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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发利用西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的探讨

An approach to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lolabis saira resource in

west Pacific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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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秋刀鱼

西北太平洋的秋刀鱼 ( Cololabis saira) , 属颌针鱼

亚目,竹刀鱼科,秋刀鱼属, 又称竹刀鱼。体型细圆,棒

状; 背鳍后有 5~ 6个小鳍, 臀鳍后有 6~ 7个小鳍; 两

颌多突起, 但不呈长缘状, 牙细弱; 体背部深蓝色, 腹

部银灰色; 吻端与尾柄后部略带黄色, 最大体长可达

40 cm左右(图 1)。

秋刀鱼虽然鱼体不大, 但味道鲜美, 蒸、煮、煎、烤

都可以。秋刀鱼的营养丰富而均衡, 蛋白质含量达

20. 6% , 高于牛肉和猪肉, 其蛋白质中含有 17种氨基

酸,具体组成和含量见表 1。除了蛋白质以外, 秋刀鱼

还富含钙, 磷, 维生素 A, D, E, B2和 B12等人体所必需

的营养素。常食秋刀鱼, 可以延缓衰老, 防治夜盲症、

贫血、高血压、心肌梗塞和动脉硬化等疾病。

秋刀鱼为冷水性表上层洄游性鱼类, 喜欢在寒暖

海流交汇处聚集, 适温范围为: 10~ 20 , 最适宜水

温为 15~ 18
[ 1 ]
。具有明显的昼夜垂直移动现象,白

天在距海面 15 m左右的水层活动, 夜间上浮至水域

的表上层活动, 具有趋光性和集群性。

秋刀鱼的生命周期短, 仅为 2 a, 对捕获的秋刀鱼

进行生物学测定时, 基本上看不到 3龄鱼, 正因为其

生命周期短, 故生长迅速, 6个月~ 1龄时开始性成

熟, 2龄全部性成熟。产卵期长, 几乎终年均产卵
[ 2 ]

,

秋刀鱼的上述生物学特性, 决定了其资源恢复力也较

强。秋刀鱼在北太平洋已探明有 4个种群, 分别是日

本海种群、北太平洋中部种群、加利福尼亚种群和西

北太平洋种群。西北太平洋秋刀鱼种群距离中国大陆

较近, 且对该种群的渔场、渔期、洄游路线和其它生物

学特性掌握得最为全面, 具备了对其开发利用的基本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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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秋刀鱼的生产历史和现状

在西北太平洋捕捞秋刀鱼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

日本、俄罗斯、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

1. 1 日本捕捞秋刀鱼的历史和现状

日本是捕捞秋刀鱼最早的国家。据历史记载,日

本从 1670年左右开始捕捞秋刀鱼 [ 1 , 3]。开始时由小型

渔船用流刺网捕捞。到了 20世纪 30年代, 日本的千

叶县和神奈川地区首先发明了秋刀鱼舷提网(日本称

之为 棒受网 )作业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

这种渔法操作简便, 渔获效率高, 因此迅速在日本全

国得到推广应用
[ 4 ]
。在全盛时期的 1966年,日本捕捞

秋刀鱼的渔船近千艘。近几年控制在 230艘左右, 但

渔船的平均总吨位已远远高于过去。日本的秋刀鱼舷

提网作业基本上都是鲑鳟鱼流网船、金枪鱼钓船、鱿

鱼钓船和其它作业船的兼 (轮) 作渔业。作者从日本

!渔业白皮书∀等资料中整理出了从 1990年~ 2002年

的秋刀鱼总产量、总产值、作业船数等数据
[ 5 , 6 ]

, 见

表 2。

图 2 中国台湾省秋刀鱼渔获量

从表 2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日本从 1990年~ 2002

年这 13年间,除了 1998年和 1999年这 2年的秋刀鱼

产量较低以外, 其余年份的产量在 21万~ 31万 t之

间波动, 产量还算平稳。产值在 150亿~ 330亿日元之

间跌宕, 波动较大, 但从 1996年~ 2002年的 7年间,

产值在 260亿~ 330亿日元间小幅波动, 且呈稳中有

升的趋势。 单船平均产值和平均鱼价呈现逐年攀升

之势。

1. 2 中国台湾省捕捞秋刀鱼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台湾省的秋刀鱼舷提网作业开始于 1977

年, 由 2艘拖网船改装成舷提网船赴西北太平洋捕捞

秋刀鱼 [ 7~ 9]。当时由于作业技术不熟练和渔场不熟

悉, 仅捕获 100 t秋刀鱼。经过几年的渔具、渔法技术

的改进和渔场的摸索, 逐步掌握了秋刀鱼的捕捞技

术。1991年, 台湾省的 10余艘远洋鱿钓渔船在鱿钓渔

期结束后改装成秋刀鱼舷提网船赴西北太平洋捕捞

秋刀鱼。过去几年, 台湾省的秋刀鱼兼作渔船在 16~

25艘之间波动, 但近年来, 秋刀鱼兼作渔船出现逐年

快速增长的趋势, 2001年为 44艘, 2002年为 56艘,

2003年为 67艘, 产量分别为 3. 9万, 5万和 9万 t

多。图 2是台湾省从 1994年至 2003年的秋刀鱼渔获

量统计。

台湾省每年捕获的秋刀鱼, 约有 2万 t在岛内销

售, 其余全部出口国际市场。日本是台湾省秋刀鱼最

大的出口国,约占年出口量的 50%左右,从 2001年开

始, 韩国又成为台湾省秋刀鱼的又一主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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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船管理十分严格, 除了必须获得许可证以外, 行

政院农业委员会 还要求渔船须严格遵守与他国签订
的经济水域协议, 不得违规侵入他国经济海域, 每天

必须向财团法人和台湾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报告

船位和渔获资料, 对违反上述规定者, 轻则不予核发

渔获返台签证, 重则不得申领次年作业证明书, 甚至

取消其秋刀鱼捕捞许可证。

1. 3 韩国捕捞秋刀鱼历史和现状
韩国的秋刀鱼舷提网作业开始于 1985年, 当时

仅有 3艘船进行试捕。1987年,秋刀鱼舷提网作业实

行许可证制度后, 作业船数不断增加。除了 1998年的

产量在 1. 4万 t以外, 近 10多年来的产量基本维持在

2万 t以上, 1997年的产量曾超过 5万 t。

由于俄罗斯与日本北方四岛发生领土纷争, 使韩

国失去了在库页南部的秋刀鱼渔场。而韩日渔业协定

中, 日本又对韩国进入日方水域捕捞秋刀鱼的作业条

件作了严格限制。所有这些都给韩国的秋刀鱼舷提网

作业带来了困难。近几年, 韩国政府为给本国渔船寻

找新的出路, 投入资金积极进行秋刀鱼远洋资源调查

及新渔场开发。

2001年, 韩国海洋水产部指派资源调查船于该

年 7~ 8月和 8~ 10月分别对千岛群岛东南部水域及

北太平洋公海的秋刀鱼资源及渔场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 在 44#N以北水域不但有适合秋刀鱼栖息的水温

带, 而且聚集有可供商业开发的鱼群, 在公海上渔获

8 510 t秋刀鱼, 远多于南库页北部渔场上的 1 234 t。

2002年, 韩国海洋水产部又投入 45 000万韩元,

指派国立水产科学研究院 (原水产振兴院)所属的 探

求一号 对俄罗斯 200 n mile外侧 160#E以西, 40#N以
北进行秋刀鱼资源分布、洄游路径、渔场环境、作业时

间等进行综合调查。

以上种种措施, 都表明了韩国政府对开发利用西

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资源的重视程度。

1. 4 俄罗斯捕捞秋刀鱼历史和现状

俄罗斯因其在经济专属区内拥有丰富的秋刀鱼

资源和渔场, 所以他也是开发利用西北太平洋秋刀鱼

资源的主要国家之一。作者未找到其详细资料, 仅知

道 2000年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总渔获量为 31万 t, 日

本占 68%、俄罗斯占 13%、中国台湾省占 10%、韩国

占 8%。

2 中国开发利用秋刀鱼资源的前景

2. 1 可作为西南大西洋鱿钓船的轮作对象

秋刀鱼舷提网渔业其渔具结构、渔法和渔捞设

备都比较简单, 只要对鱿钓船进行局部改装, 即可以

投入秋刀鱼舷提网作业。中国现有 500艘左右的远洋

鱿钓船, 其中 80%左右的鱿钓船在北太平洋作业, 还

2003年, 就有 3万 t在韩国釜山港卸售。除了日本和

韩国以外, 台湾省还向世界上 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秋刀鱼,详见表 3。

台湾省对赴西北太平洋捕捞秋刀鱼的作业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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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秋刀鱼价廉物美,深消费者喜爱

秋刀鱼是一种价廉物美的鱼, 适用各种烹饪方

法, 不但适合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众的口味, 也适合中

国民众的口味 , 近几年中国每年要进口 1万~ 2万 t

的秋刀鱼即可佐证。因此, 开发利用西北太平洋的秋

刀鱼资源, 不但可以提高中国远洋渔业的经济效益,

而且还可以更多地丰富中国民众的餐桌, 具有良好的

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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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0多艘在西南大西洋作业。在西南大西洋作业的

这 90多艘鱿钓船, 除上半年有比较稳定的鱿钓渔场

外, 下半年就必须寻找和转移到其它渔场作业。而西

北太平洋秋刀鱼作业时间正好在下半年
[2 ]
。表 4是日

本 1999年的秋刀鱼月产量统计表, 表 5是台湾省

1994年~ 2002年秋刀鱼月产量统计表。

从表 4和表 5中可以看出, 西北太平洋秋刀鱼舷

提网作业的旺汛期在每年的 9~ 11月份。如上半年在

西南大西洋作业的 90多艘鱿钓船中有部分渔船下半

年转到西北太平洋的秋刀鱼渔场, 不但可以增加远洋

鱿钓渔船的经济效益, 同时还可以减轻北太平洋鱿钓

渔场和其它渔场的压力 [ 2 ]。

2. 2 秋刀鱼资源尚有潜力, 经济效益明显
根据日本、韩国、俄罗斯对西北太平洋秋刀鱼

资源调查结果显示, 年可捕量在 30万~ 33万 t 之

分间 [ 2 , 4 , 10], 实际渔获量未超过该指标, 其资源存在较

好的开发潜力。用舷提网捕捞秋刀鱼渔获效率和经济

效益均较高。以台湾省为例, 2001年和 2002年的平均

单船产量在 900 t左右, 2003年估计超过 1 300 t。秋刀

鱼的平均鱼价与鱿鱼不相上下, 一年作业 3~ 4个月

时间, 能获得这样可观的产量, 其经济效益也就显而

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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