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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鲜明鉴团队在进行所有物种的评估工作时，将严格遵循评估标准，并参考最新的、公正客

观的科学数据。常见的评估数据参考渠道包括：文献、官方发布的资料、客观公正的媒体报

道、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专家访谈等。当然，许多渔业存在数据缺乏或只有部分数据的现

实问题，还有部分数据没有对外公开，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估结果。海鲜明

鉴团队承诺在尊重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利用公开数据、依靠专家严谨把关的基础上，客观公

正地开展所涉物种的评估评价工作。相关物种评估结果并不代表任何特定专家、学者等的意

见。海鲜明鉴团队对相关评估结果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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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明鉴简介 

中国是全球第一渔业大国，也是水产消费大国。我们舌尖上的选择，决定了海洋、淡水生态

系统的现在和未来。为了培养新一代负责任的海鲜“吃货”，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发起海

鲜明鉴项目，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科学、有趣的可持续水产品消费指南。我们希望通过提升公

众意识促进其消费行为改变，从而利用市场的力量倒逼产业转型，为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健康

的不断改善做出长久的贡献。 

 

评估结果概述 

用 1-3 段话简要总结正式评估报告的关键内容 

 

 

物种概况 
简要描述被评估物种信息 

 

 

 

评估正文 

评估项一 渔业对目标物种资源的影响 

资源状况 

评估目标物种当前的资源状况，种群资源量是否维持在不影响资源恢复或种群生产力的水平

（参考 BMSY 或其他相关渔业管理学参考指标），是否存在更新、更全面的资源评估结果，且

现有资源生物量维持在可持续捕捞水平之上（目标参考点和临界参考点）。 

 

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渔业数据信息在质和量方面尚有诸多不足之处。很多渔业只存在过时的

（对于长生命周期物种评估结果距今大于 5 年）或粗略的资源评估结果，缺乏最大可持续捕

捞量（MSY）估算，种群规模及部分生活史状况未知，甚至是存在相互矛盾的资源评估结论。

对于此种情况，在明确难以获取相关可用的资源评估数据条件下，可使用基于有限数据的评

估方法（PSA，生产力-敏感度分析；IUCN-Red List物种状态确认）结合区域性资源评估数据

对目标物种的资源状况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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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水平 

评估当前捕捞水平(捕捞死亡率)是否维持在目标物种种群可持续的合适水平（以最大可持续

产量下限、合适的产卵潜力比（SPR）或其他替代参数为参考），捕捞死亡率包括直接或间接

（包括捕捞时造成死亡但是没有上岸的，或者是释放后死亡的情况）捕捞造成的物种死亡，

也包括除商业捕捞外，休闲渔业、生计渔业等对该物种死亡率的贡献。 

 

对于缺乏相关数据或数据有限的渔业，可通过捕捞船队规模、作业时长，种群资源结构变化

等角度推算捕捞水平。当目标物种为短生命周期快速生长品种且存在较为丰富的种群资源相

关数据时，允许在合理范围内将捕捞水平设置高于传统生长较缓慢或缺乏系统资源状况数据

的物种的渔业。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估短生命周期快速生长但属于低营养级的物种时，应适

度考虑其资源大量捕捞对食物链其他相关生物的影响。 

 

 

评估项二 渔业对非目标物种资源，尤其是受胁物种的影响 

其他同时被捕捞的物种及受威胁、濒危或受保护（ETP）物种兼捕 

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的非选择性渔具捕捞多目标物种的现实，兼捕在中国包括与评估物种一同

被捕获的其他主要经济物种、少数被丢弃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品种（如水母）及 ETP 物种，此

处主要评估被捕获评估物种之外的其它主要经济物种及 ETP 物种的影响，这些物种在捕捞过

程中被一并捕获，受伤丢弃致死等造成种群资源减少。评估目标渔业对这些物种的资源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 

 

此项对主要兼捕物种（常见渔获物占比≥10%）的资源状况进行评估，掌握其种群状况及目标

渔业对其资源水平的影响（参考评估项一）。另外若该渔业涉及 ETP 兼捕或伤害，亦需考虑

渔业对 ETP物种的影响程度。部分渔业难以获取与兼捕或 ETP有关的资料或数据，可通过 SFW

未知兼捕矩阵（Unknown Bycatch Matrix）进行基于文献的推断评估。选择性高的渔具及良

好渔业行为操作能有效减少对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评估项三 渔业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的影响 

渔具影响 

从近岸的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手抄网到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底拖/底耙作业，再到可能破坏重要脆

弱海底生态系统（诸如珊瑚礁，海草床，海底火山等）的作业，不同种类的渔具对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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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造成的影响不同。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诸如划定特定海洋保护区，避免在脆

弱海底生态系统地区作业，改进渔具减轻对环境影响或 ETP 兼捕等。 

 

此项评估渔业所使用的渔具对生态系统（包括对所在栖息地）相应的影响，评估作业的频繁

程度/捕捞强度，及是否存在相对应减轻渔具/捕捞对生态系统影响的改进措施或手段。可持

续渔业使用选择性强且环境友好的渔具及手段对渔业资源进行捕捞。常见的脆弱海底生态系

统包括深海珊瑚群落、海草床、海绵床、珊瑚礁、海藻丛林等。 

 

 

 

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 

此项主要评估渔业相关管理模式的目标是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还是单一维持资源生产力，渔

业政策是否致力于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和维持重要生物种的生态位功能，管理是否纳入了

最新的科学技术，是否确保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相应管理中，是否考虑了捕捞作业与生态系

统的关系，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是否完整、能否维持稳定。在外来物种方面，则侧重评估其

分布范围，以及如何控制其过度、无序扩散传播或对本地物种产生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地区尚未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渔业监测管理体系，针对这种情况，可适当考虑捕捞

物种对生态系统功能、尤其对食物链是否产生不利影响，以及捕获种所处的生态位功能，作

为替代的评估内容；此外，还需评估当前渔业管理、监测体系能否考虑上述因素并在实践过

程中加以运用（如特定物种的空间管理等）。 

 

 

 

评估项四 渔业管理制度及其执行 

目标物种渔业管理计划 

此项主要评估当前渔业管理计划对于目标评估物种的覆盖程度，内容包括是否存在渔获物管

控、渔业确权情况、对渔船的监管、资源监测与评估、预防性管理、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

理等涉及渔业管理的全面管理计划，能否对幼稚鱼、抱卵亲体、渔获物丢弃等不合理捕捞行

为进行有效管理，是否存在保护脆弱物种、研究资源状况、建立相关监测网络及良好行为规

范（自愿或强制）、缓解减轻相关渔具对生态系统影响等保护生态资源、监测生态系统的措

施等。此项旨在了解当前渔业管理对目标渔业的覆盖度，若缺乏适度的管理，目标评估渔业

可能存在资源衰退等不良结果。 

 

同时还需评估相关管理计划是否真正落地。注意当评估物种属于区域性物种时且存在地区性

管理计划时，应参考当地的管理计划；当评估物种为广分布的全国性物种时，应参考全国性

的渔业管理计划。若评估结果显示相关管理计划的形成/落地执行具有区域性差异，也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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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管理制度 

对渔业涉及的物种（包括目标及兼捕物种）的相关渔业执法管理（如渔业行为、渔业资源、

渔港及船舶、水域环境等）是否存在、执行是否有效进行评估。评估当前管理策略是否考虑

了评估种群的资源不确定性，其他因素（如环境）对资源生物量的影响，及未来可能的捕捞

强度改变，渔业管理能否有效阻止捕捞行为对所评估资源，尤其是状况堪忧(种群状况不乐观)

的物种的不利影响。同时评估是否存在合适的科学研究监测、与时俱进的执法管理规定、采

纳利益相关方意见来形成完善的渔业管理系统。理想状况下，渔业管理应该使用独立的、最

新的科学资源评估分析手段，或通过其他合适的方法获取资源状况及生态系统影响后制定和

执行全面的管理措施，确保渔业管理考虑下一代人的生计需求且避免不可逆的持续高强度渔

业作业对资源及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当发现缺乏资源评估相关管理数据或不存在资源评估等专门渔业管理措施时，可以选择一些

通用的、预防性的且有利于资源保育的管理措施，如限制最大或最小可捕规格，特定海域集

中禁捕，及相关其他信息作为替代方案，以弥补缺乏针对性资源管理的遗憾，但值得注意的

是，需要进一步评估确认该类通用管理措施对特定物种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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