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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渔业管理的举措做法 

中方对 FAO 渔业委员会成立管理分委会表示赞赏，感

谢秘书处的辛勤工作。中方认为，分委会将有助于促进全球

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多年来，中国政府采取切实

举措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取得较好成效。 

一直以来，中国奉行“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养殖、捕

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不但解决了中国自己

吃鱼难的问题，而且向世界提供优质动物蛋白，为世界粮食

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我们还特别重视渔业资源保护，通

过采取休渔禁渔、减船转产、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等措施，从

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推动捕捞能力、捕捞强度与渔业资源

水平相适宜，保护小规模渔业渔民的权益。 

2022 年，中国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4614 元，比农民

的人均收入高出约 20%。2013 年以来，中国政府安排专项

资金，让全国所有 7.4 万户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给渔民

的生活提供帮助。中方认为，分委会应鼓励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充分发挥水产品来源广和水产养殖产出动物蛋白

效率高的优势，采用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渔业生产方

式。中国愿意和 FAO 各成员国加强合作，保护全球渔业资

源，保护小规模渔民权益。 

补充发言： 

关于公海鱿鱼渔业，中方高度重视公海鱿鱼渔业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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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始终致力于促进公海鱿鱼资源的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

续利用。在有相关区域组织管理的海域，积极参与制定并严

格执行相关养护管理措施；在目前尚无区域组织管理的一些

海域，积极履行船旗国管辖义务，自主采取了规模控制、自

主休渔、数据报告以及严格的船位监测等一系列养护管理措

施，取得积极成效。 

针对目前尚无区域组织管理的包括鱿鱼渔业在内的各

类渔业活动，中方支持并愿与相关沿海国和捕捞方合作配合，

就加强相关区域渔业活动的数据收集、资源养护和管理，研

究制定致力于区域渔业可持续发展并符合各方利益的某种

区域合作机制或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