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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研究历程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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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海是众多渔业生物的产卵场、育幼场和索饵场，也是优良渔场，支撑着我国海洋
渔业资源的世代发生量和“海上粮仓”的可持续产出。近海渔业贡献了 80%~90%海洋捕捞
产量，在保障水产品供给、增加渔民收入、促进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近海渔业资源为切入点，我国科研人员围绕“海洋渔业资源开
发与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科技问题，系统开展了一系列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基础与应用
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作，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支撑了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科学养护与管理。渔业资源研究重点与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渔业发展休戚相关，本文
结合不同时期国家渔业发展战略，系统回顾了 1950年代以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研究 4个
发展阶段 (起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综合研究阶段和新发展阶段)的特点、研究重
点、调查装备及平台建设情况等；梳理了我国在近海渔业资源数量变动与渔场探查、渔业
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渔业资源调查评估技术研发、科学规范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体系形成
和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等研究进展和代表性成果，及其对我国近海渔业发展、管理与资源
养护政策调整的支撑作用；明确了未来渔业资源研究要注重多学科研究和综合性调查，深
入解析渔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机制和机理，结合经济、社会等因素研发新的渔业资源
利用与管理模式，实现“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支撑资源养护型近海捕捞业实施和渔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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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渔业大国，海洋渔业为保障国家食物

安全、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做出了

突出贡献。近海渔业贡献了 80%~90%海洋捕捞产

量，是我国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在保障水产品

供给、增加渔民收入、促进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4]。然而，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近海资源过度开发，

生态系统健康和“海上粮仓”的可持续产出受到严

重威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研人员以近海

渔业资源为切入点，围绕“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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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利用”的关键科技问题，从个体、种群、群落

和生态系统等层次逐步深入解析了渔业资源变动

规律和可持续产出机理；同时，整合物理海洋、

海洋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理

论，构建了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理论体系的

基本框架，推动了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这一新兴

学科领域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

近海不仅是我国传统渔区，除渤海为内海外，

其他海域也是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多个周

边国家共同关注的海域，其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

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随着与一些周边国家双

边渔业协定的实施，共管水域以及跨国洄游资源

的分配与管理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威胁我国渔

业资源安全和发展走向[4-5]。在此背景下，科研人

员解析了多种在我国近海产卵的重要洄游性种

类，如小黄鱼 (Larimichthys polyactis)、鳀（Engr-
aulis  japonicus）和中国明对虾（Fenneropenaeus
chinensis）等的资源补充、洄游过程和鱼源归属

问题[6-9]，为维护我国作为鱼源国的渔业权益和海

洋权益提供了科学依据。

近年来，随着围填海工程、污染和海上溢油

等人类活动的日益加剧，赤潮、绿潮、海星和水

母等生态灾害在近海水域频发，严重制约了我国

近海渔业生态系统健康和食物产出能力，危及了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0-11]。同时，在高捕捞压

力下，渔获物幼鱼比例显著增加，一些重要种类，

如蓝点马鲛  (Scomberomorus niphonius)、小黄鱼、

鲐  (Scomber japonicus) 和带鱼  (Trichiurus lepturus)
等，表现出年龄结构简单化、体型小型化、性成

熟提前等特征 [12-16]。另外，气候变化不仅通过改

变海水温度、酸度和海流等环境要素直接影响渔

业资源，还会通过影响渔业生物生长、洄游、扩

散和繁殖等生命活动 [17-18]，引起渔业资源波动。

因此，探讨渔业生物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多

重压力下的适应机制，研究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

资源管理策略，对加强渔业资源养护、提升海洋

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科研人员以

近海积极探索了渔业种群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响应机制 [19-24]，并对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和海洋

牧场等资源养护技术的综合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估
[25-27]，同时，逐步建立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繁育与

物种保护技术体系，为促进我国海洋渔业持续健

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渔业资源研究主要是为渔业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和管理提出科学依据，其研究重点与渔业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以及渔业发展休戚相关。本文以时

间为主线，结合不同时期国家渔业发展战略，对

近海渔业资源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对代

表性成果进行简要梳理，以期为实施近海资源养

护型捕捞业、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资源管理、促

进渔业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1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研究的发展历程

 1.1    起步—发展阶段 (1980年之前)

建国初期，我国渔业生产主要依赖于渔民经

验，缺乏对沿海渔场、渔业资源种类组成与数量

分布等方面的了解。1950年，第一届全国渔业会

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恢复渔业生产”的工

作方针；随后，1958年的全国水产工作会议提出：

“要有信心、有计划地推进我国的渔业生产，使它

和农业、工业同时发展起来。”在此期间，我国开

始组建国营海洋渔业捕捞公司，重点作业渔区在

黄渤海和东海的近海区域，主要从事底拖网和围

网捕捞作业。1955年 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渤

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

规定了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以保护沿海渔业资

源。到 20世纪 60年代，由于机动捕捞渔船数量

较少，捕捞能力较低，近海渔业资源状况良好。

确定渔场及掌握重要渔业种类的数量变动规

律是合理开发、促进渔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也是

新中国初期制约近海渔业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的科

技难题。在这期间，渔业资源研究以近海渔场为

出发点，开展了“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及专项调查

“烟威外海鲐鱼渔场综合调查”“渤海诸河口渔业综

合调查”等，基本摸清了我国近海重要渔场的“家
底”，指导了建国初期近海捕捞业的发展。调查期

间开展了渔业种类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聚焦在主

要渔业种类，如中国明对虾、大黄鱼  (Larimich-
thys crocea)、小黄鱼、带鱼、蓝点马鲛、鲐鲹类

和太平洋鲱 (Clupea pallasii) 等重要经济种类，开

展了一系列专题调查研究工作，如“渤海对虾相对

数量调查和预报”“小黄鱼洄游分布和预报”“渤海

主要经济鱼虾类种群动态变动”“太平洋鲱、鲐和

鲅鱼渔场和资源数量预报调查”等。这些调查研究

工作厘清了这些重要经济种类的种群动态特征并

进行渔场预报，同时，积累的宝贵经验也为我国

渔业资源调查评估技术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推动了近海捕捞业的发展。其中，“渤海对虾资源

金显仕，等 水产学报, 2023, 47(11): 119310

https://www.china-fishery.cn 中国水产学会主办    sponsored by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

2



调查、数量预报和渔情预报”获 1978年全国科学

大会奖。

 1.2    快速发展阶段 (1980—2000年)

1979年 2月，国家水产总局召开了改革开放

后的第一次全国水产工作会议，面对渔业资源遭

受严重破坏、总产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严峻形

势，会议主要围绕“捕捞过度、资源衰退”展开讨

论，鼓励可持续资源管理的探索，如拖网退出渤

海，对虾增殖放流等；制定了“大力保护资源，积

极发展养殖，调整近海渔业，开辟海外渔场”等方

针，为我国渔业改革开放与发展指明方向[28]。在

这期间，随着捕捞努力量的迅速增加，总产量迅

速增长，近海渔业资源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虾蟹类和小型中上层鱼类生物量升高，小黄鱼、

带鱼和鳓 (Ilisha elongata) 等传统经济鱼类数量不

断减少，有的甚至不能形成渔汛。特别是在渔业

生产体制由大包干经营责任制向“以船 (对船或单

船)核算”的股份经营制转变后，渔业资源量与捕

捞生产能力的矛盾日益凸显。1980年，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转国家水产总局《关于划定南海区和

福建省沿海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的意见》、

国家水产总局印发《关于集体拖网渔船伏季休渔

和联合检查国营渔轮幼鱼比例的通知》《违反渤

海区水产资源保护法规处理办法暂行规定》，以

进一步保护近海渔业资源。1995年起，国家渔业

主管部门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渔业管理与资源养

护措施，如渔船双控、伏季休渔、增殖放流等，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998年 12月在全国农业工

作会议渔业专业会议上，首次提出 1999年开始实

行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的指导性目标，2000年

将“零增长”目标扩展到内陆捕捞业，并且后续在

《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进一步提

出“负增长”的目标。

此时，渔业资源研究以资源养护和资源结构

改善为出发点，提出合理开发近海渔业资源、开

展增养殖渔业为中心的新型渔业经济发展模式，

先后开展了“渤海水域渔业资源、生态环境及其增

殖潜力的研究”“陆架渔业资源调查与渔业区划的

研究”等调查研究，支撑了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增

殖工作。其中，“渤海渔业增养殖技术研究”获
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对虾种群动态规

律的研究”获 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中国

明对虾放流也成为我国近海资源增殖中规模最大、

最有成效的种类，在世界上引起了日本、美国和

澳大利亚等渔业强国的关注[29]。同时，生态环境

与渔业资源的关系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胶州湾生

态学和生物资源”“莱州湾及黄河口渔业生物多样

性及其保护研究”“黄海大海洋生态系调查”和“闽
南-台湾浅滩渔场上升流区生态系研究”等项目顺

利开展，使我国在近海渔业生物学 (种群组成、摄

食生态、年龄、生长、繁殖、洄游等)、数量分布

与变动、渔业环境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取得了多个开创性成果，为我国海洋渔业科学的

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1-3]。

1970年代后期到 1980年代初期，三艘现代

化专业渔业资源调查船投入使用，使我国渔业资

源调查装备跨入国际先进行列，特别是由挪威政

府赠送的“北斗”号调查船装备了具国际领先的渔

业声学评估系统，其承担调查任务的中挪“北斗”
合作项目“鳀鱼资源、渔场调查及鳀鱼变水层拖网

捕捞技术研究”，在我国首次成功地利用声学方

法，评估出黄、东海鳀资源量和可捕量，查明了

鳀生物学特征和洄游分布规律及其渔场海洋学特

征 [30-33]，并设计研制出适合我国现有渔轮、性能

优良的网具，相关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

的空白，推动了我国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技术的

发展，使我国渔业资源调查研究水平进入世界先

进行列。该成果获 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同时推动了鳀渔业及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34]。以此为基础，2001年

农业部黄渤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提出了《黄

渤海区鳀鱼限额捕捞管理方案》。同时，其他中

上层鱼类资源也日渐受到重视，其可持续开发利

用也成为近海渔业资源领域的重点研究目标，其

中，“东、黄海及外海远东拟沙丁鱼资源调查和开

发利用的研究”获 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期间总体上渔业资源调查项目很少，尚未建立

起常规的渔业资源调查体系，其中两艘专业调查

船相继转为其他用途，导致 1990年代后期执行国

家海洋勘测专项生物资源调查项目只有“北斗”号
一艘专业调查船。

 1.3    综合研究阶段 (2000—2015年)

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是渔业科学和海洋科学

交叉发展起来的海洋前沿新领域，研究核心是物

理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和耦合，国际上

对这一前沿新领域的发展非常重视。我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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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的重要性，并直

接参与了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 (GLOBEC)科
学计划和实施计划发展与制定。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渤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持续

利用”开创性的研究，以及后续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 (973计划)持续支持，先后有“我国近海

生态系统食物产出的关键过程及其可持续机理”
“多重压力下近海生态系统可持续产出与适应性管

理的科学基础”“南海陆坡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

资源的可持续作用”等 8个项目实施，不仅使我国

在国际海洋科学前沿新领域占居了显要的一席之

地，同时，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创新成果。通过物理海洋、海洋化学、海洋生

物和渔业资源等多学科交叉与整合研究提高了我

国近海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的综合观测、建模和

预测技术的研究水平。这种学术起点高、需求目

标明确的基础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海洋多学科

交叉研究，使得我国海洋科学综合研究能力迅速

提高，并促使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在我国实

现了跨跃式发展，在世界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

究中进入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35-36]。

近海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受多因子多种机制的

作用，导致生态系统出现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是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具有显著动态特性

的主要原因[23]。食物网反映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37]，是开展海洋生态系统整

合研究的重要切入口。我国在食物网关键种、重

要种类和生物群落等层次深入探讨了浅海陆架生

态系统高营养层次营养动力学特征，并取得多项

突破性研究成果。例如，基于“全程食物网”“简化

食物网”研究，发现黄渤海高营养层次的营养级呈

下降趋势，即营养级较低的种类成为目前高营养

层次的主要种类 [4]，高营养层次鱼类的生态转换

效率与营养级显著负相关 [38-39]。根据海域生物资

源群落结构、优势种组成、多样性特征及其与人

类活动、环境因子的关系，综合了生物和理化等

多种因素，把黄、东海生态系统分为 5个不同服

务功能的生态亚区。这些研究成果对生物生产理

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

洋渔业可持续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家海洋勘测专项生物资源调查项目对我国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了全水层生物资源和栖

息环境综合调查，建立了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

绘制了丰富的生物资源及环境图件，全面、系统

地评估了渤、黄、东、南海生物资源、栖息环境

及其变动趋势，其成果“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获 200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外，“东海区重要渔业

资源可持续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获 2014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基于相关研究结果，支撑

了高营养层次群落结构和多种重要资源种类种群

动力学研究，为制定我国限额捕捞方案、推动先

进渔业管理制度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了

具体科学依据[23, 40]。

近海是众多渔业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育

幼场，以及优良渔场，但过度捕捞、围填海工程

等人类活动致使栖息地减少、碎片化甚至丧失，

水域环境污染严重，产卵场和索饵场功能严重退

化 [10-11]。为保护近海渔业资源，2006年 2月，国

务院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

提出了通过重点渔业资源保护、渔业资源增殖和

负责任捕捞管理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

养护管理水平。农业农村部先后出台《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

体规划 (2011—2015年)》《关于创建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的通知》等系列重要指导文件，进一

步指导增殖放流、海洋牧场的科学规划与发展。

公益性行业 (农业)科研专项“黄渤海生物资源调查

与养护技术研究”“东海渔业资源评价和增殖养护

技术研究与示范”“南海渔业资源增殖养护与渔场

判别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人工海洋牧场高效利

用配套技术模式研究与示范”，海洋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基于生态系统的典型海域生物资源综合修

复与调控技术研究及示范”，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海洋重要生物资源养护与环境修复技术研

究与示范”等针对资源养护和海洋牧场建设面临的

技术瓶颈，研发了资源增殖潜力评估、资源增殖

种类筛选、遗传背景分析和生态风险评估、增殖

效果综合评估、典型渔业生境营造、海洋牧场建

设等资源养护设施与技术，有效集成系列技术并

开展了产业化示范，构建了一批技术创新与应用

平台，逐步建立并形成完善、科学、规范的水生

生物资源养护体系，为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和渔业

生境修复提供了坚实支撑。此外，濒危水生野生

动物的繁育与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海洋自然

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日益

加强。由此，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向科学化和

规范化发展。

金显仕，等 水产学报, 2023, 47(11): 119310

https://www.china-fishery.cn 中国水产学会主办    sponsored by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

4



 1.4    新发展阶段 (2015年至今)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导致全球

环境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海洋环境恶

化，局部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和

海洋毒素蔓延流行，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威胁[10, 41]。

近海传统经济种类资源衰退，渔业资源结构变化

显著，严重影响近海食物产出功能。我国开展的

“近海环境变化对渔业种群补充过程的影响及其资

源效应”973计划项目，通过多学科交叉厘清了重

要经济种和关键种的生物学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

的关系，构建了基于多环境因子的种群生长模型，

解析了渔业生物对栖息环境的适应性；综合近海

生态系统面临的多重压力、生态系统的响应、功

能与服务等特征，探讨从生态系统水平 (包括：组

成、结构和功能)上进行渔业资源精细化管理和科

学养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我国重要渔业水域食

物网结构特征与生物资源补充机制”“渔业水域生

境退化与生物多样性演变机制”“典型渔业水域生

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技术”“东海渔业资源增殖

与多元化养殖模式示范”等多个项目的实施，通过

数据深度挖掘与整合分析，解析了我国“三横一纵”
(长江、黄河、珠江和近海)水域的食物网演变及

食物产出过程，揭示了我国典型渔业水域的生物

多样性格局，研发了其资源养护、生境修复技术

及资源综合管理技术，从生态系统整体效应和适

应性管理层面推进了近海渔业生态系统的整合研

究。这一时期，代表性成果“长江口重要渔业资源

养护技术创新与应用”获 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以“南锋”号、“淞航”号、“蓝海 101”号和“蓝
海 201”号为代表的综合性渔业科考船投入使用，

以及我国首个渔业资源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站—山

东长岛近海渔业资源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入

列建设，标志着我国渔业资源调查和基础观测体

系基本建立。2013年，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海洋

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每五

年开展一次渔业资源全面调查，常年开展监测和

评估，重点调查濒危物种、水产种质等重要渔业

资源和经济生物产卵场、江河入海口、南海等重

要渔业水域[42]。2014年启动的近海渔业资源调查

和近岸产卵场调查项目是继国家海洋勘测专项之

后，开展的大规模近海渔业资源和产卵场调查，

摸清了近海渔业资源和产卵场状况，2021年首发

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状况报告》，为近海渔业

资源养护与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南海外海渔业

资源调查评估取得新进展、南海深海中层鱼资源

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首次发现

并验证了南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中层鱼资源，该

发现标志着我国渔业资源研究从浅海走向陆坡深海。

另外，我国开展了中韩、中日、中越协定水

域渔业资源调查、南峰专项调查等项目。以上项

目的研究成果为评估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动态变化

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合理利用及

其多国 (地区)共同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

科学依据[1, 42]。同时，这些项目的开展促进了海洋

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技术改进及新技术研发，如

声学评估技术的改进、生态区划标准与环境监测

实现数字化、环境 DNA技术、原位监测技术等。

其中，环境 DNA技术是继渔业资源传统拖网调查

技术、以及 1980年代兴起的渔业声学评估技术之

后，又一次实现渔业资源监测与评估技术的突破。

目前，环境 DNA技术在我国近海已经成功应用于

单种生物量评估 [42-43]、典型海域种类组成与生物

多样性分析[44-48]、水生野生动物监测[49]、水生外来

物种监测与预警[50] 等。

“十二五”到“十四五”期间，通过对我国近海

的捕捞作业类型涉及双拖、单拖、桁杆、拖虾、

灯光围网、流刺网、帆式张网、定置张网、钓、

笼捕等信息船进行调查采集，实现了全国海洋捕

捞信息动态采集网络稳定和业务化运行，定期发

布海洋捕捞渔情信息，为全国海洋渔业统计工作

提供了基础资料。随着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日益

成为渔业管理的方向，渔业资源生物经济模型也

由简单生物模型逐步发展为集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复杂

动态模型，结合各种因子的不确定性，模拟不同

渔业管理措施及其可控因子的变化等对渔业资源

优化配置的影响，为渔业管理者优化管理策略提

供依据[51-52]。

 2    新时代下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研究展望

当前，随着捕捞、污染、栖息地丧失、环境

变化等影响渔业资源的外部因素越来越凸显，近

海渔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渔业资源科学养护与

管理逐渐提上日程，成为渔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了

一系列渔业管理措施，如伏季休渔 (多次延长休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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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捕捞产量“零增长”、捕捞渔船“双控”、捕捞

总量管理/限额捕捞，直至当今长江十年禁捕。这

些措施给渔业资源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由于

多重压力以及生态系统不确定性的影响，渔业资

源恢复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综观世界渔业

管理 100多年的历史，没有哪一项管理措施能够

阻止资源衰退或快速恢复资源，渔业资源恢复任

重而道远，需要持之以恒地探索适应性管理对

策[53-55]。

渔业资源是捕捞业的发展基础，也是水产养

殖原种来源，其研究作为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

不仅要实现常态化和科学化，还需要注重多学科

交叉研究和综合性调查，深入解析渔业生态系统

结构与功能的机制和机理，推动研究重点和目标

向更深、更细、更广的方向发展，为生态系统水

平的渔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研发渔业资源监测、

评估与养护新技术、新方法、新装备，强化渔业

资源管理与养护、水生野生动物和种质资源保护

等科技支撑；创新关键栖息地生态修复和生境营

造技术体系，强化渔业资源“三场一通道”保护的

科技支撑；同时，也要纳入经济、社会等因素，

研发新的渔业资源利用与管理模式，实现“开发中

保护，保护中开发”，稳步推进资源养护型近海捕

捞业和渔业高质量发展。

感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资源保护与利

用学科的各位专家提供相关材料。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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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studies on inshore fisheries resources in China

JIN Xianshi 1,2,3*,     TIAN Honglin 1,     SHAN Xiujuan 1,2,3

(1.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Mariculture Biobreeding and Sustainable Goods, Key Laboratory for Fishery Resources and Eco-
environment, Shandong Province,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Laoshan Laboratory, Qingdao　266237, China;
3. Shandong Changdao Fisheries Resources National Field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Yantai　265800, China)

Abstract: The inshore waters are the major spawning, nursery and feeding grounds of many fishery specie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fishing  grounds,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integral  for  the  recruitment  of  fish  stock  and
sustainable  yield  in  sea  granary  of  China.  The  inshore  fisheries  constitute  80%-90%  of  marine  fisheries
catches,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securing seafood supply, augmenting fishermen’s income and bolster-
ing the marine economy of  coastal  reg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focusing on the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on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search on fishery resources, including fisheries resources surveys and stock assessment,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and so on, and gaine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The emphasis on fisheries resources research correlates closely with fisheries resources exploit-
ation and fishery industry development. Aligning with the national fishery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across dif-
ferent epoch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traces the four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inshore fisheries resources
research  since  the  1950s:  the  nascent-development  phase,  the  rapid  growth  phase,  the  integrated  research
phase  and  the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We delineate  their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primary  research  focus,
and advancements in survey equipment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reover, the paper collates China's pro-
gress and seminal findings in areas such as dynamics of fish populations, fishing ground exploration,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fisheries resourc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or fisheries resources survey and stock assess-
ment,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ally regulated aquatic conservation systems and dynamics of marine ecosys-
tem. These finding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Chinese inshore fishery industr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regula-
tions  and  policies  adjustment  of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The  paper  accentuates  the  future
research imperative of embracing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comprehensive surveys. It calls for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governing  fishery  ecosystem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and
advocates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in  devising innovativ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is  holistic  approach,  epitomized by “protecting during development  and develop-
ing during protection”,  aims to bols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ervation-oriented inshore fishery industry
and champion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the fishery secto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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