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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状态对渔业的重要影响，渔业生态系统方法（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ＡＦ）把对生态的关注加入渔业管理框架中，并以生态系统管理和渔业管理２个理论
为基础，扩展了传统渔业管理的框架：以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福利的依存关系为基础，关注多

物种管理，均衡生态、人文和制度 ３个维度的目标，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介绍了
ＥＡＦ的由来、定义、基本原则以及功能要素，概述了 ＥＡＦ的实践基础和模型构建的技术路径，
对比了 ＥＡＦ与 ＥＢＦＭ的异同。虽然 ＥＡＦ的理论和实践仍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但确为渔业
管理的发展方向，介绍 ＥＡＦ对促进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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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Ｓ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１９８２年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了
一个海洋资源管理的新框架，然而随着世界渔业

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社会经济的大量损失，加之

渔业贸易及管理中国家间冲突的加剧，都严重影

响着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１］
。１９９１年联合国粮农

组织（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渔
业委员会认为急需发展一种新的渔业管理方法，

以保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催生了 ＦＡＯ于
１９９５年颁布的《负责任渔业守则》［２］。２００１年的
雷克亚维克宣言要求 ＦＡＯ构建一个更好的渔业
管理框架，考虑把对生态系统的研究添加其中，于

是渔业生态系统方法（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ＡＦ）框架于 ２００３年被 ＦＡＯ 提出。
ＥＡＦ是落实负责任渔业守则众多条款的一种方
法，为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途径。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ＥＡＦ）的重要发展就是
把对生态系统的考虑添加到渔业管理中，这主要

是考虑到生态系统对渔业资源的重要影响
［３］
，表

现在对目标资源的丰度、生产力、种群大小及构成

的影响，对非目标物种如濒危物种、副渔获物、丢

弃物以及关键栖息地的影响。因此对生态系统产

生影响的人类活动也应纳入渔业管理的范畴。渔

业管理中加入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一种新做

法，早期的内陆渔业
［４］
、野生动物和林业管理，甚

至是小型渔业社区中的传统渔业管理中都有生态

意识的存在。近期，渔业管理对生态系统的重新

关注出现在澳大利亚对渔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概念

的应用中
［５］
，同时也出现在北太平洋

［６］
、北大西

洋
［７］
、北海

［８］
以及南极

［９］
的渔业生产和管理中。

本研究介绍了 ＥＡＦ的由来、定义、基本原则
以及功能要素，概述了 ＥＡＦ的实践基础和模型构
建的技术路径，对比了 ＥＡＦ与基于生态系统的渔
业管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ＢＦＭ）的异同。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在理论和实
践方面，虽然还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但的确是渔

业管理的发展方向，介绍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对促

进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ＥＡＦ的主要理论渊源

虽然 ＥＡＦ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并不是一
个新概念，过去３０年中许多国际文书和会议都对
ＥＡＦ的出现有重要影响［１０］

，其中有１９７１年《拉姆
萨尔公约》；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１９７３
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１９７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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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波恩公约）；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２１世纪议程》、《生
物多样性公约》；１９９５年联合国《跨界鱼类种群和
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与管理协定》以及 ＦＡＯ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２００１年 ＦＡＯ《关于海洋
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的雷克雅未克宣言》；２００２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这些国际会议和文书给

ＥＡＦ的发展提供了原则和目标。
１１　生态系统管理

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在１９４９年被 Ａｌｄｏ［１１］作
为一个环境伦理方面的理论提出，它从野生动物

管理理论发展而来，然后加入对栖息地以及物种

分布和年龄结构的控制，以及对人类活动的空间、

实践和结构的研究，以达到资源供人类长期利用

的最优化。生态系统管理的目的在于在一个可持

续的状态下维护生态系统并达到预期的社会收

益。虽然有很多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的定义，但被

全世界公认的定义还未出现。基于生态系统管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ＢＭ）的内涵包括
了３个方面的基本要素：①ＥＢＭ是综合管理，管
理行动中综合考虑了生态、经济、社会和体制等各

方面因素；②管理对象是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
人类活动，而不是生态系统本身；③管理的目标是
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利用

［１２］
。

１２　渔业管理
渔业管理始于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早期，是一个

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管理体系，主要关注

渔业活动以及目标渔业资源，本研究称为渔业管

理。渔业管理的发展作为陆地上野生动物管理的

扩展并包含对栖息地、物种构成的直接干预等实

质性内容。然而，在水域生态系统中由于对生态

系统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有限，管理主要集中于控

制人对水域的干预（如捕捞）活动。它被定义为

一个关于信息收集、分析、计划、决策、资源分配以

及渔业规则规划和实施的综合过程，通过对渔业

权的管理控制，使当代人和后代人从渔业获取利

益的组织行为，以确保生物资源生产力的可持续

发展。其目标在于优化利用作为人类生存、食物、

休闲的渔业资源，动态地规划渔业活动，尤其要建

立符合与资源相关的目标或者限制。渔业管理虽

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但是在管理实践中的效

果并不尽如人意。

１３　对 ＥＡ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了解影响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以及生态系

统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从生态、经济、社会和

体制等方面，综合管理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人

类活动，以达到人类长期利用渔业资源的最优化。

因此，生态系统管理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提供了

一个新视角。

ＥＡＦ继承延用了渔业管理中被实践反复检
验的方法，传统的渔业管理机制和体制不是被推

翻，而是从综合管理的角度被重新整合。ＥＡＦ增
加了对生态系统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并引入

实现这些目标的新机制。ＥＡＦ不是从旧的渔业
管理范畴中分离出来的新方法，而是对传统渔业

管理的扩展。因此渔业管理为发展 ＥＡＦ提供了
理论基础，ＥＡＦ是渔业管理发展的新方向。

２　ＥＡＦ基本框架

２１　ＥＡＦ基本内涵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目标是契合社会多方

面需求和期望，在不损害后代人从水生生态系

统获得整体产品和服务等收益的基础上，对渔

业生产进行规划、开发和管理。ＦＡＯ在 ＥＡＦ准
则中给出的定义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在对生

态系统中的生物、非生物和人文因素及其相互

关系的知识不完全掌握的基础上，在具有生态

意义的范畴内对渔业采取综合的管理方法，以

实现多种社会目标的平衡
［１３］
。从定义中可以看

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渔业管理，

管理对象从关注单一目标鱼种，扩展到关注渔

业资源生存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管理范围从渔

业部门内部，扩展到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影响

的各部门；管理目标从渔业最优系统产量变为

依赖生态系统的各种社会目标的平衡，因此管

理措施和方法也更加多样。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遵循的原则分为 ５点：①
应确保人类和生态系统的福祉和平等；②最大限
度地降低渔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③目标资源及
其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这些资源相关物种之间

的生态过程应得到维持；④管理范围应与渔业资
源的整体分布相适应，即渔业资源存在的整个区

域，必要时应包括跨区管理；⑤由于有关生态系统
知识的不完备，因此应采用预防性方法。原则进

一步表明，ＥＡＦ在承认人类与生态系统的依存与

５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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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关系的基础上，重视目标渔业资源所生存的

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中与目标资源有关的复

杂的内部联系
［１４］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把传统上

侧重“鱼和渔船”的做法进行了扩展，以遵循渔业

“系统”方法的方式把渔业置于 ３个主要要素之
中，即生物、非生物及人文因素（图 １）。渔业系统
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由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构

成，而这种联系在实际捕捞活动之外也存在
［１５］
。

图 １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各要素［１５］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２　ＥＡＦ范式
依据 ＥＡＦ目标的描述，可以发现该方法意在

扩展传统渔业的管理框架，改进其管理效果，加强

生态相关性，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ＥＡＦ
范式是传统渔业管理范式的扩展。

　　ＥＡＦ的扩展较为复杂，ＥＡＦ关注生态系统组
成部分及其相互影响，黑色实线部分表示传统渔

业管理范式，灰色和虚线部分表示 ＥＡＦ增加的部
分（图２）。生态系统由 ４个要素组成：①生物要
素，包括目标渔业资源、相互依赖的其他物种和栖

息地等；②非生物要素，有地貌、海底类型、水质和
气候等；③渔业要素，渔业生产和加工活动发生的
区域及技术特点；④机构要素，包括渔业管理所需
的法律，法规和组织机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受

下列因素影响：①非渔业活动；②全球气候；③其
他生态系统，通常为相邻生态系统相互间的物质

和信息交换；④社会经济环境，包括市场、相关政
策和社会价值观。ＥＡＦ关注的不仅限于渔业内
部，其范围扩展到目标鱼种所在生态系统及其相

关生态系统，以及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因素，以

生态系统的整体状态作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维持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共同福利水平。

图 ２　生态系统简图及构成要素［１６］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ｎ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２３　ＥＡＦ的实践基础
政策、战略和计划　　与传统渔业管理一致，

ＥＡＦ的实施同样需要政策、战略和实施计划的支
撑。政策要解决区域划界和使用者权利问题，明确

当前和将来的分配手段，也包括争端管理机制。战

略负责把概念目标变为实施方向，制定各层次战略

及完成的时间截点。实施计划提供详细的资源信

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各种具体的渔业管理措施

和执行机制，基本过程与传统渔业管理方式并无太

大差异（图３）。

６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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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ＥＡＦ的实施计划［１３］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ＥＡＦ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

　　能力建设　　有效实施 ＥＡＦ要求开展渔业管
理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

能力一般是不具备的。管理机制方面，采取分权的

机制设计，下放权力与责任；创新机制制定综合管

理计划；建立机构间的沟通机制，以生态自然边界

为区域划分依据，处理其内部的渔业和环境问题；

建立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平台；协调法律和政

策条款之间的矛盾；建立有效的争议处理程序；确

保分权、参与和透明。人力资源方面，要求培训管

理人员、渔船监督员、执法人员、科研人员、渔民，使

其相互间的影响最优化。科研方面，ＥＡＦ要求以更
多的科学信息为依据，因此要加大科研力度，增加

数据收集；加深对生态功能的了解；使用恰当的评

估工具，评价政策和管理的效果；另外开发功能完

备的信息系统如 ＧＩＳ，为决策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ＥＡＦ的实践要素与传统渔业管理

并无太大差异，其主要差别表现在能力建设方面，

ＥＡＦ以生态系统的自然边界作为管理区域的划
分依据，需整合原有的部门划分，协调部门间合

作，制定综合发展计划，协调各方的利益及冲突，

实现共赢。总体而言，在实践中 ＥＡＦ表现为一种
传统渔业管理与综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２４　ＥＡＦ模型构建
ＥＡＦ增加了对生态系统的关注，因此对信息

的需求更多。多物种、生态系统整体模型中的变

量和过程（其可以包括生物、生态、社会和经济因

素），可用于模拟各种管理措施的效果和权衡各

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冲突，可以为 ＥＡＦ提供更多的
科学信息。因此根据区域的具体情况构建生态系

统模型是实施 ＥＡＦ的一项重要工作。
构建生态系统模型有模型详述、实施、评价和

总结与回顾４个环节（图４）。其中模型详述工作
包括：①明确模型要解决的问题；②列出生态系统
的重要特征，设计概念框架并分解成必要的组分

（子系统）；③确定每个过程和组分的尺度，包括
空间尺度、时间范围、生物分类、决策过程和生态

压力等；④模型确定。
明确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选择模型的评价指

标和定义概念框架的基础。定义概念框架主要是

了解生态系统的结构、内部的相互作用及其驱动

力，回答“系统是如何工作”的问题。这项工作应

通过广泛征求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来完成，而非仅

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并确保利益相关者充分了

解接下来的工作内容和重点。概念框架是定义子

系统的依据，它被分解成子系统。子系统确定后，

模型详述工作完成。这一环节决定了模型的组

分，选择何种类型的生态模型以及需要收集的数

据。模型验证是检查该模型是否能解决起初设定

的问题，并能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不是检查模型的

编写是否正确。对于具有大量估计参数和子模型

的模型检验较为困难，因为模型的输出结果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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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构建生态系统模型［１７］

Ｆｉｇ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

　　依据模型关注领域的不同，现有的生态系统
模型大体可以分为 ４类：生态系统整体模型
（ｗｈｏｌ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ｓ）、动 态 多 物 种 模 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ｓ）或最小现实模型

（ｍｉｎｉｍｕｍ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ＭＲＭ）、动态系统模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ｓ）、拓展的单物种评估模
型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表１）。

表 １　生态系统模型分类表［１８］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模型类型 ｍｏｄｅｌｔｙｐｅｓ 关注领域 ｆｏｃｕｓａｒｅａｓ 具体模型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生态系统整体模型

ｗｈｏｌ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ｓ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中所有营

养级。

ＥｗＥ（ＥｃｏｐａｔｈｗｉｔｈＥｃｏｓｉｍ）模型，主要用于模拟生态系统状态和
内部能量流动规律等。

动态多物种模型最小现实

模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ｓｍｉｎｉｍｕｍ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ＭＲＭ）

仅关注物种间相互作用，只涉

及对目标物种有重要影响的

有限物种。

１．多物种虚拟种群分析和多物种预测模型（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ｏｒ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ＭＳＶＰＡａｎｄ
ＭＳＦＯＲ），该技术使用商业渔业的捕鱼年龄和胃内容物的数据，用
于估算过去的捕捞死亡率和一些目标鱼类的捕食死亡率；２．全球
适用的地区分类通用生态箱（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ｏｘ，ＧＡＤＧＥＴ）；３．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
会捕食与被捕食模式（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ｌｉｖ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ＣＡＭＬＲ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ｐｒｅｙｍｏｄｅｌｓ），评估南极磷
虾受其捕食者种群的影响，探索在模型中加入捕食者的需求，用于

建议年度磷虾的捕捞水平；４．基于个体模型和多物种统计模型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ＩＢＭ
ａｎｄＭＳＭ）等。

动态系统模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ｓ
关注生态系统中产生的相互

影响，主要包括环境和低营养

级，对高营养级的信息较为

缺乏

１．基于个体模型（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ＩＢＭ）假设个体行为对
种群动态有明显影响，研究个体的生命周期，通常被用于研究海洋

环境中单物种的动态变化，现也被扩展到对多物种的研究中；２．面
向对象的海洋生态系统开发模拟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ＳＭＯＳＥ）用于简单的个体捕食规律
研究；３．ＡＴＡＬＡＮＴＩＳ主要用于生态系统模拟测试；４．空间生态系
统和种群动态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ＳＥＰＯＤＹＭＳＥＡＰＯＤＹＭ）主要提供栖息地指数等。

拓展的单物种评估模型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把对单物种估算略作扩展，仅

增加有限的几个物种间的相

互影响。

拓展的单物种评估模型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ＥＳＡＭ）等。

注：表示当前应用最广的生态系统模型。
Ｎｏｔ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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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期 苏　萌：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简述 　　

　　单一物种存量估算模型被广泛应用于传统渔
业管理中，如每年的总可捕捞量（ｔｏｔａｌ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ＴＡＣ）计算，这一方法在 ＥＡＦ中仍然可被
延用。相比传统渔业管理，开展 ＥＡＦ需要更多生
态系统方面的信息为管理提供依据。多物种或生

态系统整体模型可以完成 ＥＡＦ对信息的需求，因
此构建生态系统模型是 ＥＡＦ实施过程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

３　与 ＥＢＦＭ比较分析

用于描述渔业和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不仅有

ＥＡＦ，还 有 以 生 态 系 统 为 基 础 的 渔 业 管 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ＢＦＭ）［１９］，
随着以科学为基础的渔业管理的发展，虽然这 ２
个概念都是为了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二

者的含义存在差异。

１９９８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将 ＥＢＦＭ 定义
为“一种方法，主要关注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及

其服务，包括其结构和功能，重视栖息地，在多物

种的视角下，致力于了解生态系统过程，以此开展

渔业管理。它的目标是重建和维持资源数量、物

种、生物群落和海洋生态系统在一个高生产力和

生物多样性的水平，以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如食物供给、收入以及人类休闲活

动。”
［２０］
。２００１年 ＦＡＯ雷克雅未克会议没有采

用这一术语，主要是因为有些国家认为“生态系

统”将成为渔业管理的新“基础”而否定了传统渔

业管理的做法
［１６］
。这可能被误认为在渔业管理

中，将优先解决环境问题，其后才是社会经济和文

化问题，引发人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公平性

的质疑，而进一步消弱了管理实施的效果。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ＥＡＦ）和以生态系统为
基础的渔业管理（ＥＢＦＭ）都以渔业管理为切入
点，主要涉及３个核心学科视角：制度———管理问
题，包括跨部门协调和合作；人文———社会经济福

利和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生态———生态系

统中生物要素的健康度和环境可持续性。二者的

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相对更偏重生态，前者则力

求在人类和社会经济需求与生态功能之间达到平

衡（图５）。

４　评价

　　２００１年ＦＡＯ提出在渔业管理方法中增加对

图 ５　概念侧重点比较［２１］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生态系统方面的考虑，并采用渔业生态系统

（ＥＡＦ）这一表达方式，２００３年 ＦＡＯ正式颁布
ＥＡＦ准则，提出了 ＥＡＦ的含义及其研究范式。随
后对 ＥＡＦ的研究和实践不断增加［１４－１５，１７，２１］

，ＥＡＦ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并实践。ＥＡＦ使渔业
管理的视角从过去只关注单一目标渔业资源，扩

展到可能对资源所在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各要

素，从渔业部门内部管理扩展到跨部门的综合管

理。ＥＡＦ是对传统渔业管理框架的扩展，为渔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途径。虽然目前

ＥＡＦ的目标、内涵和研究范式已经较为明确，但
是由于实现生态目标需要的时间较长，因此 ＥＡＦ
在实践经验方面的研究目前比较缺乏。

我国学界对渔业管理与生态系统结合的研究

主要以“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或者“以生态

系统为基础的渔业管理”此类表述为主
［２２－２５］

，对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鲜有提及，相关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主要有：第一，到目前为止，国内对 ＥＡＦ的中
文表述方式尚无定论，本研究中 Ｔｈ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的中文名称借鉴了 ＦＡＯ《负
责任渔业技术准则４增补 ２补篇 ２渔业管理》中
文版中采用的“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表述方式。

Ｔｈ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中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译为生态系统，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名词具有方法、途径的
含义，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为渔业，ＦＡＯ对 ＥＡＦ的中文译法
采用中英词语对应的方式，按照中英文的表达习

惯调整了词语顺序，清晰的表达了 ＥＡＦ的中文含
义。但是通过上文对 ＥＡＦ内涵及范式的描述可
知，ＥＡＦ是一种渔业管理方式，笔者认为“渔业生
态系统方法”的译法并没有清晰地表达 ＥＡＦ是一
种渔业管理的方法，易产生误解。至于“渔业生

态系统方法”的中译文是否能得到国内学界的认

同，仍需商榷。第二，国内学界对渔业生态系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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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ＥＡＦ）与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ＥＢＦＭ）之
间的异同也并无论述，经常混用，本研究对二者的

出处以及差异进行了整理分析。

本研究介绍了 ＥＡＦ的由来、定义、基本原则
及功能要素，简要介绍了 ＥＡＦ的实践基础和模型
构建的技术路径，概述了生态系统模型的整体分

类并列举了部分具体模型及其应用领域，对比了

ＥＡＦ与 ＥＢＦＭ的异同。ＥＡＦ实践过程及模型构
建中还包括大量的技术细节，鉴于篇幅所限将在

以后的研究中探讨。从我国渔业管理的实践分

析，尽管我国渔业管理部门已充分认识到渔业资

源及其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是现有的渔

业管理安排与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相去甚远。渔业

生态系统方法虽然还处于完善和发展阶段，但确

是渔业管理今后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我国对 ＥＡＦ的相关研究，对促进我国渔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笔者在美国罗德岛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系访学期间与导师 ＥｍｉＵｃｈｉｄａ的交流，使我有
机会了解 ＥＡＦ；同时感谢论文修改过程中李福柱
老师、于谨凯老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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