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强远洋鱿钓渔船作业管理的通知 

 

鱿钓渔业是我国远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我公海资源利用合法权益、丰富国内市场供应

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进一步加强远洋鱿钓渔船管理，科学养护公海鱿鱼资源，促进我国远洋渔业

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鱿钓渔船总量控制 

 

随着鱿钓渔船规模不断扩大，鱿钓渔业出现公海渔场拥挤、单船产量低下、市场价格下滑、企业

盈利减少等情况，不利于公海资源养护和行业良性发展。为负责任推进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农

业农村部决定实行鱿钓渔船总量控制管理，原则上不再新增公海作业鱿钓渔船、不再扩大鱿钓渔

船规模。 

 

二、科学规划鱿钓作业渔场 

 

为促进公海鱿鱼资源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统筹考虑渔汛时间、天气海况、资源分布、容

纳船数等因素，对现有公海鱿鱼渔场进行科学规划，平衡利用。根据鱿鱼渔场现状和渔船作业规

律，经专家论证评估，将公海鱿鱼生产区域分为北太平洋渔场、东中太平洋渔场（8°S以北）、

东南太平洋渔场（8°S以南）、西南大西洋渔场和印度洋渔场。 

 

三、合理布局鱿钓作业渔船 

 

按照实事求是、相对稳定、逐步调减原则，对以上 5个鱿鱼渔场试行船数限制管理，合理布局作

业渔船。2022 年 4 月 1日至 2023 年 3月 31 日，北太平洋渔场累计作业鱿钓渔船船数不超过 350

艘，东中太平洋渔场不超过 420 艘，东南太平洋渔场不超过 400艘，西南大西洋渔场不超过 300

艘，印度洋渔场不超过 250艘。兼作秋刀鱼的鱿钓渔船，不可在东中太平洋和东南太平洋渔场作

业。每艘鱿钓渔船全年作业渔场不超过 2个。如发生鱿鱼资源、市场等重大变化，将适时组织研

究论证，对作业渔场和作业船数上限进行调整。 

 

四、加强鱿钓作业协调与管理 

 

（一）加强远洋鱿钓渔船作业管理是在当前严峻复杂局势下优化远洋渔业产业布局、维护负责任

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事关远洋渔业稳定发展大局。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敏感

性，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公海鱿鱼资源养护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通知》（农渔

发〔2020〕16号）要求，加强对辖区内有关远洋渔业企业和鱿钓渔船的宣传引导和督促管控，确

保鱿钓作业管理工作平稳顺利开展。 

 

（二）进一步加强公海鱿鱼资源探捕，鼓励远洋渔业企业开发新资源、新渔场，鼓励采取轮休、

减少作业时间、自愿休渔等方式，主动养护公海鱿鱼资源，加强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企业经认

定可获得履约评估适当加分。 

 

（三）委托中国远洋渔业协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研究起草鱿钓渔船作业渔场分配方

法，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批准后，牵头协商确定各鱿钓渔船的具体作业海域。农业农村

部于 2022 年初办理年度审查后，对相关企业及鱿钓渔船的远洋渔业项目予以确认。中国远洋渔业

协会要加强组织、协调和服务，强化行业自律管理，不断规范企业行为，升级完善船位监测平

台，严防发生未经批准违规作业。 

 



（四）远洋渔业国际履约研究中心、中国远洋渔业数据中心及有关科研机构要建立公海鱿鱼资源

动态监测机制，加强数据收集和科学评估，探索实施鱿鱼渔业自主捕捞限额措施，做好资源分布

和渔船动向的预判分析，为及时调整各海域作业船数提供科学支撑。 

 

（五）各有关远洋渔业企业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批准的作业海域执行远洋

渔业项目，按农业农村部规定与沿岸国专属经济区保持安全距离。各企业及渔船应合理安排生产

计划，确保依法履约生产，确保渔船航行作业安全。一旦发现企业及渔船未在规定海域生产作

业，农业农村部将对其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