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120 万吨幼杂鱼被一网打尽！国内首份幼杂鱼现状调研报告重磅发布 

 

“年年有鱼”，这几乎是中国人最传统而有代表性的吉祥话了。中国拥有 32075 公里海岸线，

居世界第六位。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中国的四大海域是一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蓝色国

土，为食客提供了各种美味的海鲜。 

 

然而，由于过去几十年高强度的捕捞，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开始，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就面临

着衰退甚至枯竭的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近海渔获物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海洋捕捞渔获物

中绝大部分是低值鱼类，其中包括大量的经济鱼幼鱼和低值杂鱼，或称为“幼杂鱼”。 

 

翻译一下就是：大鱼被捕捞殆尽之后，小鱼还来不及长大，也被提前捕捞了。 

 

浙江沿海一艘拖网渔船捕捞到一网渔获，绝大部分都是幼杂鱼。©朱立/绿色和平 

 

为了搞清楚中国近海的幼杂鱼到底是什么状况，绿色和平历时一年走访了辽宁、山东、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八个最主要的海洋渔业省份，通过渔民问卷调查、随机抽样

结合文献和数据分析，撰写了调研报告《中国海洋幼杂鱼捕捞现状及对中国可持续渔业发展的

启示》（以下简称《报告》）。这也是业内专家盖章的、国内目前唯一的一份专门关于幼杂鱼资

源状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主要搞清了以下几件事： 

1. 幼杂鱼的组成是什么？对海洋有什么意义？  

 

答案：按照生命周期，幼杂鱼可分为幼鱼和成鱼；按照经济价值，则可以分为经济鱼类和非经

济鱼类。 

 

如果综合这些鱼对人类和海洋生态的意义，幼杂鱼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可食用鱼类长大后，能为人类提供数量客观的食物，给渔民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那些不为人类直接食用的鱼，却是包括可食用鱼类在内的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这部分鱼类作

为食物链金字塔的塔底，对维护海洋生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近海的渔获物里有多少幼杂鱼？  

 

答案：保守估计每年 394 万吨，超过中国最大的渔业省份——浙江全年的捕捞量，甚至比日本

全年的捕捞量还多。 

 

具体地说，中国的渔业产量结构已经向低值化转变，拖网作为捕捞量占全国总产量近一半的最

主要作业类型，其渔获物中 49%为体型过小、种类太杂而无法食用的“幼杂鱼”。包括各种捕

捞类型在内，中国近海渔获物中幼杂鱼比例为 30%，总重量接近 400 万吨。 

 

山东石岛一家鱼粉厂内堆积的鱼板。每一块鱼板都是由成千上万只幼杂鱼压缩而成。 ©朱立/

绿色和平 



 

3. 幼杂鱼里有多少是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幼鱼？  

 

答案：比例达到 30%、重量近 120 万吨的可食用鱼类，在长成为成体和繁殖之前就被提前捕

捞。 

 

具体地说，包括国人最爱吃的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在内，绿色和平此次实地采集的 80 份

样品的 218 个物种中，共发现 96 种可供人类食用的经济鱼类，其中 75%是尚未发育成熟的幼

鱼。 

 

幼杂鱼的市场价格一般在￥1/公斤，但如果没有被提前捕捞，这些幼杂鱼长大以后的经济价

值，根据不同品种，往往可以增加几十倍甚至百倍。 

 

4. 幼杂鱼太小不能吃，它们最后去了哪？  

 

答案：野生的幼杂鱼会被用作饲料去养鱼，此外也养貂、养猪、养鸡…… 

 

由于无法直接被人食用，幼杂鱼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包括水产养殖在内的养殖饲料，其中一部分

通过机器加工为鱼粉鱼油制作人工饲料，一部分则直接投喂给肉食性的养殖品种。 



 

 



根据绿色和平的调研数据，2014 年中国水产养殖共消耗约 717 万吨近海渔业资源，这一规模

接近全球第二大捕捞大国印度尼西亚一年的海洋捕捞产量。 

 

也就是说，渔民辛辛苦苦把包括大黄鱼幼鱼在内的各种幼杂鱼捕捞上岸、做成饲料，然后喂给

养殖场里的大黄鱼、石斑、南美白对虾，最后再把这些养出来的水产品卖给食客。经过这一轮

折腾，海里的鱼越变越少，野生鱼也变成了养殖鱼。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养殖国，然后呢？ 

一、 中国近海的过度捕捞问题依然严重  

 

过度捕捞，是近海渔业发展近 30 余年来面临的最大难题。与 1986 年相比，2015 年国内海洋

捕捞总产量增长了 2 倍，达 1314.78 万吨；渔船总数增长了 0.64 倍，达 27.00 万艘；总功率增

长了 3 倍，达 1732.28 万千瓦 13。然而，在高速发展之下，渔船捕捞能力、渔获物捕捞量和渔

业资源承载能力之间关系长期严重不协调。 

 

为有效管理和维护渔业资源，包括《渔业法》、《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在内的一批渔业管理

相关法律和政策得以确立及完善；休渔禁渔制度、控制渔船总数量和总功率的“双控”制度、

捕捞产量“零”增长、保护区建设、增殖放流、渔具控制、明确最小网目尺寸和重要经济鱼类

可捕规格等制度和规范逐渐开展。 

 

然而，中国近海渔业的捕捞能力依然严重过剩，产量居高不下。2015 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

达到 1314 万吨，是专家建议总可捕量 800-900 万吨的 1.5-1.6 倍 15。偷捕、滥捕现象屡禁不

止，在 2017 年“史上最严休渔期”期间，各地依然查处了许多违法捕捞行为。近海渔业资源

被严重过度捕捞的情况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扭转。 

 

《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将国内海洋捕捞产量控制在 1000 万吨以内，

也就是在当前产量水平的基础上，海洋捕捞产量要减少 300 万吨以上，相当于中国最大的海洋

捕捞省份浙江省一年的产量。若想达到该目标，势必要对现有管理思路做出调整，明确矛盾关

键点，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切实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幼杂鱼过度捕捞的环境和经济影响  

据绿色和平观察，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渔业产量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其结构已经发生巨

大变化，渔获物中传统的经济鱼类比例下降。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捕捞从“总量很小，渔获物主要由带鱼、大黄鱼、小黄

鱼等大型食用经济鱼类组成”转变为“80%的渔获由鳀鱼、鲐和竹荚鱼等小型中上层低值鱼类

组成，且大多数处于过度捕捞状态”。这说明，中国明显已经处于“自高营养级往低营养级鱼

种捕捞”至海洋食物网底端的状态。 



 

以中国东海为例，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这一区域的经济鱼类产量和比例不断下降，鱼类增产

的主要品种成为小杂鱼和上层鱼（鲐、蓝圆鲹）18，以带鱼、大黄鱼、小黄鱼为代表的大型食

用经济鱼类比例不断下降。 

 

幼杂鱼的去向主要是作为饲料或加工成鱼粉，供应水产养殖业。作为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

60%以上的养殖大国，水产养殖业的扩张为这些尺寸过小、品质不达标、通常不为人食用的幼

杂鱼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19 和稳定的经济收益，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在渔业资源几近衰竭

的情况下，渔民依然使用“绝户网”、电网等灭绝性的作业方式，穷尽野生渔业资源。 

 

除显着的资源环境影响之外，大量捕捞幼杂鱼虽然能带来一时的收入，却牺牲了大量食用经济

鱼类幼鱼的潜在价值。目前，幼杂鱼作为饲料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 1-4 元/公斤，而幼杂鱼中

的食用经济鱼类成鱼的价格可以增加几倍乃至几十倍。绿色和平随机对价值人民币 3 元的 3 份

样品中食用经济鱼类的成鱼售价进行了估算，假设其中的幼鱼长到市面上可见的最大尺寸，3

份样品的价格将增加至人民币 344 元，提高了近 115 倍。 

 

三、政策建议  

一、在捕捞端：将幼杂鱼保护作为实施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突破口 

 

● 将幼杂鱼纳入渔业捕捞基础数据统计和收集体系，对幼杂鱼的捕捞产量、上岸情况和流通

去向进行系统的监管； 

 

● 将减少幼杂鱼的捕捞量作为当前捕捞产量负增长的重点；对以某单一幼杂鱼物种作为目标



渔获物的捕捞业，尽快开展捕捞配额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预防性原则、基于生态系统

方法等原则制定捕捞配额 21 的分配方法； 

 

● 以保护经济鱼类幼鱼为目的，进一步完善各类渔具网目尺寸、重要经济鱼类最小可捕规格

等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 针对一些大宗经济鱼类的繁殖场所建立更多的海洋保护区，以提高幼鱼的存活率；对重要

的索饵场及越冬场，划出一定范围设置成永久性的禁渔区。 

 

二、在养殖端：将幼杂鱼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水产养殖转型的着力点 

 

● 设立更为严格的水产养殖生态可持续性要求，将“不得过度损耗野生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

系统”作为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 进一步完善水产饲料投喂标准，明确可以用作饲料或鱼粉原料的物种及占比；考虑到用于

直接投喂的幼杂鱼中混有大量的经济鱼类幼鱼、难以区分，且直接投喂方式效率较低、污染程

度高，建议禁止直接使用冰鲜幼杂鱼进行投喂； 

 

● 目前大多数水产养殖产品已开发出专用的配合饲料且取得较好的效果，然而许多养殖户旧

有观念没有转变，对配合饲料的接受程度不高。为尽快减少养殖户对幼杂鱼的依赖，配合饲料

的推广与技术开发同样需要加强。 

 

三、在政策实施上：将幼杂鱼保护列入地方统一渔业管理措施的考察项 

 

● 统一地方管理措施和力度，避免因地区间差异而为过度捕捞幼杂鱼行为制造空间； 

 

● 强化执法力度，将各项突击行动常态化，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监管模式； 

 

● 加强渔政监管部门的执法能力，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通过电子渔捞日

志、卫星定位、监控录像设备等手段对渔船作业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确保渔业生产活动科

学、合法； 

 

● 加强鱼类销售、养殖和流通全产业链条的可追溯性建设，增强信息透明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