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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渔业面临的挑战
The challenges facing marine fisher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文 / 专美佳

全球鱼类种群存续，不仅关系着手

工渔业，也关乎大型工业化渔业的存

亡；前者直接影响沿海社区家庭生计，

后者则是众多小岛屿国家的经济支柱。

而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鱼类资

源生产力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给全球捕

捞渔业的生产带来更多风险，也给国际

渔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危及全球鱼类种群存续
气候变化通过一系列机制对渔业

资源造成深远影响。海洋上层变暖导致

暖水物种替代冷水物种、浮游植物繁殖

周期和浮游动物种群构成改变等变化，

从而导致浮游生物（被捕食者）、鱼类

种群（捕食者）分布向两极迁徙，且两

者生物量不匹配而致使后者生产力降

低，整体生物多样性降低。此外，高海水

温度直接导致鱼类种群的性别比例、产

卵时间、迁徙时间以及丰度峰值时间的

改变，从而直接影响鱼类种群生产力。

海洋酸化可能会导致特定营养级的物

种组成的相对变化而导致其生产力下

降，从而对生产大部分海产品的商业目

标鱼类、沿海珊瑚鱼类以及有壳软体动

物等产生负面影响。海洋贫氧可能会影

响鱼类种群的生长、生存、繁衍，导致种

群数量、质量降低，也可能会影响鱼类

和甲壳类的空间分布。

当气候变化使得鱼类种群赖以生

存的生态系统走向其生态临界点，或

许将对鱼类种群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此时，可持续和适应性强的渔业管理措

施，包括减少捕捞压力，都无法弥补鱼

类种群所受到的这种影响。

南美洲西海岸的海域是地球上最

重要和最富饶的渔场之一。全球约有

8%的海洋物种渔获量来自秘鲁沿海地

区，其近海洪堡洋流提供了大量的营养

物质，从而为商业开发的鱼类物种（如

凤尾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全球凤尾

鱼总捕获量的10%来自该地区。而这些

凤尾鱼渔获量大部分被加工成鱼粉和

油，主要用于中国和挪威的水产养殖

业。然而，气候变化导致洪堡洋流变暖、

贫氧，致使该地凤尾鱼种群转移、渔获

量下降。尽管当地采取了可持续管理措

施，但凤尾鱼的生物量和上岸量仍在下

降，或许该物种已接近生态临界点。这

对秘鲁地区的渔业收入、全球渔业贸易

以及粮食安全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极地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

的区域。位于南极洲上空的臭氧层空

洞和温室气体浓度升高强化了环极西

风的强度，并强化了阿蒙森海低气压

系 统（Amundsen Sea Low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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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SL）。海冰分布（coverage）和海洋温度

在ASL的调节下影响侧纹南极鱼的产卵行为，导致其

幼鱼在南极洲沿岸丰度发生变化。由于持续且急剧的

海水暖化，侧纹南极鱼可能会从西南极半岛（WAP）

区域完全消失，从而引发水层食物网的其他组成部分

的变化。此外，海水暖化造成的物种迁移是极地面临

的普遍挑战。愈发温暖的海洋迫使物种向更寒冷的高

纬度海域迁移，而原本适应极地寒冷气候的海洋物

种，没有更冷的地方可以迁徙，极地的部分生态位还

会被从低纬度地区躲避变暖的迁徙物种占据。

大西洋西北部缅因湾鳕鱼种群曾面临长期过度

捕捞问题，尽管相关渔业自2010年就实施了基于配

额的管理系统，在2013年削减73%的配额，但由于气

候变化（2012年和2013年是研究数据记录中最温暖

的两年），其产卵群生物量（SSB）持续下降，2014

年评估发现该种群的SSB是维持最大可持续产量的

SSB（SSBmsy）的4%。

返 回 阿 拉 斯 加 产 卵 的 太 平 洋 鲑 鱼

（Oncorhynchus spp. ）的大范围死亡与2019年夏季

破纪录的空气温度和长期干旱在时间上相吻合。随着

气候变化加剧，极端的环境条件预计将更频繁地发

生，将威胁到阿拉斯加是否能如长久以来那般继续为

太平洋鲑鱼提供丰富、凉爽的淡水栖息地供其繁衍存

续。这导致太平洋鲑鱼在成功产卵前因为高水温导致

的热应激或干旱引起的缺氧和搁浅而大规模过早死

亡。

对沿海手工生计渔业和工业渔业的影响
全球变暖、极端事件和海洋酸化很可能破坏支撑

沿海底栖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手工渔业的珊瑚礁和其

他生境，从而影响渔业生产和粮食供应。气候变化导

致的海洋暖化预计会引起更多的极端海洋热浪和降

雨量，预计将增加海水分层而减少对表面混合层的富

营养海水的供应，从而对浮游植物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而降低初级生产力。海洋暖化及其导致的冰层融化使

得海平面上升，将加剧风暴潮对沿海鱼类生境的影

响。二氧化碳排放使得海洋酸化加剧，影响珊瑚和其

他海洋生物建造坚硬骨骼和外壳。珊瑚礁和其他鱼类

生境的变化，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

的直接影响，到2050年可能会使小型沿海渔业的收

获量减少高达20%，到2100年减少高达50%。

热带金枪鱼的捕捞策略将很可能需要考虑气候

变化导致的鱼类种群分布和丰度的变化。由于气候变

化，预计在所有太平洋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大

眼金枪鱼的生物量将出现急剧下降；到2100年，在几

个专属经济区内的下降幅度可能会超过60%。对于南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预计2050年后，其幼鱼和幼体的

分布将向南移至塔斯曼海；预计到2050年，其核心区

域（珊瑚海）的早期生命阶段的种群密度将减少，导

致稳定的成体生物量比2000年低约30%。大眼金枪

鱼的东向重新分布和南太平洋长鳍鱼的极向移动预

计导致更大比例的延绳捕鱼发生在太平洋岛屿国家

的专属经济区之外，从而减少政府的许可费收入，而

这是其中部分小岛屿国家高度依赖的主要经济来源。

鉴于渔获量下降，提高金枪鱼价值的计划有可能维持

这些政府现有的许可费收入水平。此外，由于更多的

渔获量是在公海地区发生的，可能需要向相关区域渔

业组织转移更多的管理责任。

气候变化很可能增加沿海鱼类种群繁衍的不确

定性，需要采取更保守的基于社区的生态系统方法进

行渔业管理。维持沿海渔业利益的优先适应措施，包

括最大限度地减少可持续捕捞和粮食安全所需鱼类

数量之间的差距。而弥合这个差距的适应措施将需要

主要集中在使手工渔民更容易获得当地金枪鱼资源，

发展小型中上层鱼类的渔业，扩大池塘水产养殖，并

改善供应链以避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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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给国际渔业治理带来挑战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相邻国家专属经济区（EEZ）

和公海之间共享鱼类资源的分布。研究表明，到

2030年，23%的跨界鱼类种群将发生变化，全球

78%的专属经济区将经历至少一次鱼类种群变化；

到本世纪末，45%的种群将发生变化，81%的专属

经济区水域至少有一个种群发生变化。

上述变化的规模反映在共享跨界种群的专属经

济区之间的渔获量比例变化上，可能直接引起国际

渔业治理争端。到2030年，预计全球专属经济区的

跨界种群渔获量比例平均将变化59%。在21世纪初，

洪堡鱿鱼（Dosidicus gigas ）大幅扩大其地理范围，

到达华盛顿州（美国）的海岸，以应对气候和相关

的海洋学和生态学变化。随着该物种范围的扩大，以

洪堡鱿鱼为目标的新渔业迅速发展。在东北大西洋，

大西洋鲭鱼（Scomber scombrus ）渔业由欧盟、挪

威、冰岛、俄罗斯和丹麦（代表法罗群岛和格陵兰）

通过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NEAFC）进行多边

管理。然而，2007年环境变化导致大西洋鲭鱼进入

冰岛水域的范围扩大，导致冰岛在没有与NEAFC协

商的情况下，捕获了该种群总可捕量的6%，2008年

又增加了18%，威胁到该种群的可持续性。这些变化

导致了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以及东北大西洋渔业委

员会成员国之间的争端。而且，这种变化（增加鱼类

种群科学评估难度）也加剧了捕捞配额设定的科学

研究与政策制定两者之间的“紧张氛围”：如，挪威远

洋渔民协会（Pelagisk Forening）的远洋渔民与海

洋研究所和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的科学种

群评估小组在官方报告的种群规模科学评估方面持

续存在分歧。其他有记录的跨越国际渔业管辖范围

的早期鱼类种群范围扩张案例，则涉及欧盟监管区、

本格拉海流和西南大西洋沿线的多个鱼类种群。

各国际区域渔业组织或许应据此调整相关协

议，以应对和解决利益方之间潜在冲突，增强国际渔

业治理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许多高度依赖渔业维

持生计和粮食安全的国家被评估为跨界鱼类种群分

布变化的热点地区。气候变化将继续改变跨界种群

的分布，以至于一些热带专属经济区将完全失去它

们，而其他专属经济区，主要是高纬度地区，将赢得

新的种群。关于哪些和多少跨界鱼类种群正在转移、

它们转移到哪里以及它们是否被共同管理的信息和

数据对国际渔业管理特别重要。现有的国际渔业协

定是否有能力解决气候变化驱动的跨界鱼类种群转

移带来的社会生态影响亟待评估。基于种群当前分

布等固定历史比例的配额分配方法需要发展得更加

灵活，并期待转向动态方法或两者的结合。最近对

127个国际渔业计划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计划并不针

对具体物种，而且所有计划都缺乏直接的行动来解

决气候变化或物种跨管辖区转移的问题。已有的“适

应跨界种群共享比例变化”的战略包括加强现有合

作机制和考虑附带付款，设立掌握分布变化的管理

规则。例如，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国际太平洋比目鱼

（Hippoglossus stenolepis ）委员会根据鱼群的年度

分布分配配额。然而，从历史上的分配过渡到动态分

配，则可能使得利益相关者“失去”既有渔业利益而

遭到其强烈抵制。进一步研究如何迈向包容性的动

态管理（即分配公式、冲突管理），是建立国际跨界

渔业管理对种群变化乃至气候变化的韧性的关键。

小结
研究表明，许多鱼类物种因全球变暖而面临的

风险比以往预期更大，鱼类产卵的成体和胚胎的水

温耐受范围始终比幼虫和非繁殖性成体窄，因而，作

为鱼类最关键生命周期的繁殖环节最容易受到气候

变暖的影响。到2100年，根据所遵循的共享社会经

济途径（SSP）情景，可能受到水温超过其生殖耐

受极限影响的物种的百分比从约10%到约60%。因

此，加强努力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将全球变

暖稳定在1.5℃内）可以使许多鱼类物种和依赖健

康鱼类种群的人们受益。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的威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

“对在适应和缓解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的

任何进一步拖延，都将错过一个短暂和迅速关闭

的以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宜居和可持续未来的机会

窗口。” 对于渔业的管理者而言，需要在强化科学

研究支撑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有力同时具有灵活性

的措施控制相关风险，尤其是保护政策需要提供更

大的缓冲空间，避免未来变化对渔业产生剧烈的影

响。

作者单位：创绿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