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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目前我国海洋捕捞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由于人口数量的增

长，陆地资源日益稀缺，人们对海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捕捞强度

的不断增加，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面临耗竭的危险，这将影响到海

产品的供给和捕捞业的长期发展。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政府对海洋捕

捞业的规制，从而探索出能够有效保护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实现捕捞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海洋渔业资源的特性出发，从共有资源属性、捕捞的外部性和捕

捞者之间的博弈三个方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容易被过度捕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在缺乏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海洋渔业资源是极易被过度开发的，因此，政府应该

对海洋捕捞业进行规制。其次，本文分析了我国海洋捕捞业的资源和产业现状，

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海洋捕捞业的主要规制措施，发现虽然我国的捕捞业规制措

施基本涵盖了各个方面，但仍然没有到达预计的效果，捕捞强度持续增加，资源

状况未得到明显好转。然后，重点分析了休渔制、“零增长”制度和“双控”制

三个具体的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并从中找出了我国海洋捕捞业规制存在的三个

问题：中央规制部门和地方规制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违规现象严重，缺

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后，针对这三个问题，利用动态博弈理论建立模型，分析

捕捞者、中央规制部门和地方规制部门的三方博弈行为决策，提出改进现阶段规

制措施的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缺乏激励相容的规制措施是我国海洋捕捞业规制的 主要问题。

在现阶段不改变我国渔业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应该努力改变捕捞者违规捕捞，地

方规制部门消极执行规制措施的激励驱动。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地

方规制部门，中央应该加强监管，提高消极执行的成本，同时把可持续发展纳入

到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中；对于捕捞者，规制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规成本，

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和宣传力度，尽力减少违规现象的发生，同时应完善捕捞者的

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合理的捕捞业退出机制，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努力降低捕捞

强度，实现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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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捕捞业规制；动态博弈；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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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has entered a crucial 

era. On the one hand, as a result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limitation of resources on  

land, demand for seafood is increasing;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increasing 

fishing intensity, China's offshore fishery resources have been seriously damaged, 

facing the danger of depletion. It affects supply of sea foo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fishing industr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regulations of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to find a method 

which can protect and explore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efficientl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ishing industry. 

  The paper firstly star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an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the attributes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externalities of fishing and game between fishers discusses the reason why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can easily be over-fishing. In the absenc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marine fisheries resources are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over-exploitation an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marine fisheries regulations. 

Secondly, we analyzes China's marine fishing resources and industry status quo, sums 

up the main marine fishing regulatory measures from the founding of China. It is 

revealed that although our country's f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s cover all aspects 

basically, they did not reach the expected results. Fishing intensity i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and the status of resources has not been improved obviously. Then, we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of fishing closure, the "zero 

growth" and "double control" system. And it finds that our country's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regulations mainly have three problems: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regulatory agencies, serious irregularities, lack of appropriate 

incentives. Finally, for these three issues, according to dynamic game theory model 

we analyze the decision-making of fishers, the central and local regulation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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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and put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regulation at this stage of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study found: lack of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of 

China's marine fishing regulation. Without changing the fisheries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China, we should make efforts to change the incentive-driven system of 

irregularities and inappropriate enforcement of local agencies. Through model 

analysis it can be concluded: for the local regulatory agencies, the central agencies 

shoul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cost of inappropriate implementation and 

tak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o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of local officials; for 

fishers,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should intensify law enforcement, raise the cost of 

irregularity, strengthen social supervision and propaganda,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irregularities. Meanwhile, we should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fishers and establish a reasonable exit mechanism of the fishing industry, let fishers 

transfer, make efforts to reduce fishing intensity,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Fishing Regulation; Dynamic Game Model;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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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源的短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矛盾变得尤为突出，陆地资源不堪重负。这使得人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了海洋。

地球表面的 71%覆盖着海洋，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

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第二疆土。我国拥有海域面积 4 700 000 km2，渔业资源

丰富，能为我们提供大量的食物，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合

理开发利用，渔业资源就会遭到破坏，海洋捕捞业也不可能实现长足的持续的发

展。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海洋捕捞业对世界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07 年以来，世界粮

价飞涨，许多国家因粮食短缺出现政局动荡。在 2008 年 4 月 21 日举行的第 12

届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讲话，呼吁各国高度重视粮

食安全问题，共同应对粮食危机。但是，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陆地资源的

耗竭使得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发起了

“蓝色革命”，向海洋索取食物。相关研究表明，海洋中的海洋生物可为人类提

供极为丰富的蛋白质，仅近海区生长的藻类产量就比目前全世界小麦的总产量还

要多 20 倍，仅鱼类产品每年就可为人类提供 30 亿吨的食物。海洋给人类提供食

物的能力，约为陆地上所能种植的全部农产品的 1 000 倍。1995 年，联合国在日

本京都召开了“渔业对粮食安全保障的持续贡献国际会议”，会上突出强调了发

展渔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把发展渔业增加水产品作为增加保障粮食安全的

一项重要措施。渔业作为一个重要的食品来源部门，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起到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渔业在世界范围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 1990

年起，我国的鱼类产品出口量就位居世界第一位。2004 年，海产品出口总额达

到 40.5 亿美元，2005 年，这个数值增至 43.5 亿美元。其中，海洋捕捞业是海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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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主要来源，在 2004 年和 2005 年分别占我国渔业总产出的 42%和 48.7%，占

海洋渔业总产出的 71.3%和 79.8%，是我国沿海地区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

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因此，对海洋捕捞业进行研究，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1.1.2 渔业资源正被过度开发，面临枯竭的危险 

但是，海洋渔业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节制大量的捕捞，过度的

开发必定会使渔业资源出现耗竭的危险。虽然世界渔业总量从 1950 年的 2000

万吨增长到 90 年代中期的 9 000 万吨，但这只是短期的成功。据 FAO 研究数据

表明，69%的鱼类已被过度开发，耗竭，或是正从过度开发中慢慢恢复[1]。在我

国，捕捞业的发展也与之类似。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除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

略有下滑外，我国海洋捕捞产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到了 90 年代，随着捕捞技术

的发展和消费者对海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海洋渔业捕捞量从 1995 年的近

600 万吨增加到 1999 年的 1 450 万吨。虽然渔获量大量增长，但是这难以掩饰我

国海洋捕捞业面临的困境和巨大的资源压力。目前，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发展到了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方面，近海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主要经济鱼类资源

继续衰退。目前，大部分海洋渔业目标种群已经被充分甚至过度开发利用，有的

鱼类，特别是近海鱼类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许多富有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趋于枯

竭。渤海的小黄鱼、带鱼、鲷鱼等，已遭到毁灭性破坏，东、黄海的大黄鱼、小

黄鱼已多年形不成渔汛，目前主要供应大中城市的带鱼，已成为沿海省市的“围

歼”的对象，资源存量受到严重威胁。而在渔获物的构成上，虽然捕捞产量年年

增长，但渔获物组成小型化、低龄化，鱼类质量恶化，从侧面反映出鱼类数量的

减少，资源的衰竭。除了如大黄鱼、小黄鱼等历史上主要的目标鱼类数量已经日

益减少之外，一些 70 年代后期开始开发的渔业资源，如马面鲀，其种群也出现

了衰退的迹象 [2]。另一方面，尽管资源趋于衰竭，但我国海洋捕捞努力仍在不断

上升。1975 年，马力在 2 150 000 千瓦到 9 801 000 千瓦的渔船数量仅为 42 779

艘，而到了 1995 年渔船数量已经达到了 273 978 艘。同时，捕捞技术的不断更

新间接上增加了捕捞努力。50 年代渔船以木帆船为主，仅有少量的机动帆船，

功率小，技术装备差。到了 90 年代，大功率渔船数量大幅增加，捕捞技术也愈

发先进。这些，不但加大了对近海资源的压力，而且使渔场争夺日益激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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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尖锐，更导致了我国海洋渔业捕捞努力远远超过了可持续渔业所能承受的水

平，渔业资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3]。 

一方面是需求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是资源的过度开发，如何解决这两者之

间的矛盾，就需要对海洋捕捞业进行研究，这对于改善我国目前海洋渔业资源现

状，实现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捕捞业规制的研究 

规制经济学（regulatory economics，又译管制经济学）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

代，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规制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

何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干预管理，它在实证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规制

（regulation），是规制部门（regulation agency）依法对某产业中的微观经济主体

进行直接的经济、社会控制或干预[4]。 

政府规制 主要的目标是修正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市场机制被称作

“看不见的手”，在一定情况下，它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但是，

市场机制并不总是有效的，这种情况就被称作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原因有：不

完全竞争或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市场失灵是规制经济学产生

的前提。由于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相应措

施进行干预[5]。 

大部分文献均把政府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但目前也有学者对

其有更加细致的划分，如于立（2006）将政府规制分为反垄断、经济和社会规制，

分别针对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问题[6]。 

经济性规制是指在自然垄断和存在信息偏差的领域，为了防止资源配置低效

率和确保利用者公平利用，政府机关用法律权限，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

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行为加以限

制 [7]。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第一，政府对自然垄断特性产业的产品或服务的

价格进行规制。第二，政府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规制。通过发放许可证，或

是制定较高的进入标准对企业进入及退出某一产业或对产业内竞争者数量进行

规制。第三，对产品质量的规制，由于许多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不易简单定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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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一些情况下，往往不单独实行质量管制，而是把质量和价格相联系。第四，

对产量的规制。产量高低直接影响价格，通过对产量的规制，可以鼓励或限制企

业生产。 

与经济性规制相比，社会性规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公

共健康、安全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在一些研究文献中，这也被称作“HSE 规制”

（H 代表 health，S 代表 security，E 代表 environment）。社会性规制的一个重要

的特点在于横向制约功能，它不像经济性规制那样针对某一个特定产业及其行为

而定的，而是针对所有可能发生外部性和内部性的行为主体的活动而定。只要任

何产业内的任何企业行为不利于改进社会或个人的健康、安全，不利于提高环境

质量，损害了社会福利，都要受到相应的政府社会性规制[8]。尽管经济性规制拥

有更加长的历史，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性规制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各国

政府的重视。 

在以往的文献中，大都仅仅把环境保护划入政府规制的范畴，而忽略了自然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徐保根等（2005）认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是息息相关的，应该把两者同时纳为规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事实上，自然资

源不仅具有经济效用、社会效用，而且还具有生态环境效用，自然资源的利用不

充分、效率不高是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的 根本原因，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当、

环境污染还会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密

切相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从根源上解决自然资源开发不当的问

题，对资源开发相关产业进行规制，现实自然资源适度开发、合理开发、高效利

用，才能真正规制环境保护问题[9]。捕捞规制也是如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上，缺乏规制的捕捞业是无法保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资源会迅速的衰

竭，捕捞者的经济利益也得不到长期的保障[10]。因此，应把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政府管制列为政府规制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政府管制既具有经济性管制的特性，又具

有社会性管制的特性[9]。例如，对海洋捕捞业的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海洋渔业

资源，确保粮食安全，促进该产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但是，各国政府常用的

一些规制手段，如捕捞许可证、捕捞配额等都是对渔业捕捞厂商进入该产业的规

制，或是对捕捞量（产量）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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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 100 年里，尽管人类监控和评估鱼类种群状态以及理解导致生态系统

改变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渔业资源状况仍没有好转。目

前，大部分渔业都处于政府规制中，渔业问题不是缺少规制，而是规制措施和规

制程序是否正确 [11]。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Pontecorvo(2008)考察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渔业（捕捞业）管理，认为这些管理政策大都着眼于维持

现状，而忽略了过度捕捞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成本[12]。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传统

的“命令与控制（comment and control）”式的管理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海洋资源进

行管理。例如，产出控制是目前许多国家采用的渔业规制手段之一，但 大可持

续产出水平的确定却是模糊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遵循，于是，渔业资源

持续衰退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13]。有学者指出，大部分渔业规制存在两种失误：

一是规制目标不正确，二是规制手段之中包含有不恰当的激励机制[14]。政府的渔

业规制部门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很少同渔民的个人利益相吻合，而具有能够促进渔

业行业利润 大化的规制往往具有两大特征，即激励相容和对信息的充分利用

（Pitcher，et al，1998）[15]，其中激励相容意味着，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同时，

渔业行业内部的每一决策者（包括渔民个人和由渔民构成的团体）也能够实现自

身的目标。Wilen 等（1998）认为规制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规制部门，捕捞业的

规制部门需要做的，是在保证资源存量和实现规制目标的短期成本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点[16]。 而 Krutillay 等（2000）则强调：设计出将渔民的寻租行为和冲突发

生的可能性降至 低的制度，是保证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①。 

对于我国的捕捞业，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近海捕捞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

可持续渔业所能承受的水平，资源趋于耗竭的问题仍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慕永

通（2006）认为，我国的捕捞业规制本身存在制度性缺陷，渔政执法能力先天不

足，组织结构松散低效导致非法捕捞和违规作业屡禁不止[3]。刘克岚等（2000）

认为，我国的渔业管理在观念意识、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

题[17]。在措施对策方面，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个是主张明晰渔业产权，从根本

上解决捕捞的问题[3]；其二是认为我国的捕捞规制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产出控制

而不能单纯依靠投入控制[17]；第三是认为在我国的国情背景下, 目前对捕捞业实

施产出管理模式是不现实的, 而改为实施投入管理模式则相对更容易些[18]。 

                                                 
① 引自慕永通著，渔业管理——以基于权利的管理为中心，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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