水

产养殖转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

献：指导决策者和从业者的关键相互关联行动》。

这是一份实用指南，供政策制定者和水产养殖

从业者使用，涵盖了整个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养

殖前、养成和收获后活动。希望制作一份动态

文件，供各国根据其具体需求和优先重点而进

行调整。应定期对其进行更新，以反映科学发展、

技术创新和经验教训。《准则》和实用指南预计

将提交渔委水产养殖分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

供粮农组织成员审查和进一步指导。

育种计划中的遗传改良

养殖品种的遗传改良是提高水产养殖生产

效率和减少其环境足迹的有力手段（Houston等，

2020），例如通过减少每单位产量的饲料、土地

和水资源需求。在多个分类群中，水产养殖品种

往往有两个关键特征：高水平的种内遗传多样

性和高繁殖力。这些特征使得高选择强度得以

应用，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性状产生主要遗

传增益（粮农组织，2019a）。然而，水产养殖作

为一个相对年轻的食品行业，远远落后于其他

粮食生产部门（畜牧业和种植业），在这些部门中，

遗传学研究被定期纳入育种计划和种苗供应系

统，推动了数千个改良动植物品种的开发和生产。

多种因素阻碍了遗传工具在水产养殖种苗供应

系统中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对传统和新一代（分

子）技术的特性、风险和效益的理解不足；由于

缺乏基础设施、投资和/或人力资源，总体应用

能力有限；缺乏有科学依据的、管理良好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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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8  亚洲水产养殖的转型

亚洲水产养殖业转型的重点领域

主题 例子 

治理和政策改革	
区划和监管可减少冲突、提高效率和环境绩效。	
国家政策改革可促进鱼类消费，从而改善膳食和健康。	

水产养殖的社会经济层面			
社会保护和保险计划使养殖者的抵御能力增强。	
创新性融资使养殖场能够采用环境上和经济上可持续的创新。	

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治	 放养来自无特定病原体亲本的仔虾可减少疫病影响。	

环境控制和监管	
异养型养殖系统、低水量和零水量交换系统以及更多使用封闭式养殖场再循环系统
可改善碳足迹和环境足迹，并减少营养素、固体和塑料对沿海和淡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饲料成分和投喂技术	

创新的饲料添加剂可提高消化率和营养素的生物利用率。	
以新的成分替代可减少对鱼粉的依赖（这种饲料目前已商业化）。	
益生菌可增强动物对病原体侵袭的抵御能力。		
监测和改进养殖水产品的营养成分可产生更好的营养结果。

遗传改良和多样化		
亚洲水产养殖系统和养殖实践是高度多样化的，涵盖超过 425 种养殖水生物种。养
殖品种，如世界渔业中心的吉富罗非鱼品系，得到持续改良，获得了更快的生长世
代以及抗罗非鱼湖病毒的特性。	

数字技术和智能系统		
利用自动水质传感器、水声学、人工智能和生物安全传感器的数字平台可提高食物
转化率，改善水生种群的健康，减少水产养殖生产系统的压力。	

价值链效率		

更改用途、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以及废弃物的价值化都有助于按照循环经济原则提
高绩效。		
从简单的鱼畜或稻鱼综合系统到复杂的商业废物流程（例如鱼类加工和作物碾磨）
都可提供饲料。	
改进收获、储存和运输期间的做法可减少变质、粮食损失和浪费。	

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机会	
开发耐受温度和盐度变化的物种，以便利用盐水和盐碱地。	
系统管理的优化可减轻可用水量减少的影响。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2021 年，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区域的水

产养殖产量共占全球总量的 88%，其中不包括

水生植物，小型企业的贡献率超过 80%，需要

在全球粮食系统政策制定和转型中引起及时 

关注。

近几十年来，亚洲水产养殖在研究、技术、

生物安全、空间规划、数字化、教育和培训等方

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促成亚洲水产养殖增长的

原因在于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强大的

商业联系以及利益相关者与合作伙伴的建设性合

作。然而，从该区域未受管制的发展、不可持续

的集约化和薄弱的监管政策等例子中也可以吸取

教训，未来仍然面临挑战。亚洲水产养殖必须迎

接挑战，在自然资源受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背

景下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还必须适应气候变化

的压力，提高系统抵御能力。人口变化意味着水

产养殖需要通过吸引新一代具备技能的高技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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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计划；缺乏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参与。制定国

家和区域苗种供应战略和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应

对这些挑战。以选育为重点，加快水产养殖品

种遗传改良的开发和利用，是粮农组织制定的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的四个重点领

域之一（插文 9）。

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治

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和水产品贸易的全球化

导致传染病的暴发和复发，给社会带来了重大

的经济和环境挑战。鉴于该部门依赖于进口（和

当地生产的）种苗，且卫生认证、边境检查和其

他基于风险的控制措施未能保护水生种群，有

必要转变模式来管理水生动物卫生和生物安

全。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得到

了渔委水产养殖分委会第十届会议的批准和欢

迎（粮农组织，2019b），该路径是基于风险、协

作性和渐进的，利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

法增强管理能力（插文 10）。该路径以实证为 

基础，得到透明和持续审查的支持，可适应水

产养殖系统、物种、生产范围和目标的多样性

以及影响水产养殖生产的环境和人为变化（粮

农组织，2020c）。

在价值链上采用“关键控制点思维”和“风

险思维”对于识别危害、了解和管理从种源和

养成作业到市场的每个生产阶段的风险非常重

要。生物安全十点最佳做法提供了广泛的生物

安全状况：了解物种、了解系统、了解病原体、

了解污染途径、采购健康种苗、保持良好养殖 

方式、谨慎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尊重食品安全

要求、尊重环境和具备生物安全计划。

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与小规模生产者）

支持合作原则。渔业和兽医部门（包括水产养

殖卫生和兽医专家）必须进行沟通并共同管理

水生物种的健康。因此，通过积极参与和长期

承诺，风险管理 4 自主权得到广泛分享。渐进管

理路径的四个阶段使每个国家和（或）水产养

殖部门能够评估其行业的风险和优先重点；各

国可决定进展的幅度和速度。

2020 年全球水产养殖大会的关键信息之

一是这句古老的谚语：“预防胜于治疗。”专注

于预防（包括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个成

熟行业的标志。在一个压力较小和较健康的水

4	 “风险管理”的定义参见术语表。

 插文 8  ( 续 )

1 更多详情参见：www.fao.org/asiapacific/perspectives/rtp-aquaculture/en

养青年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流向城市

的问题。

平衡社会效益与生态可持续性将是亚洲水

产养殖转型的一项关键挑战。目前许多创新只

针对高价值品种，但为了确保公平和不让任何

一个人掉队，创新也必须包括低营养和低价

格的水生物种。水产养殖专家往往专注于技

术，但在亚洲需要额外关注价值链和社会经

济层面，如最弱势群体的保险或社会保护。

亚洲的水产养殖转型可归纳为九个重点主题 

（见表）。

粮农组织在亚洲建立了水产养殖区域技术平

台，以展示一些有助于亚洲水产养殖转型和推动

全球水产养殖蓝色转型的创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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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9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

2019年，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遗传委）

要求粮农组织制定一项全球行动计划，以保护、可

持续利用和开发粮农水生遗传资源，从而应对首次

全球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评估中确定的需求和挑

战。1 全球行动计划是一个框架，旨在通过合理和

可持续地管理这一关键资源，优化粮农水生遗传资

源在地方、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对粮食安全和扶贫的

贡献。全球行动计划应是自愿性和协作性的，并根

据粮农组织成员的需求和重点来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是在与粮农组织成员、遗传委、

渔委及其相关附属机构磋商后制定的。最终版已提

交 2021 年 9月召开的遗传委第十八届例会并获得

批准，随后于2021年12月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

水生和陆地遗传资源具有不同的优先重点。

根据全球评估所确定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具体特

征，全球行动计划确定了四个重点领域（见图）。

每个重点领域都有一个长期目标和若干战略

重点；每个战略重点包括一个目标和若干待采取

的具体行动。总体而言，全球行动计划确定了

21 个战略重点和近 100 项相关行动。

虽然实施全球行动计划的主要责任在于各

国，但粮农组织将发挥关键作用，在实施过程中

提供技术支持，并将协调对其目标进展情况的监

测。监测应主要基于可量化的指标，其中许多指

标是通过 AquaGRIS（粮农组织粮农水生遗传资

源全球信息系统）生成的。2 在该系统提供的最

新信息的支持下，广泛实施全球行动计划中与国

家相关的行动，可真正改变养殖物种的长期管理。

当前，制定和通过这些方法、相关准则和工具正

当其时，旨在推广关键的干预措施，确保对粮农

水生遗传资源的保护、更可持续的利用和加快关

键资源的开发。

1	粮农组织。2019。《世界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粮农组织粮农遗传资源委员会评估。罗马。www.fao.org/3/CA5256EN/CA5256EN.pdf

2	粮农组织。2021。水生遗传资源信息数据库。见：粮农组织。罗马。引自2022 年 3月30日。www.fao.org/fishery/aquagris/home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重点领域

1：清查、鉴定和监测

建立和加强国家及全球

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特征鉴定、

监测和信息系统

3：针对粮农水产养殖的水

生遗传资源开发

加快水产养殖品种的遗

传改良的的开发和利用，重

点是扩大品种选育范围。

2：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的养

护和可持续利用

促进粮农水生遗传资源

的养殖品种及其野生亲缘种

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4：政策、机构和能力建设

促进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相

关政策的制定，支持利益相关

者机构的发展，增强支持粮农

水生遗传资源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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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10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

渐进管理路径的四阶段

渐
  

进

基于风险

协
  作

建立可持续生物安全和健康管理系统

强化生物安全系统和防备

启动生物安全系统

界定生物安全风险1

2

3

4 病原体 环境

宿主种群

疫病

渐进管理路径遵循基于风险、协作和渐

进的原则，以及对流行病学三要素的充分

了解，这三种要素显示出在使病原体在

种群中得以传播、疫病在其中蔓延的适

当环境中，病原体与易感水生种群之间的

关系。

“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是

粮农组织与合作伙伴的一项开创性举措，始于

2018 年。这项举措是作为渐进防治路径方法的

延伸而制定的，该方法已在国际上采用，以协助

各国制定系统框架，规划和监测减少风险的战略，

从而减少、消除和根除主要牲畜疫病和人畜共患

病。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使务实的疫病防治目标

得以制定和实现。

渐进管理路径旨在利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和公

私伙伴关系，在现有框架、能力和适当工具的基

础上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能力。就渐进管理路

径而言，生物安全是指“通过企业、国家和国际

层面的战略方法，由公私部门共同承担责任，以

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管理病原体对水产养殖构成

的风险。”1 该方法包括四个阶段（见图），每

个阶段具有目标、主要成果和指标。

各国无论处于产业发展的哪个阶段（领先或

起步），都有机会灵活地启动渐进管理路径。例

如，可适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境：

 �情境1：没有国家级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但存

在水产养殖部门或处于水产养殖发展初级阶段。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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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境中，通过良好养殖方式和生物安全战

略使用清洁种苗是基本行动。主动和预防性

地实施生物安全措施比被动应对疫情的成本

低得多，所有生产国都应将其纳入水产养殖发

展进程。有效的生物安全、最佳养殖做法、良

好的遗传和优质的营养对生产健康、有营养和

具有抵御能力的养殖生物很重要（粮农组织，

2020d）。

促进水产养殖扩大的良好治理

水产养殖的蓝色转型必须以适当的治理

框架为基础。《守则》第 9.1.1条强调了治理的

重要性，要求各国“建立、维持和发展适当的法

律和行政框架，促进负责任水产养殖的发展。”

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对于提高该部门对实

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是必要的，可采

取的措施包括生产更有营养的水产食品；创造

就业和生计，以税收和外汇收入的形式增加公

共财政收入；增加水产养殖在国民经济中的份

额（直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和间接通过对其他

经济部门的影响）；通过减少对野生鱼类种群

的压力和促进负责任地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如土地、水资源、沿海生境和水生生物资源，支

持更好的环境管理。

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通过涵盖整个价值

链的可预测、透明、公平和易于执行的法律和

制度框架，实施了良好的水产养殖治理。鼓励

最佳做法的经济激励措施，协助养殖者制定、

支持和执行自律管理措施，并促进有利于可持

续发展的生产系统，推动了良好的水产养殖治

理（Hishamunda、Ridler 和 Martone，2014；

粮农组织，2017c）。此外，进入利润丰厚的国

际和国内市场也促使更多的养殖者遵守市场

准入要求和标准，包括实施水产养殖认证计划

（Curtis 等，即将出版）。

 插文 10  ( 续 )

1	粮农组织。2020。《提高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渐进管理路径报告》：第一次技术工作组会议，2019 年 3月20-22日，罗马。《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报告》，第1322号。

罗马。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582en

 �情境 2：制定了国家级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并

有一定程度的实施。

 �情境 3：制定了先进的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并已

全面实施。

 �情境4：多个国家共享水体或跨界分水岭，制定了或

正在制定区域或次区域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战略。

渐进管理路径可以指导各国通过区域、国家、

地方部门和企业层面的基于风险、渐进和协作的

进程，实现水产养殖和卫生管理系统的可持续生

物安全。该方法可促进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帮助改善水生动物卫生和生产，并支持预防或减

少清单所列疫病的传播和影响。

渐进管理路径旨在实现灵活、适应和包容，

以应对水产养殖部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该方法

可由一个国家应用（以管理任何水产养殖部门的

风险，无论物种、环境、生产系统、管理战略或

经营规模如何），或由一个养殖场应用，以达到

特定物种的某种水产养殖生物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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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国家有所改善，但其他国家的水

产养殖治理仍存在问题。公共和私营部门缺乏

问责或问责有限、执法不力（存在法规的情况下）、

规划不善（造成有关养殖地点的冲突，引发疫

情和生态系统恶化）以及未能解决一些水产养

殖系统的负面环境和公共福利影响，导致该行

业形象受损和公众不信任。由于缺乏针对水产

养殖的治理框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水产养

殖治理手段往往是从渔业、农业、水资源、林业、

环境、贸易或海洋事务等不同部门转化而来的

零碎部件。政策法规零散且多机构共同治理，

往往效率低下，很少执行或完全不执行，因此

治理机制没有效力。此外，该部门的快速增长

对各国制度和法律框架能否跟进发展提出了挑

战，或者在一些辖区，由于该部门在经济和社

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高，对水产养殖治理的关

注十分有限。此外，养殖者为符合法规和要求（包

括消费者标准）而承担的高额费用已成为治理

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导致违规行为，特别是在

小规模生产者中。

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如何制定强有力的

法律和制度框架，将水产养殖视为一个独特的

经济部门。合规是根本，因此规则和条例对养

殖者和其他参与者而言必须是可执行和可负担

的。同样，许可制度需要高效和透明，水产养

殖必须被纳入资源利用和开发计划。此外，水

产养殖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区域

和全球标准。最后，必须改进水产养殖管理，

促进扩展和可持续增长，同时防止有害影响

（Curtis 等，即将出版），并加强水产养殖对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鉴于过去十年治

理标准的改善（带来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伴随着水产养殖产量增长率的下降，这些方面

的考虑特别重要。5

5	 从 2001-2010 年的 5.9% 到 2011-2020 年的 4.3%。

如果水产养殖部门要提高自身对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相对贡献，必须进一步增加中小

规模生产者对水产养殖生产可持续增长的重

大贡献。应鼓励和扶持中小规模生产者强化和

扩大生产。

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需要大

量资金和投资（见“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

第 118页）。治理应通过创造有利环境和推动

对投资者和贷款机构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来解

决资金和投资的制约因素。水产养殖的扩展还

需要额外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和水资源，

这可能导致或加剧因竞争性使用而产生的环境

和社会冲突。区划和综合沿海规划是竞争用户

之间合作的有效工具，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冲突，

同时促使该部门实现增长。在可用于扩大内陆

和海洋水产养殖的土地、淡水和沿海资源有限

的国家，增长取决于技术创新，如岸上、再循环

和近海养殖系统。多样化对于降低歉收风险和

提高养殖场可持续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

水产养殖生产者应利用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

以及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见“水产养殖数字化：

治理和技术”，第122页）。

投资水产养殖，促进蓝色转型

充足和可持续的投资是支持和促进水产

养殖发展、集约化和扩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对

水产养殖价值链进行充分投资，才能释放该部

门的潜力（水产网，2021），特别是在水产养殖

不太发达的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区域和南亚。在水产养殖业较为成

熟的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主要需要大量投

资使水产养殖更加生态友好，并提高其对气候、

生物和资金风险的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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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投资是提高养殖场产量和生产率以及

改进收获后措施的关键，但需要易于获取的金

融服务，包括银行贷款，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此类服务仍然有限且复杂。反复出现的问题包

括缺乏抵押品、利率过高、（银行人士）认为水

产养殖失败风险特别高的观念、（借款人）缺

乏对申请贷款方式的了解以及（放款人）有关

成功水产养殖企业的信息有限。政府需要解决

上述和其他制约因素，以便投资者优化利润，

银行尽量减少贷款风险。一些国家成功采用了

“无抵押”战略（如团体贷款和村镇银行）、公

私合作、替代抵押品（如有产权的土地，通常表

明需要法律改革）和政府贷款担保。事实上，

政府贷款担保以及激励性利率减少了高利率问

题，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为促进蓝色转型，对水产养殖扩展进行

战略性、抗冲击、气候智能、可持续和经济上可

行的投资，需要所有层面的有效和支持性治理

机制。这些机制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有效的政策

和监管框架，其目的是为投资于环境和社会可

持续的水产养殖创造有利环境，确保经济上的

盈利性和效益的公平分配（见“促进水产养殖

扩大的良好治理”，第 117页）。海藻养殖体现

了这种框架的重要性。该行业作为提供大量生

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恢复性水产养殖

（大自然保护协会，2021），已经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Cai等，2021）。然而，繁琐的、官僚作

风的水产养殖活动许可程序常常会阻碍此类对

自然有积极效应的水产养殖的投资，未能认识

到海藻养殖活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真正 

价值。

对于水产食品系统的蓝色转型，需要在地

方、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和保险

服务。创新的市场机制，如碳信用额度、氮信用

额度、蓝色债券和绿色金融，对于帮助奖励蓝

色投资、促进海藻养殖和其他恢复性水产养殖

提供的环境效益和生态系统服务而言至关重要

（Jones，2021）。为了向政府、非政府、私人和

公共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资源和获得金融服

务的具体途径，粮农组织制定了一系列《蓝色金

融指导说明》（粮农组织，2020d），涵盖了小规

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保险、蓝色债券、混合融资、

影响投资和小规模渔业小额信贷等主题。

虽然私人投资是全球水产养殖发展的

关键驱动因素（Brummett、Cai和 Marttin，

2017），但公共投资可以帮助资源匮乏的农民启

动他们在水产养殖方面的远大计划（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会，2018），对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

对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遗传资源改良、生物

安全、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的私人投资不足，

至关重要。然而，缺乏指导公共投资的市场机制，

导致公共投资的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尽管全

世界对水产养殖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了重大投

资，以支持该部门的增长目标，但利益相关者的

需求和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一些基础设施，

特别是市场和苗种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停

止运作、一直闲置或从未运作，无法满足可持

续水产养殖发展的具体需求。

从可持续水产养殖项目中创造财富需要全

方位的资源和管理。除了关键的生物和环境方面，

部门发展需要有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获得基

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事实上，偏远地区的水产

养殖（缺乏市场、道路和公共交通、通信网络、 

电力、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是不可能

成功的。同时，必须避免资源利用冲突，因为有

更多机会获得基础设施的社区/辖区也可能容

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有更多

机会获得资本的集团，这可能会导致成本和效益

分配方面的问题。因此，旨在创造财富的投资规

划和升级应包括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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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投资者和投资对象，充分尊重当地社区的利益

（Menezes、Eide和 Raakjær，2011）（插文11）。

增强水产养殖和渔业基础设施抵御气候

及其他自然和人为冲击的能力对蓝色转型越来

越重要，无论是新设施还是升级现有设施，基

础设施需要抵御风暴、潮汐、涌浪和洪水。长期

而言，水产养殖和渔业基础设施（种苗生产设施、

养殖塘、准入路径、市场等）的投资必须是强劲

和可持续的；因此，为了支持决策过程，世界银

行与粮农组织开发了渔业基础设施评估工具。该

工具适用于加强和（或）恢复现有基础设施的

投资（公共或私人），以及支持水产食品价值链

的新投资，目前正在一些国家进行测试。

水产养殖创新做法

创新型水产饲料和投喂

近几十年来水产养殖的扩展以及作为全球

蓝色转型行动一部分的任何进一步增长，都要

以水产品营养的创新和膨化饲料的开发为基础。

投饵型水产养殖在该部门产出中的份额仍然较

大，且不断增长，凸显出饲料在该部门的关键作

用（见“水产养殖产量”，第26页）。饲料成本

在许多投饵型鱼类物种和甲壳类动物的养殖投

入品中一直居于首位。此外，生命周期评估研究

显示，水产饲料往往是与商业水产养殖活动相

关的不良环境影响的主要促成因素。高价值的

水产养殖品种（如鲑鱼、鲈鱼和虾）需要高蛋白

饲料，传统上依赖从野生中上层资源提取的鱼

粉和鱼油，这些资源对粮食安全也很重要。

到 2050 年，预计水产养殖将进一步扩展

和集约化，当前产量差不多翻一番。为了维持这

样的产量水平，将需要大量的饲料，其中包含可

负担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添加剂、欧米伽-3

脂肪酸、关键矿物质、维生素和能量来源。这需

要开发额外的饲料原料，不管是目前使用但供

给不足或其他可供使用的原料。

相当多的研究集中在用更便宜和环境影响

可能较小的原料替代鱼粉和鱼油，如植物副产

品、藻类（微藻和海藻）6、昆虫、鱼类和陆地动

物副产品以及单细胞蛋白（包括来自细菌和酵

母）。而且，在利用渔业和水产养殖副产品生产

鱼粉以及利用农业蛋白源替代从野生中上层资

源提取的鱼粉和鱼油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尽管

这些新型替代原料给饲料供应链带来了挑战，

但投饵型水产养殖部门未来的可持续性仍然

密切依赖于采购新的和营养均衡的饲料成分，

以减轻这些影响。

为了在经济和环境上可行，替代蛋白质来源

需要满足若干标准：1）营养充足（即易于消化，

且不会严重损害养殖品种的生理功能、生长和健

康状况）；2）对养殖生物来说适口；3）可商业化、

大规模、可持续生产；4）物理稳定；5）易于处理

和储存；更重要的是，6）营养丰富，对环境和生

命周期的影响较小。

投饵型水产养殖部门的发展需要开发额外

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原料，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饲

料需求，减少对传统来源海洋来源的依赖。随着

需求增长，对饲料原料的竞争加剧，对饲料生产

可持续性的认识也在加强。事实上，饲料原料生

产商被越来越多地要求证明可持续性和可追溯

性，包括通过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海洋管理委

员会和 Marin	Trust的认证计划。

鉴于淡水供应有限、耕地数量下滑、缺乏磷

6	 “藻类”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

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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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等必需营养素，以及对目前使用的大部分

植物蛋白资源（用于人类消费和陆地动物饲料）

的激烈竞争，陆地作物产品不是唯一的答案。

相反，至关重要的是开发替代的、非传统的蛋白

质和油类来源（如海藻、藻类和微藻类、单细胞

蛋白质、微生物和昆虫）以及食物残渣回收，以

满足未来水产养殖的饲料需求（Glencross等，

2021），促进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增长（Cottrell等，

2020）。

在良好投喂实践方面，精准投喂和采用基

于养殖水生动物生命阶段及其营养属性的配方

饲料将进一步有助于降低饲料成本和减少浪

费，从而确保转型水产养殖系统的能源和资源

 插文 11  近海水产养殖

随着对沿海海域的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在

离海岸更远、更深的水域扩大近海水产养殖 1 的

潜力越来越感兴趣，通常这里水流更强。2 在挪

威、土耳其和中国等水产养殖部门较为成熟的国

家以及巴拿马和美国等水产养殖部门较不发达的

国家，已经开始扩大近海商业水产养殖，以获取

高价值的海洋鱼类和鲑科鱼类。近海养殖系统提

供了实现更好规模经济的潜力。选址适当的养殖

活动对水质、基质和生活在底层沉积物之上或内

部的相关底栖生物的影响要小得多，也能降低捕

捞活动的运营风险。然而，这需要仔细评估。

由于需要投入高额资本获取设备和充足的饲

料，满足近海大量养殖的要求，对近海水产养殖

的参与仍然有限。因此，适当的结构性融资对于

支持该行业的增长是必要的。此外，与沿海或近

岸水产养殖相比，技术在近海网箱养殖方面的作

用越来越大，因此降低了每吨产量的劳动力需求。

这种情况减少了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的就业机

会。然而，在富含营养的水体近海养殖非投饵型

水产养殖品种，如海藻和双壳类，对中小规模经

营者更加包容，因为不需要饲料支出，养殖设施

的成本较低。

行业和监管机构应确保适当监测 3 和管理近

海鱼类养殖的环境和社会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

不仅要了解在更深水域作业规模增加的影响，还

要改进相关影响的预测模型。还必须通过营养素

或颗粒物吸收、碳吸收，或通过提供适当的近海

养殖结构增加生物多样性，充分了解养殖非投饵

型品种的益处。

扩大近海水产养殖可以增加对消费者的水产

品供应并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可能降低市场价格，

为实现全球粮食生产目标做出重大贡献。这还可

以通过改善营养、降低对野生鱼类种群的压力和

减少对陆地牲畜的依赖来支持日益增长的动物蛋

白需求，提供广泛的社会效益。

1	“近海”水产养殖是指在距海岸超过 2公里、深度超过 50 米、浪高至少 5米、风向多变、水流强劲的水域进行并且有远程作业要求的水产养殖活动。

了解完整定义参见：Lovatelli，A.，Aguilar-Manjarrez，J.和 Soto,	D.等。2013。《将海水养殖扩展到更远的海域：技术、环境、空间和治理挑战》。粮农组织技术

研讨会，2010 年 3月22-25日，意大利 Orbetello。罗马，粮农组织。www.fao.org/3/i3530e/i3530e00.htm

2	Gentry，R.R.，Froehlich，H.E.，Grimm，D.，Kareiva，P.，Parke，M.，Rust，M.，Gaines，S.D.和 Halpern，B.S.。2017。“了解全球海洋水产养殖潜力”。《自然生
态学与进化》，1：1317-1324。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7-0257-9

Kim，J.K.，Stekoll，M.和 Yarish，C.。2019。“美国开放水域海藻养殖的机遇、挑战和未来方向”。《藻类学》，58（5）：446-461。https://doi.org/10.1080/003188

84.2019.1625611

3	Welch，A.W.，Knapp，A.N.，El	Tourky，S.，Daughtery，	Z.，Hitchcock，G.和 Benett，D.。2019。“位于热带加勒比海的近海水下网箱养殖设施的营养足迹”。《世
界水产养殖学会杂志》，50：299-316。https://doi.org/10.1111/jwas.1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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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而且，为满足未来水产食品全球需求，水

产养殖部门还应改善鲤鱼和罗非鱼等物种的饲

料，因为其在水产饲料中所占份额最大。

水产养殖数字化：治理和技术

随着数字技术（平台、软件和基础设施）

的扩展，数字应用越来越多地运用在水产养殖

中（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速度较慢），特别是

用于改进商业规划和选址、养殖种群管理、环

境监测、风险防范、生物安全和日常养殖活动

的智能自动化。

数字技术可用于解决该部门所面临的许多

生产挑战，建立预警体系，就影响生产设施的

关键内生和外生事件向生产者发出预警。养殖

场内的精确技术可减少饲料用量和浪费、改善

水质、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养殖场的环

境和经济可持续性。在养殖场外利用信息通信

技术（如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获得水产养殖技

术）、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和数字支付系统，缩短

了供应链，降低了整个价值链的交易成本。

由于数字技术，水产养殖的空间规划和选

址得到改善。例如，通过长期遥感提供卫星图

像和获取海洋学、水文和气象数据（如水温、降

水模式、盐度水平、风暴频率），结合使用数字

成像无人机，不仅提高了规划质量和速度，而

且使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 7 得到更全面的应

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促进了水产养殖潜力

区域的确定和分配，特别是在共享水体中。

在水产养殖生产作业中运用数字技术（如

传感器、机器人和摄像头），对养殖生物和养

7	 “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方法”定义参见术语表。

殖设施进行实时远距离监测，可显著提高劳动

效率、投饵精确度、增氧、水质和病原体监测。

这些技术进步使人们能够越来越迅速地应对

不利养殖条件，由于有效地利用了投入品从而

减少了因管理不善或人为错误造成的损失，进

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然而，技术和资金支持对于启动或推进上

述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而有利的治理框架也是

至关重要的。例如，用于互动讨论、规划、信息

生成和传递、数据共享和认证的电子平台可以

促进整个供应链的产品和信息流动，防止用户

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冲突；然而，针对开发

和管理此类平台的治理机制是最重要的。此外，

协调国家和国际规则和标准是必要的，以便增

加透明度、改善网络安全和缩小数字鸿沟。

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

在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系统中，投饵

品种未食饲料和排泄废物的营养素成为不依

赖投饵物种的食物，因此减少了向环境释放的

营养素，同时提高了总体生产率。作为蓝色转型

计划的一部分，该系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需要重要的设施和设备架构，将多个物种组

合成一个综合系统（例如海藻养殖和双壳软体

动物养殖与有鳍鱼网箱养殖相结合），并需要

就生产和销售多种收成开展更多的管理活动。

作为海上生物修复系统，该系统提供了一个潜

在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投饵型海洋水产养殖向

环境释放有机和无机废物的问题。

综合农业水产养殖系统，即两种或更多水

产养殖和农业活动同时或相继进行，在东亚已

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自20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

出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尽管规模较小。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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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畜鱼（例如养殖猪和鱼）、禽鱼（养殖鸭和

鱼）和稻鱼 /虾生产系统。这些系统通常是粗

放型或半集约化型；将农业废弃物引入鱼类放

养系统（通过施加粪肥或将牲畜圈养在池塘正

上方），以强化水体施肥，促进作为鱼类食物的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次生生长。另一方面，在

综合灌溉水产养殖系统中，植物往往是主要收

成，鱼类是次要收成，排放的富营养水有利于植

物的生长。同样，在鱼菜共生系统（综合农业水

产养殖系统的一种较新形式）中，蔬菜是主要

的经济作物。这些系统带来了重要的环境优势：

水资源以及溶解营养素的优化利用，否则这些

营养素会在水产养殖系统的废水中流失。

所有综合生产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

备受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技术上可行的中小

规模生产系统中，为创业者提供经济效益。有

必要对现有资源高效利用而不对环境产生负面

影响，是采用这种生产系统的驱动力。

双壳类水产养殖

双壳类水产养殖可在“营养敏感型”水产

食品系统（即提供多样化和营养全面的食物、

促进可持续生计的社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双壳类软体动物为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

提供了均衡的生物可及营养素，同时养殖活动

改善了沿海社区的生计。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沿海水域双壳类水产养殖更广泛的生态系

统效益，包括碳封存、营养修复和海岸保护等

服务功能。

双壳类水产养殖分部门的发展潜力仍然

很大，特别是在海洋环境中。双壳类软体动物

养殖在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确很重要。

另一方面，在非洲，尽管双壳类水产养殖受到

的关注正在稳步增加，但其产量仍然可以忽略

不计，粮农组织项目的重点是转让养殖技术（如

吉布提的蛤蜊养殖，摩洛哥的贻贝养殖）以及

实现产品多样化和扩大当地消费（如塞内加尔

的牡蛎养殖）。8几个世纪以来，非洲的沿海社

区，特别是妇女，一直在收获野生双壳类产品。

遗憾的是，许多地方的野生种群已被过度开发，

水产养殖是减少野生种群压力和确保妇女和

沿海社区生计的关键。

作为不依赖投饵养殖的品种，双壳类是水

产养殖的理想选择：不需要人工饲料，投资负

担和运行成本明显低于肉食性有鳍鱼类养殖作

业。然而，软体动物养殖在全球层面的发展缓慢，

部分原因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卫生要求非常严格，

需要监测收获水域和达到产品安全标准。此外，

虽然双壳类水产养殖技术通常是可获得、可负

担的，但贝苗的获取很复杂，生物安全要求通

常非常严格，特别是在针对出口市场的情况下。

在过去 20 年里，全球有鳍鱼类产量几乎

增长了两倍，而双壳类的养殖仅增长一倍；因此，

通过蓝色转型举措实现增长的潜力巨大。太平

洋牡蛎和菲律宾蛤仔在双壳类水产品产量中占

主导地位，其次是扇贝和贻贝（见“水产养殖产

量”，第26页）。对全球许多区域和品种来说，

双壳类软体动物养殖对野生贝苗的依赖度仍然

很高。近几十年来，苗种场的设计和技术在驯

化、产卵、幼体培育和着床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同时幼体的存活率也有所提高。通过贝类

幼体饲料的计算机辅助监测和计量，苗种场的

浮游植物生产同样取得进展，再次提高了存活

率和生长率。改良幼苗着床过程和材料的发展

使养殖者能够根据自身具体需要生产种苗，而

8	 更多详情，参见“发掘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

殖潜力”（FISH4ACP）计划：www.fao.org/in-action/fish-4-ac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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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处理材料使大规模着床和移殖取得进

展，特别是牡蛎。此外，贝类养殖还受益于选育

以及具有独特壳色的抗病和快速生长品系和品

种的开发。双壳类水产养殖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和技术开发为支持全世界可持续水产养殖的

扩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沿领域，重点关注防止

有害藻华及其对渔业、水产养殖和食品安全的 

影响。

水产养殖能力发展、研究和伙伴 
关系

最近制定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草案

还评估了能力建设作为确保有利环境和支持

《准则》实施的关键部分的必要性（Jolly 和

Menezes，即将出版）。《准则》草案支持《负

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水产养殖总体原则和规

定，以及通过分部门蓝色转型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在 2021年就水产养殖发展有利环境进

行了评估，重点涉及与能力发展、推广和研究

有关的方面，其结果表明：1）人员和机构能力、

关键技术技能（在养殖者和推广/培训者层面）

和财力资源需要大幅提升；2）需要进行推广 

教育，将技术信息传递给养殖社区，并涵盖

经营者的需求；3）数字化水平较低，只有不

到 50% 的教育工作者具备信息通信技术方面

的能力；4）许多机构无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

支持推广服务；5）小农养殖场对互联网的使

用仍然有限；6）水产养殖业在没有充分了解

来自研究的科学信息的情况下扩展。鉴于这

些挑战，公共管理部门、研究机构、推广机构

和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在未来十年显著 

改善。

涵盖推广的培训能力和服务因国家而异，

包括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渠道。在亚洲、欧洲和

美洲的重要水产养殖国家，已确立本科和研究

生层次的水产养殖教育。在非洲，一些教育机

构提供专门的水产养殖课程。但是，在全球范

围内，招聘人员强调，毕业生需要特定学科知

识和一系列通用技能，以高效执行（Pita 等，

2015）并领导蓝色转型。面临的挑战包括毕业

生不足和（或）专业不能满足雇主的要求（蓝色

地球咨询 ,2020；Engle,2021）。

职业培训仍是人力开发的一种重要机制。

亚洲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对个人进行

专业技能培训。欧盟的欧洲2020 年智能、可持

续、包容增长战略关注两个关键因素：学生流

动和一项为各个行业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的计

划，包括水产养殖在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粮

农组织与多个机构合作，包括马拉维的水产养

殖和渔业科学卓越中心以及肯尼亚、尼日利亚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大学、世界渔业中心、

挪威发展合作署和当地政府，提供职业能力建

设、推广服务和研究。

能力发展的规划和实施需要与国家多学

科研究计划紧密相连，以提高该部门的竞争力、

生产效率、经济可行性、长期社会和环境可持

续性，并在遗传学、营养、健康和技术开发方

面取得进展。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建立功能

性应用研究（Little、Newton 和 Beveridge，

2016）联盟和开发系统也很重要。鼓励国有和

私营水产养殖研究机构关注采纳和传播国际

协议和最佳养殖方式，以及合理利用水资源和

当地物种资源。研究应侧重于应用空间规划、

育种和遗传学、饲料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以

提高养殖作业和管理的效率。为了帮助确定问

题和设计研究解决方案，科学家应该利用农民

和社区的实地和传统知识，而同时农民和社区

将通过推广从结果和技术改进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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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产养殖推广计划应继续推广经过验

证的水产养殖模式和生产技术。水产养殖推广信

息是动态的，应当不断发展并引发养殖者行为变

化，从而加强可持续生产。在多数情况下，政府是

推广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他推广服务提供者包

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主

要是设施、苗种和饲料供应商）、农民对农民的

推广计划和自我教育（如考察和农民田间学校） 

（De,Saha 和 Radheyshyam，2013）（插文12）。

虽然差得还很远，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

正越来越缩小小农在获取信息和提高管理技能

方面的差距（Trendov、Varas 和 Zeng，2019；

Qiang 等，2012）。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数字举措

有助于推广服务（Costopoulou、Ntaliani 和

Karetsos，2016；Tsan 等，2019）。随着数字技

术的发展，粮农组织正在建立区域水产养殖技

术平台。这一线上学院（粮农组织，2020e）旨在

提高水产养殖方法的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全

 插文 12  非洲水产养殖田间学校：对青年和妇女的影响

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方法是对创新性、参与性

和互动性学习方法的调整，即所谓的农民田间学

校，粮农组织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在东南亚

开发了这种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非常成功

的，并迅速扩展到亚洲、非洲、近东和拉丁美洲

的其他国家。因此，对农民田间学校计划的需求

正在增加，在一些国家，这种方法已在国家推广

系统中制度化。

根据农民田间学校的原则，水产养殖部门拓

展了这种方法，以提高青年和妇女在水产养殖方

面的参与程度。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旨在赋予农村

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发言权，通过提高他们在

水产养殖、创业和水产养殖企业管理方面的技能

以及增加他们获得投入品和信贷措施等水产养殖

服务和资源的机会，促进他们的社会和经济赋权。

粮农组织向对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方法感兴趣

的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为其培训骨干培训师、培

训师和协调员。随后，每个协调员培训 25-30 人

的小组，指导妇女和青年在水产养殖决策方面的

领导能力。受益社区选择参加水产养殖田间学校

的小组成员。

在东非各国，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溢出效应：

许多非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成员见证了水产养殖的

成功，对学校活动产生了兴趣，要求协助组建新

的小组。在许多情况下，学习新的或改进的养殖

活动的参与性方法取得了成效，参与者通过销售

其产品获得了资金；因此，他们能够将额外的收

入用于房屋修缮和建设、支付子女的学费等。在

生产周期结束时，将会举办毕业典礼，向参与者

颁发证书。水产养殖田间学校（或水产养殖者田

间学校）在农村地区水产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该方法的成功可促使进一步推

广粮农组织在该部门的工作。

粮农组织与政府机构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各

种受水产养殖田间学校启发的技术合作计划项

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例如，在肯尼亚，

全国范围内的目标为 36 个小组，最终形成了 80

个小组（约有 2,000 名直接受益者）。在布隆迪、

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开展的一个分区域项目侧重

于稻田养鱼；除了水稻和鱼类产量增加有助于改

善营养状况之外，还会产生社会、环境和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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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政策对话。许多政府还建立了水产生物安

全监测数字平台（欧洲水产养殖技术和创新平

台，2021），推出了关于养殖场管理和产品追溯

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农民的合作平台，如虾农

信息看板（g-nous，2020）。

伙伴关系对于蓝色转型的能力建设工作至

关重要。近几十年来，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

构、民间社会以及亚太、非洲、中东欧、美洲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区域水产养殖网络，

在纳入和调整水产养殖能力建设计划方面取

得了进展（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2015；Ahonen

和 Pirhonen，2018）。需要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

鼓励各国之间技术转让和交流（插文 13）。n

改进渔业管理

目标和具体目标 

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剩下不到十年时

间，必须依据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性这三条

底线加速转型采取行动。蓝色转型 9为改进渔

业管理带来巨大机遇：	

 �确保平等获取资源、服务、基础设施、体面劳动、

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1、8、12、14）；		

 �提供营养食物和生计机会，确保男女平等获取

渔业资源，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包容性，减少

不平等现象（可持续发展目标2、5、10、14）；		

 �可持续、高效利用内陆和海洋水生资源，

推动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可持续发展目标

12）。	

为实现这些目标，渔业管理必须基于科学、

因地制宜、基于包容透明跨学科政策、以公平

的方式制定计划和行动。管理人员必须利用按

照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参数确立的目标，并尽

可能吸取当地知识来确定管理目标和规则，以

便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评价，并对渔业管

理的有效性进行监测。下面几节将讨论改善渔

业所需的原则和转变，包括治理和政策改革、

有效的管理协议、融入科技创新和强有力的社

会保障系统。	

加强治理和政策改革  

国际社会已为可持续渔业确立了一个法律

框架，承认该部门在粮食安全和营养、经济发展、

9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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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13  智能伙伴关系：危机时期强有力的规划和实施机制 — 莫桑比克项目实例

伙伴关系可以成为在危机期间实施项目和引

入良好做法的宝贵工具。2020 年 6 月，在新冠疫

情高峰期，莫桑比克农村社区面临各种挑战，粮

农组织响应了一个实地层面国家组织“社区发展

基金会”（Fundaç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	Comunidade）的要求，以改进传统的自给型

农业综合种养生产方式，建立抵御气候和健康相

关冲击的生计。粮农组织-社区发展基金会伙伴

关系促进了加强粮食生产和营养安全的改良方

式，同时赋予妇女和青年权力。

项目活动包括：

 �在中小型企业层面重新引入传统农业耕作系统，以

鱼类养殖为核心活动；

 �应用和采用综合鱼类养殖，强调高效利用现有资源、

循环利用废弃物和节约能源，同时保持生态平衡；

 �实施针对青年和妇女的能力提升计划。

仅仅一年后，希来贝内历史遗址的“综合水

产养殖项目”就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和在职培训

机会；开展了研究和开发活动，包括在不同地区

进行鱼类价值链评估；翻新了农场设施；生产了

16 吨鱼和相当数量的鸡和兔子；种植了 8.5 公

顷的玉米、豆类和红薯；推进猪、鸭养殖。

该项目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重要经验：

1.	强有力的伙伴关系需要所有合作伙伴致力于追求

共同目标和分担风险，但基石是相互信任；

2.	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如粮农组织-社区发展基

金会，有能力吸引双方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以问题为

导向，将其转化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机遇；

3.	在各方做出承诺并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任何部门都

可以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实现发展。水产养殖只

是一个例子而已！

青年和妇女加强自身在水产养殖和农业最佳做法方面的技能，提高了生计的抵御能力和多样性（莫桑比克希来贝内）。

© 粮农组织 /Telcinia	Nhantumbo

详情参见:	www.youtube.com/watch?v=XfrJEKLR3OE

|	127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frJEKLR3OE


第2部分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环境保护以及人民福祉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之相关的基本国际文书是1982 年通过的《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为所有海上活动，包括海

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利用，确立了法律框架。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际社会提出了渔业

和水产养殖管理的新方法，其中纳入了养护和

环境、社会、经济等考量。在粮农组织主持下，

已制订完成多份全球渔业管理文书。1995 年

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水生生物资

源的负责任、可持续管理和利用提供了详细的

规定，同时给予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以应有

的尊重（粮农组织，2021c）。此份自愿性《守

则》可能是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被援引 

最多、最受关注、传播最广泛、被采用最多的全

球性渔业文书。《守则》框架内共有四项负责任

渔业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和六项国际准则，此外

还针对以下事项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两项

粮农组织协定，即：1)公海船旗国责任（粮农组

织《遵守协定》）；和 2)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

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责任（《港口国

措施协定》）。	

2021年，粮农组织成员国呼吁粮农组织

制定《转运自愿准则》，确保渔获的所有流动都

能得到充分监管、监测和管控，预防非法、不报

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所得被洗白后流入供应链

（插文 14）。《准则》将建立在船旗国对实施法

规负有首要责任的基础上。	

粮农组织通过每两年开展一次的问卷调

查，对《守则》及其相关文书的实施进展进行监

测。从粮农组织各成员国的自主报告中可以看

出《守则》各项主题的具体趋势，但由于每年填

写问卷的成员数量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开展详

细分析。虽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守则》及

其相关文书的有效实施仍因预算和人力有限、

政策和法律框架不完善、科学研究成果和信息

不足等因素而受阻，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全球性文书和规范性进程是否能够取得

成功，要取决于各区域的努力，这些文书和进

程必须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得到适当的实施和

付诸实践。《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是《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下的一项实施协定，其内容包

含渔业管理原则，并侧重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FMOs）和区域渔业咨询机构（RFABs）内部

的区域性合作。以上两类机构被合称为区域渔

业机构（RFBs）。区域渔业机构在渔业管理中

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就技

术事项开展合作，确保围绕各种跨部门问题采

用统一方法。有些区域渔业机构是在粮农组织

的宪章框架内成立的，对不在粮农组织宪章框

架内成立的区域渔业组织，粮农组织也为其提

供支持，包括通过区域渔业机构秘书处网络提

供支持，该网络致力于推动合作、磋商和经验

共享。粮农组织为这些进程和发展变化提供

支持和开展监督，并协助部分区域渔业咨询机

构开展战略重新定位。		

当前联合国各成员国正在开展谈判，在《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制定一份新的约束性国

际文书，从而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性

进行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粮农组织就与自身职

责相关的事项提供渔业信息和指导意见，而各区

域渔业管理组织则在支持实施这些约束性国际

文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涉及基于区域

的管理工具和环境评估工作。此外，世界贸易组

织正在完成一项有关消除助长非法、不报告和

不管制捕鱼、捕捞能力过剩、过度捕捞的某些类

型渔业补贴的新国际约束性文书的最后起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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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各区域渔业机构预计将在实施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会

议上，通过了对渔业补贴的限制，特别针对捕捞

过量种群和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世界贸

易组织为支持新规则实施而设立的渔业供资机

制中，粮农组织将发挥贡献技术专业知识的特

别作用。	

当前，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挑战、持

续存在的粮食不安全和贫困问题、不断变化的

气候已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区域性和国

际性跨部门合作对于推动实现《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所设定各项目标的重要性。新冠疫情

的暴发已再次证实这一点，同时再次证明跨部

门合作在应对全球渔业治理相关挑战中发挥的

核心作用。在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

秘书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国

际海事组织共同支持下，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各

区域海洋组织和区域渔业机构之间的跨部门合

作，以强化它们在支持地方、国家、区域各层面

实施工作方面的互补作用。这些组织应进一步

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包括通过有关非法、不报

 插文 14  监管、监测和管控转运活动，降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渔获
流入市场的风险

转运，即将渔获从一条渔船转到另一条渔船

或一条运输船上的行为，在所有区域普遍存在，

目的是降低捕鱼作业成本，最大限度增加捕鱼机

会。国际社会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就转运可能给非

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以及相关犯罪活动提供

支持表示关切。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

会破坏各国和各区域为可持续管理渔业和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做出的努力。非法、不报告和不管

制捕鱼活动会扭曲竞争，使合法渔民处于不公平

的弱势处境，并给沿海社区人民的福祉和粮食安

全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而言。 

应渔委第 33 届会议（渔委，2018 年 7 月）

提出的呼吁，粮农组织就转运活动开展了一次深

入研究 1，并向渔委第 34 届会议提交了研究结果

（2021 年 2 月），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转运活

动如果未能得到充分监管、监测和管控，可能会

加大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渔获进入市

场的风险，而对转运活动的分析表明，转运活动

很可能会助长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相关渔

获经洗白后流入市场。 

渔委第 34 届会议对此项研究表示欢迎，并

呼吁粮农组织着手起草有关转运的自愿准则。准

则的目的是为制定有关转运的法规或对现有法规

进行审议提供支持，以便将其纳入整体监管框架，

确保通过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标准，促使遵

守现有法规。粮农组织秘书处已在船旗国对实施

转运相关法规负有首要责任的基础上起草了准则

草案。当前草案提出了转运上报和上岸上报的规

定，确保渔获的所有移动轨迹都能记录在案。 

2021 年 10 月召开了一次专家磋商会，来自

各区域最顶尖的技术、业务、法律专家齐聚一堂，

对准则草案进行审议。2022 年计划召开一次技

术磋商会，就转运自愿准则开展谈判，以便通过

草案后，将其提交渔委第35届会议审议和通过。 

1	粮农组织。2020。《转运：详解 — 为支持制定国际准则开展的深入研究》。罗马。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233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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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不管制捕鱼及相关事项的联合工作组开展 

合作。

加强管理和生产 

生态系统考量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由粮农组织渔业委员

会于 2003 年采纳，作为指导渔业管理和发展

的最主要框架，其中包含多项重要原则：

 �首先，所有类型的渔业都应该得到管理，为此，

应对其进行评估。

 �其次，管理工作应谨慎，并根据每个渔业系

统的具体特征因地制宜。

 �最后，渔业评估和管理工作都应该重视参与

性，利用最佳现有知识，同时明确、均衡地涵

盖渔业的生态、社会、环境各方面。

这些原则（同时有必要考虑生态系统多个

组成部分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均衡

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已经得到从事渔业管理

工作的多数组织和论坛的广泛接受。然而，渔

业生态系统方法的实施仍需要对渔业管理进

行彻底改革，同时各区域和各国在考虑渔业的

生态、社会、经济各方面时，也存在不均衡现象。

要按照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渔业，就

必须确定一个生态系统中各相关组成要素以及

它们之间的联系。做到这一点对于高度发达的

大规模渔业而言并不困难，但对于缺乏数据、

涉及多物种的渔业而言，尤其是小规模渔业，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虽然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对信息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常规”渔业管理和 

评估，但新技能、新工具以及多学科方法能帮

助我们开展完善的分析和管理。

管理成果可采用简单的指标（最好由利益

相关方参与确定）加以衡量（插文 15）。渔民和

其他渔业相关方拥有大量知识和经验，能直接

应用于渔业管理。负责任的实体应注重推动采

用共管或公民科学等参与式合作方式和治理流

程，以便通过开发相关方能力和减少冲突为相

关方赋能，同时推动适应性管理。这是在一个

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现（生态、社会、经济）可

持续性的一种高效方式。

权属、权利和共管 

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系统可实现多重社会

目标，有助于改善人类福祉，促进各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平等，同时确保维持这些服务的系统

不会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能促使明确、均衡地考虑到与渔业资源和水生

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种生态、社会、经济目标，要

求各类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和共同管理，对各

项目标和管理决策进行优先排序。

《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

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10 和《粮食安全和扶

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11

（《小规模渔业准则》）为实现渔业生态系统方

法的三条底线提供支持。两项自愿准则都有助

于澄清谁应该参与目标设定和管理决策工作以

及如何和何时参与，不仅仅局限于渔业部门，

还涉及在同一环境中运作的各部门。如此一来，

涉及水生生物资源的个人、团体、实体之间的相

互关联和关系（利益网）就变得明晰，为开展建

设性对话、合作和寻求共同解决方案开辟道路。

要合作，就势必需要做出权衡取舍，这意

味着放弃某一部门的部分利益，以保障其他利

10	 由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于 2012 年通过（粮农组织，2012a）。

11	 由渔委于 2014 年通过（粮农组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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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15  衡量管理的有效性

渔业管理是一个利用因地制宜的战略、法规、

工具实现合理、以科学为依据的各项目标的系

统，其中包括一个鼓励遵守各项要求并开展监测

的系统，以确保管理工作能对原规划路径未曾预

见的变化做出适应和调整。有效的管理系统能在

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持渔业资源的可

持续生产以及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

如渔业得到有效管理，则渔业资源水平高于目标

水平或正在恢复，确保渔业资源能够实现可持续 

生产。1

然而，评估和衡量管理有效性时，应不仅仅

局限于衡量种群是否处于可持续水平这样的简单

指标，而是应该评估系统的各主要组成要素是否

设计合理、实施有效。虽然管理系统与其所管理

的渔业类型一样多种多样，但有效的渔业管理都

离不开四个基本流程：1) 一个法律框架，借此

获得管理渔业的合法授权；2) 一种合理的体制

安排；3)包容性、参与式决策进程；4)实施法规、

监督法规有效性、确保问责的机制。在每个进程

中，都需要根据渔业活动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如

社会经济、生态、文化背景），因地制宜采取行

动和制定战略。 

目前已经做出了多种努力，建立衡量渔业管

理有效性的系统并予以实施，包括专属经济区的	

管理有效性 2、海洋健康指数中设立一项渔业管

理有效性 3 以及渔业管理指数。4 这些举措之间

既有共性（如管理系统中被确定为关键要素的内

容类似），又有差异（如有些只针对某些渔业资源，

有些则为全国性），而且在能否生成有关管理系

统在区域或全球层面的有效性的高层次信息方面

也存在差异。然而，要想在地方层面衡量有效性，

帮助各国家机构确定自身管理流程中的优缺点，

就必须在国内做出具体努力，通过多利益相关方

参与的方式，从多源头收集信息。同样重要的是，

衡量管理有效性的任何系统都需要考虑渔业系统

所处的不同背景。例如，已经设计出渔业生态系

统方法实施监测工具来帮助各国监测渔业生态系

统方法实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同时发现

不足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力度改进国家渔

业管理工作。5

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改进渔业管理工作，就必

须建立一个衡量渔业管理有效性的国家系统，其

中既包含过程指标（即渔业管理的关键组成要素

和步骤是否落实到位），也包含成果指标（即预

期社会、经济、生态目标是否实现）。这些系统

的有效实施将意味着需要加大力度改进数据和信

息工作，加强包容性、问责和透明度，以便让各

方实时了解渔业管理目标、指标、战略的实施效

果如何。 

1	Hilborn,	R.、Amoroso,	R.O.、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de	Moor,	C.L.等。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善鱼类种群状况

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第 2218-2224页。

2	Mora,	C.、Myers,	R.A.、Coll,	M.、Libralato,	S.、Pitcher,	T.J.、Sumaila,	R.U.、Zeller,	D.、Watson,	R.、Gaston,	K.J.和 Worm,	B.。2009。“世界海洋

渔业的管理有效性”。《PLoS生物学》，第 7(6)期:	E1000131。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1000131

3	Halpern,	B.S.、Longo,	C.、Hardy,	D.、McLeod,	K.L.、Samhouri,	J.F.、Katona,	S.K.、Kleisner,	K.等。2012。“评估全球海洋健康和惠益的一项指数”。《自
然》，第 488 期：第 615–620页。

4	Melnychuk,	M.C.、Peterson,	E.、Elliott,	M.和 Hilborn,	R.。2017。“渔业管理对目标物种状况的影响”。《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4(1)期：第178–183页。

5	粮农组织。2021。《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实施监测工具 — 监测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管理实施情况的一项工具。用户手册》。罗马。https://www.fao.org/

publications/card/en/c/CB3669EN

|	131	|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1000131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3669EN
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3669EN


第2部分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益。但承认渔民及其社区对渔业及渔业相关资

源拥有的权属以及获取权和使用权，有助于突

出保障食物、收入、生计（包括捕鱼）等各种人

类需求、更好地维持水生生态系统和提高产量

之间的相互关系。

内陆渔业 

内陆渔业所处的环境均为多用途环境，而

且内陆渔业往往被视为次要活动，排在生活用

水、工业、水力发电和农业等活动之后，这些活

动都会涉及对水的取用、储存、污染，或破坏和

干扰自然水生生态系统。在这种背景下管理内

陆渔业就是一项挑战，因为渔业主管部门通常

不会对渔业部门以外的活动开展监管，相关机

构可能涉及负责水资源、农业、林业、卫生、环境、

旅游和其他用水活动的主管部委。

因此，必须在不同层级开展不同规模的合

作，而且必须相互关联。可在中央层级设立一

个机构间安排，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跨部门问

题，如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在地方层级，则由一个由农民、渔民、林业

工人以及地方主管部门共同组成的水资源管理

委员会负责决定采取哪些行动来监管地方水资

源以及成本收益的公平分配。

这种多层级全局管理方式有助于发现跨部

门大规模、长期性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

它能减少冲突，尤其是各渔业子部门之间以及

渔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因为要减少冲突

就需要清晰地说明内陆渔业对水资源和整个生

态系统健康的作用以及背后的经济、环境、生态

考量。渔业管理人员的作用就是代表这一部门

从政府、捐助方、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那里

争取支持和资金资源。

有效的监测和执行 

指导负责任渔业管理的约束性和非约束性

国际文书框架（见“加强治理和政策改革”，第

126页）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具备有

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以及有效的执行，强化国

家层面机构间协调，增加信息交流。	

要保障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就需要

营造遵守法规和严格执法的风气。为此，要进

一步重视以下各项工作：落实监测、控制和监

督计划和协议；定期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利

用风险分析 12 确定行动目标；共享有关监测、控

制和监督以及执行的相关信息。需要协调行动，

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本国的监测、控制和监督 

工作，同时通过粮农组织的全球能力发展门户

网站实现协调（粮农组织，2021c）。

机构间合作和协调的必要性经常被忽视，

尽管在国家层面不断发现这方面存在不足。应

努力注重建立正规化机构间机制（粮农组织，

即将出版），目的是：1)确定相关机构的职责和

作用；2)确定整合后的资源、资产、信息情况； 

3)确定明晰的程序，促进低成本、高效率地落

实指导负责任渔业管理的相关国际文书条款。

最后，虽然已认识到信息收集和交换工作

对于有效的监测、控制和监督以及执行工作而

言至关重要，但它依然常常被忽视。为了有效开

展渔业管理，相关主管部门必须具备充足的信

息来履行自身职责。但信息经常缺失，或信息的

格式或涵盖时间段不符合要求。国际社会正在

努力建立一个全球信息交换框架，消除因保密、

数据专利权、数据安全、缺乏标准化、不及时等

问题带来的障碍。目前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开发

12	 “风险分析”定义参见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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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工具，如粮农组织全球渔船记录（粮农

组织，2021e）和《港口国措施协定》全球信息交

换系统（目前处于试点阶段），按要求升级或建

立区域或国家系统，在这些系统与负责管理利

用水生资源各部门的其他政府机构之间建立联

系或协调好关系。

有助于改进渔业管理的最佳实践、
创新和技术 

技术进步对于监测、控制和监督养护和管

理措施是否得到有效实施发挥着十分关键的

作用。对于各国主管部门而言，从个人移动设备

到卫星，尖端科技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成

本越来越低，有助于在渔业管理方面迈出变革

性的一大步。

捕捞技术方面的创新正在全球提升捕鱼

船队的经济绩效和管理水平。然而，欧洲、北美

和东亚的工业化和半工业化船队是最早采纳新

技术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渔业却在采纳

创新技术方面行动缓慢。与捕捞船队和渔具相

关的技术创新在《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

状况》（粮农组织，2020a）中做了介绍，最近相

关信息又有了更新（Van	Anrooy 等，2021）。

有助于改进渔业管理的创新技术不仅仅包括全

球定位系统、船舶监测系统、自动识别系统、电

子日志和电子监测，还包括有助于提高捕捞效

率、减少捕鱼对环境的影响、加强海上安全、改

善渔工在渔船上的劳动条件、提高水产品 13 质

量的其他技术。

采用渔业管理创新技术面临的挑战包括

从纸质方法转向数字工具和方法（插文 16）、

报告及时性、有助于加强小规模渔船监测的具

13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

特定语境）。

有高成本效益比的解决方案、远洋渔船和转运

活动。目前正在寻求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

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这些解决方案的采用。

意识到面前的挑战后，已在现有技术的基

础上开发出多种创新性解决方案，不仅重视对

所有地点捕捞活动的准确信息进行汇总，还确

保所有相关方均能及时获取信息。一些解决方

案利用高精尖卫星提供图像和近乎于实时的船

只移动和识别信息。另一些解决方案则利用远

程电子监测工具，利用船载摄像设备，收集有关

商业化捕捞活动的独立、准确信息。出于同样的

目的，人们还开发出新的电子记录和报告系统设

备，并在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分析新技术产生的

海量渔业相关数据方面取得进展。无人机的使

用是一种创新性的低成本解决方案，有助于加

强对渔业的管控和监督能力。最后，由于获得及

时、相关的信息对于开展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

管制捕鱼的国际合作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全球

信息共享工具，如粮农组织的全球记录和《港口

国措施协定》的全球信息交换系统，正不断得到

承认，被视为支持有效监测、控制和监督的重

要工具。

改善生活：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  

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已被多项国际文书 14

和粮农组织牵头组织的区域性磋商会列为优先

重点事项。最近，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

际劳工组织已开始联手，通过执行国际标准 15，

推动渔业部门的安全和体面劳动，打造未来的

渔业部门。然而，在国家层面，很多文书仍未得

14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3：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社会保护底线的建议书，

2012	( 第 202 号);国际劳工组织《渔业劳工公约》，2007	( 第 188 号);《小
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渔委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
(粮农组织，2021b)。

15	 有英语、汉语、荷兰语、法语、印尼语和西班牙语版本：粮农组织、国际

海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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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充分采纳或落实。16 渔业部门仍面临劳动法

规执行不力、小规模渔业劳动者权利受到侵害、

童工、难以获取社会保护等问题，包括缺乏有

关渔工和社会登记的更新信息。

在《小规模渔业准则》第 6 条、专家建议、

广泛磋商和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政策对话

基础上，粮农组织呼吁各成员国通过以下措施

加强渔业部门中的社会保护和体面劳动：	

16	 国际劳工组织第188 号公约的批准率极低，社会保护几乎没有扩大至渔

业部门。

 �落实联合国《有关工商企业与人权的指导原则》

（联合国，2011），具体措施为制定国家行动

计划，包括在人权受到侵害时提供补救措施，

将其作为一条基本标准，用于预防、减轻、补

救与工商企业相关的人权受侵问题；

 �批准和落实 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渔业工

作公约》（第188 号），以便改善渔船上的劳

动和生活条件，推动落实其他渔业相关协定；		

 �鼓励就劳工法规和渔工职业技能开展相关

培训和能力建设，帮助渔民建立和加强自身

的专业组织和工会，推动他们在本部门内外

的政治参与；	

 插文 16  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

渔业自愿准则》（《小规模渔业准则》）指出：

各方应通过建立或利用适当的现有社

区、国家、分区域和区域性平台和网络，促

进信息，包括跨境水生资源信息的提供、流

动和交流，包括纵向和横向的双向信息流动。

考虑到 [ 小规模渔业的 ] 社会和文化方面，

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工具和媒体与小规模渔

业社区沟通，并帮助他们实现能力发展。1

同样，可持续发展目标 9c 呼吁大力加强信

息通信技术的获取，到 2020 年实现最不发达国

家全面低成本接入互联网。

数字化正在为小规模生产者，包括小规模渔

业，提供高效的创新性工具，促使他们参与自

然资源管理进程和价值链。如果信息通信技术

由当地牵头或联手开发，能考虑到终端用户和

边缘化群体的需求，或对现有网络和包容性技

术起到加强作用，那么就能大大提升其产生的

潜在积极影响。2 毫无疑问，信息通信技术具有

巨大潜力，能改善小规模渔业各行动方的生活，

但要想消除数字鸿沟，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

通信技术的开发就应遵守道德标准，具有透明

度，并专门面向贫困、边缘化群体的需求。例

如，在渔业监测系统中，共同产生和共同拥有

数据有助于加强透明度和问责，还能让小规模

渔业行动方在资源治理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不同性别、个人、团体、社区或企

业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开发信息通

信技术时必须考虑如何为小规模渔业行动方带来

增加值，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0（减少国家

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确保不让任何人 

掉队。

1	粮农组织。2015。《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第11.8 段。罗马。www.fao.org/3/i4356en/I4356EN.pdf

2	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0。《面向小规模渔业的信息通信技术 — 渔业利益相关方手册。为<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实
施提供支持》。曼谷。www.fao.org/3/cb2030en/CB203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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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渔民（尤其是小规模渔业劳动者）和渔

工相关信息和登记工作，确保在设计社会保

护计划时将渔业部门纳入其中，并确保渔民

能够从这些计划中获益；	

 �确保渔业政策与社会保护政策及计划之间

的连贯一致性；	

 �考虑到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和缺乏体

面劳动之间的明确关联，考虑开展协调行动

和合作，让国家和区域层面相关行政部门和

组织参与解决这些不足问题。	

如果涉及体面劳动和人权的社会保护计划

和渔业管理能够遵循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框架

内的渔业管理措施，那么社会保护计划和渔业

管理就能对资源养护和渔民生计保护起到积

极的作用。例如，对巴西的禁渔期间失业保险

计划 Seguro	Defeso 的影响评价结果表明，家

庭从计划中获益越多，儿童的上学率就越高，

受益人的住房质量就越高，青年大批辍学或失

业的比例就越低。结果还表明，该计划降低了人

们寻找替代性就业机会的必要性，而且在一些

社区，从保险计划中获益的渔民违反禁渔期规

定的可能性也更低（粮农组织，即将出版，b）。

为缺乏数据和能力有限的区域提供
渔业管理方面的支持

可持续的捕捞渔业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

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海洋和海洋资源）的一项主要具体目标，但

各国采取必要行动的能力却相去甚远。目前，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技术和制度能力

上存在明显差距（Ye 和 Gutierrez,	2017），

体现在渔业管理以下三个主要环节：1)数据信

息的收集和处理；2)管理建议的评估和提出； 

3)管理措施的实施、监测和报告。

 表 15  在数据和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加强渔业管理能力所涉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

进程 问题 解决方案 

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因缺少严谨的方法和合适的工具，
人力、财力不足，机构的技术能
力薄弱，导致数据和信息不够高
效或不够有效，以及现有数据不
可得或未利用	

围绕数据管理、开发和监护（即质量控制）开发工具和培训
人员			
制定具有良好成本效益比的数据收集计划，优化利用有限的
人力和财力	
推动和支持渔民社区参与数据收集和解读工作	
推动数据和信息收集领域的技术和知识转让		
确保严格收集和汇总由专家提供的定性信息		

管理建议的评估和提出	 渔业管理计划要突出高参与度，
并考虑到渔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
生态、文化背景	

围绕采用合适的评估方法（如对数据量要求不高、简单易用、
基于指标的方法）开发工具和培训人员	
支持按照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利用共管方式，制定实用的管
理计划	
制定已征得各方同意的决策规则（如渔获管控规则）并加以
推广应用	
通过科学、政策、企业之间的对话，改进决策工作	

管理措施的执行和监测	 执行和监测系统薄弱，无法确保
管理决策得到有效落实		

评估并强化与合规和执行相关的技术能力		
建立和推动用于收集合规数据的创新机制，尤其针对小规模
渔业	
确定和实施监测流程，以便了解管理行动所产生的社会、经
济影响	

注：EAF 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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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开展涵盖所有过程的能力发展活动。

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财力、人力方面的局限性

以及发展世界各地渔业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性

挑战，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例如，采用主要

针对发达国家的数据密集型复杂模型来确定

渔获配额或船队能力的做法具有局限性，因

为这对于世界各地多数渔业而言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内陆渔业和小规模渔业（Hilborn 等 ,	

2020）。幸运的是，过去 50 年渔业管理能力的

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知道哪些

过程对于提高各国开展有效渔业管理的能力

最为重要（表 15）。	

几十年来，粮农组织一直积极支持各国加

强自身的渔业管理能力，例如，就数据收集和

抽样方法、在数据有限的前提下开展种群评估

的方法、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指导下设计管理

计划、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监测系统的实施等方

面开展培训。这种支持还根据全球、区域性挑

战以及受援国需求的变化不断演化，但仍需通

过渔业管理、谈判技能、领导力和通信等方面

的培训，为渔民和渔工组织提供更多支持，以

确保成功开展共同管理（Gutierrez、Hilborn

和 Defeo,	2011）。此外，发展区域渔业机构的

能力是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做法，有助于提升

各国的技术和制度能力。

虽然单个项目或一次性干预措施能帮助

各国提出短期解决方案，但能力发展计划应该

着眼长期、持续性措施，以便促进必要知识的 

掌握，产生长期影响，实现有效管理。能力发展

举措也面临其他外部障碍，如人员不稳定、政

局动荡、资金短缺等。n

渔业和水产养殖 
价值链的创新

水产养殖的扩大和集约化以及渔业有效

管理是蓝色转型 17 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为实

现最终目标，即提升水产系统对确保粮食安全

与营养、维持生计的贡献，水产价值链需要创新，

以便更为有效、透明、快速响应、包容和公平。

具有竞争力的价值链

贸易和市场准入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17 的国际贸易能带来

巨额创收，促进减贫和粮食安全，尤其对发展

中国家而言，其相关价值链从业人员中有相当

一部分为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者以及女性。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贸易经常面临一

整套复杂的市场准入要求，其中一个原因是非

关税措施、渔业补贴相关的扭曲现象以及关税

升级等问题普遍存在。18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称，非关税措施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

影响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高于其他产品，给该产

业满足监管要求带来更复杂的难度（Fugazzi,	

2017）。

此外，关税升级大大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和

小规模生产者开发价值链的可能性。对很多渔

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而言，原材料和加工产品的

进口税相差很大，尤其在很多传统进口国中，加

17	 “蓝色转型”、“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8	 关税升级指对半加工产品实施比原材料更高的进口关税，对成品实施的

进口关税则更高。这种做法意在保护本国加工业，打击原材料来源国发展加

工业的积极性（世界贸易组织术语	—	世界贸易组织，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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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品的高关税对增值活动和创造就业机会

不利，还会使价值留存变得更有难度。

近几十年来，随着贸易协定在制定全球贸易

流动规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贸易协

定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2000 年正在生效的

贸易协定共有 82项，到 2020 年已增至310项。

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降低参与国的

进口关税，创造特惠贸易的可能性。然而，贸易协

定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具体规则越来越复杂

难懂，所涉及的政策领域更多，且侧重于非关税

措施，如贸易便利化、信息共享、互认标准和法

规。有些新的贸易协定明确支持可持续性，将贸

易优惠措施与涉及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渔业补贴、港口国措施和养护措施、渔获登记

制度、减少兼捕和丢弃物等内容的新条款结合 

起来。

任何产品要想获得优惠，就必须符合原

产地规则，证明它在某一参与国中生产或经过

大幅度加工。为了考虑到确定野生捕捞的标

准海域参数，很多贸易协定中可能包括更多要

求，这可能会减少这些产品能够获得的优惠 

待遇。

在渔委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中，并通过

GLOBEFISH 鱼品销售信息计算机系统，粮农

组织一直在推动创建一个包容性论坛，供各方

就市场准入、非关税措施、特惠准入和国际贸

易合规等开展辩论和获取信息。此外，粮农组

织还继续开展特定研究和分析工作，开发知识 

产品，组织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活动，包括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开展

合作，以减轻市场准入不对称问题。

损失和浪费

粮食损失和浪费是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

中的一项重大关切问题。它可出现在价值链中

从生产和捕捞到最终消费的不同环节。造成损

失的根本原因和因素是水产品 19 极易变质的特

性以及由基础设施不足和相关行动方缺乏知识

和技能带来的价值链低效率问题。特定的社会

文化、体制、经济背景也可能对此产生影响。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能带来经济收益，同

时给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带

来积极影响，还能减少渔业资源面临的压力和

环境影响。

粮食损失和浪费很大程度上受收入水平

的影响。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粮食损失

和浪费主要出现在流通和消费环节，通常与协

调不畅、消费者行为、审美和零售标准（如颜色

和大小）、标签和超量购买有关。在低收入国家，

粮食损失和浪费现象在消费层面几乎不存在，

但会出现在生产、运输、加工、储存和销售环节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2014）。

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薄弱是导致

粮食损失和浪费的最主要原因，包括缺少供电、

饮用水、道路、冰、冷藏设施、腌制品储藏、冷

藏运输条件。

要想设计适应性解决方案，就必须正确了

解粮食损失和浪费的规模、影响和原因，同时了

解不同行动方的作用。任何解决方案都应反映

出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环

节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粮食损失和浪费相

关解决方案往往要求在治理、技术、技能和知

识、服务和基础设施、社会和性别平等、与市场

19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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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对接以及对市场的良好了解等方面采取

行动，同时让公共和私有部门、民间社会、非政

府组织、科研和学术界等参与其中。这些要求

已在粮农组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自愿行为 

守则》中做了详细解释。20

所涉及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多种多样，因为必

须采取多维度方法，既包含既有技术和创新技术，

还考虑到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属

性。粮农组织实施的FISH4ACP项目（插文17）展

示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所能发挥的潜力。

食品安全

要想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安全、营

养的食物，高效、有效的食品监管体系对于保护

消费者、促进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十分重要。

很多国家的食品监管部门面临多重挑战，

其背后的原因往往包括食品安全监管框架不完

善、负责食品监管工作的主管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人力、设备、基础设施和可靠的监管技术等资源

不足。此外，有时要想进入生产和加工地点也可

能具有难度。目前正通过创新和数字解决方案

来克服这些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

通过远程检验 21,确保食品安全已被证明是一种

可靠的方法，可用于向运营商颁发必要的卫生

证书。电子认证系统有助于提升供应链全程的

可追溯性，减少时间延误，降低成本，通过加速

整个过程减少食物浪费，通过引入电子防伪方

法打击假冒行为，在贸易伙伴之间建立信任。为

改进当前流程，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修订相关

指南，以便将官方认证方法扩展为电子认证。此

20	 由粮农组织制定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粮农组织，2021a）提出了一

整套国际公认、可由各国自行调整的负责任做法指导原则和标准，以便有效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同时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农业和粮食系统，继而助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

21	 远程检验是一种视觉检验方法，在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到达现场时，让检

验人员利用包括视频技术在内的视觉辅助工具，对物体和材料进行远程检验。

外，食品监管电子通报门户网站为主管部门提供

了一种有效工具，用于交换有关发现严重风险

时所采取措施的实时信息，帮助各国在面对健

康威胁时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更快速地采取行动。

粮农组织正在“改进官方食品监管服务的数字

解决方案”项目下探索潜在解决方案，侧重于加

强各国建立和落实电子通报门户网站的能力，

同时开展远程检验、支持就食品安全管理开展

远程学习，扩大数据库，为不断开发风险分类框

架和其他基于风险的决策工具提供支持。

数字解决方案，包括利用电子通报门户

网站开展电子认证，有助于为资源优化提供 

支持，提供更有效、更高效的食品监管服务，应

对各种危机，提高贸易伙伴之间的透明度。

通过细胞培养生产水产品，与其他用细胞培

养方法生产的食品（如鸡肉、牛肉）一样，可能是

水产食品 22 生产的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Rubio 等，2019）。食品安全和新型食品的质量

问题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以确保应对消费者保

护、公共卫生和贸易等具体问题。在这方面，粮农

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联手合作，包括通过食

品法典委员会开展合作，发现和评估与新型食品

消费相关联的食品安全危害因素，以便为进一步

管控危害奠定基础（食品法典委员会，2021）。

增值

消费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价值的认

识可能与其有形和无形特征相关。加工会改变

产品形态或增加新的有形特征，因此使产品增

值。然而，强化非有形特征，虽然不一定涉及生

产流程，而是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相关，也是一

种可行的增值方式。

22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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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消费者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

品的源头表示出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信息的

提供，包括对健康的益处、生产方法的可持续

性以及价值链中相关人员的生计可持续性等信

息，有助于增加这种无形价值。产品信息可通

过企业对企业（B2B）产品认证或企业对消费者 

（B2C）产品标签等做法进行交流。例如，新的

电子商务方法就能帮助生产者，包括农村地区

的生产者，直接与新客户或原有客户联系，对产

品进行有效的宣传介绍。

全链条可追溯系统能通过提供有关产品

全过程的知识，支持信息在价值链全程传送，

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就可能提高产品在消费者

眼中的价值。可追溯性电子系统，包括区块链技

术，正在不断扩展，用于确保价值链全程的透

明度、数据安全和完整性、数据快速传送。

时装业加大对水生资源的创新性利用（如

利用鱼皮）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带来了新的

增值机遇。尽管面临着一些障碍，如对利用鱼

 插文 17  FISH4ACP 计划 — 挖掘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区域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
殖价值链的潜力

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正在许多非洲、加勒比、

太平洋国家（ACP）中不断扩大。然而，不仅增

长速度慢，而且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还存在巨大

差异，收益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到达依赖该产业保

障生计和粮食安全的社区人民手中。此外，渔

业和水产养殖不规范，也会给所处环境带来巨大 

压力。

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组织启动了名为

FISH4ACP的大型计划，以便在12个非洲、加勒比、

太平洋国家组织成员国中优化经济收益和社会收

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生境、生物多样性

和水生资源的破坏性影响，应对打造可持续渔业

和水产养殖部门时面临的深层次挑战。项目由粮

农组织负责实施，资金来自欧盟和德国联邦经济

合作与发展部。

该计划一期（2020-2022年）于2020年启动，

首先开展了一次价值链全面分析，评估受益国中

部分渔业或水产养殖价值链的社会、环境、经济

可持续性。一期还包括为今后几年的项目活动制

定一份升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便提高生产率和

竞争力，确保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环境可持续性

和社会包容性。

该计划具体侧重于：

 �帮助各行动方充分了解价值链以及改善价值链的

方法和手段；

 �为中小微企业开辟新市场，加强商业和监管环境；

 �在价值链全程创造更好的劳动条件；

 �提高价值链的环境可持续性和抵御冲击的韧性；

 �帮助渔业和水产养殖企业吸引更多资金和投资。

2021 年，FISH4ACP 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

讨论分析结果。主要利益相关方均参加了会议，

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代表，目的是为制定升

级和发展战略提供依据，以便为 12 个国家 2022

至 2025 年的项目活动提供指导。

利益相关方参与是项目的关键内容之一，确

保各行动方从一开始就能直接参与战略讨论和决

策过程，并为每个价值链建立一个多利益相关方

平台，使项目可持续性和影响最大化。

如欲进一步了解FISH4ACP计划及其参与国，

参见：

 � www.fao.org/in-action/fish-4-acp/en

 � www.fao.org/3/ca7966en/CA796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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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制作的时装产品持怀疑态度，但已经有案

例证明当地社区成功创办相关企业，为人们提

供新的就业机会，同时证明这一增值机会可成

为有创业头脑人士的可行选择。

“渔业休闲旅游”为渔民、水产养殖者以

及他们的社区提供了创收机会，同时还能保护

环境和当地的文化遗产。这类旅游包括出海捕鱼、

娱乐性捕鱼、参观养鱼场和渔村、品尝当地食物、

烹饪课程，甚至还包括由当地渔民提供民宿。由

于往往拥有未受污染的自然美景，很多发展中

国家都具备大量发展“渔业休闲旅游”机会。

而且，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还可以通过积

极的外部因素创造非市场价值，从而为社会提

供更广阔的效益。例如，提供调节服务，如改

善水产养殖萃取方式有助于碳封存和营养修复

（如海藻、双壳类软体动物），为其他生物提供

生境，还有最后一点	—	提供文化服务，例如

历史悠久的手工渔业具有公共、教育、标志性和

精神效益。

与鱼类相关的时装产品、渔业休闲旅游和

其他创新性创收机会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带来了除传统机会以外新的价值最大化机遇。

传统增值方法和创新增值方法相结合，为提高

该部门的可持续性铺平了道路，包括改善小规

模经营者及其社区的生计。利用可再生能源也

可带来增值机会（插文 18）。

透明、负责任的价值链

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系统，包括与之相关的透明度问题，

是打造透明、负责任的价值链不可缺少的重要协

作活动。它对某个产品从源头到终端市场开展

全程追踪，就产品是否遵守多项渔业法规提供

相关信息（Hosch 和 Blaha,2017），同时提供有

关食品安全和认证要求的相关信息（图56）。

然而，由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的全

球化特征，加上相关价值链与生俱来的分散性，

要想在政府和私营部门层面实施高效的可追溯

性系统并非易事。例如，企业、政府，甚至消费者，

都可能对可追溯性系统原则带来的好处缺乏信

心或认识，或缺乏实施这一系统所需的技术和

标准（Borit 和 Olsen,	2016）。

为克服这些困难，粮农组织于 2018 年 11

月举办了一次题为“可持续海产品价值链：可

追溯性”的国际研讨会（粮农组织，2018a），

会议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确定和记录采用可

追溯性系统的好处和激励机制，对成功案例进

行报道（Borit 和 Olsen,	2020）。

由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互通互连

性，各环节之间的合作对于健全的端到端可追

溯性至关重要。当前多数系统都为分散性，属

于单个公司内部系统，这在供应链中造成了信

息空白，并降低了运作效率。因此供应链各伙伴

方必须同意共享某些数据，同时提高互操作性

（Blaha,	2017）。

为进一步促进合作，同时考虑到改变粮食体

系的数字革命的影响，粮农组织在积极支持加强

可追溯性系统，以便围绕有效性、效率和互操作

性改进合规工作（Hosch和 Blaha,2017）。23为此，

粮农组织在有关端到端可追溯性：捕捞渔业和水

产养殖价值链中的关键追踪事件和关键数据元

素指南草案制订框架下，举办了线上公开磋商会

（粮农组织，2021f）和区域磋商会。

23	 互操作性指在不丢失数据含义的前提下上报和整合数据的能力（Steele

和 Orrel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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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18  可再生能源在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应用

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从生产到捕捞后加工、

销售和流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尤其是对

化石燃料能源。1 

能源使用情况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不同

环节存在巨大差别。能源是渔业和水产部门自身

难以掌控的一项关键成本要素，会对利润和生计

产生巨大影响。捕捞后加工活动、流通和贸易，

无论在水产养殖业还是捕捞渔业中，不仅严重

依赖于化石燃料和电力，还依赖木柴进行鱼品熏

制加工。此外，冷链对于储存和预防易腐鱼品出

现损失也十分重要。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

施不足和成本过高，获取可靠、可负担的能源是

一项重大挑战，尤其在农村地区，这使得储存和

加工环节 2 冷链严重受阻，造成水产品出现重大 

损失。

例如，非洲各经济体的能源需求预计到 2040

年将由于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几近翻倍。2

虽然很多非洲国家是化石能源净进口国，但撒哈

拉以南非洲和亚洲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可再

生能源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有助于创造新的就

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和健康效益，

同时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阳能在冷藏和冷冻储

存方面的利用率在大幅提高。小型可再生能源基

础设施的成本往往与大型中央电网的成本持平或

更低。2 在技术进步和激励机制的支持下，太阳

能成本在 2010 至 2019 年间下降了 82%，而陆上

风能的成本则下降了 40%。在很多国家，目前可

再生能源的成本与其他能源持平，有时甚至是成

本最低的新型发电方式。3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空间正在不断扩大，有必

要在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所有环节推动

其应用。然而，相关技术正处于不同成熟阶段，

并非所有技术在所有国家和社区中都同样经济、

适用。太阳能系统可用于为渔船发动机充电，为

水产养殖设备（投饵机、泵、增氧机、安保照明）

供电，为加工、制冰、冷藏、冷冻储存设施供电，

包括在运输和零售环节。生物燃料可用于为水产

养殖设备、售货车、水产品销售供电。很多发展

中国家拥有的地热资源可为水产养殖水体加热或

鱼品干燥提供热能，而微型水力发电系统则可为

水产养殖提供清洁电力。4

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可为电网无法覆盖的偏

远社区的捕鱼和水产养殖活动提供清洁能源和灵

活的方案，同时带来增值机会，而这些社区原本

一直苦于无法获得可靠的能源供应和支付高昂、

多变的化石燃料成本。要想抓住这一机遇，就必

须具备强烈的政治意愿和配套政策，鼓励投资建

设基础设施，以便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3

1	粮农组织。2015。《渔业部门的燃料和能源利用情况：方法、存量和战略含义》。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通告第 C1080 号。罗马。https://www.fao.org/3/

i5092e/i5092e.pdf

2	粮农组织。2016。《能源获取如何影响粮食损失：简要概述》。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文件第 65号。罗马。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

c/86761a85-0e35-4b89-b2ac-691be59c714a/

3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非洲的可再生能源转型。科特迪瓦、加纳、南方、摩洛哥和卢旺达国别研究》。阿布扎比，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德国埃施伯恩，德国

国际合作机构。	

4	微型水轮机可成为非常高效、方便的小型可再生电力来源，为电加热器供能，维持水池或水箱温度，替代养鱼场的柴油发电机。更多信息参见：		

粮农组织。（即将出版）。《可再生能源、捕捞后处理和小规模价值链：现状和前景》。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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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获登记制度

渔获登记制度是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

制捕鱼的一种重要工具。经过国家主管部门验

证的渔获登记证书和贸易文件能确保相关产品

有着合法来源，并伴随渔获物从渔场到达市场，

证明渔获物符合所有相关要求。2017 年，粮

农组织各成员国通过了《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

则》，以便推动制定新制度，统一新制度和现有 

制度。

为了与《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配套，

粮农组织已开始着手制订指南（粮农组织，

2022b），以便为各国主管部门提供支持，帮助他

们了解和实施这一制度。指南特别注重统一现

有国家监测、控制和监督工具以及产品跟踪系

统并对其加以改进，以便满足有关合法源头登记

的内部和外部要求。在指南制订过程中，我们发

现不同制度之间的关键数据元素可能存在巨大

差异，但渔获登记制度的相关证书（如证明渔船

识别信息以及是否合法运营）往往是统一的。

 图 56  水产品价值链中的可追溯性：简要说明

1	注意仍然存在其他运输方式	—	陆运、水运和空运。

注：本图对价值链和相关可追溯性进行了抽象、简化说明，并未包含所有环节和相关服务。水产品的可追溯性及价值链是一个非常综合、全球化和复杂的系统。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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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建议，各国主管部门应考虑哪些关键

数据元素必须在管辖区内得到验证，以证明产

品符合法律要求。各国应鼓励各国主管部门考

虑如何让现有验证制度或工具（如船只授权和

捕捞许可证数据库或可追溯性审计）能得到更

有效的利用，以便强化船旗国、港口国、市场国

以及储存、加工或出口水产品的国家中的验证

流程。还鼓励各国保证合法源头可追溯性，以

避免未经认证的水产品被洗白，维护已认证供

应链的完整性。

为确保实用性，在多国召开由渔业和海关主

管部门参加的研讨会，对指南进行了讨论，以便完

善该文件。粮农组织将继续在全球计划框架下，

加大力度强化各国在渔获登记制度框架下汇总

和共享合法源头相关数据的工作，为实施《港口

国措施协定》以及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

鱼的补充性国际文书、区域机制和工具提供支持。

社会责任

国际劳工组织称，捕鱼是三大最危险职业

之一。要想减轻大批依赖渔业和水产养殖产业

获取收入、生计手段或就业机会的人们所面临

的风险，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的体面劳动

条件至关重要。不可持续的做法可能在渔业和

水产养殖价值链不同环节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尤其对流动工人、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而言。

例如，在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中，流

动工人更容易遭受现代奴隶、奴役、强制劳动

和其他虐待行为的伤害。无法获得社会保护、

社会保障或医疗服务、正规劳动关系缺失（即

劳动合同）以及劳动条件不良等结构性问题在

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长期存在。此外，环

境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流失，也可能

使社会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因为沿海社区往往

是最容易受这些风险影响的群体。

涉及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国际文书（公约、

准则等）有很多，目的是确保社会公平。然而，

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各相

关方带来了实施方面的挑战。此外，自2020 年

3月起，新冠疫情的暴发造成了供应链受阻，给

本不乐观的就业条件带来了新的健康风险。很

多雇主无力投入必要资源去提供防护设备，或

重新调整工作场所，以便保持人员间的有效距

离。贸易中断还导致销售收入下降，对雇员和雇

主都造成影响，有时甚至导致破产以及破产带

来的社会后果。

2019 年，粮农组织开展了一次多利益相关

方全球磋商活动，目的是制订有关渔业和水产

养殖部门社会责任的实用指南，参与磋商活动

的有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工会、区域机构、

国际组织和学术界等各界代表。

指南涵盖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各环节，

对现有相关国际文书和工具进行整合，其纳入

一份自愿性、非约束性实用文件，为决策者提供

帮助，同时应对不断复杂化的环境。指南在考

虑该部门相关风险和发展时，将采用一种人权

和劳工权利审查方式，推动社会公平。虽然该

指南侧重于私营部门的责任，但它也涉及对支

持和保障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社会责任遵

守情况感兴趣的其他相关方。

一体化、有韧性的价值链

蓝色渔港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很多行动方而

言，渔港是一条重要的纽带（渔民、买方、卖方、

服务供应商、公共和私营机构）。它从地方、区域、

国家和全球角度，发挥着多重社会、经济、环境

作用。渔港有助于推动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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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促进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推动水产品营

养价值的保留，保证质量，为公平价格和增加出

口提供激励。

粮农组织“蓝色渔港”倡议是一个创新性

计划，旨在加强港口作为沿海城市和社区可持

续发展推动力的作用，最大限度加强数据收集

和实施工作，升级基础设施和服务，从而应对

海洋和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国家和国

际性挑战。

该倡议旨在充分利用渔港在渔业和水产养

殖价值链中的战略性位置，促进社会经济积极、

可持续增长，同时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建设合

理的基础设施以及如何管理和维护好渔港，是

必须考虑的问题。此外，“蓝色渔港”倡议还有

助于减贫和粮食安全，因为它能提高食品质量，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保护自然资源，巩固价

值链，保障海洋相关部门内部的劳工权利和性

别平等（图 57）。

粮农组织这一倡议是在 2018 年渔业委员

会第 33届会议之后，通过包容、参与式方法启

动的，目的是围绕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动

员私营部门。在各场研讨会和专门会议期间，来

自非洲、亚洲、美洲和欧洲各港口的政府和非

政府代表齐聚一堂，分享经验、信息和最佳实践。

粮农组织正与世界各地多个港口和渔业主管部

门合作，并在区域组织和多边组织的支持下，启

动一个伞形计划。计划旨在为各渔港提供支持，

帮助他们设计和实施可持续蓝色转型战略，确

保在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达成平衡。 

“蓝色渔港”倡议已开始实施具体行动，

包括能力建设、知识管理和技术援助，共有 20

个渔港主管部门、渔业部门管理机构参加，并

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劳工

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 

2021年 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

洋学委员会和粮农组织共同为港口主管部门启

动了一个能力建设计划，将海洋空间规划方法

作为战略和业务流程的一部分，并展示良好实 

践。此外，还将开展全球渔港和上岸点绘图工作，

借此寻求提高海洋价值链开发效率的可能性。 

消费者模式 

水产食品的产量和供应量过去十年受到了

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对可持续、多样化、经济

实惠、高营养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需求不断

增加。为了打入这一市场，生产商和加工商必须

将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多种多样的消费者模式和

行为纳入自身战略中。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供求状况近年来一

直在不断变化，除了常规的价格和食品安全参

数外，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性因素产生的影

响也在不断加大。

新冠疫情对消费者模式产生了进一步影

响。在疫情暴发初期和后续几波疫情期间，家

庭水产品消费量大幅减少，捕鱼活动被迫中

止，鱼品市场被迫关闭。而在防疫措施被取消

的地方和时段，传统上面向酒店、餐厅、餐饮业

的品种则面临着供应和运输问题。疫情还导致

消费者抢购囤积保质期较长的食品，如水产品 

罐头。

疫情期间人们居家和酒店业临时关闭使得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转而流向超市和其他消费

流通场所。很多高价值品种被加工成面向家庭

的食材，销售给那些原本不会消费此类品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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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7  粮农组织“蓝色渔港”倡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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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偶尔在餐厅消费此类品种的家庭群组。渔业

和水产养殖产品的网络销售和送货上门量有所

增加。 

随着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不断加大对渔

业和水产养殖生产 24 及贸易的社会和环境责

24	 “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定义参见术语表。

任的关注，市场要求在不断变化。水产食品对

于推动健康膳食也起着重要作用，详情参见 

插文 19。n

 插文 19  健康膳食和可持续粮食体系中的鱼及其他水产食品 1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提供的鱼及其他水产食品

被视为优质动物蛋白以及欧米伽-3 脂肪酸、维

生素和矿物质等特殊微量元素的独特来源，这对

人类从胚胎发育到婴幼儿期的身体和认知发育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维持青少年期和成人期良

好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也同样重要。

为达到地球上每日人均消费 28 克鱼产品的

健康膳食推荐量，2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需

求量极大，2019 年估计为年人均 10.2 公斤。考

虑到当前可持续性方面的局限和供应方案，可通

过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利用非目标物种、副

产品和低营养级水产食品开发营养可口的创新型

食品，增加水产食品的供应。为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优先将这些水产食品用于供人类食用，并应

探索用其他产品取代水产食品用作动物饲料。

无论从营养角度还是环保角度出发，均强烈

建议尽量食用整条鱼，包括鱼头、鱼眼、鱼骨和

鱼内脏，因为这些都是微量元素的重要来源。但

罗非鱼、金枪鱼或三文鱼鱼片的利用率较低，鱼

身仅 30-70% 可供食用，而其余部分则被丢弃。3

现有的简单加工技术就可以将鱼头和鱼骨制成营

养美味的食品。利用整条小鱼或加工后的副产品

都有助于提高餐食的营养含量，同时还能降低成

本，增加鱼品供应量，特别适用学校供餐计划。

例如，金枪鱼骨粉被添加到加纳学校的传统餐食

中，很受加纳学童的欢迎，4 而在危地马拉，罗

非鱼鱼头和鱼骨经过加工后被加入学校餐中，将

鱼品的利用率从低水平的30%提高至80%以上 5。	

新冠疫情已使粮食不安全状况进一步加剧，

并预计会产生长期影响，使食物不足发生率和发

育迟缓发生率上升。6 在恢复期，水产食品可发

挥关键作用，与其他营养食品一起成为膳食结构

中的一部分，推动人类和地球健康。	

1	另见插文 24,第 170页。

2	Willet,	W.、Rockstrom,	J.、Loken,	B.、Springmann,	M.、Lang,	T.、Vermeulen,	S.、Garnett,	T.等。2019。“人类世的食物：EAT-柳叶刀可持续粮食系统健

康膳食委员会”。《柳叶刀》，第 393(10170)期：第 447–492页。https://doi:	10.1016/S0140-6736(18)31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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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2022 国际手工渔业
和水产养殖年 

国际年的宗旨

联合国指定特定的日、周、年和十年作为

纪念活动或突出主题的时机，通过宣传和行动

推动其发展目标。252018 年，联合国大会宣布

2022 年为“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并

指定粮农组织为牵头机构，与联合国其他相关

组织和机构合作庆祝国际年（联合国，2018）。

世界面临许多复杂的挑战，包括饥饿、营养

不良和膳食相关疾病，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需要

充足和健康的食物并且必须减少粮食损失和浪

费，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此外还有气候变化

的影响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新冠疫情。2022国际

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强调了小规模手工渔业和

水产养殖对粮食体系、生计、文化和环境的重要

性。鉴于小规模手工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生

产了很大一部分水产食品，他们可以成为促进水

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转型变革的关

键力量，对粮食系统和营养安全产生积极的连锁 

反应。

该国际年的目标是：

 �提高全球对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认

识和理解，并促进采取行动支持其对可持续

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和营养、消

除贫困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

 �推动小规模手工渔民、水产养殖者、渔工、政

府和价值链上其他关键伙伴之间的对话与合

25	 关于联合国目前所庆祝的国际年的完整清单，参见 www.un.org/en/

observances/international-years

作，并进一步加强他们在提高渔业和水产养殖

可持续性方面的能力，促进其社会发展和福祉。

通过提高对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作用

的认识，该国际年旨在加强科学与政策的相互

作用，赋予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的权力，包括

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该国际年将展示小规模

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潜力和多样性，强调促

进与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的伙伴关系及合

作以实现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益处。通

过提高公众舆论和政府的认识，促进采纳具体

的公共政策和计划，这些分部门及其社区可以

保障其权利，并掌握以可持续方式运作的最佳

做法。

该国际年还有助于进一步实施《负责任渔

业行为守则》和相关文书，特别是《粮食安全

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

（《小规模渔业准则》；粮农组织，2015a），以

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具体行动。该国

际年也可以成为 2021年渔业委员会《可持续

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和《上海宣言》的支持手

段，这两个宣言都认识到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

殖的重要性。由于该国际年恰好处于联合国家

庭农业十年（2019-2028 年）期间，两者将相互

促进，为小规模手工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

带来更多的关注度。

2021年 11月19日，2022国际年在全球范

围内启动。26 此后，世界各地举办了各种活动，如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的三个区域国际年委员

会的线上联合启动仪式。乌干达和马拉维举行

了国家启动仪式，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举行了地

方启动仪式。该国际年包括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

举措、活动、行动方和伙伴关系，以及数百个关

26	 参见 www.fao.org/artisanal-fisheries-aquaculture-2022/hom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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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于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活动 27，如会议和论

坛、28 期刊特刊、系列网络研讨会、竞赛和相关

宣传材料（如信息图和日历），以便促进其目标

的实现。通过利用伙伴关系与合作、不同的举措

和行动方，该国际年的支持基础不断扩大。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
全球行动计划：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七个支柱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全球行

动计划（全球行动计划）围绕七个相互关联的

支柱，应对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挑战

和机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全

球行动计划涉及国家行政部门、渔民、水产养

殖者、渔工、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私营

企业、发展机构和政府间机构（图 58）。

支柱 1- 环境可持续性：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促进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

的长期发展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2（消除饥饿，实现粮

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6（为

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

理）、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小规模渔业准则》第 5章（小规模渔业和资

源管理中的权属治理）和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

动计划（插文 9），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

殖年强调渔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在确保负责

27	 关于 2022 国际年活动的完整清单，参见：www.fao.org/artisanal-

fisheries-aquaculture-2022/events/events-list/en

28	 “不容忽视”研究网络将组织五次区域会议来庆祝 2022 国际年。 

参见：http://toobigtoignore.net/opportunity/4-world-small-scale-

fisheries-congress	2022 年 9月，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将为 2022国际年

举办一场粮农区域庆祝活动：“聚焦地中海和黑海区域小规模渔业部门的 

未来”。参见：www.fao.org/gfcm/activities/fisheries/small-scale-

fisheries/ssfforum/en

任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水生生物资源及其支持

性生态系统方面的管理作用。

为验证有必要确保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

殖从业人员获取自然资源的权利，可采取的活

动包括：

 �收集案例研究，目的是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

议，提高对小规模渔业主体在可持续利用和

保护方面作用的认识；29

 �编写关于小规模渔业社区环境管理作用的 

手册；

 �促进渔工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及其他小规模

渔业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相关组织的参与和合

作，30 这种参与可以促进平衡可持续资源利

用与小规模渔民获取和使用权利的包容性进

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31

 �开发一个新的全球水生遗传资源信息系统

AquaGRIS，该系统可以对小规模水产养殖所

用水生资源的养殖类型进行特性鉴定和编目，

并成为制定公平获取和惠益分享措施的基础；

 �编制养殖技术手册，以便采用最佳养殖方式，

确保体面生计，同时实行环境友好型养殖。

支柱 2- 经济可持续性：支持小规模手工

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包容性价值链

2022国际年强调小规模水产食品生产者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模式）方面的作用及其在经济表现、市场

准入和社会及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持续 

挑战。

29	 这项工作正在由加拿大圣玛丽大学主办的“社区保护研究网络”开展。

30	 国际支持渔工协会和非政府组织 Crocevia 呼吁针对小规模渔业社区，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手册》方面进行合作并参与相关活动（Rajagopalan，

2021）。

31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向小规模手工渔民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

市场准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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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提高价值链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利用小规

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潜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同

时确保经济改善与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齐

头并进，这符合《小规模渔业准则》第 7章（价

值链、收获后和贸易），是粮农组织“发掘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的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

潜力”计划的核心。

支柱 3- 社会可持续性：确保小规模手工

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社会包容和福祉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3 要求各国实

施适合本国的社会保护制度，可持续发展目标

8 要求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可持续发展目标10

要求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些

都是与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从业人员高

度相关的问题。社会保护政策和计划已被证明

可以减少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刺激对渔业和农

业生产的投资，促进体面工作，并对当地经济

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新冠疫情凸显出社会保护在保障小规模渔

民、水产养殖者和渔工的生计和尊严以及增强

其总体抵御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粮农组织，

2021g）。同样，为推进体面工作，粮农组织、国

际海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携手塑造渔业部

门的未来，并通过应用国际标准促进渔业的安

全和体面工作（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

际劳工组织，2020）。然而，在国家层面上，大

多数国际文书没有得到充分执行，该部门仍在

致力于解决劳动立法执行不力、小规模渔民权

利受到侵犯、存在童工和难以获得社会保护等 

问题。

支柱 4-治理：确保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有效参与建设和加强有利政策环境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0.3，32 小

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利

32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0.3：确保机会均等，减少结果不平等现象，

包括消除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做法，并为此推动适当的立法、政策和行动。

 图 58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要点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1。《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全球行动计划》。罗马。www.fao.org/3/cb4875en/cb4875en.pdf

环境可持续性

资源管理者

作为共享资源的管
理者，渔民、水产
养殖者和渔工在确
保负责任管理和可
持续利用水生生物
资源及其支持性生
态系统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

为所有人创造价值

市场准入、适当的
基础设施和包容性
价值链使渔民、水
产养殖者和渔工能
够更好地提供可负
担的高质量水产
品、促进经济发展
并创造就业。

经济可持续性

生活美好

体面的生活和工作
条件对小规模渔
民、水产养殖者和
渔工确保生计和维
持其社会、文化福
祉和身体健康至关
重要。

社会可持续性

妇女与不断变化的
潮流

认识到妇女在小规
模手工渔业和水产
养殖方面发挥的作
用对妇女赋权和可
持 续 发 展 至 关
重要。

性别平等和公平

为各国提供营养
食品

小规模手工渔业和
水产养殖发挥着重
要作用，提供健康、
安全、可负担和有
营养的水产食品和
产品，使其成为全
球和地方粮食体系
的组成部分。

粮食安全和营养

意识和准备
 

渔民、水产养殖者
和渔工是世界上最
容易受到环境退
化、冲击、灾害和
气候变化影响的群
体之一。政策和行
动应支持增强对这
些威胁的抵御能
力，以实现各个部
门的长期持续性。

抵御能力

无参与则无决策

在综合数据和信息
的支持下，有效参
与决策过程可确保
渔民、水产养殖者
和渔工及其组织的
传统知识和意见能
够影响与小规模手
工渔业和水产养殖
有 关 的 法 律 和
政策。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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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努力实现蓝色转型

环境，以确保机会均等和减少不平等现象，以

及实现和平和包容的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可

持续发展目标16）。

2022 国际年强调，必须为决策、资源管理

和市场参与确立有意义和透明的参与性进程，

并确保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对自然资源和服

务的保障获取权，特别是在对此类资源的竞争

和权力不平衡正在加剧的情况下。

支柱 5- 性别平等和公平：认识到在小规

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男女平等

需要谨记的是，性别平等不仅是一项人权，

而且是实现可持续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

关键因素。在整个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

链中，妇女占其主体的 40%，发挥着各种各样的

作用，但她们不成比例地承担着最不稳定和收

入最低的职位，没有平等参与组织和决策过程，

没有得到立法和政策的平等支持，也没有平等

获得资源、市场、技术和服务并从中受益。

2022国际年支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

（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和女童赋权）和《小

规模渔业准则》第 8章（性别平等）方面取得进

展，努力确保通过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力，改善

该部门的社会和经济表现，并通过培养妇女作

为变革推动者的角色来加强小规模捕捞和养殖 

社区。

支柱 6- 粮食安全和营养：促进可持续粮

食体系中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健

康膳食的贡献

小规模渔业通过向约 5 亿人提供多样化

的水产食品，对维持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直接

贡献，此外还提供了生计机会，从而为粮食安全

和营养做出了间接贡献，如果将小规模水产养

殖业也考虑进来则做出的贡献更大。

2022 国际年旨在宣传小规模水产食品生

产者对粮食体系和营养的贡献，因为小规模渔

业和水产养殖提供了约 40% 的全球渔获量，为

近 10 亿妇女提供了约 50% 的欧米伽-3脂肪酸

推荐摄入量（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

中心，2022）。

支柱 7- 抵御能力：提高小规模手工渔业

和水产养殖对环境退化、冲击、灾害和气

候变化的预备和适应能力

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正面临着越来越

多的风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

黎协定》认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对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规模渔业和养殖社

区所在的其他脆弱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533侧重于在与

气候相关的极端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

冲击和灾害背景下的抵御能力。抵御能力也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3.1（加强各国抵御

和适应气候相关危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的核

心特征。

2022国际年正在推进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促进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中的气

候变化和灾害风险内容，鼓励为小规模渔业和

水产养殖社区开展认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活动并

创造就业机会，以此作为新冠疫情恢复规划和

建设更美好家园的部分内容。Cook、Rosenbaum

和 Poulain（2021）编制了一份指南，帮助政策

33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5：到 2030 年，增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

抵御能力，降低其对气候相关极端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冲击和灾害

的暴露程度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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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政府机构、发展伙伴和民间社会组织制

定和实施渔业相关政策和计划，在人权背景下

应对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同样，在线电子学习

课程“渔业和水产养殖应急”34 提供了类似的

支持，并优先考虑身为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

者的男性和女性。35

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渔业对可持
续发展的贡献

2022国际年的目标是提升全球认识、理解

和行动，支持小规模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对可

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营养、消除贫困和利用

自然资源的贡献，这需要形成坚实的证据，强

调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效益、相互作用和 

影响。

在筹备2022国际年的过程中，粮农组织、

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进行了“阐明隐藏

收获”研究（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 

中心，即将出版）。这项研究基于严格的多学科

方法，收集和综合了有关小规模渔业的信息。

800多名专家推动了58项国家和地域案例研究，

涵盖了68%的全球海洋渔获量和 62%的全球内

陆渔获量。一系列主题研究涉及环境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的影响、认同感与土著人民以及小规

模渔业等重要主题，而完整的研究结果则通过

分析小规模渔业在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方

面的贡献来对其进行全面审视，同时将性别问

题视为一个跨领域主题。

34	 该课程可从以下网址获得：https://elearning.fao.org/course/view.

php?id=789

35	 该课程将两套粮农组织指南、最佳做法和标准作为关键资源：

Cattermoul、Brown 和 Poulain（编辑，2014）以及 Brown 和 Poulain（编辑，

2013）。

主要结果（图 59）包括：

 �小规模渔业渔获量估计为 3700万吨，占内

陆和海洋捕捞渔业总产量的 40%。

 �在所有从事捕捞渔业的人员中，约 90% 经营

小规模渔业，包括约 2100万妇女。

 �将自给自足捕捞也考虑在内，约 94% 的捕捞

业（就业和自给自足活动）为小规模渔业，包

括约 4500万妇女。

 �将家庭成员也考虑在内，4.92亿人至少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于小规模渔业。

 �不同鱼类的营养价值差异巨大，小鱼的营养

特别丰富。小规模渔业有可能为全球 9.87亿

妇女提供 50% 的欧米伽-3脂肪酸每日推荐

摄入量，为 4.77亿妇女提供 20% 的钙、硒和

锌每日推荐摄入量。

“阐明隐藏收获”研究数据收集和整理过

程显示，政府对小规模渔业的数据收集存在很

大差异，在许多情况下，缺乏支持有关这些渔

业的政策制定和决策的信息。在收集数据的地

方，分析和解读数据的能力并不一定存在或得

到优先考虑。

国际年和“阐明隐藏收获”研究结果是小

规模渔业数据收集和分析转型变革的触发因

素。通过增强国内的持久能力，实现更好的数

据收集、分析和传播以支持小规模渔业，监测

渔业和相关生计的方式将更好地反映小规模

渔业运作的独特情况，并帮助确保政策制定者

对其进行适当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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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9  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中心。资助方：瑞典国际开发署、挪威发展合作署、橡树基金会、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鱼品生产体系研究项目。

www.fao.org/3/cb8233en/cb8233en.pdf

全球渔业总捕捞量为 9200万吨 1

捕捞水产食品

共同治理

提供必需的营养

支持生计和就业

重视女性的贡献

4.92亿人

770 亿美元 3

小规模渔业渔获物首次销售收入 4

至少一定程度上以小规模渔业为生 2

4500万女性
参与小规模渔业活动 2,6

9.87亿女性
提供 50%的欧米
伽—3脂肪酸推荐

摄入量 8

4.77亿女性
提供超过20%的钙、硒、

锌推荐摄入量 8

小规模渔业从业人员每10人中有 4人为女性。

小规模渔业上岸量 7 能为：

6000万人
在小规模渔业

就业

3.79 亿
家庭成员 

5300万人
从事自给自足型 

捕鱼

3700万吨
小规模渔业

鱼类富含微量元素 

小型鱼尤其有营养

硒
锌

钙

铁

维生素 A

欧米伽—3

99%

60% 

在 424 家小规模渔业生产者组织中：

已确立捕捞和可持续渔业管理目标 5

已确立人类福祉目标 5

5500万吨
大规模渔业

40% 60%

1	2013–17年的平均值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58个国家和地区案例研究中推算得出。

2	从 2016 年 78个国家家庭调查中推算得出，包括价值链各环节全职和兼职就业（数

字已四舍五入）。

3	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58个国家和领土案例研究中推算得出。

4	基于小规模渔业渔获物首次销售(2013-2017年 )。

5	基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对全球 717个小规模渔业组织的调查。

6	由 28 名性别问题专家提供知识和分析方面的支持。

7	上岸量仅指渔民留下来供自己食用、销售或交易的鱼类，而渔获物包括所有捕捞

到的鱼。

8	基于“阐明隐藏收获”项目组及合作伙伴开发的预测性养分模型。

“阐明隐藏收获”报告的主要发现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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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促进粮食
系统和营养安全

众所周知，水产食品在提供必需脂肪酸以

及更广泛的微量营养素和生物可用的动物蛋白

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水产食品填补了发展

中国家许多营养脆弱人群膳食中的微量营养素

缺口，有助于降低与膳食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

风险，如心脏和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

中风和糖尿病。食用水产食品可以提高母乳的营

养含量，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更多的膳食

多样性，促进认知发展，并减少婴幼儿发育迟缓

和严重急性营养不良。水产食品也是健康饮食

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健康饮食在青春期和成年

期都很重要（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

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召开的联合国粮食系

统峰会所强调的消除饥饿和保护地球的七个

重点领域中，保护平等和权利、维持水产食品

以及消除饥饿和改善膳食，36 都与 2022 国际

年高度相关。在这方面，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

殖可以成为可持续和公平粮食系统的关键，为

所有人提供营养（Short等，2021；Golden 等，

2021；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

2022 国际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用

于展示与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有关的重要信

息，并保护依赖性社区，平衡农业与渔业政策

以实现对营养更加敏感的投资，优先考虑多样

化的水产食品以支持公共卫生，从而确保小规

模渔业和水产养殖在可持续和公平粮食体系

中的作用（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Short 等， 

2021）。

36	 例如，通过学校供餐计划（von	Braun 等，2021）。

推动实施《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
自愿准则》的伙伴关系

《小规模渔业准则》提供了关于渔业管理

和小规模渔民生计功能的全面建议，同时也认

识到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之间的重要联系。

除了解决资源获取、权属权利和渔业管理、气候

变化和灾害风险等问题外，该《准则》还涉及价

值链上的社会和经济挑战与机遇。性别平等是

一个跨领域问题，需要赋予妇女权力并使其作

用受到更多关注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些相互关

联的层面需要众多合作伙伴的跨部门合作，以

确保政策一致性、信息和机构联系，实现预期

结果和影响（图 60）。

通过 2022国际年，可以分享合作和伙伴关

系如何成为确保可持续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

殖关键的实例，不仅说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

且激发新的行动以推广成功经验（插文 13）。

学术界和研究伙伴、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

正在研究促进、连接、补充、记录和加强这项工

作的方式和方法。

政府的作用

粮农组织成员一直在为实施《小规模渔业准

则》创造有利环境，包括为参与性、包容性和透

明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进程制定制度和法律框架。

2022国际年使各国政府能够展示其对负责任渔

业和水产养殖以及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诺。

适当的立法和执法可为包容性、参与性渔

业治理和资源利用及管理提供最有力的框架，

因此，可以成为支持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

渔工及其社区并促进他们对宏观发展目标所

做贡献的具体手段，这些目标包括逐步实现食

物权、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利用资源。可持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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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渔业诊断工具（环境法研究所，2020）和《小

规模渔业准则》实施指南（粮农组织，2020）是

现有的两份指导文件，涉及如何适当修正或更

新立法，由相关电子学习课程提供支持。专门针

对小规模渔业的粮农组织法律数据库（粮农组

织，2022c）全新部分正在开发当中，旨在为此

类改革进程提供信息并进行传播。

一些粮农组织成员采用了由政府、小规模

渔业组织、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多

方利益相关者国家小组领导的参与性进程，以

制定支持《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实

施的国家行动计划。例如，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和塞内加尔已经启动了各自的国家行动计划，

并具有一致的途径来实现更有保障的小规模渔

业。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磋商和评估，以推动此

类进程，而另一些国家已经启动了侧重于《小规

模渔业准则》具体方面的举措。据估计，约有 50

个国家正以各种方式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

其中许多是在粮农组织的支持下或通过与其他

项目、举措和组织的合作开展这项工作。

 图 60  2022 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之前《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应用情况

1	根据 2014 年 1月1日至 2020 年 12月31日在“谷歌学术”搜索《小规模渔业准则》的结果。

2	信息汇编自粮农组织的各种报告和 2021年初进行的网页分析。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21。《小规模渔业准则》吸收和影响：影响途径。罗马。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CB7657EN

2014年至2020年期间发表的约1,100
篇文章和报告提及《小规模渔业准
则》，并且该数据呈现上升趋势，
2020年为279篇，而2015年为61篇，
2014年为41篇。1

约

共计

1100
篇文章和报告

包括妇女和土著人民组织并代表成千上
万的小规模渔民和渔工，已得到粮农组
织的支持。2

个全球、区域和分区域小
规模渔业社会运动和民
间社会组织

超过10

参加了粮农组织（与区域伙伴合
作）在 2 015 - 2 01 8年组织的关
于《小规模渔业准则》的七次区
域认识提高和磋商活动。2

来自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

80 50个国家在粮农组织的支持
下或通过与其他项目、举措
和组织的合作，以各种方式
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2

50
个国家实施《小规
模渔业准则》

2019年和2020年，粮农组织网
站上《小规模渔业准则》网页
的浏览量超过35,000次。2

超过

35 000
次网页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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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间伙伴关系：小规模渔业组织

渔民和渔工，特别是通过他们的组织，成为

变革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小规模渔业准则》要

求的自下而上和包容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关小规模渔业主体有效参与的一个关

键概念是赋权：渔民和渔工（男性和女性、青年

和弱势群体），需要有能力参与决策、获得准确

信息和了解他们的权利。他们还需要代表他们

的架构，并有空间通过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

层面的集体行动以适当的方式参与。例如，支

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全球战略框架》

包括一个由国际小规模渔业组织代表组成的

全球咨询小组，最近关键区域的区域咨询小组

对此进行了补充。同样，非洲联盟为渔民、水产

养殖者和渔工代表建立非国家行动方平台的举

措以及非洲妇女鱼品加工者和贸易商网络都是

赋权成就的例子。同时，在非洲手工渔业专业

组织联合会的努力下，关于 2022国际年的具体

行动计划得以制定。

这些全球和区域网络需要得到强有力的地

方和国家代表的支持。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女性渔工协会于 2019 年启动，目前正

在得到支持，建立地区级分会，以确保真正的自

下而上的进程，赋予更多妇女参与讨论和发表

意见的权利，例如，直接参与坦桑尼亚渔业法

的审查。

学术界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

组织

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许多伙伴关系正在

推进对小规模渔业的理解，为实施《小规模渔

业准则》提供宝贵的意见。从 2014 年批准《小

规模渔业准则》到 2020 年期间，约有 1100 篇

已发表的文章和报告提及该准则。全球研究网

络“不容忽视”仍然是一股推动力：其许多成员

发表了《小规模渔业准则》实施工作相关内容，

而不同的合作伙伴则积极参与实施和（或）为

2022 国际年的庆祝活动做出贡献（例如，通过

在这一年当中举办五次“不容忽视”区域会议）。

非政府组织在支持《小规模渔业准则》的

实施和促进信息、经验和良好做法共享方面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环境保护基金与其伙

伴合作，建立了小规模渔业资源和合作中心，为

分享材料和参与提供一个在线空间。

全球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倡议（包括渔业

领域以外的）可在全球和区域进程中反映和呼

吁实施《小规模渔业准则》，从而认识到该分部

门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生计和资源管理的积极

贡献，并促进更加综合和跨领域的发展途径。

监测促变革

2022 国际年标志着《小规模渔业准则》

试点监测、评估和学习框架的启动，以评估准

则目标和建议的实施进展（第 13.4 段），以

及小规模渔业社区参与这些监测工作的情况 

（第13.5 段）。

该监测、评估和学习框架不仅是为了监测

《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实施进展，突出相关差

距和挑战，而且也是为了能够分享良好做法、

确定机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参考。该框架旨

在作为一种参与性工具，推进可持续小规模

渔业和《小规模渔业准则》的实施。这将有助

于加快集体学习、继续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小

规模手工渔业的潜力，同时不让任何一个人 

掉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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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蓝色转型助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实现全球目标的 
“行动十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渔业和水产养殖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依然是各国、

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制定战略打造一个公平、

繁荣、可持续的世界时要考虑的一项重要依据。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相关具体目标和指标

对于实现涵盖环境、经济、社会相关关切的包容、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要成功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大程

度上要取决于有效的监测、审查和后续跟进工

作。《2030 年议程》设立了一个全球报告架构，

汇总地方、国家、区域各层面的投入，并最终设

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

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是这一全球共同问责框架

的基础。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于2016 年 3月确立

了一个由 230 项指标组成的全球指标框架，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69 个具体目标进行监测。

这些指标体现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

让任何人掉队”的指导原则，按性别、年龄、收入、

地理位置、职业和其他社会身份因素分类展示

进展（高级别政治论坛，2022）。

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相互关联的本质

使得它们从本质上看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在一

个领域取得的进展会对另一个领域的进展起到

支持和增强作用。因此，必须强调采用综合发

展措施，相关指标所产生的结果必须放在一起

评价，以便对不同发展途径的影响和利弊进行

全面分析。本节将在相关指标的大背景下对渔

业和水产养殖部门进行综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认粮食和农

业在抗击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减轻贫困方面发

挥的关键作用（粮农组织，2022d）。要想消除

贫困和饥饿，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农

村发展、能力建设以及对粮食生产体系的投资，

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随着新冠疫情不断发

展，所取得的进展依然十分有限，迫切需要采

取变革性行动。在这方面，由于粮农组织的宗

旨与所有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因此粮

农组织的《2022-2031年战略框架》已完全与

支持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充分挂钩。

这在逻辑上与粮农组织作为 21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1 的监管机构以及另5 项指标的辅助

机构的角色相吻合，这些指标涉及可持续发展

目标1、2、5、6、12、14 和 15。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是一种重要的全球粮

食生产体系，而其相关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对实

现能保障粮食安全、生计、人类尊严和自然资

源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可持续利用海洋生

物资源方面，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司利用

自身的全球领导力，就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

1	 21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完整清单参见:	www.fao.org/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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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项下四项指

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14.6.1、14.7.1

和 14.b.1）开展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14原则

上涵盖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但目前已确定

的指标多数涉及捕捞渔业。但要注意到，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标14.b.1也涵盖水产养殖业。这

四项指标下（均属于第 I层级）开展的工作和

取得的进展将在下文各节介绍（第161-169页）。

对水产养殖发展而言，几乎所有可持续发

展目标都与此相关。但尽管如此，水产养殖业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

没有一直得到明确或宣传。虽然淡水养殖与海

洋捕捞业和海水养殖业相比已经并将继续为粮

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Zhang 等 ,2022），但它

的贡献往往是隐含而不明确的，例如，在可持

续发展目标 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

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项下就未明确提及，

导致其很少在可持续性相关对话中出现。在上

海最近召开的全球水产养殖大会上，与会者就

加速推动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和加大水产养

殖对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提出了战略优

先重点。这些优先重点包括具体目标和指标，

值得各方关注，不仅要通过高级别政治论坛牵

 插文 20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2.5 与水生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 2被公认为“零饥饿”目标，

但它远不止于此，包含的是实现粮食安全和促进

可持续农业。鉴于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粮食体系的

基础，其有效管理对于我们未来的粮食安全而言

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已体现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具体目标 2.5 里：到 2020 年，保持种子、

种植作物、养殖和驯养的动物及与之相关的野生

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促进获取及公正、公平地

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

虽然已经认识到，与陆地种植业相比，水产

养殖业是一种新型食物生产方式，生物多样性对

于水产食品和陆上食品生产系统而言同等重要。

虽然水生遗传多样性未被明确排除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具体目标 2.5 的文字之外，但也未被纳入评

估该项目标实现进展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未能

就此提出具体的指标。与具体目标 2.5 相关的指

标仅涉及保护设施中保存的粮农动植物遗传资源

数量以及家畜品种的风险状况。这些衡量指标通

过有关动植物遗传资源的现有信息系统加以量化

（粮农组织的系统为 WIEWS1 和 DAD-IS2）。

正如 2019 年对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开展首次

全球评估时指出的那样，3 目前可用于就保持粮

农水生资源遗传多样性制定指标的信息完全缺失

或极为有限。粮农组织正在通过开发粮农水生遗

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 AquaGRIS，来填补这一关

键知识空白。已开发的原型 4 目前正在被转化为

一个能完全运行的信息系统，有能力就粮农水生

遗传资源的管理现状产生目前尚未界定的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2.5，与 21 项其

他具体目标一起，已于 2020 年失效，很遗憾相

对进展极为有限。5 由于水产食品在人类营养和

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将粮农水

生遗传资源纳入目前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正在

制定的生物多样性框架中。

1	WIEWS（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信息和早期预警系统）：www.fao.org/wiews/en

2	DAD-IS（家畜多样性信息系统）：www.fao.org/dad-is/en

3	粮农组织。2019。《全球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状况》。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评估报告。罗马。https://doi.org/10.4060/CA5256EN

4	带有少量物种数据的 AquaGRIS系统原型参见：www.fao.org/fishery/aquagris/home

5	更多详情参见：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0/progress-summary-for-SDG-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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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头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续行动和审

查框架加以关注，还要通过目前正由生物多样

性公约组织制定的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加以关注（插文 20）。

同样，内陆渔业和淡水养殖体系在提供粮

食和营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未体现在当前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文本中，虽然它们与多个可

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 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

进可持续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6（为所有人

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可持续发展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

式）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

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必须充分认识到所

有水产食品 2 生产系统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要进一步将水

产养殖业发展纳入各国政策。

可持续发展目标14 项下有 6 项指标由粮

农组织以外的其他监管机构负责。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负责其中 3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1.1、14.2.1 和 14.5.1），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负责其中 2 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14.3.1 和 14.a.1）。从具备时间

序列数据的指标可以看出，衡量环境退化的指

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1.1 和 14.3.1）显

示出恶化趋势，污染速度在加快。唯一一项取

得明显进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海洋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5.1），证明在国家

立法方面具备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但在决定是

否有必要禁止进入海域时，应充分考虑渔民和

当地人民的需求，以便减轻对生计和食物供给

的影响。粮农组织也在为这些指标做出贡献，

详情参见插文 21。

2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最后，联合国秘书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c.1的监管机构，该指标侧重于通过实施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国际法，加强海洋及相

关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农组织为指标

14.c.1部分数据内容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但由

于该项指标仅有2021年的数据，目前仍无法就

趋势或进展做出评论。总之，目前要想确定被归

类为第II层级的指标的现状很有难度。

有关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相关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除可持续发展目标14 外）的进展状

况，目前可以明显看到，《2030 年议程》中确定

的多项目标无望在限定时间内实现（联合国，

2021a）。虽然在关键领域已取得进展，但在其

他一些领域却出现了倒退。此外，新冠疫情已使

得以往的良好趋势出现逆转，进一步拖累了各

项具体目标的实现进度，使相对落后的各项指

标进一步恶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污染等带来的潜在威胁，加上人类冲突带来的

直接威胁，都要求我们采取果断行动，但疫情

暴发和国际发展与合作多个领域缺乏进展，使

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就可持续发展目标1（在世

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而言，目前正在取

得持续进展，全球贫困率已从 2015 年的 9.9%

降至2019年的8.2%，并预计于2030年降至6%。

但 2020 年首次出现了上升，又有1.19 亿人陷入

极端贫困。就可持续发展目标 2（消除饥饿，实

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而

言，全球的粮食安全率自2014 年起一直在持续

恶化，2020 年全世界有 8.11亿人面临饥饿，而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出现严重恶化。

未来预测表明，由于冲突、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面临的挑战会日益增多。疫情已直接

导致收入减少、供应链中断、营养状况恶化，很

多人因此陷入困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与

女性之间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差距已从 2019 年

的 6%升至 2020 年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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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听到了好消息。当前的世界与

本世纪初相比，已有了改善，更多人摆脱了贫困，

更有机会获得受教育机会，儿童死亡率有所降低。

人们更容易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孕产妇死亡率

正在降低（虽然下降速度仍较缓慢），艾滋病发

生率继续降低。此外，新冠疫情向我们展示出各

社区的巨大韧性，粮食供应链的劳动者在社会

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得到了普遍赞赏。社会保护

计划已大幅扩大，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已开始适

应数字转型。更多人已认识到应采用更清洁的能

源和技术。这些进步，加上通过国际合作在疫

苗开发方面取得的成功，充分表明只要我们团结 

一致，就能重建出一个更美好、更强大的世界，

实现《2030 年议程》，让所有人都能拥有更加可

持续的未来。

 插文 21  粮农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1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指标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

洋和海洋资源）共有七项具体目标（加上三项执

行手段）专门涉及人类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中多项目标直接涉及保护和环境健康的相关活

动，但同时还涉及资源获取、市场准入和知识共

享等方面的公平性问题。

要向消除、适应或减轻对海洋环境的已知影

响迈出第一步，所需的知识目前已经具备。但很

多情况下，仍需开展更多工作，记录每个问题的

现状和面临的压力，并报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取得的进展。

除了专门侧重于渔业的工作外，粮农组织还

在了解和最大限度减少海洋酸化和污染产生的影

响、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有效的区域管理以及

强化有关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的各项全球协议的落

实等方面做出贡献。这些行动对渔业管理起到了

补充作用，并与有关贸易问题和加强治理的各项

国际协议形成合力。

有关预防和减轻海洋污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 14.1，大多数流入海洋的养分和塑料

等固体废弃物都源自陆地。但粮农组织及其伙伴

方正在确定干预措施，以便通过渔具标识等国际

举措来减少水产系统中的废弃物，同时还在努力

探索创新做法，以了解和减轻某些形式的塑料（即

微塑料）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水生动物和人类

健康的影响。

有关海洋酸化和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 14.3），粮农组织支持各成员国和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对变化速度、规模和范

围以及温室气体污染对海洋和渔业变量的影响进

行监测和报告。在管理相关层面为气候相关决策

提供依据的能力目前仍是弱项，但目前在加强观

测和共享数据和信息方面，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

为改进海洋和沿海环境管理（可持续发展目

标具体目标 14.2），包括空间管理（可持续发展

目标具体目标 14.5），粮农组织在努力促使各方

了解权属、获取权、使用权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公约最新确定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

将如何为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带来机遇，这些目

标的交付时间节点是 2030 年。为实现环境目标，

粮农组织提倡利用好手头一整套齐全的管理工

具，包括渔业管理工具，同时将生物多样性考量

纳入所有管理工作中，尽最大努力充分利用广泛

的机构合作（如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与区域

渔业机构和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项目之间的合作）。

最后，就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的生态保护指

标看，粮农组织支持增加相关科学知识和发展研

究能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4.a），以

推动创新、包容、有效、有适应性的管理行动，

去面对海洋和内陆水生系统所面临的日益加大的

外部压力，这一点已体现在渔委 2021 年《可持

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中。1 

1	粮农组织。2021。渔委 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罗马。https://doi.org/10.4060/cb3767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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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 — 
计算在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鱼
类种群数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利用世界海洋

捕捞渔业的丰度来衡量其可持续性（粮农组织，

2022e）。此项指标自1974 年起就在全球和区

域层面得到认可，一直由粮农组织在其《世界渔

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两年度出版物中定期报告。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衡量鱼类种群的可

持续性，是渔业生物可持续性的终极衡量指标，

即渔业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最终所依赖的最

根本支柱。从该项指标的时间趋势看，可看到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3方面取得

了明显变化和进展，这有助于评价全球以往渔

业政策和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不同区域或不

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有助于发现尚未取得进

展、值得加大关注的热点。

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

洋和海洋资源）有一项具体目标是，到2020 年，

让100%的鱼类种群达到生物可持续水平。对此

项全球指标的最新评估（见“渔业资源状况”，

第47页）表明，2020年的具体目标未能实现（联

合国统计司，2022a）。国际社会要看到此项目

标未能实现的事实，并加大力度做出承诺，全力

以赴。

按照《2030 年议程》，各国决定将此项指

标扩大到国家层面，同时在渔业委员会第34届

会议（2021年 2月）上提出合理的期望，即应该

对《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此项经典指

标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考虑到国家指标。实

际上，粮农组织目前正在调整区域和全球指标

3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4：到 2020 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

度捕捞、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执行科学

的管理计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类种群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特征允

许的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水平。

估算方法（插文 3，第 50页）。该指标在国家层

面的采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让各国能在

自身的政策框架中纳入一项工具，利用前后一致、

可比较的方法对渔业资源状况进行监测。

2019-2020 年，粮农组织进行了一次问卷

调查试点，以推动各国就此项指标进行统一、

连贯的报告。在具有海岸线的164 个国家里，

98 个国家（60%）表示对指标感兴趣，86 个

国家向粮农组织提交了可审核的（其中 84 个 

国家）数据，其数据质量可验证（插文 22），数

据最终于 2022 年 3月向联合国统计司报告。在

发布的结果里（联合国统计司，2022b），指标

对 30 个国家的情况进行验证，通过了第一级和

第二级质量保证。对 29 个仅通过首层质量认

证的国家，指标已报告，但被标记为不可靠。最

后，有 25 个国家未能通过首层质量认证，因此

未能计算指标。首批报告工作表明，各国在确

定种群现状方面面临各项挑战：渔业数据收集

和管理工作中存在不足，包括相关机构之间缺

乏协调；科学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开展种群评估；

存在组织和内部沟通问题，导致各利益相关方

就报告流程磋商不畅。

的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 相对

比较复杂，各国的报告工作受到国家能力的限

制。粮农组织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项下多

个指标的监管机构，正致力于支持各国加强自

身在国家层面收集数据、开展评估和估算指

标14.4.1的能力。为此，粮农组织首先投资于

在缺少数据的情况下采用的评估方法，并为国

家指标的报告工作开发方法（联合国统计司，

2022c）。随后粮农组织采用了一整套能力发展

工具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已用多种语言推出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4.1网络学习课程（粮

农组织，2020f）；粮农组织开发了线上种群监

测工具，让接受培训的人员实际操作在缺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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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22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 国家指标的质量认证

对问卷的质量认证审核包括两个主要步骤：

第一，对参与国所提供的信息的完整性和质量进

行评估（质量认证 1 级或 QA1）；第二，对所提

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可靠性、健全性和透明度进行

评估（质量认证 2 级或 QA2）。

收到一个国家上交的问卷后，首先要审核它

是否符合要求，内容准确性如何，特别是涉及内

容前后不一致、不完整或不清晰、遗漏必填项或

与种群参考清单相关的问题。随后向各国返还反

馈意见，让各国有机会根据手头现有的数据和人

力资源，就此做出回应、编辑和最大限度改进问

卷填写内容。

每份问卷随后将对照客观标准进行评估，对

其是否符合监测指南进行评分，同时对支撑性实

证能否对照现有其他信息评估报告内容的可靠

性，给出评分（见图）。该评分代表国家报告工

作的置信度，基于以下因素：1) 是否具备种群

参考清单的种群状况信息（即状况已知或未知）；

2) 方法的可靠性（即正式评估；灰色数据或渔

获物趋势分析；或构成种群状况分类基础的黑色

数据和定性评估 / 专家判断）；3) 用于验证评

估结果的参考源的存在和可用性；4) 提供的种

群层面的数据量和信息量。

QA1 的结果随后可为接下来的 QA2 分析提供

支持，QA2 主要是检查输入信息是否与其他已知

信息源保持一致，具体可包括：1) 与向粮农组

织公开或粮农组织可获取的种群评估报告进行对

照，核查评估结果；或 2) 开展区域专家审查，

验证种群参考清单，就所开展的评估提出指导意

见（即评估的可靠性）或就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

量提出指导意见。QA2 的结果还有助于区域专家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 监测和报告工作

的相关能力开发活动指明方向。

验证时，每个种群最后都会在全球种群记录

中获得一个专门标记，便于在未来报告工作中开

展数据管理、质量认证和监测。	

1.0

0.8

0.6

0.4

0.2

0

0 0.2 0.4 0.6 0.8 1.0

支
撑
性
实
证
评
分

符合要求评分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4.1 质量认证流程

注：质量认证1级	(QA1)就是否符合要求（X轴）和支撑性实证（Y轴）等客观标准对各国提交的问卷进行评分。通过了质量认证2级的国家为蓝点，其他国家为空心圆。

背景色梯级过渡表明从低分（红）到高分（绿）。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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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情况下可用的相关方法；在 2019 年底至

2022 年初之间召开了八次区域性或基于语言的

线下或线上能力开发讲习班，共有 70 多个国家

和 500 多名人员参与。同时，粮农组织和各区

域渔业机构还通过渔业和资源监测系统，强化

了有关单个种群状况的现有信息的分发工作以

及各层级信息和数据交流框架，目的是为指标

14.4.1的监测提供支持，推动各区域渔业机构

积极参与，逐步促进全球、区域指标和国家估

计数之间的融合。

计划在 2022 年发放一份新问卷，此份问

卷已按照各国的反馈意见和首轮问卷得到的经

验教训做了改进。

可能的情况下，理想的做法是让各国报告本

国指标和粮农组织评估区域指标这两项不同的

流程实现融合，但这需要遵循一种循序渐进的过

程。当前，由于质量问题，可持续渔业资源的当前

区域和全球估计数无法从问卷中提交的各国数

据中汇总而来，而这一问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

续存在。随着粮农组织新修订的方法得到采纳 

（插文3，第50页），一旦粮农组织能在中长期收

集到足够、可靠的国家估计数，各国报告的相关数

据就能与区域渔业机构及其他来源的数据相互结

合，用于调整区域估计数。这种做法预计有助于提

高粮农组织数据的可靠性，并能鼓励更多国家报

告数据，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数据得到了有效利用。

因此，区域和全球估计数就有可能按不同国家分列，

从而达到联合国统计司提出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6.1 — 评
估为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
鱼活动而执行国际文书的程度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一直是水

生生态系统以及依靠水生资源获得营养和生计

的渔民及人群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这是因为

此类捕鱼活动会破坏各国和各区域为可持续管

理渔业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做出的努力（粮

农组织，2022f）。

相关国际文书对于打击非法、不报告、不

管制捕鱼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14.6.1衡量的是各国对五份主要文书的执

行程度。各国于 2018 年 4月由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机构间专家组通过了方法（联合国统计司，

2022d），旨在提出一项有效、全球适用的进展

衡量指标，同时最大限度减轻各国的报告负担。

已将用于此项指标的问题纳入渔业委员会为监

测《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相关文书的实施

情况时一直沿用的问卷。按照渔业委员会在第

32届和第 34 届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意见，只有

经过相关国家验证的评分才被纳入向联合国统

计司提交的材料中，并在后续分析过程中加以 

考虑。

2018 年至 2022 年间，按该项指标衡量的

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相关国际文书

的平均执行程度在全世界均有所改善（联合国

统计司，2022b；图 61）。期间，全球指标总分从

3分升至 4分（满分 5 分）。根据各国有关指标

14.6.1的报告，各国在落实为打击非法、不报告、

不管制捕鱼而提出的措施方面已取得良好整

体进展，近 75% 的国家 2022 年相关国际文书

执行程度评分较高，而 2018 年的比例为 70%。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辖区水域面积大，要充分

执行这些文书面临着特殊挑战，但它们的执行

程度已从 2018 年和 2020 年的中等水平提升至

2022 年的高水平。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要执

行这些文书往往面临挑战，其执行程度从 2018

年的中等水平一直延续到 2022 年。从区域组别

看，一些区域多年来一直存在波动，执行程度

整体未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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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1  2018-2022 年各区域在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相关国际文书落实程
度方面的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6.1）

1	2022 年因报告数据的国家数量不足，无法为该区域组给出总分。

注：表中显示每组中各国的指标落实平均水平，从最低水平（1分）到最高水平（5 分）。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1 2 3 4 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

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中亚和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

拉丁美洲和及加勒比

北非和西亚

欧洲和北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

世界

2018年 2020年 2022年

 表 16  2018-2022 年各区域粮农组织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6.1 的报告
率趋势

区域 
粮农组织 

成员国数量 
报告国家占比 相关报告国家 1 数量  

    2018 2022 2018 2020 2022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33  64  61  70  21  17  22 

欧洲和北美		 45  80  69  80  33  28  36 

中亚和南亚		 14  64  36  36  7  3  2 

东亚和东南亚		 16  50  56  44  8  6  7 

北非和西亚		 23  48  43  30  8  6  6 

撒哈拉以南非洲		 48  50  25  27  18  11  9 

大洋洲		 17  53  53  47  9  9  8 

世界 196  60 49 51  104 80 90 

1 相关国家指那些已报告且指标适用于其具体国情的国家。

注：数字包含粮农组织准成员国。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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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指标 14.6.1的全球数字以占粮农组

织成员国总数约 50% 的国家的评分为基础综合

得出，2018 年除外，因为当时报告数字的国家

比例达到了60%。虽然这些数字表明总体情况

有所改善，但特定区域组别中提交报告的国家

数量和具体构成不同，可能会影响该项指标，

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区域的评分多年来一直波动

的原因。例如，表16显示，2018 年至 2022年间，

报告了指标数据的国家数量在中亚和南亚（从7

个减至 2个）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从 18 个减至

9 个）出现大幅减少。为解决这一问题和对指标

14.6.1 相关进展进行更准确的趋势分析，有必

要提高报告国家的数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7.1 — 
衡量可持续渔业对各国经济的贡献

渔业支撑着世界各地几百万人民的生计，

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和粮食安全保障。只有确保

渔业资源得到合理保护，才能使其继续为各国

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4.7.1（可持续渔业

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所有国

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将渔业增加值与区

域种群的生物可持续性结合在一起，提出一项

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指标，帮助各国更好地了解

可持续渔业对各国经济的重要性（粮农组织，

2022g）。2019 年（联合国统计司，2022b），可

持续渔业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中占比仅不

足0.1%，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占比0.46%，在最

不发达国家占比 0.88%。这一比例在某些国家

较高，如科摩罗，其可持续渔业的产值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占比已从 2011年的 4.5% 升至 2019 

的 7%。

估计可持续渔业增加值的关键是种群的

生物可持续性。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一直

十分重要，有助于确保渔业能够持续实现经济

 图 62  2019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对经济的贡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7.1）

注: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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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支持公平发展，在不牺牲子孙后代利益

的前提下满足当今需求。

近年来，该部门的产量和增加值一直在不

断增加，既带来了经济红利，又促进了持续经济

增长（图 62）。然而，这些经济红利只有通过对

渔业资源的谨慎管理，才能延续到未来。有些

区域的鱼类种群正面临巨大压力，如大洋洲（不

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持续渔业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所占比例（1.54%）最高，平均可持续性

水平在全面下降。这已导致东亚和东南亚等一

些区域总体趋势恶化，可持续渔业在国内生产

总值中所占比例从 2011年的 1.06% 降至 2019

年的 0.80%。

当前用于估计指标14.7.1的方法是对该部

门进行评估的国际基准方法（联合国统计司，

2022e）。但要想更好地反映各国不同的国情，

仍需要调整和平行指标。当前大多数国家的常

规计算方法都以各区域种群现状作为基础，但

随着可用于计算指标14.4.1（在生物可持续水

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比例）的国家数据不断增

加，对指标14.7.1的计算可得到进一步提升，

侧重于影响种群可持续性的放大因素。此外，

目前正在开展有关加强指标14.7.1报告工作的

国家试点，同时调整该项指标，以便按人口中

女性、自给自足型渔民和农村劳动者等不同群

体，分类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和可持续渔业产值 

（插文 23）。

 插文 23  通过能力建设行动，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7.1 的报告工作和扩大
其覆盖范围 — 各国范例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7.1（衡量可持续

渔业对经济的贡献）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不给各

国带来额外的报告负担。增加报告量往往是一件

高成本的事情，需要各国政府认真权衡成本和潜

在收益。为指标 14.7.1 开发的基准方法仅需要

各国核算系统中涉及这些问题的现有信息，并确

保信息尽量具有全球代表性。

粮农组织目前正在根据各国国情和需求，对

各国是否有可能报告更多数据开展核实，以便调

整指标方法相关的分析工作。粮农组织正在与太

平洋共同体秘书处联手，在基里巴斯和萨摩亚开

展试点。与很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样，基里巴

斯和萨摩亚一直以来渔业资源丰富，捕鱼对于人

民的生计和经济福祉依然十分重要。收集必要的

数据，包括人口信息、自给自足型渔业的经济价

值以及该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情况，有助于更好

地了解渔业对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对不同人群生计

的真实贡献。分析女性、农村人民以及该行业从

业人员的贡献，有助于让所收集到的信息更好地

为该行业和政策制定者服务。

鉴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收集和提供更多信息方面能力和所需成本各异，

要想推广当前方法时，应避免一刀切。按照这些

太平洋岛国的国情来调整指标 14.7.1 报告工作

的相关经验教训，可成为其他国家的一种参照标

准，他们面临类似风险且愿意进一步了解渔业对

本国经济以及不同人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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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b.1 — 
评估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市场准
入权利的程度

2022 年恰好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

标14.b强调保障小规模手工渔民获得海洋资源

和市场准入权利的重要性。的确，2022 年是“国

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为采用指标14.b.1，

衡量在执行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权利的法律

/监管/政策 /制度框架方面取得进展提供了一

个极为重要的平台（联合国统计司，2022f）。

自2015 年以来，多数区域已扩大了监管框

架，支持小规模渔业，推动参与式决策过程（图

63）。指标14.b.1的全球平均评分显示出上升

趋势，各国报告的评分已从 2018 年的 3分（满

分 5分）升至 2020 年的 4分，再到 2022 年的 5

分（联合国统计司，2022b）。在区域层面，总分

一直保持平稳或有所改善。但北非及西亚 2022

年的评分低于 2020 年。

虽然从这些数字上看到了总体向好的趋势，

但同时也必须考虑报告率（表17）。在全球层面，

 图 63  各区域承认和保护小规模渔业准入权的法律 / 监管 / 政策 / 体制框架的 
落实程度相关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b.1）

1	2022 年因报告数据的国家数量不足，无法为该区域组给出总分。

注：表中显示每组中各国的指标落实平均水平，从最低水平（1分）到最高水平（5 分）。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1 2 3 4 5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

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中亚和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北非和西亚

欧洲和北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

世界

2018年 2020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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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报告的国家所占比例多年一直保持相对稳

定，2022年和2020年为52%，2018 年为 63%（粮

农组织，2022h）。从区域组别看，做出报告的国

家数量和构成可能会影响该项指标，也是为什

么多年来某些区域评分出现倒退或好转等波动

的原因。2022 年，中亚和南亚、北非和西亚、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分最缺乏区域代表性，因

为这些区域做出报告的相关国家数量 2018 年

至2022年分别从9个降至5个、10个降至7个、

26 个降至 13 个。因此，显然需要加倍努力，不

可自满。

指标14.b.1的评分取决于三项主要因素。

首先要开发和采用有利的框架，这是一个基

本前提要求。例如，要求立法对小规模渔业提

供支持。粮农组织 FAOLEX 法律数据库中将于

2022 年推出有关小规模渔业的专栏，以便推动

未来为支持小规模渔业开展法律和监管改革，

同时还在网上为可持续小规模渔业相关立法

提供指导（粮农组织，2020g,2022i）。有些国家，

如佛得角，正在带头起草此类立法，并特意将《粮

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

愿准则》（《小规模渔业准则》）纳入立法。

其次，要对支持小规模渔业的具体行动进

行评估。一些国家正在采用一种战略方法，通

过参与式方法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来实施《小规

模渔业准则》。例如，坦桑尼亚、纳米比亚、马

达加斯加和马拉维都是如此（见“推动实施《保

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伙伴关系”，

第153页）。

最后，评分取决于如何衡量小规模渔业各

行为方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必须牢记，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仅提及海洋渔业，但

内陆渔业同样也能从资源获取和市场准入的

改善中获益。“阐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粮

农组织、杜克大学、世界渔业中心，即将出版；

另见“阐明隐藏收获：小规模渔业对可持续发

展的贡献”，第 151页）在这方面有了新发现。

 表 17  2018-2022 年各区域粮农组织成员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4.b.1 的报告
率趋势

区域 
粮农组织 

成员国数量 
报告国家占比  相关报告国家 1 数量 

    2018 2020 2022 2018 2020 2022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33  64  70 73  21 23  24 

欧洲和北美		 45  80  68 80  32 29  33 

中亚和南亚		 14  64 43 36 9 6  5 

东亚和东南亚		 16  56 63 44 8  9  6 

北非和西亚		 23  48 43 35 10  6  7 

撒哈拉以南非洲		 48  60 27 29  26  12  13 

大洋洲		 17  53 53 41 7 7  6 

世界 196  63  52  52  113 92 94 

1	相关国家指那些已报告且指标适用于其具体国情的国家。

注：数字包含粮农组织准成员。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	168	|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该项研究强调指出，全球已达成共识，认为共

同管理对于有效、公正的治理十分必要。该项

研究开展的 58 个国家和领土案例分析显示，

35—40%的海洋和内陆小规模渔业渔获量来自

通过共同管理条款正式实施管理的海洋和内

陆渔业系统。然而，这些海洋或内陆渔业系统

中仅约五分之一的渔民将自己的有效参与程度

评定为高。这证明，光靠有利环境仍不足以保

证有意义的参与，还必须通过能力开发和包容

性体制建设加以保证。

此外，“阐明隐藏收获”研究项目还发现，

2013-2017 年间，22个国家（占全球海洋捕捞

产量的 48%）的海洋小规模渔业渔获量平均近

26% 用于出口。同期，9 个国家（占全球内陆捕

捞产量的 25%）的内陆小规模渔业渔获量平均

仅有 16% 用于出口。这是第一次尝试评估小规

模渔业对当下日益全球化世界的参与情况。

还有许多其他行动也在支持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如《地中海渔业总委员

会小规模渔业区域行动计划》（地中海渔业总

委员会，2022）、为“非洲大陆非国家行动方渔

业和水产养殖协调平台”提供的支持（非洲联

盟非洲动物资源局，2021）、“2030 年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区域知识管理平台”（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2022）。但各国仍要求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b 和就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14.b.1 进行报告的过程中获得充分 

支持。n

联合国海洋科学 
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2021-2030 年）

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科学机遇 

科学是加速粮食系统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关进展的重要杠杆因素之一（联合国，

2019），因为科学实证是创建可持续解决方案

的必要条件。因此，科学与政策之间的密切关

联至关重要，有助于设计解决方案和最终确保

各种决策、协议和行动都以最适当的实证为基

础。粮农组织最近推动的多项活动都专门提及

科学并以科学为基础。渔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

讨会（2019 年 11月18–21日，罗马）旨在确定

具体途径，在可持续原则的坚实基础上加强渔

业生产、管理和贸易过程中科学和政策之间的

相互联系，以提高实地成效。在研讨会上，来自

世界各地的各类专家和与会者齐聚一堂（来自

100 多个国家约1000人与会），就在各层级通

过强化基于科学的战略来推动协同合作和制定

支持性政策开展公开对话，达成共识。经过讨

论，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基于科学的建议和主要

行动，以促进打造可持续、公平、有韧性的水产

食品 4系统，同时提高可持续生产率，促进粮食

安全和营养，为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为妇女、 

青年、弱势群体赋权做出贡献（粮农组织，

2020h）。

千禧年+20 全球水产养殖业大会是针对全

球水产养殖召开的十年发展和以科学为导向的

系列会议中的第四次会议。大会吸引了来自100

多个国家和不同部门的1700 多名代表参会。大

4	 “水产食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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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24  让水产食品在 2030 年及之后滋养各国 1 

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科学小组将水产食品可

持续发展作为加速向更健康、更可持续、更公平、

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转型所需的七大科学重点之

一。水产食品还可作为一组解决方案，助力实现

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为寻求粮食体系转型潜

在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2021 年，涉及水产食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发挥的作用共有两项重要科学举措，即：

联合国营养机制讨论文件“水产食品在可持续健

康膳食中的作用”2 以及“蓝色食品评估”有关

利用水产食品滋养各国的同行评审论文。3 它们

介绍了当前的广泛实证，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政

策、投资、研究提供方向，以便让水产食品更好

地为改善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状况做出贡献。

从养活变为滋养，国际话语中的这一转变很

有必要，充分承认了水产食品作为“超级食物”4

带来的益处。但仍需进一步认识各种水产食品（包

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为提供多种生物可利用

的微量元素（如钙、铁、锌、维生素 B12、维生

素A）、必需脂肪酸和蛋白质所做出的贡献。此外，

还需要开展研究，开发出适用于出生后前 1000

天（婴幼儿）的多样化、文化上可接受、经济上

可负担、方便的水产食品产品，以促使水产食品

为加强妇女健康和营养以及婴幼儿的认知、发育、

成长做出贡献。

有关水产食品的消费方式、多样化程度和充

足度、环境足迹、可持续生产系统的分类数据依

然极度缺乏，在粮食体系转型中阻碍了水产食品

的话语体现、对其进行了解并融入转型。必须优

先重视开展多学科研究，了解有关水产食品在粮

食和营养安全、环境韧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给不

同人群带来的益处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益处，

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在制定科学议程来推动水产食品作为超级食

物对滋养各国所起的作用时，需要采用一种营养

敏感型水产食品系统方法。这一方法需要在以下

领域开展研究：

 �分析来自内陆和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各种水产

食品的营养构成和食品安全性；

 �开发创新技术，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开发综合生产体系，包含多种水产食品和富含营养

的植物源食物；

 �为将多种水产食品纳入国家膳食指南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还应重视将海藻、海蜇、海参等低营

养级水产食品纳入其中。

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带来的干扰和风险对水

产食品系统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新冠疫情进

一步显示了这些系统的脆弱性，加重了对粮食和

营养安全、收入、生计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小

规模主体的影响。需要就不同类型主体（包括消

费者和贫困弱势群体）所受干扰的大小和脆弱程

度开展分析，确保水产食品系统的可持续性。		

联合国宣布 2022 年为“国际手工渔业和水

产养殖年”，为加强科研和更好地认识各种水产

食品作为超级食物为滋养各国发挥的作用提供了

坚实的平台。

1	另见插文 19,第 146页。

2	联合国营养机制。2021。《水产食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作用》。讨论文件。罗马，粮农组织。https://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

Nutrition-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3	Golden,	C.D.、Koehn,	J.Z.、Shepon,	A.、Passarelli,	S.、Free,	C.M.、Viana,	D.F.、Matthey,	H.等。2021。“水产食品滋养各国”。《自然》，第 598 期：

315–320。		

4	“超级食物”指对营养和健康有着独特益处的富含（微量）营养素的食物，必须在膳食中予以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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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了有助于可持续水产养殖进一步发展的

关键政策和技术创新、科学发现、投资机遇以

及合作领域。会上介绍了九份科学专题回顾、六

份区域性回顾、一份全球综合报告，还展示了

100 多份学术海报。会议的一项关键成果《上

海宣言》全面反映了从专题回顾和大会中得出

的基于科学的信息，简要提出了一项共同愿景

和关键优先事项，同时呼吁采取行动实现可持

续水产养殖。	

随着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水产食品的重要性，

我们有必要不断增加有关水产食品营养价值及

其对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实现《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各项目标所做出贡献的科学知识

（插文 24）。以上各项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以及

与水产食品相关的新研究需求都告诉我们，应

该采取重点行动，体现科学为“联合国海洋科

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所做

的贡献，最终达到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长期

可持续性的目的。

为推动各项科学进步的融合，同时认识到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通过之后该部门所取

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渔委于 2021年 2月在

第 34届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可持续渔业和水产

养殖宣言》（粮农组织，2021b）。《宣言》认识到，

实施有效的渔业管理措施面临着复杂的挑战，

这些挑战在不同区域各不相同且涉及多维度，

同时因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变得更加复杂，往

往还因数据缺乏无法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宣

言》认识到，有必要在现有最佳科学信息的基

础上，通过创新、包容、有效、灵活的渔业管理

措施去应对这些挑战。《宣言》还承认生态系

统方法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认为它是一种有效

框架，有助于将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与加强

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决策所需的科学依据的必

要性相互结合起来。这意味着需要利用最先进

的信息通讯技术，如可互操作的渔业信息系统，

为更好地监测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提供新机遇，

同时产生全面、多学科的科学数据和信息，为

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同时动员大批利益相关方

参与其中（插文 25）。同样重要的还包括推动

国际科学合作、能力建设、教育和培训。最后，《宣

言》还认识到水产养殖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以及

采用能支持环境管理的创新措施的必要性，特

别关注食物短缺区域。《宣言》为加强科学和政

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战略性方向，以支持在渔

委指导下开展渔业管理、在讨论渔业和水产养

殖相关事务的全球主要论坛做出决策，进一步

强化参与式、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5

何为“海洋十年”？

联 合 国 大 会 于 2017 年 12 月 宣 布 将

2021-2030 年定为“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

发展十年”（“海洋十年”），体现各成员国对实

现海洋可持续性的重视以及他们对科学在该过

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信心。

“海洋十年”致力于推动“打造我们想要

的海洋所需的科学”，以便“助力为可持续发

展确定变革型海洋科学解决方案，将人类与海

洋联系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

学委员会，2021，第 17页），同时努力确保海洋

科学能为各国采取行动可持续管理海洋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充分支持。

“海洋十年”将依据一份计划（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2021）加以实

施，该计划通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牵头的一

轮参与性、包容性极高的过程完成制定，期间

有 1900 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包括成员国、专

5	 2021年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提出的承诺和优先重点清单

参见：www.fao.org/3/cb3767en/cb3767en.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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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专家、民间社会以及联合国机构代表等，所

有参与方均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

《实施计划》为转型行动提供了一个非规

定性框架，以现有成果为基础，在各地、各部门、

各学科和各代人中开展行动。计划侧重于应对

十项挑战，代表“海洋十年”的最迫切优先重点，

并努力团结“海洋年”的所有伙伴方开展集体行

动，确保通过合作让“海洋十年”发挥更大作用。

“海洋十年”的挑战 3 与渔业和水产养殖

部门尤为相关，因为它致力于创建知识，支持

创新，寻求解决方案，以最大限度发挥海洋在

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气候条件背景下为可持

续养活世界人口所起的作用。	

未来 30 年，世界人口将新增20 亿。目前，

海洋正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做出巨大贡献，并且

有潜力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海

洋十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去加强渔业

 插文 25  数字创新用于物种识别

技术创新正在改变有关现存水生物种信息和

知识的收集、传播的方式，并为决策者提供可能。

应用机器学习和依附网络的手持设备首次让渔民

和普通大众掌握了分类学家和渔业科学家的技

能。

创新技术为可持续发展带来科学突破，包括

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实际意义和潜在意义的海

洋生物识别技术方面的进步。此类进步有助于加

强物种识别，从而提高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相

关数据的质量。	

为宣传技术进步，并让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

的创新者们相互建立联系，粮农组织举办了“人

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全球论坛，将来自海

洋研究机构、大学、私营部门的数据科研人员和

分析人员相互组织，交流知识、技能和想法。论

坛探讨了有关如何通过人工智能识别几千种水生

物种图像并利用这些图像确定水生生物的大小、

数量和所处生命阶段。其他话题则侧重于如何在

虚拟环境中使全球利益相关方联合起来，并为进

一步开发和利用寻求解决方案。1

全球论坛后，又举办了一次网络研讨会，探

讨利用静态图像和视频来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

洋生态系统中的渔获物情况，2 表明先进的摄像

技术能支持船载渔业观测仪，特别是用于对渔业

研究人员很难识别的珍稀物种进行分类。

粮农组织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将从事物种

识别数字创新工作的各方联系起来，同时推动将

摄像系统与机器学习相结合，在全球各类渔业系

统中加以应用。粮农组织通过就重要目标物种或

兼捕物种的识别提供指导和技术建议，推动开展

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用于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

链的管理和保护。		

1	“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论坛于 2021年 6月28–30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观看论坛所有发言：

粮农组织。2021。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视频 ]。引自2021年 10月26日。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p5NgJ2-dK72rgBePlkQoD1gMTjNEJHs	

播放清单（按时间排列，按原议程排列）参见：

粮农组织。2021。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论坛议程概览[网上 ]。引自2021年 10月26日。www.fao.org/3/cb5356en/cb5356en.pdf

2	粮农组织于2021年 8月31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了虚拟会议“通过科学观测仪，利用静态和视频摄像设备，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示性渔获物”。

观看网络研讨会内容：

粮农组织。2021。通过科学观测仪，利用静态和视频摄像设备，记录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示性渔获物[视频 ]。引自2021年 10月26日。www.youtube.

com/results?search_query=Use+of+still+and+video+cameras+to+record+deepwater+shark+and+VME+indicator+catches+by+scientific+ob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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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为创建所需的网络

和伙伴关系提供支持，以便落实《2021年渔委 

宣言》中提出的各项建议。

粮农组织和“十年行动”

“海洋十年行动”是参与“海洋十年”的首

要途径之一，这些行动属于实质性举措，将于今

后十年在全球各地开展，以克服《海洋十年实施

计划》中指出的各项挑战。行动将侧重于知识进

步与应用，为开发各种解决方案提供支持，同时

解决海洋科学能力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海洋十年行动”可由多方提出和落实，

这些行动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机构、政府、联

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

企业界、慈善基金和公司基金、非政府组织、教

育界、社区团体和个人（如通过社区牵头的科学

举措）（图 64）。

 图 64  发现、连接、行动：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年）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

“海洋十年”为科学家、政府、民间社会和
来自多个部门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机遇，
联手合作强化有关海洋系统的知识和了解，
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创新
性科学解决方案。

可通过活动、出版物和项目，或与
某个专门群组成员共同设计解决
方案和分享最佳做法，参与此项 
活动。

加入群组
https://www.oceandecade.org/sign-up/

参与此项活动

发现 连接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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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正与各伙伴方合作实施有针对性

的行动，确保通过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及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社会、气候条件下为政策

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让科学和创新为可持续养

活世界人口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由粮农组织

牵头的两项“海洋十年”行动简要介绍如下。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南森计划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南森计划（粮农组织，

2021h）是挪威 6和粮农组织之间建立的一项长期

伙伴关系。它建立在超过45年经验的基础上，目

前与非洲和东南亚32个伙伴国、区域渔业组织

和其他实体和机构开展合作。该计划通过在伙伴

国中加强治理、推动科学、知识开发和能力发展

来促使对海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而这些都是

“十年行动”的核心。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关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落实（粮

农组织，2003），以便推动对可持续性的生态、社会、

经济等方面

该计划旨在为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

出贡献，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同时促进性别平

等，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

为所有妇女和女童赋权）等。

计划包含以下三个主要工作领域：

1.	提升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相关知识，利用其

为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2.	通过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在各国和各区域的

实施提供专门支持，助力渔业可持续管理。

3.	通过组织特定研讨会和培训项目，发展伙伴

国能力，以便提升他们管理渔业的知识储备。

6	 该计划由挪威发展合作署提供资金，与挪威海洋研究所密切联手并在挪

威卑尔根渔业局支持下加以实施。

该计划通过弗里乔夫·南森博士号科考

船收集科学数据，这一点与“海洋十年”密切

关联（粮农组织，2019c）。这是目前唯一一艘

悬挂联合国旗的海洋科考船，专门从事国际发

展工作。它通过在非洲和东南亚水域以及公海

的科学考察，收集有关海洋生态系统的数据

和信息，包括有关渔业资源、生物多样性、水

产品营养特性、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的数据和 

信息。

在正常年份，科考船每年约花 270 天开展

科考。2019 年共有来自19 个伙伴国的 215 位

科学家参与科考，为跨国科研和发展合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南森博士号科考船的科研重点依

据该计划的《科学计划》（粮农组织，2020i）

以及各国和各区域伙伴方自身的渔业管理重点 

确定。	

该计划为国家和区域层面决策中对数据和

知识的分析和利用提供支持，例如，通过与东

南大西洋渔业组织、中东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西南印度洋渔业委员会和跨部门的本格拉洋

流委员会等区域渔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该计

划为各国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制定、实施、监测

符合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渔业管理计划、政策

和立法，并确定渔业管理周期。最后，加大力度

处理性别问题，推动男性和女性平等参与渔业

治理。

数字创新与渔业和生态系统科学监测手拉

手计划

该计划（粮农组织，2021i）旨在开发出一

份地图，利用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来描述生态

系统（包括渔业），并尽力为各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海洋十年”相关成果的监测提供支持。

它建立在粮农组织的“手拉手”行动计划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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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26  尼日利亚的“手拉手”空间多标准决策分析项目

粮农组织的“手拉手”行动计划为超过 35

个国家的项目提供支持。其中一个项目对尼日利

亚非洲鲶鱼和尼罗罗非鱼的开发潜力开展评估。
1该项研究属于采用多标准决策分析方法（MCDA）

的水产养殖地理信息系统试点项目。

“手拉手”行动计划支持采用区划方法，确定

该国哪些地区具备良好但很可能尚未得到利用的水

产养殖潜力。项目还在粮农组织和本国各学科技术

力量之间开展协调，包括通过召开圆桌会议帮助该

国确定优先重点。多标准决策分析方法在粮农组织

早些时候确定的建模方法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通过权衡各种因素，勾画出各种养殖系统，但

不包括保护区或高度城市化地区、大面积水域和距

离主路过远的地区，具体取决于不同养殖系统。		

该项研究最终制作完成了一系列地图，展示

哪些地区适合开展这两种鱼类的集约化养殖，并

提出区域和州层面哪些地区可用于发展开放式非

集约化池塘养鱼系统，以期为扶贫、改善营养和

加强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根据最优自然条件和城市市场交通便利状

况，该项研究结果显示尼日利亚西南部、东南部

和中北部地区具有巨大的集约化鱼类养殖系统发

展潜力，但同时也突出强调，这些地区由于缺乏

能源供给（或不稳定）以及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等

限制因素，可能对整个价值链产生影响。然而，

该国从南到北有着巨大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可为

中北部地区各地带来集约化生产机遇。但最有前

景的仍是东南部各州。	

 图 A  模型分析得出的尼日利亚罗非鱼集约化网箱养殖（大型水体）适宜地点

注：地点分值是网格位置因子的算数加权和，取0至 100之间的值，100对应罗非鱼集约化网箱养殖体系最为理想的地点。粉色为不适宜，蓝色为适宜。通过确定最

为适宜的地点，最终形成了一个推荐短名单，包括了最适宜罗非鱼集约化网箱养殖的水坝或水库。

资料来源：整理自Ribeiro,	N.。2021。“地理信息系统多标准决策分析	—	尼日利亚的淡水养鱼”的图16。罗马，粮农组织。内部文件。引自2022 年 4月13日。

https://sdlc.review.fao.org/confluence/download/attachments/4752761/MCDA_NGA_FishFarming_V1.4.pdf?ap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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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beiro,	N.。2021。“地理信息系统多标准决策分析	—	尼日利亚的淡水养鱼”。见：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档案。引自2021年 11月29日。https://sdlc.review.

fao.org/confluence/display/GA/GIS+analysis+documentation

注：“手拉手”地理空间分析小组开发了位置分析和适应性评估模型，以支持参与国进行干预、设计和规划。小组还支持了“手拉手”地理空间平台上的数据出版

和培训工作。

对大面积水域集约化罗非鱼网箱养殖的建模

研究表明，西南部、中部和北部具有尚未被开发

的巨大水产养殖潜力，可望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

（图 A）。侧重于非集约化综合养殖系统的发展

干预措施（图 B）可为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

贡献，具有良好前景，仅在北部和东北部干旱地

区受限。虽然贫困是一个局限因素，但中部地带

和北部及东北部部分地区都具备巨大潜力，可作

为发展水产养殖的重点地区。	

虽然“手拉手”行动计划的此项研究已展示

了该国的潜力，但将更多标准综合在一起有助于

对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例如，试点项目并未考

虑到可能影响长期可持续性的环境因素。同样，

健康和疾病监测与管理也可能随着该部门的发展

变得更为重要，未来应该与从洪水风险到长期气

候风险等环境指标一起被纳入考虑范围。				

在未来，开展任何温水淡水养殖相关行动时，

还应该认识到道德和文化多样性问题，同时考虑

到所在国家之前存在的资源竞争问题。必须注意

到，上文提及的模型仅在“手拉手”行动计划框

架下提出工作方向，而非现成的解决方案。要想

进一步加强研究结果的实用性，就应加大地方合

作，对该方法进行补充，包括考虑价值链、社会

经济状况和水产养殖情境等各种相关因素。		

 图 B  模型分析得出的尼日利亚开放式非集约化养殖系统（小型水体）适宜地点

1	SALB 指二级行政区划边界	(全球地理空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	https://ggim.un.org)。

注：地点分值是网格位置因子的算数加权和，取0至100之间的值，100对应开放式非集约化养殖体系（池塘和其他小型水体）最为理想的地点。红色为不适宜，紫色为 

适宜。

资料来源：整理自Ribeiro,	N.。2021。“地理信息系统多标准决策分析—尼日利亚的淡水养鱼”的图 5。罗马，粮农组织。内部文件。引自2022 年 4月13日。

https://sdlc.review.fao.org/confluence/download/attachments/4752761/MCDA_NGA_FishFarming_V1.4.pdf?ap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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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反过来又对“手拉手”行动计划起到增强

作用，是一个基于实证、由国家牵头和主导的项

目，旨在加速实现可持续乡村发展，从而消除

贫困、饥饿和所有形式营养不良。“手拉手”行

动计划优先重视那些国家能力和国际支持最

有限或自然或人为危机等实际挑战最严重的国

家。“手拉手”行动计划中包含先进的地理空

间建模和分析工具，以确定最具前景的机遇，

提高在世界贫困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

的收入，减少他们面临的不平等现象和脆弱性 

（插文 26）。	

项目将充分利用“手拉手”行动计划的地

理空间平台，帮助各方获取根据粮农组织以及

“海洋十年”各伙伴方发布的部分数据汇总的

渔业信息和专题环境地图（包括区域渔业机

构管辖区地图目录、物种分布、种群数量和渔

业情况）。它将允许各国和各区域渔业机构就

渔业和生态系统的状态、影响和管理情况发布

全面的开放数据，并支持对它们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海洋十年”各项成果的贡献进展进行 

监测。项目还将：1)促进合作，因为各国、各区

域需要就开放数据的发布标准达成协议；2)帮

助填平数字鸿沟，因为这将利用粮农组织目前

正在进行的工作，推动与西部和东部非洲沿海

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共同设

计渔业信息产品。n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
十年 

渔业和水产养殖与粮农组织-联合
国环境署共同牵头的“生态系统恢
复十年”

联合国大会于 2019 年 3月将 2021年至

2030 年确定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呼

吁全球致力于振兴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生

态系统恢复十年”期望让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

分的各种生境和物种恢复健康，从而使社会环

境系统在面临当前和未来的压力（如不断变化

的全球气候、不断加剧的污染、生境退化和碎片

化、市场压力）时，依然能保持生产能力和韧性。

生态系统恢复被认为将为实现消除贫困和

保障粮食安全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各里

约公约相关目标做出根本性贡献。2021年 6月，

联合国秘书长在世界环境日讲话中指出：

自然界的退化已在损害 32 亿人，即

40% 人类的福祉。幸运的是，地球具有

韧性。可地球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

还有时间扭转人类造成的损害。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要……启动联合国生态

系统恢复十年（联合国，2021b）。	

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受联合国大会

指派，负责以包容、高效、节约的方式牵头落实

十年相关活动。粮农组织和各伙伴方已开始着

手帮助国际社会进一步明确十年活动想要取得

的成果，努力为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制定一份务

实愿景，更加注重让所有人参与并做出行动保

护地球上的资源。	

|	177	|



第3部分 蓝色转型助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恢复可视为是扭转景观、湿地、海洋等生

态系统退化的过程，使其重新发挥生态功能。

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政策和支持性行动，提

高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同

时维持生态系统对所有生命发挥的功能。要想

实现以上目标，既可以通过让遭到过度开发的

生态系统实现自然重生，也可以通过采取积极

干预措施，通过积极、适应性管理，推动自然 

恢复。	

生态系统恢复需要超越传统的重新野化概

念，通过政策和实践，再造原始荒野。它期望在

人们生活、劳动、生产食物的地方改善生态系统，

重新界定传统概念，倡导让人类与自然的其他

组成部分加强相互之间的“合资企业”。这一点

必须做到，因为人类对食物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

而之前人类在自然中留下的足迹已经无处不在

（Plumptre 等 ,	2021）。具有更丰富生物多样

性、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带来更大惠益，也更有

韧性应对变化。对水产系统而言，这意味着水

域具备更大的生产能力，渔业产量更高，能储

存的温室气体更多。在背后支撑此项工作的是

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和国际恢复生态学学会 

（粮农组织等，2021）共同提出的、与人类需求

和期望相吻合的一整套全新的十条指导原则。

粮农组织已认识到此项工作的规模之大，

涵盖陆地、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在某些地区甚

至要努力扭转长期的负面生物多样性变化。要

想落实政策框架并为实现恢复提供支持，粮农

组织需要在多种多样水生生态系统中重新调整

实现恢复所采用的方式。认识到陆地和海洋景

观中的水生系统有着动态变化、相互关联的特

性，因此粮农组织正在努力将各层级的多中心

治理方法相互联系起来，将多行动方、多部门、

辖区的多样化保护和可持续生产行动综合起

来。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当每个人，

包括国际和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私营部门、

学术界、民间社会，都能团结起来，共同落实可

行、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扭转生态系统服务丧失

的趋势时，人类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

系才能得到改善。

那么，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将如何帮

助改善全人类与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从而使生态系统能够帮助人类应对当前最紧迫

的挑战？粮农组织和各伙伴方的第一步实际行

动就是为水产系统恢复确定切入点，使活动能

够体现一系列连续的恢复活动（粮农组织等，

2021，原则 3）。“生态恢复十年”为在全球建立

和连接各种网络和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有助于加强恢复、科学、政策之间的联系。联合

国各伙伴方将提供一个平台，帮助各方将已纳

入规划的和正在进行的恢复管理工作相互联系

起来，作为粮农组织为各国开展蓝色转型 7提供

支持的一部分（见“蓝色转型：水产食品系统转

型愿景”，第 109页）。通过协调一致、有效的

恢复，让水产系统实现向更高产、更可持续的转

型，到 2030 年将创造几百万个新岗位，同时每

年创造 7 万亿美元以上的价值，助力消除贫困

和饥饿（联合国，2021b）。

水产食品的生产往往需要更广泛地关注支

撑生产的生态系统的恢复问题，其中包括红树

林、海藻和珊瑚礁，同时还要关注陆地上集水

区和湿地的恢复。另外，还有必要改善对水生生

物资源的管理，因为它本身也是水产系统生物

多样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直接的

恢复行动包括努力最大限度减轻人类活动的附

带效应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的影响。直

接行动包括恢复鱼类种群数量（插文 27），减

7	 “蓝色转型”、“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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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27  重振渔业

渔业资源是地球上活体生物量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事实上，鱼类是地球上占比最高的

脊椎动物，超过所有其他类别脊椎动物，包括人

类、家畜和野生哺乳动物。1

通过实施经过验证的渔业管理措施（如减少

渔获量和努力量、对渔具进行监管、时间或空间

监管、渔获配额的创新、包容方法和管理方向等），

在地方和区域层面成功恢复了即将枯竭的鱼类种

群。2 此项工作还受益于污染防治措施和有助于

恢复生态系统结构的行动，如作为鱼类孵化场的

生境中生态系统结构的恢复。管理干预活动需要

认真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因地制宜制定解

决方案。

粮农组织对渔业资源开展的全球评估（采用

基础渔业科学对全球已报告的海洋鱼类渔获物中

的约半数进行评估 3）结果表明，鱼类种群的丰

度和捕捞率趋势均在上升，达到预期目标水平。

Hilborn 等（2020）4 评估了世界上 882 个鱼类

种群（主要在美洲、欧洲、南非、澳大利亚、新

西兰、秘鲁、智利、日本、俄罗斯、地中海和黑

海、西北部非洲）后，报告称鱼类种群正在恢复，

从平均数上看已扭转此前的下降趋势。研究表明，

1995 年前平均捕捞压力一直在增加，而生物量

同时在减少，此后捕捞压力开始下降（图 A）。

到2005年，大部分鱼类种群数量都在恢复，

平均生物量开始增加（图 B）。到 2016 年，平

均看，评估的所有种群的生物量均高于全球可持

 图 A  人类压力变化时间线

注：人类对渔业造成的压力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便已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峰值，随后趋缓（各区域差异极大）。其他压力，如污染和气候变化，则明显与

此趋势不同。

资料来源：整理自Duarte,	C.M.、Agusti,	S.、Barbier,	E.、Britten,	G.L.、Castilla,	J.C.、Gattuso,	J.和 Fulweiler,	R.W.。2020。“海洋生物恢复”。《自然》，
第 580 期:39–51。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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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27  ( 续 )

1	BMSY	=	最大可持续产量生物量；FMSY	=	可持续产量的捕捞死亡率。

注：实线代表几何平均数，阴影部分代表 95% 有限总体校正置信区间。在所有种群均得到评估的年份，未考虑不确定性。

资料来源：整理自Hilborn,	R.、Amoroso,	R.O.、	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和	de	Moor,	C.L.。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

善鱼类种群状况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2218-2224。www.pnas.org/content/117/4/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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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B  利用时空模型预测全球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种群的相对生物量 (B/BMSY) 和相对
捕捞压力（F/FMSY）的趋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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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捕捞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就水产养殖而

言，它往往要对自然系统进行改造，使产量最

大化，因此相关行动应侧重于恢复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支持食物生产的功能，同时最大限度减

少影响、污染、浪费和水生动物疾病的出现。 

鉴于此，推动获取性养殖种类的养殖或采用多

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等创新体系，都是有前

途的解决方案（见“双壳类水产养殖”，第123页）。

未来十年，粮农组织需要帮助各方提高 

认识，并支持决策者获取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 7

相关水生生态系统恢复所需的科学信息和技术。

这包括共享有关新技术进步的信息，促进合作，

开展能力建设、教育和培训，确保在生态系统恢

复相关的地方和陆地 /海洋背景下，利用现有的

最佳科学建议，为水产系统价值链的决策者提供

依据（粮农组织等，2021，原则8）。

 插文 27  ( 续 )

1	Bar-On,	Y.M.、Phillips,	R.和	Milo,	R.。	2018。“地球上的生物量分布”。《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 115(25)期：6506-6511。https://pnas.org/

content/115/25/6506	

2	Birkenbach,	A.M.、Kaczan,	D.J.和 Smith,	M.D.。2017。“渔获配额有助于捕捞速度放缓”。《自然》，第 544(7649)期：223–226。	

3	粮农组织。2020。《2020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 可持续发展在行动》。罗马。https://www.fao.org/3/ca9229en/ca9229en.pdf	

4	Hilborn,	R.、Amoroso,	R.O.、	Anderson,	C.M.、Baum,	J.K.、Branch,	T.A.、Costello,	C.和	de	Moor,	C.L.。2020。“有效的渔业管理对改善鱼类种群状

况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第117(4)期：2218-2224。www.pnas.org/content/117/4/2218	

5	Neubauer,	P.、Thorson,	J.T.、Melnychuk,	M.C.、Methot,	R.和 Blackhart,	K.。	2018。“美国对种群评估的驱动因素和评估率”。《PLoS ONE》，第13(5)期:	

e019648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6483	

续性标准（最大可持续产量），捕捞压力低于最

大可持续产量所对应的水平。但并非所评估的所

有鱼类种群都是这种情况，仍需要进一步开展工

作，加强对其中 24% 的种群的管理，而这部分种

群在潜在渔获量中占比 19%。Hilborn 等	(2020)

的研究估计，捕捞压力过大仍导致潜在产量下降

约 3-5%，需进一步开展恢复工作。		

那么，到底多久才能让种群恢复到国际上商

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水平？之前针对 150 多个遭

到过度捕捞的种群进行的一项回顾研究 5 表明，

十年时间足以让生物量已低于 0.5 的种群恢复到

最大可持续产量所对应的水平，但生物量已接近

崩溃的种群（低于 0.2）则无法恢复，其恢复时

间更长且变数更大。已恢复的鱼类种群丰度的提

高则直接与立法调整和随后渔业管理措施的实施

相关联。	

然而，并非所有面临枯竭的鱼类种群都在恢

复，世界上多数渔业管理强度不足的鱼类种群，

国际社会仍难以获得其现状和趋势相关的信息，

专家们建议迫切需要重振渔业。必须进一步加强

这些地区的数据收集工作，更好地了解相关变化。	

未来的重振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未经过

评估的渔业（通常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

是极为多样化的混合型渔业，它们支撑着世界上

对渔业依赖性最强的群体。重振工作还面临其他

压力，如需要取消有害补贴、打击非法、不报告

和不管制捕鱼、减少某些捕捞活动给生态系统带

来的破坏性影响等。此外，还需要寻求资源，帮

助渔民社区战胜贫困，寻求替代性就业机会。		

一些地方需要获得渔业科学和管理工具，例

如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需要在强有力

的政策框架、渔业管理和生计多样化等方面加大

投入，推动鱼类种群恢复。此类投入不仅是为了

解决食物生产中公认的短板问题，还有助于应对

生态系统服务缺失的问题，避免引发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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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 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开展合

作，努力为实现他们的 2050 年愿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而确定一份工作计划，社会环境

系统的维护和恢复在 2022 年和未来十年正得

到全球性关注。公约的三大目标，即1)保护生

物多样性；2)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各组成 

部分；3)确保公平公正地共享遗传资源带来

的惠益，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很

多共同之处。

从全球看，人口、预期寿命、人均收入在不

断增加，而我们同时也看到生物多样性长期呈

减少趋势。人口增长、城市化、不可持续的消费

和生产方式、污染、外来入侵物种的蔓延以及

气候变化都在破坏生态系统提供维持生命的服

务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 年通过，一直

在各项多边环境协定之间发挥着协调作用，通

过推动落实相关政策和法规，支持各国了解和

努力逆转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趋势。此项工作也

面临着各种挑战，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公约

各缔约方仍未能实现为过去二十年设定的各项

目标。2021年 10月，193 个缔约方重新调整了

工作计划，最终确定了一套全新的 2030 年公约

目标：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20

年后框架”）。8

“2020 年后框架”的制定工作在公约各

缔约方、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经过

广泛磋商后启动，磋商确定了框架的格式和内

8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后文简称为“2020 年后框架”。

容 9，并简要提出未来十年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目

标。磋商阶段完成后，就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展开最终谈判，并在中国昆明召开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2022 年 8月29日–9

月11日）上通过该框架。

我们期望“2020 年后框架”将推动包括渔

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内的社会各部门打破原来的

一切照常模式。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在确定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全球长期愿景时，面临

着以下三方面挑战：

1.	将“2020 年后框架”的采纳和落实扩大到传

统社群之外，鼓励更多人参与，应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相关挑战，寻求解决方案。	

2.	使用于实施变革的资源与“2020 年后框架”

中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相匹配。	

3.	将为期十年的行动转化为一个边做边学的

实时进程，可衡量，不断提升目标，加大宣传 

力度！	

在 2021年 5月21日举办的名为第 15 次

缔约方大会：通往昆明之路，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的网络研讨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指出：	

一个健康的地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至关重要。但生物多样性正以前

所未有、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丧失，

而且压力仍在不断加大（联合国，

2021c）。		

那么，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团结一致，在人

类和自然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起更好的关 

系呢？

9	 各技术委员会（如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2019年11月；2021年5-6

月）和三个开放工作组（肯尼亚，2019年 8月；意大利，2020 年 2月；哥伦比亚，

2021年 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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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渔业和水产养殖而言，有必要了解水产

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并确定采取行动时

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和机遇，以便维持或恢复生

物多样性，使之维持其功能。生态系统的功能

对于水产食品的生产至关重要，而这一生产又

是支撑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相关生计的

基础。

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以往各框架的一个公

认缺点是，未能充分推动生物多样性工作进入

与其互动最多的地方所有部门的主流工作。为

应对上文提及的问题 1，渔业和水产养殖等生

产性部门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使所有政策和

行动都能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重要的是，

“2020 年后框架”的宣传口径必须强调一个 

事实，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然分离。

在这种框架下，人类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一种

对等的互惠关系，人类的可持续管理行动可为

社会环境系统带来韧性，以抵御当前的人为和

自然压力。2021年渔业委员会第 34届会议（粮

农组织，2021j）建议，将已谈判完成的生态系

统方法框架加以提升，作为“2020 年后框架”

的一部分，最终确立一个更全面的架构，用于

设计和实施水产系统的积极变革，为人类和自

然其他组成部分造福。

为应对问题 2，国际社会应寻求资金，以实

现“2020 年后框架”各项目标，作为对自身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投资。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可

通过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增加列为对社会的一项

重大惠益，为此提供支持。这意味着要加强生物

多样性恢复、经济效益和生计之间的联系。为应

对资金筹措方面的挑战，《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1条提出，当为很多环境公约提供资金的全球

环境基金已达到上限却未能提高上限时，要建立

一个专用财务机制，为落实主流化提供支持。在

政府层面，各国可进一步对有害的补贴和更积极

的激励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进行重新权衡，因为可

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有害影响的补贴所需的资

金要比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工具所需的资金高

五倍。10 此外，还存在其他机遇，可扩大利用公

私伙伴关系，为采取健全、持久、目标远大的方法

提供资金，增加生态系统服务，或扭转生态系统

服务丧失的势头。

为应对问题3，粮农组织已认识到，要扭转

环境退化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想在渔业和

水产养殖部门实现积极的管理变革，就必须将新

的多样化知识纳入政策，确立和实施新的治理方

式（Rice,2011）。要纠正以往的错误，通常就要在

地方和中央管理方式中纳入多种变革措施，这需

要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行动，而且往往需

要结合开展。自然的保护和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实地创新者开展的工作以及由从事水上或近水

工作的当地人民在尊重当地生物文化条件的前提

下提供实用、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因此，生物多

样性公约组织需要一个包容、动态、灵活的流程，

能适应实地实践人员在未来十年创造的新成果。

这包括更多地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开

展工作，同时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

中获得支持。粮农组织支持渔业和水产养殖界开

发和利用创新技术，这些技术已在 2021年 6月

28–30日召开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和有关记录

深水鲨鱼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渔获物的网络研

讨会上展示。11为了让“2020 年后框架”在未来

十年更具适应性，我们可从国际社会通过《巴黎

协定》引入的五年审查流程应对气候问题的方式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称，每年可能有害的补贴量为5000亿美元，

而有积极效果的激励措施总量为 780-910 亿美元。

11	 人工智能打造数字蓝色星球论坛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论坛

所有发言可通 过粮农组织 YouTube 账户在线观看：www.youtube.

c o m /playlist?list=PLz p5Ng J2- d K72rg B ePlk Q o D1g M Tj N EJ H s 

粮农组织通过科学观测仪，利用静态和视频摄像设备，记录深水鲨鱼

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指示性渔获物的虚拟研讨会于 2021年 8月 31日

在日本政府支持下举办。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 

Use+of+still+and+video+cameras+to+record+deepwater+shark+ 

and+VME+indicator+catches+by+scientific+ob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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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吸取经验。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目前缺乏一个

正式的审查流程来推动问责，以加强全球领导力，

同时提升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取得进展的目标。

针对脆弱物种和生境的恢复行动

粮农组织与从事确定受威胁物种特征和恢

复这些物种相关工作的多边环境组织开展

的工作

 图 65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海洋物种数量随着时间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整理自Pavitt,	A.、Malsch,	K.、King,	E.、Chevalier,	A.、Kachelriess,	D.、Vannuccini,	S.和	Friedman,	K.。2021。《<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 和海洋：受商业化开发的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海洋物种的贸易》。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 666号。罗马，粮农组织。

https://doi.org/10.4060/cb297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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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生效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是一份多边条约，用于保护濒危动植物，

避免其进入可能危及它们在野外生存的国际贸

易。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12

是世界贸易中最常见的食品之一，且贸易量正在不

断上升。《公约》三份附录中任何一份列出的物种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附录中目前共列出近

2400个海洋物种 13，在《公约》所列物种中占比低

于10%，在其所列动物物种中占比约40%。

《公约》附录中所列水生物种的数量近几

十年已大幅增加，其中多数列在附录 II中，附

录 II负责监管因市场需求而有或可能有灭绝危

险的国际贸易物种（Pavitt等，2021）。附录 II

列出的物种可合法进行跨境交易，但交易时必

须由出口国提供贸易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证明。自

2003 年起，附录II新增物种主要包括鲨鱼和魟

鱼，还有一些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图 65）。	

粮农组织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组织将继续根据 2006 年签署的一份备忘录

开展合作，包括承诺解决与列入附录和落实《公

约》规定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和推动各国开

展能力建设以促进可持续贸易。

为了解哪些贸易物种要向《公约》报告、如

何报告、多久报告一次，粮农组织和包括联合国

环境署在内的各伙伴方对1990年至2016年《公

约》各缔约方报告的直接出口交易进行了分析。

分析表明，所报告的《公约》附录 II所列海洋

物种的贸易量增加了7倍（Pavitt等，2021）。

粮农组织将继续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组织开展合作，探索如何成功地对《公

约》所列物种的贸易进行管控，并就依然面临挑

12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
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3	 参见物种 +（《公约》，2021a）以及《公约》核对表（《公约》，2021b）。

战的领域提出潜在的改进建议（Friedman 等，

2020,2018；粮农组织，2021k）。

《公约》各缔约方将在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在巴拿马召开的缔约方大会上再次考虑将新

的物种列入其附录。提议纳入考虑范围的水生

物种可能主要是鲨鱼和魟鱼，但鳗鱼、海参、观

赏鱼和其他物种类别也被纳入了考虑范围。有

关提交给第19 次缔约方大会的拟列入修正案

物种的通知将在缔约方投票之前公示150 天。

有关鲨鱼 /海鸟的国家行动计划

粮农组织各项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以及国

家行动计划的制定与解决有目的的鲨鱼捕捞以

及海鸟和鲨鱼兼捕问题一直有着密切关联。各

国可考虑按照《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

和《减少延绳钓渔业中误捕海鸟国际行动计划》

制定本国的国家行动计划。

为支持各成员国制定和实施国家行动计划，

粮农组织已建立一个数据库，定期更新各类渔

业在鲨鱼、魟鱼和银鲛养护方面取得的进展（粮

农组织，2020）。该数据库由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各

区域渔业机构以及国家主管部门共同建立，为

那些希望查找到有关鲨鱼管理和指导措施的人

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其中包括约束性和非约

束性养护和管理措施、行动计划以及各国法规。14

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过程中基于区域

的渔业管理

当前，将有效的海洋保护措施纳入更全面、

更注重协同合作的海洋管理战略比以往任何时

14	 可从以下网址免费下载：www.fao.org/ipoa-sharks/database-of-

measur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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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28  在渔业部门落实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 — 如何取得成功？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在很多国际

论坛上占据了中心位置，而随着各国努力协调各

项国际公约提出的多重目标，它已成为越来越多

出版物 1 的关注焦点。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

护措施给很多国家展示了真实可见的前景，因

为此类措施为处理好渔业、水产养殖、生物多样

性和其他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机遇，并有

助于采取具体行动制定协调一致的管理战略和政

策。此外，由于划区渔业管理的首要目标往往不

仅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关切，还往往与渔业可持

续性相关，因此，符合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

护措施相关标准的管理就更有可能为物种、生态

系统和捕鱼社区带来多重好处，同时为社会和经

济发展提供支持。因此，与渔业相关的其他有效

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与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

保护、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关联，还与多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在世界各地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 2（零

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 12（确保可持续消费

和生产模式）、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

标的实现相关。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于 2022 年初通过，其中提

出了加强划区管理的目标，因此各国正在加深对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的认识，并努力

探讨如何解读和应用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

定义和标准，尤其在海洋环境和渔业部门中。		

2021 年 2 月，粮农组织各成员国在渔业委

员会第 34 届会议上就这些挑战展开了讨论。他

们认识到应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过

程中，考虑采用多种有效的时间和划区管理工具，

如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渔

委还认识到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与支

持实现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

标的相关性，并要求粮农组织制定和分发实用准

则，支持各成员国确定和实施此类措施。2  

为此，粮农组织目前已确定一项职责，就制

定和实施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提供相

关指导。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司与各伙伴方

和成员国联手合作，正在牵头制定此份指南，并

积极采取行动，帮助各国对渔业部门的其他有效

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进行评估。在此背景下，

粮农组织正致力于加强各国能力，使他们能够就

渔业相关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进行报

告，并记录渔业部门如何为实现基于区域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目标做出贡献。粮农组织将就在渔业

部门采用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标准制定出

具体指导意见，并协助各成员国和区域渔业机构

评估和确定与渔业相关的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

保护措施。为此，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司将

举办一系列有关渔业相关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

保护措施的共同学习研讨会，为制定一份用于帮

助渔业部门确定、确立和管理其他有效的基于区

域的保护措施的指导文件奠定基础，作为对现有

非部门性指导文件的补充。			

最后，各国和各区域渔业机构要积极动员起

来，推动和支持确定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

措施并就此做出报告，以便最大限度利用其潜

力，推动实现新的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公约目

标（成文时尚未确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5（到

2020 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

佳科学资料，保护至少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部门性指南，如粮农组织正在制定的指南，将发

挥关键作用，为各国和各区域渔业机构提供指导，

帮助他们在不同部门顺利地应用其他有效的基于

区域的保护措施标准。		

1	例如：	

Gurney,	G.G.、Darling,	E.S.、Ahmadia,	G.N.、Agostini,	V.N.、Ban,	N.C.、Blythe,	J.、Claudet,	J.等。2021。“生物多样性需要用尽所有工具：利用OECM 措施”。

《自然》，第 595 期：第 646–649页。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1-02041-4

Jonas,	H.D.、Ahmadia,	G.N.、Bingham,	H.C.、Briggs,	J.、Butchart,	D.H.M.、Cariño,	J.、Chassot,	O.等。2021。“公平、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保护区范例”。

《公园》，第27(1)期：第 71–84页	https://doi.org/10.2305/IUCN.CH.2021.PARKS-27-1HJ.en	
2	下文第 17d 段和第 17	e 段：	

粮农组织。2021。《渔业委员会第34届会议报告》	( 罗马，1–5	February	2021年 2月1-5日)。粮农组织第 42届大会，罗马，2021年 6月14-18日。	C	2021/23。

www.fao.org/3/ne907en/ne907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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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更有必要，这使得海洋保护工作成为可持

续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海洋保护区以及其

他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在全球范围备受各方重

视，因为它们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海

洋的生产能力，加强粮食安全。一些全球和区

域协定已对在海洋和沿海地区采用基于区域的

管理工具做出了界定，而很多国际进程也一再

做出采用这些工具的承诺。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鼓励各

国、各区域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采取行动。具体目

标 14.5 呼吁各国至少对 10% 的沿海和海洋区

进行保护。同样，《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

计划》中包括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呼吁

到 2020 年“通过有效、公平管理、有生态代表

性、相互联系的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

的保护措施……对至少……10% 的沿海和海洋

区”进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从

而重点关注利用基于区域的管理方法来实现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为人类提供相关惠益的双

重目标。世界各地对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的兴

趣正在不断增大，《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

目前正在就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开展谈

判，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扩大海洋保护区和其他

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覆盖范围的拟议目

 图 66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底层渔业管理区 

注：RFMO 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VME 为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数据库：粮农组织，2021c。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见:粮农组织。罗马。引自2021年 11月11日。www.fao.org/in-action/

vulnerable-marine-ecosystems/en

底层捕捞区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封闭区 其他限制进入区

太平洋

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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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旨在到 2030 年通过空间监管对 30% 的海

洋实施管理（插文 28）。

2017年联合国海洋大会的“行动呼吁”进

一步强化了这些目标，呼吁所有利益相关方“紧

急采取行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

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支持“利用有效、

合理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包括海洋保护区

和其他综合、跨部门方法”（联合国大会，2017，

第3–4页）。

粮农组织《深海渔业准则》 — 采取行动

保护和恢复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深海底层渔业对海床和脆弱物种可能产生

的影响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是全球海洋

议程上的热门话题。2006 年，联大第 61/105号

决议第 83条呼吁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指脆

弱的固着底栖动物生态系统，如珊瑚礁、海绵

和海鳃）进行保护，防止底层渔业对其造成严

重负面影响。粮农组织于2008 年通过了《公海

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以推动对公海底层渔

业开展基于区域的综合性管理措施。这完全改

变了底层渔业的管理方式，并推动在北部和南

部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设立了新的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到 2015 年，对多数大型公海底层渔业活

动都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实施了管理。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率先于 2005 年在

大西洋东北部确定了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并禁止

在此范围内开展底层渔业活动，其他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随后纷纷效仿（图 66）。这是一系列

基于区域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保护有生态代表

性、相互联系的保护区。具体措施包括：	

 �按照商定的管理措施，确定可开展捕鱼活动

的底层捕捞区（绿色区域）；	

 �就现有捕鱼区外的捕鱼活动制定严格的探

查规程（橙色区域）；	

 �封闭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区，禁止开展底层

渔业（红色区域）；	

 �采用相遇规程保护未被发现的脆弱的海洋

生态系统（所有区域）。	

这些规定确保至少30% 的海洋面积通过

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得到有效管理（目标1、3、

4），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的“2020 年后框架”

草案提供直接支持，同时说明深海渔业在保护

和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

用。事实上，多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对100%

的区域制定了公海底层渔业措施，这些措施还

得到其他措施的支撑，如针对小型中上层渔业

和金枪鱼渔业的措施。因此，《深海渔业准则》

（粮农组织，2009）鼓励采用基于区域的措施，

允许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较低的地区开展底层

渔业，但禁止在生物多样性较为脆弱的地区（如

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捕鱼。因此，相关措施

鼓励开展深海渔业，以提供营养、收入和就业

机会，同时要消除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从

而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内陆渔业

通过基于流域的管理方式，保障可持续内陆渔业

维系内陆渔业的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产卵

场、苗种场和旱季避难所等关键生境的健康及

这些生境之间的连通性以及水文状况的维护。

虽然内陆水域面临着极大的捕捞压力，但内陆

渔业产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往往来自渔业部门之

外，例如不同部门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土地用

途变化和污染。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确定哪

些生态系统组成部分需要得到改善，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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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考虑到鱼类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并实

行恢复。恢复活动可包括重建沿河植被，重新

规划河道，重新建立生境异质性，重新创建产

卵场，将洪泛区或死水与河道重新连接，采取

全流域措施维持环境流量（Valbo-Jørgensen、

Marmulla 和 Welcomme,	2008）。		

自然资源按部门管理的方法无法给内陆

渔业带来好处，因为渔业主管部门很少有权限

监管会影响渔业的其他水资源和土地利用活

动，因而缺乏必要的工具保证其可持续性。保

证水资源部门良好治理的机制往往比较薄弱，

而采取会影响渔民等相对缺少权力的行动方

的干预措施时，很少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大

型江河流域，可采用子流域方法，将流域分割

成符合生态特征的单位，由适当的部门在适

当的层面进行管理。对跨国流域而言，流域组

织应权衡成本和收益，按照区域政策和国际文

书引导发展（Valbo-Jørgensen、Marmulla 和

Welcomme,	2008）（插文 29）。

重新连通内陆水生生境，推动生物多样性和渔业 

要恢复内陆渔业水生生态系统，就必须从

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满足鱼类的需求，也就是

要提供上游生境（产卵）和下游生境（摄食和

 插文 29  内陆渔业

鉴于生境和环境已出现退化，导致内陆渔业

受到破坏，因此我们有巨大的机遇通过生态系统

恢复来振兴内陆渔业。生态系统恢复工作的需求

和惠益几乎都是多方面的。内陆渔业系统之间存

在着重要的协作关系，还能提供其他重要的高价

值服务，如调节水量和水质、减轻灾害风险、实

现养分循环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适应

的兴趣也同样与对内陆渔业的兴趣密切相关，因

为要想减轻灾害风险，就有必要保护和恢复内陆

水生态系统。很多生态系统服务都可转化为货币

价值，便于在各项服务之间开展比较，但评估对

象还应包含非货币价值。内陆渔业所依赖的各类

水生生态系统（如江河、湖泊、湿地）的单位面

积平均价值要远远高于陆地生态系统。			

对内陆渔业生态系统恢复状况进行回顾时，

往往关注北美和欧洲，主要为休闲渔业，多数为

鲑科物种，而几乎未关注粮食和营养方面的因素，

因为这些因素对此类渔业而言已不再重要。这与

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我们需

要在惠贫型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考虑更多因素，

包括各类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是赢

家还是输家。发展中国家的当地社区还往往严重

依赖于内陆渔业，并与该项资源状况紧密关联，

通常以此为生。这是一种对管理而言潜在的有利

因素，有助于恢复措施的落实，但发达国家目前

并不存在这种有利因素。最能体现内陆渔业在当

地的意义的往往不仅仅是渔获物总量，还有它

们为当地人民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生计做出的贡

献，这一贡献可能极大，为开展恢复工作提供极

有说服力的理由。有无数实例表明，内陆渔业的

生态系统恢复工作可成为一项极具成本效益比的

投资，且很多情况下所需成本极低，尤其是基于

社区的恢复工作。内陆渔业生态系统恢复的好处

很快就会显现，很多实例表明当地渔获量一到两

年就能增加一倍或两倍。考虑到这些因素后，我

们就能认识到内陆渔业的生态系统恢复是一件肯

定能带来效益的事情。		

注：归纳整理自：Coates,	D.。（即将出版）。《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系统恢复和供食用的内陆渔业生产 — “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面对的机遇》。粮
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通函第1231号。罗马，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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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确保这些场所之间的连通性，并考虑水

资源管理活动对水文事件发生时间的影响。应

就这些因素达成一致意见，作为江河流域或集

水区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世界上大江大河流域

主河道上水坝数量不断增加及其给沿河社区带

来的潜在影响近年已引起各方关注。然而，小

型堰坝等其它用于储水或防洪的障碍物不断增

加可减少下游洪水，阻止鱼类进入作为完成自

身生命周期至关重要的季节性生境的生产性洪

泛区，因此有必要重新建造这些小型设施或对

其加强管理，以便增加多用途环境中的渔业资

源、改善渔业生产（粮农组织和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2017）。经验表明，改善内陆渔业的生态

系统条件能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极大互惠，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内陆渔业之间有着相互支持的作

用（Phang 等，2019）。		

另外还需保持或恢复合理的年度水文规律，

包括其在创建季节性洪泛区生境、触发迁徙、

通过被动漂流使仔稚鱼四处分布等方面发挥的

作用。在与流域层面其他水资源用户谈判计算

环境流量时，应考虑到鱼和渔业的这些要求。	

为抓住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

（2021-2030 年）和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带来的机遇，需要采取的行动包括：	

 �在相关政策和投资中，认识到内陆渔业对于

实现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的重要性；	

 �通过能推动以渔业为生的社区为环境可持

续性做贡献的干预措施，充分利用内陆渔业

和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目标之间的互补性；	

 �重视针对内陆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生态系统恢

复相关投资，因为虽然它们以及它们的生物

多样性退化和所受威胁最严重，但它们仍能

提供重要的多重惠益，包括内陆渔业和粮食

安全、水安全、气候变化适应。	

通过技术与创新，优化对生物多样
性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减轻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

与养殖的水生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及风险减轻

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想满足未来对水产食

品不断增加的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水产

养殖生产，而这种发展必须采用可持续水产养

殖最佳做法。有些水产养殖系统或做法可能给

水产养殖活动所在的水产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带

来巨大风险。最近一次对粮农水生遗传资源的

全球评估（粮农组织，2019a）发现，养殖的粮农

水生遗传资源和野生亲缘水生遗传资源之间存

在密切的相互关联，而水产养殖可能会通过与逃

逸生物的基因互动和刻意引入，或通过与鱼类和

饲料生产相关的生境变化，给野生亲缘物种多

样性带来威胁。来自非本地、培育的养殖品种的

威胁最大（Lorenzen,	Beveridge	and	Mangel,	

2012）。全球评估还指出，有关水产养殖中粮农

水生遗传资源性状的信息十分贫乏，对非本地、

培育的养殖品种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了解也十分有

限。Lucente 等(2021)发现，养殖物种中有14%

在野外受到威胁，包括一些成熟的水产养殖品

种。引入的水生物种数据库（粮农组织，2021l）

显示多数物种的引入是用于水产养殖，该数据库

提供有关引入物种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相关信息。 

然而，数据库未提供有关负面影响（如对环境的

影响）和正面影响（如水产养殖带来的经济收益）

相对规模的信息。	

可用于减轻养殖品种对野生亲缘种影响

的机制有很多，包括监管措施（如水产养殖区划）

和物理防控行动（设置障碍，预防或最大限度

减少养殖品种与野生资源之间的互动）或生物

防控措施（如养殖场选址时考虑物种的容忍度

或采用不育品种或单性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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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多种关键措施可用于改变水产养

殖中对遗传多样性的管理方式，同时减少水产

养殖进一步扩大生产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措

施已被纳入粮农组织各成员国于 2021年底通

过的《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更

好地提供和获取有关水产养殖中水生多样性

性状和利用的信息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认识

其可能带来的惠益和风险。为此，粮农组织正

在开发一个粮农水生遗传资源全球信息系统

AquaGRIS。15 一旦输入有关养殖品种的各国数

据，系统就能生成相关报告，为制定相关政策

和战略提供支撑，以便有效应对水产养殖可能

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利用非本地物种和培育

的养殖品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制定、宣传、采纳与负责任引入和交换粮

农水生遗传资源相关的准则和政策时，还应注

重减少不负责任引入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在适

当的风险评估 16 和风险减轻基础上开展以上工

作，同时注重非本地物种和培育的养殖品种，

并将相关材料的转让协议纳入准则和政策。	

一项具有变革性前景的技术创新是基因编

辑，它可以让人们有选择性地培育出不育养殖

品种。此项技术的广泛应用可大幅减少培育的

养殖品种对所处环境的影响。然而，从近期看，

对基因编辑技术在商业化生产系统中的应用依

然存在争议，监管方面的压力也可能限制基因

编辑技术在很多地区投入应用。	

负责任捕捞技术

捕捞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效率和有效性，降

低成本，节约能源，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此类

15	 以下网址可查看包含部分物种的 AquaGRIS系统原型：www.fao.org/

fishery/aquagris/home

16	 “风险评估”定义参见术语表。

创新对于生态系统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4起

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以下具体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1	—	预防和大

幅减少各类海洋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14.2	—	可持续管

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	

在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和粮农组织共同

支持下，由来自全球各地的捕捞技术专家组成

的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定期就与渔具相关

的捕捞技术和水生物种行为相关研究和做法

开展讨论和审议，并提出管理准则，包括管理

渔具对环境的影响。从捕捞技术和行为工作组

的报告中可查阅到与减少捕鱼活动对海洋环境

产生的影响、减少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

相关的最新研究和发展变化详情（国际海洋勘

探理事会，2021）。		

减少兼捕 

自2021年出台《防止和减少捕捞渔业中海

洋哺乳动物兼捕的准则》后，粮农组织一直通过

技术咨询和广泛推广《准则》各联合国语言官方

版本（粮农组织，2021m），继续为各国和各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提供协助。《准则》面向与渔业中

海洋哺乳动物兼捕问题相关的决策人员、规划 

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所有从事政策制定和实

施以及开展技术干预工作的人员（粮农组织，

2021n）。	

为期五年（2015-2020 年）的粮农组织-全

球环境基金项目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拖网渔业

中兼捕的可持续管理改善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地区六个国家虾拖网捕捞作业中对兼捕的管

理。目前正在筹备项目的新阶段：项目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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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应对兼捕问题的措施将有助于

实现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的与自

然和谐共存的愿景，特别是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4（《生物多样性公约》，2021）和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 6和12（《生物多样性公约》，

2020）。	

应对渔业部门中的污染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正吸

引着越来越多关注，因为它们会对环境和经济

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带来航行危险和相关安全

问题。此类渔具会不断以不受控制的方式捕获

水生动物（即“幽灵捕鱼”），对渔业资源造成

破坏，可能对濒危物种和海底环境产生影响。		

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已成

为海洋塑料垃圾全球挑战中一个国际公认的问

题，很多国际组织、活动和协定都以海洋废弃

物为关注重点，世界各地围绕这一主题还有大

量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举措。在这一背景下，由

独立科学家组成、由粮农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

共同主持的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

合专家组第 43工作组已编写了一份报告，就海

洋垃圾的海上源头所产生的影响规模提供最

新信息并提高各方对该主题的认识，尤其是由

海运和捕捞部门产生的海洋垃圾。该报告中有

一个章节专门就减少海洋垃圾海上源头提供解

决方案（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

家组，2021）。第 43工作组的职责范围目前正在 

调整，以便确保该领域最新科学成果和已发现

的数据空白问题能在应对由捕捞和海运部门产

生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时得到考虑。		

渔委2021年《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言》

重申减少遗弃、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

和海洋垃圾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为填补第 43

工作组指出的数据空白，并使遗弃、丢失或以

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相关数据收集工作标准

化，粮农组织设计了调查问卷，并正在与各国和

全球幽灵渔具倡议（全球幽灵渔具倡议，2021）

等各伙伴方开展合作，开展调查和填补空白。收

集到的数据将有助于各方全面了解遗弃、丢失

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相关问题在各类渔业

和地点的现状，为就幽灵捕鱼开展长期趋势分

析和监测提供支持，并引导制定和采用适当的

技术和其他缓解措施。		

对渔具进行标识是普遍采用的做法，可便

于识别渔具使用人和/或所有人，作为减少遗弃、

丢失或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和非法、不报告

和不管制捕鱼的一种重要工具。为协助各国实

施《渔具标识自愿准则》（粮农组织，2019d），

粮农组织正在编写一份技术手册和制定一个风

险评估框架，帮助各国评估是否有必要建立一

个渔具标识国家系统并确定相关要求。		

此外，粮农组织正在为由挪威资助、与

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实施的（国际海事组织，

2019b）的“全球海洋垃圾伙伴关系项目”（国

际海事组织，2019a）提供支持。该项目帮助发

展中国家在国家层面落实《渔具标识自愿准则》

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为处理船舶和遗弃、丢失或

以其他方式抛弃的渔具造成的海洋塑料垃圾而

制定的“行动计划”。通过这一项目，粮农组织

将开发和测试改良渔具，旨在防止在世界渔业

相关就业中占比 90% 的小规模渔业中出现幽灵

捕鱼现象（粮农组织、杜克大学和世界渔业中心，

即将出版）。		

这些举措将共同协作，按照相关的《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降低污染水平

和减少塑料垃圾，为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

胁做出贡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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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
危机

引言

2020 年 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2019 冠

状病毒病全球大流行。自那时起，世界被一种

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和数千万人患病的疾

病所震撼。1 在短短几周内，由于紧急实施了

防止病毒传播的措施，世界经济遭受了急剧收

缩。这导致高度依赖贸易的部门受到重大影

响，包括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区域层面，区

域渔业机构报告，与监测、控制和监督捕捞活

动、渔业和水产养殖研究和管理相关的活动受

到了负面影响。大多数国家和区域经历了水产

品产量、就业和价格的严重下滑。据报告，由于

实体会议、培训课程和研讨会的推迟，渔业管

理决策和能力建设方面出现困难（粮农组织，

2021o）。中国、欧洲、日本和美国这四个主要的

水产食品 2 市场，受到疫情严重打击。关闭边境 

1	 在撰写本报告时（2022 年 6月7日），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新冠

确诊病例达 529,410,287 例，死亡病例达 6,296,771例（世界卫生组织，

2022）。

2	 “水产食品”、“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
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通过旅行限制和中断进口）影响了依靠水产

品 2 出口获取外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粮农组织估计，有 30 亿人无法负担健康

的膳食，若冲击使人们收入减少三分之一，则此

类人数将再增加10 亿（粮农组织，2020a）。事

实上，疫情已经对生计、就业、粮食安全和营养

构成了重大挑战。接种疫苗和疫情响应政策使

全球经济在 2021年出现复苏，水产品贸易和消

费增加（粮农组织，2021p）。在新冠疫情的推

动下，人们对家庭烹饪、食品配送服务和电子零

售渠道的兴趣继续扩大（贸发会议，2022），但

是考虑到仍需采取后续限制措施针对新型变异

毒株，该部门将如何重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

场和面对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供应链中断及相关风险

由于封锁，整个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遭

受严重破坏。诸如新冠疫情之类的外部冲击在

过去从未如此迅猛，对全球消费者行为和贸易

的影响前所未有。这场疫情揭示了水产食品系

统在需求和供应两方面的脆弱性（粮农组织和

世界渔业中心，2021）。在欧洲国家，在短期内，

易腐食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和（或）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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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期内，由于生产和运输能力下降，重新进

货的能力受到限制。消费者从餐饮服务转向零

售，导致餐饮服务产品供应过剩，而零售产品

短缺，继而影响价格（Kent，2021）。在许多国

家，至少在疫情出现的最初几个月，流动限制完

全扰乱了渔业和水产养殖供应链，随后大家才

逐渐认识到该部门必不可少，并采取了一些举

措使其重新走上正轨。流动限制意味着基本生

产投入品，如饲料和种苗，不能如期到达养殖场。

中美洲的虾和罗非鱼养殖者见证了当地和国际

市场需求下降 75%。所有这些情况导致该行业

陷入瘫痪，经历了过度养殖和不可预见的投饵

和冷冻成本，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影响，导致一些

生产单位停业（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以

及中美洲一体化体系，2020）。

疫情对水产食品系统的影响有所不同，取

决于物种、市场、消费者需求、劳动力结构以及

政府和行业的适应能力（图 67）。一般而言，以

中小企业为主的供应链特别容易受到新冠疫

情限制措施的影响（粮农组织，2021q）。特别

是在非洲和南亚，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些供应

 图 67  新冠疫情危机中出现的破坏、适应和纾困战略及经验教训的案例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防止病毒蔓延的
政府措施

封控、保持距离、关闭边界、实行流动和旅行限制、取消活动

新冠疫情

重大破坏或损害

新近经验
教训

需求和产量下降；价格不确定；商业收入减少和不可预见的成本；劳动力和收入/购买力下降；
不平等现象加剧；税收和国外收入减少；粮食浪费和损失；对监测、控制和监督、研究和能力
建设活动的影响

继续监测影响和响应措施；改进加工；实现供应来源和市场多样化；管理连通性；保
护最弱势群体；加强政府的经济手段和社会保护

适应战略

从食品服务到零售的转变；当地市场的发展；数字化；收入多
样化；剩余产品的冷冻和冷藏；团结一致；其他（如减少捕捞
行动，关闭企业）

政府纾困/经济支持

被指定为基本服务部门；疫苗接种行动；市场准入支持；税
收和许可费减少或延期；公共赠款；公共贷款；收入支持；
工作保留计划；投入品补贴；粮食销售；其他（例如，禁止
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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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已经受到冷藏和加工能力不足、运输基础设

施较差、投入品市场脱节和（或）供应商资金不

足的制约。相比之下，大规模纵向一体化供应链

受到的影响一般较小，因其更有能力控制投入

和产出的交付。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部门很容

易受到涉及工人流动的限制规定以及投入品供

应和运输中断的影响（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2021）。在南亚和东南亚，粮农组织与亚太区域

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进

行了一项调查，其初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和封

锁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

者。这些限制措施扰乱了供应链和市场，阻碍了

商业运作，影响了就业，维持了某些不平等现

象，如两性参与问题，并导致了家庭收入的波动

以及政府税收和外汇的减少（粮农组织和亚太

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

织，即将出版）。

经营者和市场正在缓慢恢复，但货运成本

上升、新的边控程序、船运集装箱供应减少、大

型国际港口的瓶颈和新型变异毒株风险等因素

抑制了中期前景（粮农组织，2021p）。作为一个

整体，水产食品系统设法适应并保持产品和供

应的流动，但许多企业已经倒闭或处于不稳定

的状态（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

工作、性别和粮食安全

疫情影响了工作、收入和相关购买力（粮

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Béné 等，

2021）。全球五分之四的劳动者经历了部分或

完全失业或居家办公（Tooze,	2021）。这加剧

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获得充足食物的状况，

使他们的粮食安全成为一个巨大而持久的问题。

低收入国家对这种收入冲击格外脆弱，尤其令

人担忧，在这些国家，许多人无法获得满足基

本能量需求的膳食（粮农组织，2021q）。

多项研究一致认为，冲击对弱势和边缘化

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新冠疫情也是如此。3 低

收入家庭、小规模经营者、妇女、婴幼儿、老人、

残疾人、土著人民、难民、移民、流离失所者和

少数民族在世界各地遭受疫情不利影响的风

险更大。季节性移徙的小规模渔民和渔工受到

旅行和住宿禁令的影响（Sowman 等，2021）。

船组人员的变化和岸上服务的减少影响了海

员，包括受雇于远距离工业化渔船的移徙工人

（Vandergeest、Marschke 和 MacDonnell,	

2021）。许多加工、收获和销售行业从业人员失

去了工作（Alam 等，2022）。此外，在渔船上工

作并从事收获后的处理、包装和加工，由于空

间缩小和湿度问题，会导致工人之间病毒传播

和疫情爆发风险增加（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2021）。

在受封锁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中妇女的就

业比例相对较高，导致妇女就业率的下降水平

高于男子（粮农组织和世界渔业中心，2021）。

Yuan 等（2022）调查了中国水产养殖价值链上

家庭生计受到的影响：由于工资降低和业务收

入减少，家庭收入大幅下降（例如，所有鲶鱼种

苗生产者的收入下降超过 50%），30%-40% 的

被调查养殖者遇到了家庭经济困难；此外，由

于学校停课，妇女面临着照顾和教育孩子的更

大负担，并承受着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条件的额

外压力。如果将一级和二级渔业和水产养殖部

门考虑在内，妇女占劳动力的一半（粮农组织，

2020a）。然而，尽管她们在整个价值链以及家

庭生计和营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她们在行业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此外，二

级部门受疫情的打击尤其严重，而这正是大多

数妇女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不可低估的是，

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妇女也成为了变革

3	 欲知详情：https://data.unwomen.org/features/covid-19-and-

gender-what-do-we-know-what-do-we-need-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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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粮农组织，2020j，2021r；

Misk 和 Gee，2020）。在许多情况下，妇女们团

结起来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制定应对策略，她

们利用自己的技能、知识和网络来制定创新的

解决方案并相互支持（世界渔业中心，2021）。

与全球层面的所有部门一样，渔业和水产养殖

部门需要共同努力，防止疫情使实现性别平等

的进程出现倒退（Turquet 和 Koissy-Kpein，

2020）。为此，制定适当的性别敏感型缓解战略

至关重要，这些战略针对经济和卫生问题，提

高渔业和水产养殖从业人员的抵御能力（粮农

组织，2020c）。

适应战略

整个世界和行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没有

为这种冲击做好准备。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

推移一些企业已经设法进行调整和创新。一些

小企业已经能够通过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和改变

业务运作来进行调整和实现生存（Stoll等，

2021；Witteven，2021）。整个拉丁美洲的小规

模渔业组织采取了创新方法，使其产品商业化。

例如，他们在智利、秘鲁、巴拿马和尼加拉瓜人

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设立了临时销售点，小规模

水产养殖者采用了电子商务和送货上门的方式

宣传和销售他们的产品。直销已发展为应对其

他市场关闭的新型和新兴市场。在马来西亚，在

线鱼类配送中介机构 MyFishman.com 帮助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的中小企业通过订购和配送服务

进行鲜鱼销售，从而减少了传统市场以及与消费

者的直接接触（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21）。

一些变化似乎将会持续下去，有迹象表明新冠

疫情可能有利于行业整合（Simeon，2020）。

在南亚和东南亚，小规模渔民、水产养殖

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以各种方式进行应

对，采取的方式取决于限制措施的水平、政府

支持（或缺乏支持）以及他们自身的抵御能力

和创新。总体而言，他们的企业普遍经历了衰退。

但是，通过家庭收入多样化或以其他农业活动

替代、将经营成本精简至最低限度、接受在线

营销和直接配送，抵御能力得到了强化。这种

业务运作方式的转变正在为小规模渔民、水产

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者带来新的机

遇，使他们与消费者形成更加密切和直接的关

系，能够探索新市场和新产品（粮农组织和亚

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

组织，即将出版）。

区域渔业机构提供的缓解战略包括在监

测、控制和监督活动中更多使用强化电子监

测工具，制定专门的渔船登船检查程序，采用

在线会议形式，制定在线决策程序，在线销售

水产品，支持将鲜品加工为水产食品的增值

过程（粮农组织，2021o）。包括中国在内的多

个国家启动了国家供需平台，将渔业和水产养

殖生产者与加工者和购买者联系起来，根据

需求精简生产，将剩余产品进行冷冻和冷藏，

并推动国内和国际贸易（Alam 等，2022；FAO，

2021s）。

政府支持措施

为了控制封锁和其他限制措施的经济影响，

政府对家庭、企业和市场的支持达到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各国的中央银行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称的“一场前所未有的

危机”做出了回应，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

来维持政府债务和银行稳定（Tooze,	2021）。

为应对疫情影响而采取的措施是多样和

复杂的，反映出所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优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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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及各国的能力和资源。这些措施涉及健康、

社会、经济、教育和环境等方面。根据 Love 等

（2021），水产食品系统主体和机构应对措施

的主要目的是：1）保护公众健康，包括渔业部

门工人的健康；2）支持那些因疫情而致使企

业、工作和收入受到影响的人群；3）维持对消

费者的水产品供应。

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支持包括为小规模经

营者提供软贷款和无息贷款、减免税收和许可

费、提供燃料补贴以及暂时中止信贷义务。在英

国，支持的形式包括收入支持、工作保留计划、

反弹贷款和所得税递延；还有一些非国别措施，

如苏格兰的海洋渔业困难基金、北爱尔兰的渔

业支持和慈善机构（如海员慈善机构）的援助

（Patience、Motova 和 Cooper，2021）。

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初步研究显示，政府的

应对措施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调查结果指

出，需要由适当法规支持的有针对性、重点突

出的政府干预措施，提高两性参与程度，加强

有关数字市场和在线平台潜力的教育和宣传，

同时维护优质产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维持小

规模渔民、水产养殖者和基于渔业的企业经营

者的生计，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粮农

组织和亚太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及技术咨询服

务政府间组织，即将出版）。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支持工作因公共资

金有限而变得复杂。此外，支持弱势群体的财

政和货币应对对策将对债务、偿债能力和更广

泛的债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疫情债务”	—	疫情危机导致

的超出预测的债务	—	增加了4.5%（Heitzig、

Aloysius	Uche 和 Senbet，2021）。这可能对

水生生物资源的治理和管理产生严重影响。

社会保护

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显示，存在有效社会保

护体系的国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通过调

整社会保护计划来应对疫情影响（粮农组织，

2021g）。其他国家无法应对依赖水生生物资源

的社区的需求，特别是在非正规性占主导的社

区（粮农组织，2020l）。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的许多工人属于非正规就业，未被社会保护计

划覆盖；他们没有在强制性社会保障计划中登

记，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未签书面合同或从

事个体经营。这些人包括小规模渔民、移徙渔

工、少数民族、船员、收获者、拾遗者和小贩，尤

其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妇女（粮农组织，

2021g）。

许多失业人员也无法获得收入支持。许多

国家实施了新的计划，而另一些国家则横向或

纵向扩大了现有计划，例如，扩大计划覆盖面、

放宽准入要求、延长计划期限或引入特殊的现

金补助。针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最常见干

预措施是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从一次性支付

到持续三个月的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包括实

物粮食补助。不过，一些国家也通过费用减免

和投入品（饵料、冰和燃料，以及水产养殖苗

种供应和养殖场建设投入）补贴等方式向渔业

部门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还为增加就业和部

门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持（粮农组织，2021g）。

新近获得的经验教训

新冠疫情危机是长期的；其影响随着新型

变异毒株的出现而逐渐显现出来。必须继续监

测、评估和记录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受到的影

响及其应对措施，以便为短期、中期和长期战

略提供信息，并为新一轮疫情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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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取的经验教训中，新冠疫情凸显出市

场的相互关联性：水产品供应链的一个或多

个环节被扰乱，会产生跨地方、国家和国际边

境的影响。市场混乱会导致通胀风险（Kent，

2021）。建立具有抵御能力的水产食品系统的

关键要素包括改进加工、实现供应来源和市场

多样化、通过更稳健的食品运输网络和物流管

理连通性、允许各类和外来供应商的混合（粮

农组织，2021q）。

认识到渔业和水产养殖是许多国家粮食系

统的重要部门和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是保持

供应链所有环节的顺畅运行，支持粮食安全、

收入和就业，重点关注包括妇女和移徙工人在

内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粮农组织和

世界渔业中心，2021）。

新冠疫情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中小企业、妇女和其

他弱势群体（如非正规工人和移徙工人）越来

越被边缘化，需要得到适当的保护。

这场疫情突出表明，需要通过全面和包容

的国家社会保护体系来扩大社会保护覆盖面，

该体系应能应对冲击并充分覆盖该部门。国家

层面一系列主管部委之间的政策协调一致是至

关重要的。社会保护计划应在整个设计、实施

和评价阶段使用性别敏感型方法，因为这些计

划会影响性别动态。社会保护计划可以提高家

庭对冲击的适应能力，减少对其生计造成长期

损害的消极应对策略。社会保护可以有助于改

善福利和渔业管理。

政府颁布的经济支持措施取决于可得资

源和能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新冠

疫情发生之前的债务水平、偿债能力和债务可

持续性，经济应对措施对国家债务具有重要

影响。这可能对水生资源的治理和管理产生一

定影响。有些人建议重新审视现有的制度机

制已实现债务可持续性和债务重组（Heitzig、

Aloysius	Uche 和 Senbet，2021）。

关于新冠疫情和气候适应的新文献表明，

由于各国正在优先考虑国民健康和经济复苏，

疫情影响着《巴黎协定》关于“提高适应能力”、“增

强抵御能力”和“降低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目标

（联合国环境署，2021）。通过投资于支持蓝色

经济复苏和提高适应能力的活动，将社会和环

境因素（如低碳、气候抵御能力）纳入疫情恢复

计划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环境署，2021）。

此外，为多种已知或未知风险做准备也至

关重要。新冠疫情加重了多种业已存在的压力

（如鱼 /贝类疫情、极端天气事件、长期资金 

制约），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需要通过综合风

险管理 4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哪些类型的

措施和更广泛的干预措施在不同情况下起作用

以及系统如何变化，并记录长期影响和新近获

得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增强对新冠疫情的特定

抵御能力以及对未来冲击或压力的普遍抵御能

力（Love 等，2021）。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场危机加快了渔业

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数字化，促进了捕捞渔业的

电子监测和执法，推进了绿色和清洁能源的使

用，推动了本地市场的开发，促使水产养殖者更

好地管理饲料等稀缺生产要素，并凸显出国内

生产的重要性。n

4	 “风险管理”定义参见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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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
气候变化

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六次评估

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1）中重

申全球变暖加速，强调变暖加剧已经造成了不

可逆转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达成的《格拉斯哥气

候公约》（《气候公约》，2021）（插文 30）强调

迫切需要采取基于海洋的行动，重申了水生生

态系统在碳储存方面的巨大能力。基于以上认

识，需要按照国际气候对话中逐步形成的发展

思路，加强和加快渔业和水产养殖对气候变化

的减缓和适应。多年来，粮农组织适应性指导

意见对与渔业和水产养殖有关的全球气候讨

 插文 30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要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二十六届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3 日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成果文件《格拉斯哥气候

公约》1（《公约》）涉及七个行动领域的问题和

挑战。《公约》对适应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强调了扩大适应行动的紧迫性。《公约》还敦促

发达国家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到 2025 年大幅增

加其共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适应资金。这一点

至关重要，因为新冠疫情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增加，目前适应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

在减缓方面，《公约》认识到，要将全球变

暖限制在 1.5℃，必须迅速、深入和持续地减少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公约》要求各国在必要时

重新审议和强化其国家自主贡献方面的 2030 年

目标，以便在 2022 年底前与《巴黎协定》的温

度目标保持一致。

解决损失和损害问题是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

届会议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特

别关注。《公约》敦促发达国家在现有的“圣地

亚哥网络”下为技术援助提供资金。《公约》还

设立了“格拉斯哥对话”，讨论对解决损失和损

害问题活动的供资安排。

在《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各国认识到气

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保

护、养护和恢复自然和生态系统的关键作用。缔

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特别关注海洋问题，呼

吁《气候公约》的相关工作计划和下设机构考虑

如何将基于海洋的行动纳入其现有职责和工作计

划中且加以强化，并在现有的报告程序中对这些

活动进行报告。各国同意加强基于海洋的行动，

并在 2022 年继续举行年度海洋问题对话。

粮农组织积极参与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

议的多项活动，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相关问题在

《气候公约》下得到解决。粮农组织还利用此机

会重申其承诺，将继续支持各国与联合国系统、

海洋界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合作，共同实现渔业和

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抵御能力。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21。决定 -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格拉斯哥气候公约》。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p26_

auv_2f_cover_deci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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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给予了支持（Poulain、Himes-Cornell 和

Shelton，2018）；本节强调了促进可大力推动

蓝色转型 5 的实地层面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行

动的五项优先重点。

5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将气候变化纳入渔业和水产养殖管
理的主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水生生态

系统的影响，这要求在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明

确考虑气候压力因素，并在适应计划与管理或发

展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由此，该部门将受益于

管理方法向灵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向转变，能

 图 68  显示额外反馈回路以应对气候变化动态性质的适应性管理周期

注：额外的反馈回路以红色虚线表示。

资料来源：整理自粮农组织。2003。《渔业管理 2.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No.4，补编 2。罗马。www.fao.org/3/y4470e/y4470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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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发现气候影响时进行持续调整。通常，粮农

组织指导意见从理论上说明的管理周期需要包

括额外的反馈回路，以及时响应变化，缩短管理

周期，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图68）。

如果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的环境监测系

统包括当地和特定情况的间接指标，并且这些

指标与已知对渔业和水产养殖具有重大影响

的气候压力因素（如温度上升、降水模式变化、

水中氧含量）有关，则可以引发有效的适应行动。

总体而言，在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进一步依

赖基于风险的方法，可优化与气候变化有关的

风险减少措施，无论是在管理的规划阶段还是

实施阶段。6 此外，需要适当设计捕捞或养殖管

理单位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使其与相关气候变

化缓解和适应措施相一致。

粮农组织开始分析在海洋渔业管理中成

功引入灵活性的案例研究（Bahri等，编辑，

2021）；然而，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记录和

借鉴应对淡水渔业或水产养殖管理制度中气

候变化影响的实例，以确保持续的生产力和抵

御力（插文 31）。

6	 参见 Aguilar-Manjarrez、Soto 和 Brummett（2017）的水产养殖发

展实例。

 插文 31  通过改进沿海管理促进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沿海渔业是数百万人的食物和生计的重要提

供者。然而，沿海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正面临

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气候变化是危及水生物种和

威胁沿海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萨桑德拉（科特迪瓦）和萨卢姆三角洲（塞

内加尔），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阿比

让公约》正在与当地社区开展合作，通过全球环境

基金资助的“西非沿海渔业倡议”项目，实现与改

善渔业治理和价值链相关的可持续红树林管理。

2021 年，该项目实施了红树林恢复，协助

自然再生和保障活动，试点规模为 700 公顷，在

此过程中采用了参与性和包容性方法，使当地社

区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

该项目还支持萨卢姆三角洲沿海虾类管理计

划的运作，并开展了社区能力建设，重点关注女

性牡蛎加工者以及通过各种媒体以当地语言进行

宣传。

这些干预措施正在带来多重效益。它们正在

增强渔业社区生计对气候相关风险和灾害的抵御

能力，并有助于碳封存，同时解决与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问题。

注：更多详情：www.fao.org/in-action/coastal-fisheries-initiative/en

|	203	|

http://www.fao.org/in-action/coastal-fisheries-initiative/en


第4部分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制定和实施变革性适应计划

渔民和水产养殖者已经通过生计多样化、

适应环境变化以及改进捕捞和养殖技术来适

应气候变化，但必须在制度和管理系统方面进

行更迅速的变革，以促进自主适应 7 和避免适

应不良。这需要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制定

变革性适应计划；这些计划必须促成中长期的

自主适应，以便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向未来过

渡时能够更好抵御气候变化。针对这一需求，

粮农组织发布了准则（Brugere 和 De	Young，

2020），旨在促使负责渔业和水产养殖治理的

部委和机构的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本国适应规

划进程，并推动此进程认可、促进和纳入该部门。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可利用这些准则，了解如何

在地区和地方层面参与和启动适应规划。

虽然变革性适应计划需要囊括各种规模

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需求，但如果该部门要继续

为实现全球减贫和粮食安全目标做出贡献，就

必须特别关注最弱势群体。因此，适应计划的

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包容性和参与性方法，并

考虑到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小规

模捕捞和养殖社区的需求和利益。例如，作为粮农

组织 FishAdapt 项目的一部分，在缅甸制定了

120 个基于社区的综合管理计划，以帮助提高

当地渔业和水产养殖社区及其生计对气候变化

的抵御能力。

采用基于气候信息的空间管理方法

空间管理方法为针对当前和未来气候风险

和机会来规划、调整和缓解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7	 自主适应是指私营部门行动方在没有公共机构干预的情况下自然采取的

举措；由自然系统的生态变化和人类系统的市场或福利变化引发，被称为自

发性适应（Klein 和 Maciver，1999）。

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如果没有合理的空

间管理和规划，随着海洋变暖和酸化，物种的

地理分布和生境将会改变，疫病的爆发和传播

模式将会变化，内陆水域或海洋使用者之间的

社会冲突将会恶化，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气候

引起的变化。

空间规划和管理提供了以解决方案为重点

的途径，可据此将空间数据和模型用于更好地

了解和预测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渔业和水产养

殖，并深入了解不同地点的差异性，以便采用适

当的基于地区的适应战略。在卫星遥感、航空

测量、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以及信息

和通信技术等空间技术的支持下，养殖场和地

区管理层面的良好空间规划和最佳管理措施可

以降低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脆弱性并促进适应。

例如，在智利，由环境部开发的 ARClim 项目提

出的水产养殖气候变化风险图正在被用于生成

基于科学的有害藻华预警，以降低养殖鲑鱼的

死亡率（图 69）。

基于气候信息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空间管理

机制可能需要治理框架的适应性转变，为不同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定制方法，并在设计和实施

创新性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战略的过程中整合

当地科学和知识，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此外，

重要的是开发多样化的空间数据库，充分说明

环境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特征；加强海洋学和气

候观测系统，提供当地实时信息；发展国家和区

域能力，实行预警模型和指标，为减缓或适应

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影响提供支持。

纳入公平和人权考虑

公平的概念应始终是气候讨论的核心。气

候变化可能对那些对气候危机作用最小的群体

|	204	|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图 69  气候变化预测下有害藻华导致鲑鱼生物量损失的风险图

注：多边形代表沿纬度（Y）和经度（X）轴的鲑鱼养殖特许地区（加勒比国家联盟）。地图A至C中的颜色代表风险组成部分的分数：暴露程度（E）、危害（H）和敏感性（S）。

每个组成部分的分值从1（最低）到5（最高）不等。地图D代表风险值，估算方法为R=（E×H×S）/125。分母125指的是最大可能值（5×5×5），因此风险在0（最低风险）

和1（最高风险）之间变化。

资料来源：整理自Soto，D.，León-Muñoz，J.，Garreaud，R.，Quiñones，R.A.和 Morey，F.。2021。“科学预警可以有助于减少有害藻华导致的养殖鲑鱼死亡”。《海
洋政策》，132：104705。https://doi.org/10.1016/j.marpol.2021.10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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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最大的伤害，如小规模捕捞和养殖社区，

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和岛屿的群体。

归根结底，公平也是有关人权的。气候变化可

能影响人们的食物权、饮用水权、教育权、健康

权和住房权，对个人、团体和弱势群体，如妇女、

儿童、老人、土著人民、少数民族、移徙者和贫

困人口，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确保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2021

年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

殖宣言》以及《巴黎协定》认识到公平和人权的

重要性。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气候变化适应

必须在过程和结果中纳入公平和人权考虑。关

键的过程考虑因素包括透明度、参与度、诉诸

司法和不歧视。关键的结果考虑因素包括生命

权以及食物权、住房权、水权和生计权等支持

性权利。适应规划过程需要使弱势社区参与进

来并赋予其权利，包括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

者。各国应评估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脆弱性，

并根据公平和人权考虑采取行动。这要求各国

积极主动，为未来（无论是极端事件还是缓发

性事件）做好准备，确保获得具有抵御能力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包括卫生服务）。

投资于创新

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提出了新的

挑战，敦促该部门通过技术、政策和市场转型

的协同组合进行创新。在这方面，粮农组织就

设计和实施新型互操作性信息系统和预警系

统提供了支持，前者对国家层面的渔业、水产

养殖和气候变化数据进行系统化和整合，为用

户和决策者提供信息，后者有助于减少事故和

死亡以及在与气候有关的极端事件中提供人道

主义支持。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最近在智利巩固

一个业已运行的框架（智利渔业发展研究院，

2021），在马拉维马隆贝湖采用社交媒体技术

促进实时信息和加强合规（粮农组织，2019），

以及在缅甸加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监测和评估，

为政策和规划提供信息并支持渔业和水产养

殖社区（粮农组织，2021）。

在世界其他区域也运用了类似的创新方

法。例如，菲律宾的ISDApp8 将收集到的本地化

天气数据转换为简化的天气预报，并以短信形

式将其发送至渔民注册的手机号码，即使没有

智能手机也可以实现，而新西兰的 Moana 项目 9

则支持将传统知识和渔业部门数据与尖端的海

洋传感和先进的数值模拟相结合，提供可靠的

海洋预报系统，支持海洋产业。

渔业和水产养殖造成的全球碳排放较少。

尽管如此，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上仍存在

去碳化机会，通过减少鱼类废物和损失提高其

效率，包括针对小规模渔民和水产养殖者。去

碳化技术已经存在；然而，由于成本较高，获取

和推广仍是一项挑战。需要创新的资金计划和

多管齐下的方法，确保创业者和当地社区（包

括妇女和青年）获得信贷以及激励政策，支持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中采用清洁技术和

能源，并以显著的创新方法促进其利益。

结论

各国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适应气候变化的

情况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根据粮农组织关

于国家自主贡献的最新报告，作为《巴黎协定》

承诺的一部分，各国提交了85 个新的或更新的

国家自主贡献（2020 年 1月1日至 2021年 7月

31日），有 77个（81%）含有适应内容，其中 62

8	 更多信息：www.isdapp.ph

9	 更多信息：www.moana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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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提及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适应情况，包括海洋

和沿海地区管理（Crumpler 等，2021）。上述五

项优先重点可以为各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提供

非常有意义的指导，最终促进实现《巴黎协定》

的长期适应目标。

随着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决定正

式强化了《气候公约》讨论中的海洋空间，渔业

和水产养殖必须扩大其对全球行动的贡献，分

享与该部门相关的适应和缓解方案，同时逐步

填补国际气候讨论中对淡水渔业和水产养殖

关注不足的重要缺口。n

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
努力实现性别平等

男性和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的

充分、平等参与和受益（即性别平等）对于实

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至关重要（粮农组织，

2020m）。	

虽然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劳动

大军中占半数，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她们却主

要在非正规、低薪酬、最不稳定、技能要求最低

的部门就业。在水产养殖业，女性在初级生产

部门的劳动力中占比 28%；在渔业中占比 18%；

估计占价值链收获前和收获后环节的 50%。除

了在农村经济中发挥支柱作用外（粮农组织，

2020m），女性对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也做出了

巨大贡献，同时还负责家务和照料家人。女性

发挥的作用多数情况下受到她们所处环境中的

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影响，且往往面临着性别 

限制，阻碍她们发挥能动性（即她们做决定和

采取行动的能力），使她们无法因自身在该部门

发挥作用而充分获得收益。

性别不仅仅指男性和女性（即生理性别，

或区分男/女 / 跨性别的生物特征），而是指

随背景和时间而异的社会建构。它指与男性或

女性相关联的社会属性和机遇。因此，性别指

某一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点赋予男性和女性各

自合适的角色、行为、活动和属性。此外，它还

指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和女性内部

的关系，并决定着特定背景下对女性或男性的

预期、许可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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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32  女性创业活动的成功案例

菲律宾的水产养殖项目:支持小规模水产养殖企业

家：菲律宾妇女协会案例 

在菲律宾，宾马利农村进步俱乐部（BRIC）

是一个专门从事遮目鱼养殖和加工的小规模妇女

协会，已成为相关价值链和当地经济中一个关键

行动方。协会为女性创造机会，帮助她们组织起

来，在水产养殖部门有效开展由女性牵头的创业

活动。粮农组织对这一案例进行了推广，为举办

一次有关水产养殖价值链开发和参与的培训会提

供支持：通过展示这一协会所开展的活动和组织

方式，强调如何通过类似的协会在经济上为女性

赋权，借此推动社区发展，取得良好的创业实效。

女性的知识和技能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既有助于

为有效完成各项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又能利用

优质原材料生产出优质加工产品。从创业角度看，

她们在努力利用自己的烹饪技能，对养殖鱼进行

增值加工，使产品多样化，提高效率和收益率，

同时还努力减少食物浪费。通过这一方式，女性

获得了赋权：她们的领导能力有所提高，为家庭

带来更多收入，同时还推动在当地设立了一家水

产养殖企业，从长远看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	

肯尼亚的海藻项目：支持在肯尼亚采用生态系统方

法开展海水养殖（TCP/KEN/3502）：自助小组 

2015 年，应肯尼亚政府提出的技术援助请

求，粮农组织实施了一个项目，为小规模养殖户

赋能和提供培训，帮助他们生产海藻、贻贝、牡

蛎、螃蟹和遮目鱼。季布尤尼妇女海藻养殖小组

是从粮农组织该项目中受益的五个团组中的其中

一个，她们用高架子搭起晒架，将收获的海藻铺

在晒架上安全地晒干。项目旨在促进减少收获后

损失，提高产品质量，以便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

项目还帮助一家收购干海藻的跨国公司与妇女海

藻养殖小组建立联系。在项目周期结束时，该养

殖小组共有 52 名成员，并向肯尼亚政府注册为

自助小组。		

Tima	Mwalimu	Jasho 的故事引起了强烈反

响。她是一位海藻养殖户，利用自己的一部分积

蓄建造了一间一居室房子用于出租，因为她在接

受粮农组织在肯尼亚举办的有关海藻养殖的培训

后，售出 41吨海藻，获得 1.3 万多美元的收入。

她说：“我们一直很穷，完全不知道我们就守着

能帮助我们实现未来的宝贝。”	

小组的成员们接受了项目提供的有关海藻最

佳商务管理规范和有关价值链的培训后，从海藻

养殖中获得的收益有了大幅提高。小组将未经加

工的海藻卖给买家，同时还生产多种增值产品，

包括榨汁、饼干、蛋糕、蔬菜色拉、汤料块、液

体皂和其他化妆品，获取更高收入。出售新鲜海

藻和增值产品获得的收入逐步提高了社区人民的

生活水准，而项目受益人多数为女性，她们从此

有钱购买餐桌上的食物，修建新房，送子女接受

教育，为自家购买更好的建筑材料。	

虽然项目已于 2017 年结束，但它所产生的

效益依然明显。妇女海藻养殖小组的试点活动非

常成功，该小组已从一个自助小组发展成为一个

合作社，即季布尤尼海藻养殖者协会，注册为一

个储蓄信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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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性别预期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女性和

男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各环节的参与方

式和获益程度。要想了解男女发挥的作用和获

益情况，其中一项关键细节就是了解交叉性概

念。必须认识到，不同社会维度（不仅有性别，

还有阶级、年龄、种族、民族、种姓、宗教信仰、

性取向）之间的交叉作用，即决定身份认同的多

重因素，不仅会导致女性和男性之间出现相互

交叉、相互作用的不平等现象，也会导致女性

和男性内部出现不平等现象。

分析时必须考虑到交叉性，以便以此为依

据，确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相对权力或受压

迫程度和脆弱性，这有助于确定他们在渔业

和水产养殖部门中所起的作用（Williams 等

编 ,	2012）。如无法了解这些交叉作用，就可

能导致无意中排斥最弱势群体，给渔业和水产

养殖群体带来不平等现象加重和加剧的风险

（Ferguson,2021）。	

正如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一样，

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发挥的作用也

是千差万别，从采集贝类和海藻、小规模捕捞

和修补渔网，到加工和销售渔业和水产养殖产

品 10（插文 32）。然而，重男轻女的性别动态变

化和通过性别角色产生的控制力却一直保持不

变（粮农组织，2017d）。女性在渔业和水产养

殖部门背负三重劳动负担，并经常面临性别暴

力（Siles 等 ,	2019），同时还往往：	

 �难以获得信息、推广和金融服务、基础设施、

社会保护和体面就业；	

 �难以获得物理资源和资本；	

 �无法参与决策和担任领导职务；	

10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
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从自身参与的活动中获益较少，权利和特权

较少；	

 �对市场、定价和价值链内部的互动关系缺乏

掌控。	

性别歧视不仅对女性产生直接影响，还会

因降低生产率和效率、减少创新机会和女性创

业机会，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带来巨大破坏。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实现性别平等变得更

为紧迫，因为疫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载体和体

现，使该部门原本存在的歧视现象进一步加剧。

当学校被关闭、卫生体系因防疫而不堪重负时，

妇女和女童作为照料者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无报

酬照料和家务劳动。更糟的是，妇女和女童在

获取医疗服务以及性卫生和生育卫生服务时往

往面临各种限制。此外，人们已观察到，家庭暴

力和性别暴力、性虐待和性剥削等现象在世界

各地均有所增加。女性因为传统上主要从事收

获后活动，包括水产品 11加工、鲜鱼贩卖、储存、

包装和销售等下游活动，因而在风险面前极为

脆弱。她们的脆弱性又因必须继续从事这些活

动以维持收入和养活家人而进一步加剧（Misk

和 Gee,	2020）。	

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性别主流化 

粮农组织的性别平等政策提出了明确的目

标，要“在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实现男女

平等，消除饥饿和贫困”（粮农组织，2015b）。

简而言之，性别平等就是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和

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状态，同时

可利用粮农组织的性别主流化工具，为实现性

别平等提供支持。因此，必须评估所有领域、

11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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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层级任何已规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

或计划，可能对女性和男性产生的影响。这有

助于让女性和男性的关切和经历都能成为所

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相关政策和计划的 

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项内容，从而使女性和男性平等获益，终止

不平等现象。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这

一目标已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5“实现性别 

平等，为所有妇女和女童赋权”，成为一项明确

的独立目标和跨部门议题，同时也能推动在各

方面实现性别敏感型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

我们一再强调，如果在实施和监测各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时不能将性别视角系统化纳入其中，

就一定无法取得进展，《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就无法实现（联合国妇女署，2021）。	

《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

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就性别平等做出了明确承

诺，成为首份直接提及性别问题的渔业相关文

书（水产养殖和渔业中的性别问题组，2018）。

2018 年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渔业和水产

养殖部门平等机会宣言》明确呼吁通过保障妇

女的平等机会，改善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工

作的女性的现状（Venugopalan,	2018）。第二年，

粮农组织主办了渔业可持续性国际研讨会（粮

农组织，2019f），突出强调女性在该部门所发

挥的作用，并强调有必要加强和充分认识这一

作用，优先重视实现性别平等。2021年出台了一

份根本性宣言：渔委《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殖宣

言》（见“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中的科学机遇”，

第169页；粮农组织，2021b）。

渔委《宣言》承认女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作为关键行动方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发

挥着重要作用。《宣言》中包含粮农组织各成员

国做出的坚定承诺，即“通过基于性别的政策，

推动妇女充分进入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并享有

平等机会，从而确保为妇女赋权。”由千禧年+20

全球水产养殖业大会参会者通过的《上海宣言》

倡导在水产养殖发展过程中保障性别平等和妇

女赋权。目前正在制定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准则》

旨在引导粮农组织各成员国和所有利益相关方

通过对话、政策进程和行动，实现可持续、公平

的水产养殖发展。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被作

为一个主题模块和跨部门问题纳入其中，反映出

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应对这些问题，并将其纳入水

产养殖各方面主流工作（粮农组织，2022）。			

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 

改变性别观念的方法是一类工具，能揭示

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不

平等和歧视程度，随后通过在个人和社会层面

解决权力不平衡问题消除这些深层原因。此类

方法是为妇女和女童赋权的有力工具，也是在

渔业和水产养殖社区中实现深层变革的有力工

具。然而，必须强调，这些变革需要缓慢的过程，

只有得到男性以及整个家庭和社区的参与和支

持时才能实现。这一方法代表着适应渔业和水

产养殖领域实际情况的努力方向，有助于该部

门通过实现性别平等，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女性作为变革促进者 

粮农组织开展有关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中

性别主流化工作时，采用的是改变性别观念的

方法，并遵循粮农组织性别战略中提出的四大

目标（粮农组织，2020）：		

 �女性和男性在农村机构和组织制定相关立法

框架、政策和计划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

策权。	

 �女性和男性对自然资源和生产性资源拥有

平等的权利，能平等获取和掌控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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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贡献并从中 

获益。	

 �女性和男性在服务、市场和体面劳动方面能

享有平等权利和获得权，同时能平等享有由

此带来的收入和收益。	

 �通过帮助女性获得技术、措施和基础设施的

使用权，同时推动公平分配责任（包括在家

庭层面），减轻女性的劳动负担。	

此项工作旨在发挥世界各地渔业和水产养

殖部门女性的潜力和能力，同时认识到她们作

为变革促进者在实现蓝色转型 12 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正如粮农组织总干事曾指出：	

妇女和女童可以在疫情应对行动中发挥

关键作用，这对于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

意义尤为重大。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以

点燃变革所需的火种，实现妇女和女童

赋权，尤其要为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童

赋权（粮农组织，2021u）。n

12	 “蓝色转型”定义参见术语表。

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 

说明：本报告撰写之际（2022年 3月），乌克兰

冲突使得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又增加了一重不确定

性。能源和投入品（包括水产养殖饲料）价格已

经开始显现飙升势头。运营成本升高势必会带

来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13价格上涨。航班取消和

/或航线更改给货运能力带来压力，进一步扰乱

供应链，带来更多的交付延误。乌克兰冲突还有

可能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影响美国、

欧洲、中国、俄罗斯联邦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

的贸易关系。这种变化给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带

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下文预测仅在最保守的层面

上考虑了战争的潜在影响。随着影响评估结果逐

渐清晰，预测数据未来还会进一步调整。

本节介绍了运用粮农组织 2010 年开发的

鱼品模型（粮农组织，2012b，第 186-193页）所

做的中期展望，旨在探讨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未

来可能发展。鱼品模型与每年用于编制十年农

业预测的 Aglink-Cosimo 模式有所关联，但并

未归入后者。十年农业预测由经合组织与粮农

组织联合编写，每年发布在《经合组织-粮农组

织农业展望》（经合组织和粮农组织，2021b）。

粮农组织鱼品模型运用一整套宏观经济假设

和选定价格来编制农业预测数据。本节介绍

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数据来源于粮农组织针对

2021-2030 年开展的特别分析。

本节中的预测数据展望了渔业和水产养殖

生产 13、利用、贸易 14、价格以及可能影响未来供

需的其他重要问题。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数据仅

13	 “藻类”、“水产食品”、“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

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14	 本节的渔业和水产养殖预测，关于产量、利用量、消费量和贸易量的统计

分析仅涵盖水生动物（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术语表中给出了

涵盖的详细物种范围和排除在外的具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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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一套特定假设做出的情境分析结果，就渔

业和水产养殖的未来发展提出见解。这些假设

包括：未来的宏观经济环境；国际贸易规则和关

税；事件发生频率及其对资源的影响；是否会出

现其他严重事件，例如海啸、热带风暴（气旋、飓

风和台风）、洪水以及新发水生物种疾病；更加

完善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管理措施，包括捕捞限

制；以及是否会出现市场冲击。鉴于中国在渔业

和水产养殖业中的重要地位，假设中考虑到了中

国“十三五”（2016-2020年）和“十四五”（2021- 

2025 年）期间制定政策的延续性，继续发展可持

续、环境友好型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粮农组织，

2018b；插文 31，第203页）。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的未来将取决于全球、区域和本地相关的很多因

素。人口和经济增长、城镇化、技术发展和膳食

多样化，预计将推动食品需求持续扩大，尤其是

对动物产品（包括水产食品 13）的需求。

产量 

基于所做假设，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不

包括藻类 13）预计将继续增长，2030 年达到

2.02 亿吨（图 70），比 2020 年提高 14%，绝对

数量增加 2400万吨（表18）。尽管总量持续增

加，但增长速度和增长的绝对水平预计将低于

2010-2020 年（年均增速为 23%，增量为 3300

万吨）。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大部分增

长都将来自于水产养殖部门，2027年产出可能

首次突破 1亿吨。水产养殖产量预计到 2030

年将增至 1.06 亿吨，与 2020 年相比，增幅为

22%，近 1900万吨。养殖品种在全球渔业和水

产养殖产量（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用途）中的占比

预计将由 2020 年的 49% 提高至 2030 年的 53%

（图71）。

 图 70  1980-2030 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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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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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8  203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预测
 总产量 水产养殖产量

 2020年 2030年
2030年相比
2020年增幅

2020年 2030年
2030年相比
2020年增幅

千吨
（鲜重当量）

%
千吨

（鲜重当量）
%

非洲 12 044 13 763 14.3 2 250 2 759 22.6

埃及 2 011 2 339 16.3 1 592 1 911 20.0

尼日利亚 1 045 1 208 15.6 262 318 21.4

南非 602 522 -13.3 6 12 90.5

美洲 21 903 24 499 11.8 4 375 5 623 28.5

阿根廷 840 896 6.7 2 2 10.3

巴西 1 339 1 527 14.1 629 751 19.3

加拿大 901 1 061 17.8 171 244 42.5

智利 3 259 4 290 31.6 1 486 2 193 47.6

墨西哥 1 780 1 910 7.3 279 296 6.2

秘鲁 5 770 6 210 7.6 144 184 28.2

美国 4 694 5 298 12.9 448 548 22.3

亚洲 124 960 143 182 14.6 77 384 94 095 21.6

中国 62 846 73 608 17.1 49 620 60 068 21.1

印度 14 141 16 775 18.6 8 636 10 995 27.3

印度尼西亚 12 152 13 678 12.6 5 227 6 598 26.2

日本 3 751 3 471 -7.5 599 684 14.1

大韩民国 1 934 1 933 -0.1 566 633 11.7

菲律宾 2 766 3 337 20.6 854 1 045 22.3

泰国 2 618 2 763 5.5 962 1 113 15.6

越南 8 023 9 123 13.7 4 601 5 202 13.1

欧洲 17 096 18 696 9.4 3 263 3 704 13.5

欧盟1 5 026 5 555 10.5 1 094 1 256 14.9

挪威 3 941 4 012 1.8 1 490 1 612 8.2

俄罗斯联邦 5 342 5 855 9.6 270 368 36.3

大洋洲 1 752 1 972 12.5 229 264 15.7

澳大利亚 284 305 7.4 106 129 21.3

新西兰 482 541 12.1 119 131 10.3

世界2 177 757 202 112 13.7 87 501 106 445 21.7

1	塞浦路斯同时计入亚洲和欧盟。

2	2020 年总数中还有 1030 吨的产量国别不详，该数据未计入其他任何总数。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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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间，水产养殖产量的年均增速与

过去十年相比将减缓至半，由 2010-2020 年的

4.2%下降至 2020-2030 年的 2.0%（图 72）。增

速放缓背后有多种原因 15，包括：更大范围地推

行和实施环保法规；水资源和适于生产的地理

位置选择减少；集约化养殖带来水生动物疫病

频发；水产养殖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特别是，

中国的政策转变预计将对总体增速放缓产生显

著影响。自2016 年起，中国在推动水产养殖由

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型的同时，积极引入利于保

护生态的技术创新，实现生产与环境的更好协

调。政策转变初期，产能有所下滑，但随后便进

入了更快的增长期。中国到 2030 年仍将保持

全球生产大国的地位，但 2020-2030 年的水产

养殖产量预计增速为 21%，仅为 2010-2020 年 

15	 需要指出的是，增速放慢并不等同于产量减少。增速为百分比形式，通常

基数较小时增速更大，随着基数规模的扩大，增速也将逐渐放慢。

（40%）的一半。2020 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在

全球总产中占比为 57%，预计到 2030 年将略微

下降至 56%；但同期，水产养殖对中国渔业和

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将从79% 提高至 82%。中

国水产养殖增速放慢带来的影响预计在一定程

度上可被其他国家产量增加弥补。

预计各大洲的水产养殖产量都将持续增

加，但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品种与产品的增长

情况不一（图 73）。预计水产养殖在美洲（比

2020 年增长 29%）、非洲（增长 23%）和亚洲

（增长 22%）增势最为迅猛。非洲水产养殖产

量增长将得益于近年来养殖能力不断增强；此

外，随着经济发展，本地需求扩大，国家也出

台政策鼓励水产养殖发展。尽管增势喜人，但

非洲水产养殖总体产量仍较为有限，到 2030

年仅为 280 万吨，主要来自于埃及（190 万

 图 71  1980-2030 年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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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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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亚洲国家将继续主导水产养殖部门（在

2030 年保持全球水产养殖总量 88%的占比），

2030 年产量增长的 88% 以上也将来自于亚洲 

国家。

所有养殖品种组都将继续增长，但不同群

组之间增速不均，各个品种的数量重要性也会

随之改变。总的来说，由于鱼粉预期价格走高，

供应减少，因而膳食中鱼粉和鱼油占比较大的

品种增速较慢。

与 2019 年和 2020 年小幅下滑的情况相

比，捕捞渔业在未来几十年预计将有所回升，展

望期结束时全球捕捞渔业产量将达到 9600万

吨，比 2020 年增加 500万吨，总体增幅为 6%。

未来十年会有一些波动，这与厄尔尼诺现象有

关。南美捕捞量下降，尤其是鳀鱼，导致未来十

年全球捕捞渔业产量总体下滑 2%左右 16。捕捞

渔业产量总体增加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 

1）得益于资源管理改进，部分种群逐步恢复，捕

捞产量也随之增加；2）在捕捞不足的少数几个

国家中，或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捕捞机遇，或是因

为放松了渔业管理措施，国内捕捞产量有所增长；

3）受到立法驱动，或因食品及非食品用途水产品

种的市场价格走高，渔获物利用得以改进，丢弃物、

浪费和损失有所减少。中国预计仍将保持生产大

国的地位，但随着中国的环保政策在未来十年持

续发力，捕捞渔业产量预计将保持在 2020 年的

水平。在捕捞渔业方面，中国的政策将通过控制

许可、减少渔民和渔船数量以及控制产出等方式，

逐步减少国内捕捞产量。其他目标包括：推动渔

16	 预测中假设天气和生产条件正常，但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除外。基于近

年来的趋势，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每五年将面临强度更大的厄尔尼诺现象。厄

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具体年份未必准确，但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出对捕捞渔业和

水产养殖产量的可能总体影响。这种气候现象将减少受影响地区鳀鱼和其他

小型中上层鱼类制成的鱼粉和鱼油产量，进而波及水产养殖的价格和投入品

成本。

 图 72  1980-2030 年世界水产养殖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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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	215	|



第4部分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具、渔船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持续减少燃料

补贴；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通过增殖

放流、人工鱼礁和季节性禁捕等方式恢复国内

种群数量。但在中国的政策方案中，国内捕捞量

的预期减少将由远洋渔船捕捞产量增加予以补

偿。2030 年，鱼粉和鱼油产量将分别比 2020 年

增长11% 和13%，但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的捕捞

资源在捕捞产量中的占比会略有下滑（2030年为

17%，2020 年为18%）。鱼粉和鱼油产量预期增长

是因为 2030 年捕捞渔业总体产量会高于2020

年，此外鱼品加工业中鱼废料和鱼副产品生产

的鱼粉和鱼油产量也将有所增加（图74）。2020

年至 2030 年间，源自鱼废料的鱼粉产量占比将

由27% 提高至 29%，鱼油产量占比将由48% 略降 

至47%。

消费 17

多数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将供人类消费，

这一比例预计将持续提高，由 2020 年的 89%

上升至 2030 年的 90%。总体而言，2030 年可供

人类消费的水产食品数量预计将比 2020 年增

加 2400万吨，达到1.82 亿吨，增幅为15%，低

于 2010-2020 年的水平（23%）。增速放缓主要

是因为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增量缩减，水产食

品名义价格走高，人口增速放慢，部分国家（尤

其是高收入国家）需求饱和，水产食品增长乏力

（2020-2030 年年均增速为 0.3%）。

17	 如“水产食品消费”一节所述，消费以鲜重当量表示，具体指水产食品的

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
养殖状况》的特定语境）。	

 图 73  水产养殖对各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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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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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全球水产食品消费增长由若干

因素拉动，包括收入水平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带

来的需求扩大，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提高，以

及收获后方法和配送渠道的完善扩大了水产

品 18 销售范围。需求还会收到膳食趋势改变拉

动，人类消费的食品类型更加丰富，更加注重健

康和营养，而水产食品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

需求增长将主要来自中等收入国家。这

些国家预计将占 2030 年消费增量的 82%，会

消费 73% 供人类消费的水产食品（2020 年为

72%）。2030 年，全球可供人类消费的渔业和水

产养殖产品中约有 72% 将被亚洲国家消费，消

费数量最低的是大洋洲。2030 年，预计各大洲

水产食品消费总量均将有所增长，其中非洲和

18	 “水产品”定义参见术语表（内含《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

特定语境）。

大洋洲增速最快（均为26%），随后为美洲（17%）、

亚洲（15%）和欧洲（6%）。

2030 年人均水产食品表观消费量预计

将达到 21.4 公斤，高于 2020 年 20.2 公斤的

水平；但人均水产食品表观消费量的增速将

由 2010-2020 年的 1% 下滑至 2020-2030 年的

0.6%。除非洲外，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在各个区

域均将呈上升趋势。预期增速最快的为大洋洲 

（12%），随后为美洲（9%）、亚洲（7%）和欧洲（6%）。

尽管总体呈上升趋势，各个国家之间和内部鱼类

消费的数量和品种趋势也都不尽相同。2030年，

供人类消费的水产食品中约有59%预计将来自

于水产养殖，高于2020 年 56%的水平（图75）。

在非洲，人均水产食品消费量预计将从

2020年的9.9公斤略有下滑到2030年的约9.8

公斤。撒哈拉以南非洲下滑趋势更为明显（同一

 图 74  1990-2030 年世界鱼粉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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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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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由 8.6 公斤下滑至 8.4 公斤）。尽管由于产

量和进口双增导致水产食品供应总量扩大，但

这种增长仍然赶不上非洲人口增长的速度。埃

及是个例外，本已相当可观的水产养殖产量将

继续保持增长势头（2030 年产量比 2020 年增

长 20%）。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

水产食品消费量的预期下滑引发了食品安全关

切，因为这一区域营养不良问题严峻（粮农组

织等，2021），且在很多非洲国家鱼类蛋白都在

动物蛋白摄入中占有较大比例（见“水产食品消

费”，第 82页）。这种下滑趋势可能也会削弱对

水产品依赖程度较高国家的能力，令其难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中营养目

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2.1和 2.2 的 

能力。

贸易 

水产品贸易在展望期间将持续扩大，但较

上个十年增速放慢，这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人口

增长减慢，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价格走高（会

对水产品种的总体需求和消费造成影响），一

些生产和出口大国国内需求更加强劲，例如中

 图 75  水产养殖日益重要的作用

来自捕捞渔业

来自水产养殖

全球捕捞和
水产养殖产量

供人类消费的水产品

捕捞

水产养殖

2020 203056% 44% 59% 41%

2020 51%49% 2030 47%53%

注：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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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预计将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水产养殖产量。

贸易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将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特别是在食品供给和食品安全方面。据

测算，203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出口量将占

总产量的 36% 左右（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则为

31%），包括各类供人类消费的产品，或不可食

用产品。水产养殖在水产食品国际贸易中占比

将逐步提高。从数量上看，中国仍将是最大的

水产食品出口国，随后为越南和挪威。水产食品

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亚洲，2020 年新增出口量

将有约 52% 来自于亚洲。亚洲在供人类消费鱼

品贸易总量中的占比将由 2020 年的 47% 提高

到 2030 年的 48%。高收入国家仍将高度依赖进

口来满足国内需求。2030 年，欧盟、日本和美

国水产食品合计进口量占全球进口总量中的比

例将为 39%，略低于 2020 年（40%）。

鱼粉和鱼油贸易预计将分别增长9%和7%。

秘鲁和中国仍将作为主要的鱼油出口国，挪威

和欧盟是主要进口国，特别是用于鲑鱼养殖。

秘鲁预计仍将是鱼粉的主要出口国，之后为欧

盟和智利，而中国是主要进口国。

价格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下个十年将进入名义

价格走高的阶段。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包括包

括需求侧收入增加、人口增长，以及肉类价格上

涨；而从供给侧来看，捕捞渔业产量增长疲软，

水产养殖产量增速放缓，很多重要投入品面临

成本压力，例如饲料、能源和鱼油。此外，中国

渔业和水产养殖增速放缓也会刺激中国价格走

高，与全球价格出现碰撞。贸易产品平均价格增

幅最大（2030 年比 2020 年增长 33%），随后为

水产养殖产品（增长 29%），最后为捕捞产品价

格（19%，不包括鱼类的非食品用途）。养殖品种

价格上涨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鱼粉和鱼油价格

走高；在全球需求强劲的背景下，鱼粉和鱼油价

格预计将分别上涨 11% 和 1%。饲料价格高企也

将影响水产养殖的品种构成，转向饲料需求少、

价格低或完全不用饲料的品种。生产端价格上

涨，加之水产食品需求扩大，将刺激水产品国际

贸易平均价格在 2030 年比 2020 年上涨 18%。

从实际价格来看，除养殖产品和贸易水产

品外，所有价格在预测期内均会略有下调，但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单个品种来看，供给或需

求波动会带来更大的价格起伏。此外，水产养

殖预计会在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供应中占有更

大比例，故而将对水产品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价

格构成产生更大影响。鱼粉和鱼油价格预计将

会显著下调。然而，这两种产品的价格已经处

在历史高位	—	自 2005 年开始强势走高，鱼

粉价格一路上扬，到 2030 年将比 2005 年高出

28%。鱼油的价格趋势更为突出，2030 年实际价

格预计将比 2005 年的观测价格高出70%。若其

他因素保持不变，则所有这些价格数据表明将

捕捞渔业和鱼品废弃物制成鱼粉和鱼油在预

测期内仍将带来可观的利润。

主要预测结果概述 

通过分析总结出 2030 年之前的以下主要

趋势：

 �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量、消费量和贸易

量均将保持上升势头，但增速将逐步放缓。

 �因资源管理得当的区域产量增加，全球捕捞

产量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		

 �水产养殖产量尽管增速放缓，仍是填补供需

缺口的主要来源。		

 �水产食品供应在各个区域都将有所扩大；人

均消费量在非洲预计会有小幅下滑，尤其是

撒哈拉以南非洲，引发粮食安全关切。		

|	219	|



第4部分 新出现的问题及前景

 插文 33  到 2050 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潜在情境

粮农组织近期对 2050 年前的情况进行了初

步预测 1，提出了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三种可行情

境，供考虑和采取行动。预测以《经合组织-粮

农组织农业展望》中粮农组织鱼品模型结果等多

个行业增长期望值为基础。2

照常

该情境遵循的趋势路径与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2030 年前情况预测得出的趋势路径相似，捕捞渔

业略有增长（主要因为改进了管理），水产养殖大

幅增长（尽管与前几十年相比增速放缓）。该情境

表明，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之所以有所增长，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内陆渔业完善了报告制度。由于技术

进步，到 2050 年，海洋捕捞渔业不直接用于人类

消费的比例应该在 2030 年基础上有所下降。

悲观 

这一情境预测水产养殖规模扩大会遭遇几次

失败，且不可持续做法继续存在，造成很多新养

殖场情况恶化，导致水产养殖增长有限且捕捞渔

业小幅下降。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的资源基础到

2050 年前将会持续恶化。悲观情境还预测 2050

年产量将减少9.6%，符合“典型浓度路径”8.5（“照

常”）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预测 3。海洋捕捞渔业

不直接用于人类消费的比例应该与 2031 年预测

水平相似，没有受到进一步技术创新的推动。

乐观 

该情境预测会有一些积极成果，水产养殖将

得以可持续发展和扩大规模。水产养殖增速不高

2050 年三种不同情境下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和利用量预测
照常 悲观 乐观

  百万吨（鲜重当量）

捕捞:

海洋捕捞	 85.4 65.8 95.5

内陆捕捞	 13 10.1 13.5

捕捞总计 98.3 75.8 109

水产养殖：

内陆养殖	 89.9 75.6 98.4

海洋养殖	 50.1 45.3 62

水产养殖总计 140 120.8 160.3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合计 238.3 196.7 269.3

食用鱼类	 217.4 180.5 248.2

公斤（鲜重当量） 

人均消费量（公斤/年） 22.3 18.5 25.5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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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文 33 （续） 

但相当可观，表明产量增加且反映出海水养殖投

资大增。海洋捕捞渔业也有望取得多项积极成果，

增速直奔海洋可持续产量估值上限，到 2050 年实

现 9550 万吨的宏伟目标。内陆捕捞渔业产量预计

将增至 1350 万吨，反映出数据收集系统的进步与

管理措施的实施，而目前很多流域还做不到这一

点。此外，捕捞渔业（海洋及内陆）2050 年产量

将下降 4.05%，符合“典型浓度路径”2.6（“大

幅减缓”）对捕捞渔业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预测 3。

因在减损和减少浪费方面的技术改进，不直接用

于人类消费的海洋捕捞渔业比例预计会有所下降。		

消费方面，“照常”情境下，水产食品人均

表观消费量将从 2020 年的 20.2 公斤增至 2050

年的 22.3 公斤，从而增加水产品对解决饥饿与

营养不良问题的贡献。按照乐观情境的预测，通

过创新和集约化水产养殖发展，以及对全球所有

捕捞渔业进行强力有效管理，理论上人均消费量

有可能增加到 25.5 公斤。另一方面，当前过度

捕捞模式未能改变，水产养殖增长有限，很有可

能造成人均消费量到 2050 年降至 18.5 公斤，重

返 2012 年前水平，对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膳食更为依赖水产品的国家。	

2020 与 2050 年三种情境下的生产量和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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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
—2050年

注：BAU= 照常。不含水生哺乳动物、鳄、短吻鳄、凯门鳄和藻类。数据以鲜重当量表示。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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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品贸易增速预计将慢于过去十年，但渔

业和水产养殖出口量在总产量中的占比预期

将保持稳定。		

 �名义价格将持续上涨，但实际价格则会 

下调，水产养殖和贸易产品除外。	

 �中国将在“十三五”（2016-2020年）和“十四五”

（2021-2025 年）期间实施的渔业和水产养殖

改革新政预计将给全球市场带来显著冲击，价

格、产出和消费都将受到影响。	

主要不确定性 

本节所做预测（参见插文 33，第 220页）

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环境假设之上。若

实际情况偏离任一假设，都会造成渔业和水产

养殖预测结果出现偏差。短期来看，新冠疫情

及其对全球价值链的相关影响仍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贸易仍在恢复当中；此外，俄乌冲突也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持续冲突会影响到贸易、

价格、物流、生产、投资、经济增长和生计等方

方面面，由此产生的粮食安全震荡波及的范围

远远不止乌克兰，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也会

造成巨大冲击。（插文 34）

此外，未来十年，环境、资源、宏观经济条

件、国际贸易规则和关税以及市场特点等方面

都可能出现显著变化，影响中期的生产、市场

和贸易格局。气候波动和变化，包括极端天气事

件的频率和程度，预计将会给水产品的供应、

加工和贸易带来显著影响，各个区域所受影响

程度不同，但各国面对风险更为脆弱。以下因

素会进一步加剧风险：1）治理不善导致环境恶

化、生境破坏，造成资源压力，过度捕捞，非法、

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疾病暴发以及逃逸品种

和非本地品种入侵；2）场地和水资源获取与供

应，以及信贷、苗种和专业知识获取等相关的水

产养殖问题。这些风险可通过多项措施减缓，

包括通过重点突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推动

严格的渔业管理制度，负责任的水产养殖发展，

以及技术、创新和研究进步。从长期来看，实施

改进措施和适当管理政策会给渔业和水产养

殖生产带来积极影响，正如粮农组织 2050 年

 插文 33  （续） 

1	联合国营养小组。2021年。《水产品在可持续健康膳食中的贡献》。讨论文件。罗马。www.unnutrition.org/wp-content/uploads/FINAL-UN-Nutrition-

Aquatic-foods-Paper_EN_.pdf

2	经合组织及粮农组织。2020 年。第 8 章：鱼品。引自：《经合组织-粮农组织 2020-2029 年农业展望》。巴黎，经合组织出版社。引自2022 年 4月20日。www.

oecd-ilibrary.org/docserver/4dd9b3d0-en.pdf?expires=1650400376&id=id&accname=guest&checksum=512B2A7A9D84422B9E01EEA8FB9E4E67

3	Barange,	M.,	Bahri,	T.,	Beveridge,	M.C.M.,	Cochrane,	K.L.,	Funge-Smith,	S.	&	Poulain,	F.,	eds.2018 年。《气候变化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影响：
现有知识、适应和减缓方案综述》。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技术文件，第 627号。罗马，粮农组织。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I9705EN

以上预测结果参见表格。

以上预测的本质不在于预测未来，而是提

供边界条件，方便采取适当行动实现粮食和营

养安全（见图）。粮农组织认为“照常”情境

试图将粮农组织鱼品模型估计的中期趋势外推

至 2050 年，因而最为合理。粮农组织模型使用

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假设和部分价格，因而不仅

是增长预测，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假设的不

确定性增加，需要定期调整。悲观和乐观情景

则是为了方便人们了解各种预期可能性。这一

系列情境为对话创造了条件，承认当下未必能

够较好预测未来，但未来决策将会对水产品对

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的贡献产生重大定量影响。

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可能达到 97 亿，届时该

行业仍将是养活这些人口的重要部门，如能采

取正确的政策决定，该行业可以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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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愿景中描述的一样。此外，食品安全、

质量和可追溯标准以及产品合法性等市场准入

要求将继续对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国际贸易

进行约束。n

 插文 34  乌克兰：冲突对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初步影响

背景

冲突发生前，乌克兰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

量约为 8.72 万吨，其中 2.67 万吨来自内陆水域

捕捞，4.19 万吨来自海洋捕捞，1.86 万吨来自

养殖。乌克兰渔船的作业区域涉及乌克兰及其邻

国在黑海和亚速海的专属经济区以及远海，远海

作业海域主要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南极海。2020年，

乌克兰在黑海和亚速海的总渔获量约为 2.08 万

吨，作业渔船 1300 艘。	

乌克兰有 4000 多家注册养鱼场，大多是小

规模经营，主要为人工鱼塘养殖的鲤鱼，以及鲶

鱼、梭鱼和鲑鱼。海洋水产养殖方面，2014 年

以来未有经营活动，因为该国的四家贝类养殖场

和一家大菱鲆苗种场位于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

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

乌克兰水产食品人均年消费量约为 12-13 公

斤，主要从欧洲国家进口。近年来，水产品进口

额虽然波动较大，但不断增长，2021年达到峰值，

突破 10 亿美元。同年，乌克兰鱼产品出口额为

6600 万美元。进口产品包括鲑科鱼、鲭鱼、鲱

鱼和无须鳕，其中近三分之一（31%）来自挪威。

另一方面，出口产品主要是鲑鱼和鳕鱼片，其中

一半以上销往几个欧洲国家。	

影响

根据乌克兰国家渔业局提供的信息，由于持

续不断的冲突及渔民面临的相关风险，沿海所有

上岸点和港口都已关闭，海洋捕捞活动已经停止。

内陆捕捞受到严重影响，现有捕捞活动不超过能

力的 30%。部分地区（如切尔尼戈夫、赫尔松和

扎波罗热）的捕捞活动已经完全停止，另一些地

区的河口、水库和湖泊则仍在进行捕捞作业。

同样，由于苗种、饲料和其他服务的供应受

阻、基础设施受损、需求低迷，乌克兰的水产养

殖也受到严重影响。据粮农组织初步估计，如果

冲突持续下去，2022 年初级产业承受的经济损

失至少达到7000万美元，如果计入收获后价值，

很可能还要增加三倍，此外还要加上 6600 万美

元出口额的净损失。由于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影响，

乌克兰各港口的所有商业航运目前都已停止，严

重影响了乌克兰的进出口贸易，进口的停滞给水

产食品的消费带来了严重冲击。

在乌克兰以外，邻国在黑海水域的海洋捕捞

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渔业研究调查以及监测、

控制和监督活动也被迫中止或彻底停滞。

总而言之，乌克兰冲突正在严重干扰全球的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市场。俄罗斯渔业（2020

年为第五大捕捞渔业生产国）高度依赖出口。

2021 年，俄罗斯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出口额从

2020 年的 49 亿美元增至 61 亿美元。目前出口

受到严重干扰，而且出口额和出口目的地会受到

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本来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就

认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投资风险较大，随着

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水产食

品主产国的投入品和经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该

部门获取投资的机会正在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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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随着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

不断发展，在粮食安全、人类营养和贸易中的

作用不断增强，该部门的相关术语也日益增

多。因此，使用这些词汇时需要更加精准和确

切，以保证《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连贯 

一致。

编制本术语表，源于粮农组织决定审查、

修订、阐释一些需要澄清的具体术语。这些术

语由粮农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权威来源进行定

义，并考虑到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单一性，因为

这往往意味着会存在一些不符合标准定义的 

用法。

“常用定义”侧重于从直观和常识的角度

给出相关术语的含义。在必要处给出解释性说

明，详细说明该术语在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应

用情况。		“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主要解释报告和统计分析中与标

准定义不一致的情况。	

例如：“鱼品”一词在之前的版本中广泛用

于“鱼品生产”、“鱼品贸易”或“鱼品消费”等

各类情境中，泛指所有种类的水生动物。然而，

在不断发展、文化多元的全球背景下，“鱼品”

一词可能具有误导性，或缺乏代表性。本术语

表考虑到了这些细微之处。

词汇 常用定义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藻类 一类极为丰富多样、主要是水生的光合作用自养
生物，从微小的单细胞形式到多细胞形式都有，
与维管束植物的区别在于没有真正的根、茎、叶
和花等结构。

说明：包括多细胞大型藻类（例如海藻）、单
细胞微藻（例如小球藻）以及蓝细菌，蓝细菌
不是真正的藻类，但俗称“蓝绿藻”（例如 
螺旋藻）。

之前依据粮农组织的国际水生动植物标准
统计分类，主要使用“水生植物”一词来
指称微型和大型藻类。从本期开始，使用
“藻类”一词涵盖“说明”中所列此类水
生生物。

食物表观消
费量

一个国家在指定的参考期内食物供应量的替代衡
量标准。指的是可供人类消费的数量，而不是食
物的有效消费量，即并非实际食用的食物数量，
后者一般通过家庭或个人食物消费调查获得。

说明：食物表观消费量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加
上食物进口量，并根据库存的变化进行调整，再
减去食物出口量和非食用用途。人均食物表观消
费量用消费总量除以人口规模得出。

食物表观消费量数据来自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
该平衡表提供了自1961年以来国别一级的数据。

其他水生动物（如：哺乳动物和爬行动
物）和藻类不包括在报告的水产食品消费
量数字和统计分析中。水产食品的统计分
析基于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的数据。

水产食品 水中生长的或从水中收获的供人食用的食物。

说明：包括所有类型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
物、其他水生动物和藻类（如海藻）。

其他水生动物（如：哺乳动物和爬行动
物）和藻类不包括在报告的水产食品消费
量数字和统计分析中。水产食品的统计分
析基于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的数据。

水产品 “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的同义词或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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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常用定义 《202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的特定语境

蓝色转型 一套行动、政策和战略，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扩
大和加强水产食品体系，增加其对经济上可负担
并且易获取的健康膳食的贡献，同时促进公平 
增长。

根据粮农组织《2022-2031年战略框架》，蓝
色转型提供指导和方向，将涉及水产食品系
统的所有计划重点领域（包括蓝色转型重点
领域）的工作密切对接，确保采取一致、有
效、以结果为导向的方法。

水产养殖生
态系统方法

一种将水产养殖活动纳入总体生态系统的战略，
以促进相互关联的社会和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
展、公平和韧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0。

渔业和水产
养殖产量

通过渔业和水产养殖活动收获的动物、植物和微
生物，包括海洋和内陆。

说明：包括所有水生动物（鱼、甲壳动物、软体
动物和其他水生动物）和藻类（大型藻类、微藻
和蓝绿藻）。

水生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未包含在报告的
数字和统计分析之中，因为可获得的数据
只有个体数量（没有重量）。此外，对水
生动物和藻类分别进行分析。		

渔业和水产
养殖产品

用于消费或国内外贸易的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的
产品，包括各种产品形式，整个的或部分的、加
工的或未加工的，无论其最终用途为何。	

说明：包括所有水生动物（鱼、甲壳动物、软体
动物和其他水生动物）、藻类（大型藻类、微
藻和蓝藻），以及其他水产品（如：珊瑚和海
绵）。 

同义词：水产品。

粮农组织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产品贸易统计
不包括水生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
物、海龟以及杂项水产品（如：珍珠和珍
珠母）的数据。关于水生动物、藻类及其
他水产品，分别对其进行贸易统计分析。

风险分析 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过程：风险评估、风险管理
和风险沟通。

资料来源：食品法典委员会，1997。

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 1.	根据可能实施的动植物检疫措施，评估病虫害

或疾病进入一进口成员领土并定殖或扩散的可

能性，以及生物和经济方面可能产生的相关后

果；或评估食品、饮料或饲料中存在的添加

剂、污染物、毒素或致病生物对人类或动物健

康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1995。

2.	一个以科学为依据的过程，由下列步骤组成：

1)危害识别，2)危害特征描述，3)暴露评估，

4)风险特征描述。

  资料来源：食品法典委员会，1997。

1.	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协定》得到通过，以便阐明关于动植

物和食品的检疫措施，从而促进贸易。

2.	与食品法典委员会定义的“食品安全”

有关。

风险管理 不同于风险评估权衡各种政策方案，风险管理是
通过与所有相关各方协商，综合考虑风险评估以
及其他与保护消费者健康和促进公平贸易做法有
关的因素，必要时选择适当的防控方案。

资料来源：食品法典委员会，1997。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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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发布适逢联合国实现全球目标行动
十年、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的启动。
本报告介绍了如何通过蓝色转型整合和支持这些活动及其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
联合国活动，如2022国际手工渔业和水产养殖年。蓝色转型是新版联合国粮农
组织《2022-2031年战略框架》的一个重点领域，旨在加快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在粮食和农业领域的目标。    

蓝色转型的概念产生于2021年2月召开的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第
三十四届会议，特别是经粮农组织所有成员商定和批准的《可持续渔业和水产养

殖宣言》（《宣言》）。该宣言呼吁支持“21世纪渔业和水产养殖不断变化的积极愿
景，使该部门对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贡献得到充分认可。”在此背景下，
此版《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第1部分回顾了全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的状况，
而第2部分和第3部分则专门讨论蓝色转型及其关于水产养殖的集约化和扩大、
改进渔业管理、创新渔业和水产养殖价值链的支柱。蓝色转型强调需要在未来
几年启动或加快前瞻性的果敢行动，以实现《宣言》的目标并支持《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第4部分涉及当前影响较大的新问题（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性别平
等），这些问题要求充分考虑转型步骤和预备措施，以确保可持续、高效和公平的
渔业和水产养殖，该部分最后根据预测对未来趋势做出展望。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旨在向广大受众提供客观、可靠和最新的信息，
其中包括政策制定者、管理者、科学家、利益相关者，以及关注渔业和水产养殖部
门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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