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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根廷渔业发展看与中国的渔业合作
邹磊磊　 朱文钊

内容提要: 阿根廷渔业资源丰富ꎬ 但其渔业发展并不顺利ꎬ 原

因有多方面: 渔业政策与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ꎬ 逐步从仅注重渔业

产量转向渔业资源养护、 渔业环境保护等ꎻ 渔业资源养护不力ꎬ 导

致渔业产量下降ꎻ 虽然具备良好的水产养殖自然条件ꎬ 但养殖技术

欠发达ꎻ 水产品加工业欠发达ꎬ 未能实现水产品的高附加值ꎮ 鉴于

上述渔业发展现状ꎬ 国际合作是阿根廷渔业实现深入发展的重要手

段ꎮ 阿根廷与中国的渔业合作互补性强ꎬ 合作前景广阔ꎮ 中国与阿

根廷的远洋渔业合作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在 ２０１０ 年两国政府间

渔业合作协议下ꎬ 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ꎬ 除了远洋渔业合作ꎬ 阿根

廷面向中国的水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均有稳步上升ꎬ 中国养殖技术

的输出也成为合作亮点ꎮ 在深化远洋渔业合作的同时ꎬ 中阿两国还

应拓展水产养殖、 水产品加工、 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 渔业产业投

资等领域的合作ꎬ 使中阿渔业合作在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的基础上

得以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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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西与智利接壤ꎬ 因而未能在南太平洋形成漫长海岸线ꎻ 但东濒西

南大西洋ꎬ 海岸线长达 ４０００ 多公里ꎬ 且南北跨度近 ２０ 个纬度 (南纬 ３５° ~
５５°)ꎬ 专属经济区面积达 １１６ 万平方公里ꎮ① 得益于天时地利ꎬ 阿根廷海域渔

业资源丰富ꎮ 阿根廷东南部海域处于巴塔哥尼亚大陆架ꎬ 为南半球最大的陆

架海域ꎬ 也是鱼类种群适宜的栖息地ꎮ 阿根廷北部海域渔业生产力强ꎬ 起源

于赤道的高温高盐的巴西暖流及南赤道支流与起源于南极环流的低温低盐的

福克兰寒流在此处交汇ꎬ 虽然海岸线仅占总长度的 ２５％左右ꎬ 其捕捞量却占

全国总量的 ８５％和出口量的 ７５％ ꎮ② 另外ꎬ 拉美地区重要的拉普拉塔河、 巴

拉那河、 巴拉圭河与乌拉圭河每年将含有大量丰富营养和有机质的河水排入

阿根廷沿海ꎬ 也为鱼类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ꎮ③ 虽然阿根廷渔业资源丰富ꎬ
但其渔业政策与法律制度、 渔业产业、 渔业国际合作均处于发展及完善过

程中ꎮ
国内针对阿根廷渔业以及中阿渔业合作开展的研究非常有限ꎮ 有限的研

究也仅关注滑柔鱼、 金枪鱼渔业等阿根廷比较重要的渔业产业④ꎬ 并没有对阿

根廷渔业做整体的介绍ꎮ 对阿根廷渔业政策的介绍比较偏重于入渔政策的研

究⑤ꎬ 虽然符合中国渔业政策制定者、 渔业从业者的兴趣ꎬ 但是缺乏对阿根

廷渔业政策全面的介绍ꎮ 关于中阿之间渔业合作的研究比较偏重于某一特

定领域的合作ꎬ 比如鱿钓业和水产品贸易⑥ꎬ 并未对中阿渔业合作的领域进

行全面梳理ꎬ 未充分发掘双方互补性、 互赢的合作潜力ꎮ 就中阿渔业实践

经验和政策交流等方面开展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ꎬ 仅关注阿根廷滑柔

鱼渔业管理对中国近海及远海渔业管理的借鉴作用⑦ꎬ 未就更广泛层面的渔

业政策交流、 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经验交流等进行深入研究ꎮ 除了有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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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研究ꎬ 已经开展的研究并未与时俱进地介绍阿根廷渔业现状和中阿渔

业合作最新进展ꎮ 国外的文献一般仅着眼于阿根廷渔业的事实数据的描述ꎬ
比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发布的渔业数据统计和渔业产量与政策

回顾ꎮ
鉴于以上情况ꎬ 本文将全面介绍阿根廷渔业发展状况ꎬ 回顾阿根廷渔业

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 渔业产业发展史和国际合作发展历程ꎬ 并探讨

中国与阿根廷在远洋渔业、 水产养殖业、 水产品加工业、 渔业管理和养护等

领域开展全方位、 互补性、 双赢式渔业合作的可行性ꎮ

一　 阿根廷渔业状况及其国际合作

阿根廷渔业资源丰富ꎬ 品种多且品质高ꎬ 能满足不同国际市场的需求ꎬ
这是阿根廷渔业的最大优势ꎮ 图 １ 为阿根廷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的渔业捕捞产量情

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阿根廷的渔业捕捞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ꎬ 年产量

达百万吨以上ꎻ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其捕捞产量有所下降ꎬ 但基本维持在 ９０ 万

吨左右ꎮ 阿根廷海洋渔业资源可利用的品种多达 ３００ 种ꎬ 其中阿根廷滑柔鱼、
阿根廷无须鳕、 牟氏红虾、 南美尖尾无须鳕、 巴塔哥尼亚扇贝等为主要捕捞

品种ꎮ①

图 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阿根廷渔业捕捞产量 (单位: 万吨)
资料来源: ＦＡＯꎬ ＦＡＯ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２ꎬ Ｒｏｍａｎ: ＦＡ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９ꎻ ＦＡＯꎬ ＦＡＯ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ꎬ Ｒｏｍａｎ: ＦＡ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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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了解阿根廷渔业全貌ꎬ 以下介绍阿根廷渔业政策与法律制度、
渔业产业发展以及渔业国际合作ꎮ

(一) 阿根廷渔业政策与法律制度

１９９８ 年 «联邦渔业法» (第 ２４９２２ 号法)① 在阿根廷渔业管理史上具有里

程碑作用ꎬ 此前阿根廷国内缺乏渔业立法ꎬ 仅有的渔业相关立法仅关注渔业

产量提高ꎬ 而不关注渔业资源养护、 渔业环境保护等问题ꎬ 不利于渔业可持

续发展ꎮ② «联邦渔业法» 重视渔业投入控制ꎬ 同时引入产出控制管理ꎮ 入渔

许可制度、 休渔制度、 渔具渔法限制等都是传统的渔业投入控制手段ꎬ 但随

着捕捞技术的发展ꎬ 渔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ꎬ 渔获量上升ꎬ 造成渔业资源衰

退ꎮ «联邦渔业法» 把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作为渔业产出控制的重要手段ꎬ 在

总可捕捞量确定的前提下ꎬ 以渔民、 渔船、 渔业公司为捕捞单元ꎬ 给予他们

在确定的时期和区域内捕捞确定数量的渔业资源的权利ꎬ 从而避免了捕捞过

程中的无序竞争ꎮ 由于配额制度的实施必须拥有渔业资源的动态数据和完备

的渔业监督机制ꎬ 一直到 ２００９ 年阿根廷才真正针对阿根廷无须鳕在内的四种

鱼类种群实施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ꎮ
得益于 «联邦渔业法»ꎬ 阿根廷政府对渔业的管理监控、 资源养护、 科学

研究、 环境保护等均步入制度化道路ꎮ 随着该法的制定与实施ꎬ 阿根廷联邦

渔业委员会也随之成立ꎬ 全面负责国内渔业政策的制定与开展ꎬ 协调渔业科

学研究ꎬ 制订渔业发展计划ꎬ 确定每年的总可捕捞量和个人可转让配额ꎮ
２００９ 年阿根廷政府成立农牧渔业和食品部ꎬ 进一步加强了渔业在内的农业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ꎮ 至此ꎬ 阿根廷的渔业管理基本走上了正轨ꎮ
(二) 阿根廷的渔业产业发展

阿根廷的渔业产业发展道路经历了颇多起伏ꎮ 虽然渔业资源丰富ꎬ 但

阿根廷的渔业历史并不悠久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前ꎬ 阿根廷的渔业发展滞

后ꎬ 海洋捕捞设备落后ꎬ 水产品仅供给国内市场ꎮ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由于

世界传统渔场渔业资源的日渐匮乏ꎬ 国际市场对水产品的需求上升ꎬ 刺激

了阿根廷渔业的发展ꎬ 渔业产量有所上升ꎬ 但由于当时欧洲及亚洲对水产

品进口均启动严格壁垒ꎬ 阿根廷渔业发展动力不足ꎮ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ꎬ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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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专属经济区制度的限制ꎬ 外国渔船不能再进入阿根廷海域开展捕捞作业ꎬ
因而陆续出现了一些渔业合资企业ꎬ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阿根廷渔业捕捞

技术及设备的更新与改进ꎮ ９０ 年代阿根廷的对外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该

国渔业的发展ꎬ 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资ꎬ 而且引进了先进的渔业技术及设

备ꎬ 阿根廷渔业进入全速发展期ꎮ 渔业产量在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达到历史最高

峰ꎬ 约 １４０ 万吨ꎬ 同时包括中国、 日本、 韩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也陆续成为

阿根廷水产品的重要出口国ꎬ 巨大的国际水产品需求促使阿根廷渔业快速

发展ꎮ
但是ꎬ 阿根廷国内渔业政策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该国渔业的进

一步发展ꎬ 且一切以提高产量为最终目的的无序捕捞竞争使渔业资源得不

到合理的养护ꎬ 阿根廷渔业逐渐显现衰退迹象ꎮ 比如ꎬ １９９８ 年阿根廷无须

鳕的捕捞量竟然超出可允许捕捞量的 ７３％ ①ꎬ 导致之后连续几年的无须鳕捕

捞业一蹶不振ꎮ 阿根廷渔业经过 ９０ 年代连续多年的增产之后ꎬ １９９８ 年后开

始连续减产ꎬ 这唤起了阿根廷政府的渔业资源养护意识ꎬ 促成了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联邦渔业法» 的制定及实施ꎮ 迄今为止ꎬ 除了 ２００６ 年渔业捕捞产量重

新过百万吨ꎬ 阿根廷的捕捞产量基本维持在 ９０ 万吨上下ꎬ 始终未能突破阿

根廷捕捞历史上巅峰时期的产量ꎮ
阿根廷的水产养殖业发展缓慢ꎮ 该国拥有良好的水产养殖条件ꎬ 江河、

湖泊及海域面积大且分布广泛ꎬ 有利于开展不同类型的水产养殖ꎮ 但是ꎬ 与

该国的渔业捕捞产量相比ꎬ 其水产养殖产量几乎微不足道ꎬ 一直以来维持在

３０００ 吨上下ꎬ 仅约为捕捞产量的 １ / ３００ ~ １ / ４００ꎬ 图 ２ 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间阿根

廷捕捞与养殖产量对比图ꎮ 另外ꎬ 阿根廷仅拥有 １０００ 余个水产养殖场ꎬ 且皆

为小型或中型养殖场ꎬ 养殖技术不高ꎬ 海水养殖不发达ꎬ 淡水养殖产品单一ꎬ
其中ꎬ ２０１１ 年淡水养殖品种中约 ４２％ 为鳟鱼ꎬ ３８％ 为黑鳍巨脂鲤鱼ꎮ② 促进

阿根廷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养殖技术、 开发养殖品种、 改善养殖条

件ꎮ 在加大政府投资的同时ꎬ 阿根廷政府也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合作全面发展

水产养殖业ꎮ

—９９—

①

②

刘连军、 秦正军、 陈捷: «阿根廷渔业及入渔政策»ꎬ 载 «中国渔业经济»ꎬ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５ － ４８ 页ꎮ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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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阿根廷捕捞与养殖产量对比图 (单位: 万吨)
注: 图中实线为捕捞产量 (左轴)ꎬ 虚线为养殖产量 (右轴)ꎮ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５０

　 　 在阿根廷ꎬ 与渔业紧密相关的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ꎬ 加工

业欠发达导致阿根廷出口的水产品基本上是未加工或初级加工产品ꎬ 该国仅

能通过加大出口量增加出口贸易额ꎬ 却把实现产品附加值的利益转移到其水

产品进口国ꎮ 表 １ 是经合组织发布的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阿根廷水产品出口的详

细情况ꎬ 这两个年份是阿根廷进入 ２１ 世纪后渔业产量最高的两年ꎬ 其水产品

出口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加工业是渔业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ꎬ 不仅有利

于提升水产品的附加值和出口创汇能力ꎬ 同时可以带动国内的水产品消费市

场ꎮ 阿根廷的水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巨大ꎬ 但如何挖掘其潜力是阿根廷面临

的一项艰巨任务ꎮ 此外ꎬ 阿根廷水产品加工业与渔业的发展紧密相关ꎬ 如

２００９ 年滑柔鱼的减产使部分加工厂由于缺乏原材料而倒闭①ꎬ 这从一个侧面

显示了该国水产品加工业的脆弱性ꎮ

—００１—

①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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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阿根廷出口的水产品情况 (单位: 吨ꎬ 万美元)

水产品种类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额

鲜鱼及冷藏鱼 (不包括鱼片) １３０３５ １３４２ ９ ７６６６ １４２７

冰冻鱼 (不包括鱼片) １５６６１９ １６５１３ ４ １４２２２４ ２２３３０ ６

鱼片及其他鱼肉 １７６４２７ ３８１６４ １２３６８５ ３９９５０ ２

供人食用的干制或腌制鱼肉、 鱼
粉、 鱼丸

１３４６０ ２３５４ ９ １２３５５ ２６８７ ８

虾蟹等甲壳类水产品 ３９４８８ ３７３５８ ３ ４３３５８ ３８３６０ ３

贝类等软体类水产品 １８７０２３ ２５１３５ ２ １８３４４４ ２００１４ ４

不适宜供人食用的、 未归入其他
分类的水产品

１２４ ２６ ３ １５５４ １３５ １

鱼或其他海洋哺乳动物的油脂 ４８９ ７１ １５４３ １８５ ８

鱼及其他海鲜的抽出物及液汁 ７７ ２３ ７６ ３０ ３

预制或防腐处理过的鱼 ２５９１ ８８３ ３ ３２５９ １１９３ ９

预制或防腐处理过的海鲜 ３１４ ２８１ ９ ２４３ １９２ ８

不适宜供人食用的鱼粉、 鱼粉饲
料和鱼丸

３７８２１ ２７１７ ３ ４２１９３ ３４１３ ９

活鱼 ０ ０ １ ６ １

总计 ６２７４６８ １２４８７１ ５ ５６１６０１ １２９９２８ ２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２６ꎻ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０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８５

(三) 阿根廷的国际渔业合作

总体而言ꎬ 阿根廷对渔业资源还未进行合理的开发ꎬ 渔业尚未成为阿根

廷重要的支柱产业ꎮ 鉴于阿根廷渔业捕捞技术和渔业产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ꎬ
国际渔业合作成为阿根廷渔业实现长足发展的关键ꎮ

阿根廷的国际渔业合作历史并不长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ꎬ 实施

专属经济区制度使阿根廷国内第一批渔业合资企业应运而生ꎮ 根据 １９６７ 年

«联邦法» (第 １７５００ 号法)ꎬ 除了国家合作协议下的极少数特例ꎬ 当时仅允许

悬挂阿根廷国旗的外国渔船入渔ꎮ 外国渔船的加入和国际市场对阿根廷水产

品需求的持续上升使阿根廷渔业得以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是阿根廷渔业

产量的鼎盛时期ꎬ ９０ 年代后期渔业资源出现衰退ꎬ 同时渔业成本上升、 经济

收益下降以及投入不够等问题使渔业难以维持正常生产ꎮ 但此时阿根廷迎来

了国外资金投入的第二个高峰期ꎬ 该国渔业得以维持和发展ꎮ １９９８ 年 «联邦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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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法» 进一步鼓励国外投资者ꎬ 允许悬挂外国船旗的渔船入渔阿根廷海域ꎬ
但一般仅限于捕捞未开发或低度开发的鱼类种群ꎮ 目前ꎬ 外国渔船一般以三

种方式入渔阿根廷海域: 一是被阿根廷渔业公司租赁ꎬ 公司获得捕捞配额ꎬ
外国渔船收取租赁费用或者以固定价格回收渔获物ꎻ 二是通过与阿根廷渔业

公司合资ꎬ 外国渔船入籍阿根廷ꎬ 公司向政府申请捕捞配额并开展捕捞作业ꎬ
最终收益分成ꎻ① 三是通过政府间的渔业协定ꎬ 阿根廷政府向外国渔船出售有

期限的捕捞许可证ꎬ 允许其进入本国专属经济区开展捕捞作业ꎬ 这些渔船多

来自于日本、 韩国等亚洲国家ꎮ② 国外资金踊跃进入阿根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１９９１ 年开始的阿根廷国内经济改革ꎬ 固定的外币兑换率、 贸易自由化、 国有

企业私有化、 放松市场管制等吸引了各类外资ꎮ 与秘鲁政府要求国家必须持

有合资公司 ５０％以上股份的政策不同ꎬ 阿根廷对引入外资采取较为宽松的政

策ꎮ③ 根据两国政府合作协议ꎬ 在安排不少于 ７５％ 的阿根廷船员上船、 渔船

在阿根廷港口卸货、 销售给当地加工厂的渔获物比重不少于 １０％ 的前提下ꎬ
外国渔船即可向阿根廷政府申请捕捞许可证ꎬ 获得捕捞配额并合法入渔ꎮ

阿根廷是世界著名的水产品出口国ꎬ 出口量一般稳定在渔业总产量的

９０％ ④ꎬ 渔业对国内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出口创汇ꎮ 从阿根廷渔业发展历史

看ꎬ 国际上巨大的水产品需求是其渔业发展的最大动力ꎮ 有数据显示ꎬ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期间阿根廷的水产品出口增长了 ４７８％ ⑤ꎬ 这段时期也是阿根廷

渔业发展从起步到鼎盛的时期ꎮ 阿根廷国内水产品消费需求不高ꎬ 仅 １０％ 左

右的水产品用于供应本地市场ꎬ 水产品进口量也有限ꎮ 图 ３ 可以大致表明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 年阿根廷水产品进出口额的变化: 在渔业产量鼎盛时期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水产品出口额也随之攀升ꎬ 此后随着渔业产量下降而跌落ꎻ ２００５ 年

起出口额出现反弹并维持上升趋势ꎬ 这得益于渔业资源养护和国际市场水产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刘连军、 秦正军、 陈捷: «阿根廷渔业及入渔政策»ꎬ 载 «中国渔业经济»ꎬ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５ － ４８ 页ꎻ 缪圣赐: «阿根廷制定新渔业法案谋求加强其国际渔业合作»ꎬ 载 «现代渔业信息»ꎬ
１９８８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１７ － １８ 页ꎮ

ＵＮＥＰꎬ ＵＮＥ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Ｒｏｕｎｄ ＩＩ －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ＵＮＥＰ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９

中国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 «阿根廷外商投资政策情况»ꎬ 中国商品网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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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的上升ꎮ 图 ３ 显示ꎬ 与出口额相比ꎬ 阿根廷水产品进口额明显处于弱

势ꎬ 且起伏并不明显ꎮ① 因此ꎬ 借助加工业生产符合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水产

品ꎬ 既可以促进阿根廷水产品进出口比重的合理化ꎬ 也有利于提高水产品附

加值和出口额ꎬ 从而提升渔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ꎮ

图 ３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 年阿根廷水产品进出口额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５１

二　 中国与阿根廷的渔业合作历史与前景

中国与阿根廷于 １９７２ 年建立外交关系ꎬ ２００４ 年双方进一步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ꎬ 近年统计数据显示ꎬ 中国已经成为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除

了贸易往来ꎬ 中国企业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ꎬ 且行业涉及面广ꎮ②

在中阿两国紧密合作的大背景下ꎬ 两国的渔业合作也不断得到拓展与深化ꎮ
虽然阿根廷渔业资源丰富ꎬ 但资源利用并不合理ꎬ 渔业经济结构处于单纯的

资源型而非更具活力的多元型ꎬ 渔业还未能成为该国的经济支柱产业ꎬ 这与

其丰富的资源状况并不匹配ꎮ 中国是传统的渔业大国ꎬ 拥有丰富的渔业生产

—３０１—

①

②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５１

«中国成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ꎬ 中国商务新闻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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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经验及充足的资金和成熟的渔业装备ꎬ 且国内水产品消费市场巨大ꎬ
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水产加工企业原材料供应不足ꎮ 中国政府对企业国际化

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ꎬ 且重视远洋渔业的发展ꎬ 因而中阿两国在渔业产业结

构方面具有互补性ꎬ 合作前景广阔ꎮ
(一) 中国与阿根廷的渔业合作历史

中国与阿根廷的渔业合作始于 １９８６ 年ꎬ 但当时仅限于与阿根廷渔业公司

合作成立合资公司ꎬ 直接购买阿根廷水产品ꎬ 或通过出资为阿方造船以换取

渔获物ꎮ① １９９４ 年ꎬ 上海水产 (集团) 总公司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在阿根

廷成立强华渔业公司ꎬ 并成功获批阿根廷渔业局颁发的 ４ 张捕捞许可证ꎮ 在

合作过程中ꎬ 强华渔业公司项目运作不断趋于成熟ꎬ ２００４ 年起中国其他几艘

在西南大西洋作业的大型鱿钓船以合作形式划归强华渔业公司管理ꎬ 从而增

加了入渔阿根廷海域的渔船数量ꎮ 由于拥有加工厂的渔业公司比纯粹从事捕

捞作业的公司获得的捕捞许可证期限长ꎬ 强华渔业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斥资收购了

阿根廷当地的一家冷冻加工厂ꎬ 使中阿渔业合作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ꎬ 不仅

使中国渔船渔获物实现了本地加工ꎬ 且雇用了当地劳工ꎬ 为当地就业市场贡

献了力量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上海水产 (集团) 总公司旗下金优远洋渔业公司斥资

２２５０ 万美元收购阿根廷阿特玛渔业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ꎬ 该公司拥有 ４ 艘渔船

和 １ 家加工厂ꎮ② 金优远洋渔业公司整体收购该公司后ꎬ 着力体现资金和项目

输出的特色ꎬ 中阿双方组成生产加工营销团队ꎬ 成功设计出产品回国的最佳

赢利模式ꎮ③ 总体来看ꎬ 中阿已有几十年的渔业合作实践经验ꎬ 中国渔船入渔

阿根廷海域的形式逐步多样化ꎬ 从纯粹的租赁渔船发展到合资、 独资公司等

合作模式ꎬ 合作领域也拓展到了水产品加工等方面ꎮ
远洋渔业合作是中国与阿根廷两国之间最重要的渔业合作ꎬ 除此之外ꎬ

双方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水产品贸易往来ꎮ 鉴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阿

根廷丰富而高质的水产品供应ꎬ 就出口量而言ꎬ 中国已经成为阿根廷水产品

的第二大出口国ꎮ 对应于表 １ 中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阿根廷出口水产品情况ꎬ 表

２ 罗列了这两个年份里阿根廷水产品的重要出口国ꎬ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阿根

廷面向中国的水产品出口量及出口额均处于稳步上升状态ꎮ

—４０１—

①
②

③

张子实: «阿根廷渔业»ꎬ 载 «海洋渔业»ꎬ １９８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２ － ９３ 页ꎮ
上海水产 (集团) 总公司: «上海水产集团成功收购阿根廷阿特玛渔业公司»ꎬ 中国水产频道

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ｉｓｈｆｉｒｓｔ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５７４５ － 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６]
资料提供者: 上海水产 (集团) 总公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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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阿根廷水产品的重要出口国 (单位: 吨ꎬ 百万美元)

国家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额

西班牙 １６６７６２ ４５７ ８４ １２７０３９ ４２０ ３０

中国 ７３９０１ ５５ ２８ １０２０７０ ８０ ９０

巴西 ４９１４７ ９０ ８１ ４２２７８ １１３ ０４

意大利 ３６８４８ １２４ ９６ ３１２０８ １３５ ２２

美国 ３０３９４ ７６ ４４ ２４２９０ ８０ ５５

日本 ２９９２２ ７１ ４３ ２１１５６ ６２ ９１

法国 １６４９０ ８４ ３３ １６４３８ ６５ ０７

总计 ４０３４６４ ９６１ ０８ ３６４４８０ ９５７ ９８

出口占比 (％ ) ６４ ７７ ６５ ７４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２６ꎻ ＯＥＣＤꎬ ＯＥＣ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０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８６

中阿两国政府非常重视彼此之间的渔业合作ꎬ 遵循 “平等互利、 优势互

补、 合作共赢” 的原则ꎬ 于 ２０１０ 年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阿根廷农

牧渔业部关于渔业合作的协议»ꎬ 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在远洋渔业的合作ꎬ
并将合作拓展到捕捞技术、 水产养殖、 水产品加工、 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等

领域ꎬ 以期实现全方位的渔业合作ꎮ 此外ꎬ 中阿渔业分委会也随之成立ꎬ 协

调两国渔业合作事宜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已成功举行了 ８ 次研讨会ꎬ 双方开通

了对话机制推进并深化彼此的渔业合作ꎬ 成效显著ꎮ 阿根廷明确表示将加大

并加快对 “光船租赁” 及合资入籍的中国渔船捕捞许可证的发放ꎬ 降低中国

渔船入渔的条件ꎬ 取消部分限制条件ꎬ 简化入渔审批程序ꎻ 阿根廷也欢迎中

国企业投资其水产养殖业ꎬ 呼吁双方渔业贸易渠道的畅通ꎻ 中国已经为阿根

廷的养殖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提供两次培训课程ꎬ 传授养殖经验ꎮ① 可见ꎬ 双

方的渔业合作意愿强烈ꎬ 合作领域正在不断拓展ꎮ
(二) 中国与阿根廷的渔业合作前景

未来中国与阿根廷的渔业合作应在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的前提下开展ꎬ
以最大程度实现合作共赢ꎮ 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ꎬ 渔业历史悠久ꎬ 累积了大

—５０１—

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阿根廷水产养殖技术培训班开班»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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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渔业经验与技术ꎮ 多年来ꎬ 中国渔业的多项统计数据ꎬ 比如渔业总产量、
养殖产量、 远洋渔业产量等ꎬ 均为世界第一ꎻ 另外ꎬ 水产品出口额和国际贸

易总额、 渔船拥有量、 渔民总数、 渔业从业人员数量也均为世界第一ꎮ①

中国的远洋渔业从 １９８５ 年起步ꎬ 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ꎬ 船队规模和远洋

渔业产量居世界前列ꎮ 发展远洋渔业是中国渔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建设

布局合理、 装备精良、 配套完善的现代远洋渔业产业体系是中国从远洋渔业

大国向远洋渔业强国转变的关键ꎮ 对中方而言ꎬ 与阿根廷的渔业合作有助于

进一步促进中国远洋渔业事业的发展ꎻ 对阿方而言ꎬ 通过资本投入、 渔船渔

具更新改进、 捕捞技术引进等方式有利于提升阿根廷海洋捕捞业的发展潜力ꎮ
中国具有丰富的水产养殖经验ꎬ 而阿根廷水产养殖空间广阔ꎬ 潜力巨大ꎬ

加强双方技术交流将有助于实现阿根廷水产养殖业的内涵建设ꎮ 阿根廷从北

到南纬度跨越大的地理特点有助于开展淡水和海水养殖、 山区和沿海养殖、
热带和亚热带养殖等多样化特色养殖实践ꎮ 在工厂化养殖、 综合养殖、 绿色

养殖等方面ꎬ 中国均具有出色的实践经验ꎬ 可以帮助阿根廷改善国内养殖品

种单一、 技术含量低的现状ꎬ 实现阿根廷渔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ꎮ
水产品加工也是中阿渔业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ꎮ 阿根廷国内水产品消费

量不高ꎬ 一般国内市场出售的均为鲜鱼ꎬ 价格比较低廉ꎬ 然而ꎬ 阿根廷进口

水产品中 ６０％以上均为深加工产品ꎬ 价格高昂ꎬ 水产品进口市场的开放给其

国内加工业造成了生存危机ꎮ 中国作为水产品加工大国ꎬ 具有丰富的加工经

验ꎬ 通过市场调查等手段了解阿根廷国内市场对加工水产品的需求ꎬ 可以针

对性地在阿根廷本土开展水产品加工ꎬ 减少原料出口、 加工品进口流程所产

生的价格差及物流等成本ꎮ 此外ꎬ 阿根廷出口的水产品一般未进行深加工ꎬ
不能实现高附加值ꎮ 鉴于上述状况ꎬ 阿根廷的水产品加工业潜力颇大ꎮ 通过

中阿两国水产品加工业的合作ꎬ 探索水产品加工的综合利用水平ꎬ 根据国际

及国内市场需求开拓水产品加工新领域ꎬ 并以水产品精加工、 深加工和综合

利用为重点ꎬ 开拓海洋药物、 海洋化工和海洋功能食品等新兴加工业ꎮ
在渔业发展过程中ꎬ 中国与阿根廷都经历过渔业资源的衰退ꎬ 以此为前

车之鉴ꎬ 双方应共同探讨渔业养护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ꎬ 就投入与产出控制、
技术管理措施、 经济手段控制等渔业管理措施对资源养护的效果进行交流ꎮ

—６０１—

① «中国渔业的多项统计数据居世界第一»ꎬ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３０ / ｃ＿ １１１１３８４８４８ ｈｔｍ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６]ꎻ 农业部渔业局: «中国渔业

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ꎬ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１ － 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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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国际接轨ꎬ 双方还可以就捕捞配额制度、 水产品的可追溯体系、 全球

海洋管理委员会 (ＭＳＣ) 可持续渔业标准认证等开展合作研究与实践ꎬ 以促

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及水产品产销监管链的形成ꎮ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增长ꎬ 中国对外投资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ꎬ 而且

对外投资一般都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ꎬ 因此中阿双方之间日益频繁的渔业

贸易往来必将极大地鼓舞中国投资阿根廷渔业的热情ꎬ 满足阿根廷市场对资

金和技术的需求ꎮ 双方围绕渔业可以开展多元化的合作ꎬ 除了通过境外股权

并购投资海洋捕捞和水产养殖业ꎬ 还可以在港口建设、 水产品加工、 冷藏设

施建设、 渔船建造和维修、 渔具设备生产、 鱼粉工厂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ꎮ
中阿两国渔业合作具有明显的优势互补ꎬ 合作前景广阔ꎮ 双方具有良好

的合作历史ꎬ 未来两国渔业合作拥有政府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保障ꎮ
对阿根廷而言ꎬ 与中国的渔业合作有助于改变自己单一生产型的渔业国家的

形象ꎬ 向渔业生产、 产品加工、 国际贸易和综合经营方面转变ꎮ 对中国而言ꎬ
与阿根廷的渔业合作将有助于促进本国远洋渔业的进一步发展ꎬ 满足人们日

益上升的高档水产品消费需求ꎬ 并稳固中国作为拉美国家主要贸易伙伴的

地位ꎮ

三　 中国与阿根廷渔业合作的政策建议

虽然中阿渔业合作前景广阔ꎬ 但在开展实质性合作之前必须做到知己知

彼ꎬ 以应对未来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ꎮ
拉美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化对其渔业生产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ꎬ 了解对

方的政治大环境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明智的合作判断ꎮ 中国驻当地的使馆商务

处可以提供一些必要信息ꎬ 增进中阿之间的理解ꎬ 使中国企业了解阿根廷的

相关法制法规、 政治经济文化、 投资政策及渔业产业发展动向ꎬ 以此选择合

适的合作伙伴ꎬ 推动双方合作的实质性开展ꎮ 此外ꎬ 在阿根廷设立相应的商

务机构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取渔业合作机会的信息ꎬ 而且还可以成为中

阿洽谈对接和信息交流的平台ꎬ 发生纠纷时可以适当协调ꎬ 维护中国企业在

国外的权益ꎮ 当然ꎬ 中国政府不仅应鼓励中国相关渔业企业与阿方在更多领

域开展合作ꎬ 而且还需对其加强管理和调控ꎬ 特别是加强渔业企业资格认定

和项目确认ꎬ 加强海外合作项目的评估论证和监督ꎬ 循序渐进地推进中阿渔

业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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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拓展中阿之间的渔业合作ꎬ 中方也应督促阿方进一步优化合

作环境ꎮ 为了吸引外资ꎬ 阿根廷政府已推出了针对国外投资的多项优惠政策ꎬ
但阿根廷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存在税率高、 税种繁杂的状况①ꎬ 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外资进入的热情ꎮ 比如ꎬ 外国渔船入渔阿根廷海域的申请手续较为繁复ꎬ
为保护本国渔业企业ꎬ 阿根廷政府对外国渔船的入渔条件要求苛刻ꎬ 且对捕

捞许可证及捕捞配额的申请与发放、 阿籍船员人数比例、 渔获品内销比例等

均有严格规定ꎮ 中阿开展渔业合作需得到两国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和保障ꎮ
另外ꎬ 西方媒体刻意渲染的 “中国威胁论” 及 “新殖民主义” 等论调使

中国在与阿根廷开展渔业合作时面临国际舆论压力ꎬ 无形中为中阿渔业合作

设置了障碍ꎬ 因此ꎬ 鼓励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展中阿渔业合作是一种有效的合

作途径ꎬ 但政府也应为其提供必要的行政和外交支持ꎮ
联合国环境总署的一份报告指出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阿根廷渔业资源

衰退和外国资金进入阿根廷渔业产业之间有紧密相关性ꎮ② 注重渔业资源养护

和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开展渔业合作时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ꎮ 在必要的情况

下ꎬ 中国应积极配合并参与阿根廷渔业资源调查活动ꎬ 通过提交渔业数据协

助阿根廷政府制定每年的总可捕捞量ꎬ 这符合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ꎬ 也是

中阿双方实现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渔业合作的前提ꎮ 此外ꎬ 中

国对进入阿根廷水域进行捕捞作业的本国渔船应加强管理和监控ꎬ 确保渔船

的合法合规作业ꎬ 这也是开展良好渔业合作的基础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阿根廷海

警击沉一艘在该国渔场进行作业的中国渔船ꎬ 虽然我们不应贸然把一起海上

执法事件上升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事件ꎬ 也需考虑阿根廷海警使用武力的

程序和限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ꎬ 但该事件进一步表明提高远洋渔业管理水平、
遵守国际渔业法规对中国树立负责任渔业大国良好形象的重要性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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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俊坤: «中国对巴西贸易与直接投资关系研究»ꎬ 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３１ 页ꎮ
ＵＮＥＰꎬ ＵＮＥ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Ｒｏｕｎｄ ＩＩ －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ＵＮＥＰ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