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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促进我国远洋鱿鱼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试行）（征求意见稿） 

 

我国是全球重要的鱿鱼生产国、市场国、消费国。近年来，

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公海鱿鱼资源、渔场分布及消费市

场均出现较大波动。为加强我国远洋鱿鱼渔业管理，促进公海

鱿鱼资源的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养护公海鱿鱼资源的重要意义 

一是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

的需要。海洋是人类的共同家园。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

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实践，体现了我在全

球海洋治理领域的大国担当。养护公海鱿鱼资源，促进全球鱿

鱼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是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举措，是践

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重要体现。 

二是保护海洋资源、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公海鱿鱼资源

是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养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国

际社会制定了多个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公约并成立了相关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我国陆续批准加入了一些重要渔业公约和组

织，在依照国际法行使国际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权利的同时，必

须履行养护公海渔业资源的国际义务。 

三是维护我国远洋渔业利益、促进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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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我国远洋渔业规模居世界前列，我国已成为世界大

洋性鱿鱼的主要捕捞国、贸易国和消费国。全球鱿鱼资源状况

与我国远洋鱿鱼渔业和消费市场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保护公

海鱿鱼资源就是保护我国远洋渔业和消费者的实际利益。 

二、实施公海鱿鱼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 

（一）对公海鱿鱼渔业实行自主休渔措施。根据科研监测

和专家论证结果，自 2020 年起，在西南大西洋、东太平洋等

我远洋渔船集中作业的重点渔场，试行以下自主休渔措施：一

是在 32°S-44°S、48°W-60°W之间的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

每年7-9月实行休渔；二是在 5°N-5°S、110°W-95°W之间

的东太平洋公海海域，每年 9-11 月实行休渔。在上述海域作

业的所有中国籍远洋渔船统一实行休渔，休渔期间禁止作业，

以保护鱿鱼资源。 

（二）加强公海鱿鱼捕捞作业管理。远洋渔船应当按照《远

洋渔业管理规定》等要求，依法从事鱿鱼捕捞作业，逐步推行

电子渔捞日志、视频监控、对鱿钓船和运输船实施观察员制度。

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等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

辖的海域，我远洋渔船还应当遵守相关组织的管理规定。协调

推动有关部门，开展公海渔业执法，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

制的鱿鱼捕捞活动。 

（三）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动态监测评估。建立科学的公海

鱿鱼资源环境监测体系，通过设置生产信息船、样本采集船等

方式，加强对公海鱿鱼资源的监测研究，每年对休渔期实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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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评价。根据监测、评估研究和评价结果，动态调整自主

休渔制度的实施时间和范围。 

（四）鼓励发展环境友好型作业方式。引导现有西南大西

洋公海拖网渔船逐步更新改造为围网、钓具作业渔船或转产转

场，减少拖网作业方式对鱿鱼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

促进西南大西洋海域鱿鱼资源繁殖生长。鼓励开发应用创新、

节能、生态、智慧型的鱿鱼捕捞技术与装备。 

三、切实加强鱿鱼资源科学研究与应用 

（一）积极开展鱿鱼资源调查和评估。组织科研机构和远

洋渔业企业积极探索鱿鱼新渔场新鱼种，加强资源调查和评

估。对可能存在丰富鱿鱼资源的中东大西洋、中西太平洋等公

海海域，适时开展探捕调查，做好资源预估分析，对加入相关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进行可行性研究。 

（二）加强中国远洋鱿鱼指数开发与应用。支持中国远洋

渔业协会等单位发布“中国远洋鱿鱼指数”，并加强指数应用

与推广，科学预测各大洋鱿鱼资源补充量和产量，引导鱿鱼产

品市场定价，为政府管理和企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全球

鱿鱼资源的科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三）加强鱿鱼全产业链管理制度研究。在自主实行休渔

制度基础上，开展实施鱿鱼捕捞限额制度可行性研究，探索对

我远洋鱿鱼渔船自主实施捕捞限额措施。研究建立进口鱿鱼监

管制度，防止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的鱿鱼产品进入我国

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国际鱿鱼资源。研究制定船上加工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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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和冻品质量行业 标准，建立从渔场到餐桌的全过程鱿鱼质

量追溯体系。 

四、积极开展国际鱿鱼养护管理合作 

公海鱿鱼分布广泛，在部分区域尚无国际组织管理。我作

为最大的公海捕捞方，在履行勤勉义务、自主加强资源养护管

理基础上，应当加强国际合作，鼓励开展民间交流、科研合作，

协商并推动公海鱿鱼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捕捞渔船监督管

理、打击非法捕鱼、市场开拓等促进全球鱿鱼渔业可持续发展

的政策措施，探讨成立国际鱿鱼管理组织。加强与相关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和沿岸国合作，在积极履约的同时，根据我自主休

渔实施情况，适时向有关区域渔业组织提出提案，推动在国际

层面设立公海鱿鱼休渔期制度，体现我负责任大国形象。 

五、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贯彻落实 

加强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自主实行休渔等管理措施，是践

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国

际义务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促进和保障我国远洋渔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请各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

加强宣传引导，组织远洋渔业企业切实贯彻执行，特别是强化

休渔期间渔船管理和监控，严防远洋渔船违规作业。请中国远

洋渔业协会会同中国远洋渔业履约研究中心、中国远洋渔业数

据中心以及有关科研机构配合做好有关服务协调、科研监测、

数据收集、分析研究、国际合作交流等工作。 

有关问题和建议请与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