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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日本水产业概论》是日中两国渔业研究专家和学者及在日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一批中国留学生共同执笔的著作，本书以
关注日本水产业的中国读者为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日
本水产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

众所周知，世界人口已达６４亿，在不久的将来预计人口将达
到８0 ～ 100亿，甚至可能增至1２0亿，其中过半数的人口将集中在
亚洲。这就意味着２1世纪的亚洲，必须养活世界过半数的人口，
粮食问题必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何确保粮食生产，且持续
稳定地增长将成为今后各国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中国和印度两
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将左右亚洲的食品问题。

与大米和小麦一样，玉米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主食之一，
但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玉米主要是作为家禽的饲料。在欧洲型的
食物体系中，是以小麦植物蛋白和畜禽动物蛋白的摄入为主体类
型，而在亚洲型的食物体系中，是以大米为主食并以利用水产品
和植物性蛋白质为主。因此，亚洲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势必
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从追溯明治时期的日本水产业史，到考察当今最为关注
的水产业问题，对渔业的方方面面做了较为具体、详尽的描述和
具有针对性、综合性的考察。早在1９01年日本就制定了《渔业
法》，可以肯定地说其水产业的发展要比中国更早一些，在亚洲属
先进地位。因此，从日本渔业发展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同
时通过中国渔业和日本渔业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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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的东西，并籍此为中国水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希望
本书能够为研究日本渔业问题和增进中日两国渔业学术交流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执笔者代表
东京农业大学名誉教授

增井好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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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1９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实行“脱亚入欧、富国强兵”的发展战
略，使日本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帝国列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
本创造了其经济辉煌，成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成为世
界渔业强国和水产品消费大国。
２0世纪７0年代以来，世界各沿岸国纷纷划定２00海里专属

经济区。从２0世纪８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９９４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生效，各国２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管理得到强化，并
明确了对生物资源保护管理的义务，使得日本渔业生产和渔业经
济受到较大影响，从世界第一生产大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
渔业产量从1９８４年最高的1 ２８２万吨，下降到２00７年的５７３． ５
万吨，仅为最高年份的４５％；而水产品进口量1９７５年为７1万吨，
２00６年增加到３1５． ４万吨，增长了４． ４倍；水产品消费量从1９９３
年的８５５万吨，下降到２00３年的８４５万吨，十年间减少了10万
吨；人均消费量从1９６0年的５0千克、1９７0年的６0千克、７0千克
持续增加，1９８８年最高达７２． ５千克，近年来一直在６0千克左右
徘徊，呈现停止和减少倾向；同时水产品承担着日本国民约４0％
动物性蛋白质的供应量，水产品自给率从1９６４年的11３％，下降
到２000年的５３％，２00５年恢复到５７％，但依旧面临着水产品生
产量、消费量减少以及渔业产业结构和渔村经济衰退的严峻局
面。

作为法治国家，日本从明治时期就制定了《渔业组合准则》和
《渔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进一步推进渔业农村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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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重新制定颁布了《水产业协同组合法》、《渔业法》和《水产
资源法》。进入２1世纪以来，又相继制定和颁布了《水产基本
法》、《海洋基本法》和《食品安全法》，同时根据渔业产业的特点，
分别于２00２年和２00７年制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水产基本计划。

日本政府明确水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确立水产业政策的基
本理念，把确保水产品的安全供给和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放在渔
业发展的首要位置，着重提高水产品自给率和调整渔业生产结
构。针对渔业生产规模缩小、渔船老化、渔业从业者减少及后继
无人等问题，着重加强渔业生产结构的调整，通过安定有效的渔
业经营体系的培育、渔场合理化的利用、渔业人才的培养、水产加
工流通业的合理化、渔业基础强化等方面建设，以求水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政府十分重视资源管理型渔业的建设，把水产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放在重要位置，在国内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６1条的规定，对生物资源从２00２年起实行捕捞努力量管理制度，
并实行捕捞可能量制度，以达到水产资源休养生息和可持续利用
的目的。同时，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水产品安全体系的建设，对水
产品安全的各个方面加以完善，使消费者能够安全安心健康地消
费。在国际上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签订渔业协定，通过渔
场的利用调整和管理，以期达到保护水产资源、提高水产品自给
率的目的。

本书不仅适合从事水产科研、教学的学者和相关高等院校的
师生，而且可以帮助从事渔业经济管理、渔业行政管理工作者进
一步了解日本水产经济和渔业管理的发展趋势，同时对我国现代
渔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编　 者
２00９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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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1章　 水产业历史
*1

关口觉　 增井好男　 徐　 芸*

一、明治渔业法的制定

日本渔业管理秩序的原型是在江户时期幕藩体制下形成的。
渔业秩序以“山野海川入会”、特别是以“近海共同管理，沿岸渔场
部落管理”的原则，继承了村落住民共同利用渔业的秩序。封建
时期，以浦浜制为代表的向领主贡租的制度最为普遍。由于渔业
资源相对有限，村落间经常发生沿岸、近海渔场利用的纷争。

明治政府废除了原有的渔场利用秩序，建立了以渔场做为租
税对象的渔场利用新秩序，同时公布了“海面国有，海区借区”制
度。然而，由于该制度遭到主张原有渔场利用秩序的地域渔民强
烈反对，海面国有，海区借区制度的实现变得十分困难，渔业的管
理和渔场的调整决定仍旧遵从以前的惯行，继续归各级府县管辖
（相当于我国的省区市）。
1８７７年明治政府在内务省劝农局设置水产科，实施了全国统

一的渔业政策。1８８1年设置了农商务省，并在农务局内设立了水
产科。1８８５年设置了水产局。1８８６年根据农务省令，制定了《渔
业合作组织准则》，渔业者以一个镇村或者数个镇村来设立渔业
合作组织，此组织成为渔场利用的主体，渔业者通过成为组合会

·1·

* 关口觉：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特别讲师
增井好男：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名誉教授
徐　 芸：日本九州大学特别研究员



员来共同利用渔场。渔业合作组织决定渔场管理、渔获时期、对
使用渔具、捕鱼的方法等进行规定，调整渔业者在渔场利用时的
利益关系。由于各地的渔场利用纠纷频发，因而渔民及渔业组合
强烈提出实行以法规为基准的渔场利用秩序和管理手段。

从渔场利用秩序和管理的必要性出发，渔民及渔业组合着手
共同提案，要求制定适合渔场利用和管理的《渔业法》，政府对提
交的《渔业法案》无法及时统一，历经数次（用了八年时间）修改，
终于在1９01年颁布了《渔业法》并予以公布。《渔业法》从法律上
明确了利用渔业权的渔场秩序。渔业权被区分为定置渔业权、区
划渔业权、特别渔业权、专用渔业权的４大类，并由国家颁发许可
证。渔业权可继承、转让、共同所有、出租等。
1８８５年通过实施《水产事项特别调查》，首次摸清了全国的

渔业的基本情况。调查表明，全国渔业户数为８８． ７万户，渔业人
口３３３． ８万人，渔户占７３％，其中７0％的渔户兼营农业，大部分处
于半农半渔的形态。这个时期仅仅靠渔业是不能维持生计的。
当时农业是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人们主要以务农为主，位于沿岸
的地域的渔民只是通过渔业来补充生计。作业方式以地拖网和
定置网为主，加以刺网、单钩（钓鲣鱼）等为辅，生产渔船大部分都
是零散的小型渔业。捕鱼量多的主要捕捞品种为沙丁鱼、鲱鱼、
鲣鱼、墨鱼、金枪鱼、青花鱼、虾、大头鱼等。按捕鱼产值来看主要
有鲱鱼、沙丁鱼、鲣鱼、加吉鱼、墨鱼等（表1-1）。

明治时期的渔获量大部分是由当地渔场所获。但是位于西
日本（福冈，山口，冈山、香川等县）的渔民通常使用手划船到朝鲜
近海捕鱼。由于仅靠当地渔场资源无法形成渔业产业，渔民往往
通过五岛、壹岐、对马等地到朝鲜近海开辟渔场，捕获鲨鱼、加吉
鱼、鲅鱼、鲻鱼等，甚至有渔民将韩国的釜山作为据点进行捕鱼生
产活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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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明治时期的渔获量 单位：万吨

年份 总渔
获量 鱼类

其中
鲱鱼沙丁鱼

贝类其他水
产动物海藻类

1８８４ 1６1． ８ 1２６． ２ ７９． ４ ２５． ６ 1． ８ ２２． ９ 11． 0

1８８７ 1７４． ４ 1３９． ９ ９８． 0 1６． ９ 1． ３ 1８． ６ 1４． ９

1９0２ 1５３． ３ 11８． 0 ６９． ９ ２５． ２ ３． 1 ２２． ２ 10． 0

1９0７ 1３1． ３ 100． ３ ４７． 1 1８． 0 ７． ９ ８． ５ 1４． ７

1９11 1６４． ７ 1２0． ３ ４６． ４ 1８． ７ ９． ４ 10． 0 ２５． 0
资料：日本各年度农林统计

同时，明治政府在桦太一方面进行国有的渔业生产，一方面
也鼓励民间参与渔业，捕获鲱鱼和鳟鱼等。日本明治政府与俄国
签订了《桦太－千岛交换条约》，规定桦太归属于俄国，千岛归属
于日本。在桦太地区，日本的渔民虽然一时撤出，但因之后俄国
方面的默许，日本渔民得以继续在此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在千岛
地区，从事渔业活动的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外国渔船，主要
捕捞海獭、海狗等。日本渔民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主要从事捕
蟹作业，昭和初期捕捞鲑鱼、鳟鱼的活动达到了最繁盛的时期。

明治政府派遣政府人员要到海外视察，致力于引进发达国家
的产业技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引进最为先进的技术方面。通过
考察世界博览会（1８７３年瑞士的维也纳，1８７６年美国的费城，
1８７９年法国的巴黎，1８８４年英国的伦敦）使水产技术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例如：鲑鱼、鳟鱼的孵化流放技术，渔网改良和罐头制造
等技术都是通过世界博览会相传而来的。在接触国外（德国、法
国、美国等）水产团体后，日本水产团体推进并提高了其组织化程
度。明治1５年（1８７２年），政府设立了大日本水产会，与大日本
农会（明治1４年）和大日本山林会（明治1５年）并列为三大农业
团体。

为培养水产技术人才和发展水产技术，明治２２年（1８７９年），
·３·



作为水产教育机关，设置了水产专习所，并使之发展。明治３0年
（1８８７年）设置了水产讲习所（东京海洋大学的前身）。作为地方
的水产教育机构，在札幌农业学校设立了水产学科专业，此后建
立了函馆高等水产学校（北海道大学水产系的前身）。在其他地
区，以京都为中心，在三重，长崎，鹿儿岛等地设置了水产讲习所，
同时在全国各地也开设了水产专科学校。并且，明治２７年（1８８４
年）以爱知县首次设立了水产实验场为契机，各道府县相继也开
设了地方水产实验场，同时，中央级的水产研究实验机构也相继
建立。
二、渔船机械化和近海、远洋渔业的发展

渔船通过应用柴油发动机，使其生产和抗风能力得到进一步
发展。渔船作业范围从当地狭窄的渔场开始外延性扩展，并开拓
了外海渔场。各府县水产实验场相继设立，为开发新渔场而进行
各种试验，根据《水产实验场实绩汇编》资料，从1８８0年至1９２0
年的四十年间，水产试验场共实施了多达1５1次的试捕作业，其
中包括鲣鱼４８次、金枪鱼1５次、旗鱼９次、马鲛鱼５1次、底拖网
２８次，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鱼类试捕作业和
渔船改造活动，并且通过渔场的渔况调查、渔船引擎改造、利用无
线电技术迅速传播渔船生产及渔况，以及对渔民进行技术培训等
方面的开发，为提高渔业生产力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８９７年政府颁布了《远洋渔业奖励法》，明确规定对超过一

定基准的渔船和船员（铁木动力船５0总吨以上，每吨位1５日元；
帆船３0总吨以上，每吨位10日元；渔船船员每人10日元以内）
交付奖励金，以推进渔船大型化，促进远洋渔业的发展。由于当
时生产的船只普遍较小，因此向政府申请奖励金的渔船和船员数
量较少，享受奖励金制度的渔船和渔民为数不多。1９0５年政府对
《远洋渔业奖励法》作了修改，规定铁木动力船每吨位２２日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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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每吨位1８日元、渔捞长７２日元、出网等技术水手３６日元、一般
水手10日元的同时，对使用汽油机渔船每马力２0日元以内的奖
励，从而大大推进了汽油发动机渔船的普及。特别是静冈县水产
实验场富士号在鲣鱼钓作业中，使用汽油发动机取得的成功经
验，成为各地发展渔船动力化的动力。1９２0年静冈县烧津渔港的
鲣鱼钓渔船利用奖励金，安装100马力柴油发动机后，使燃油费
明显下降，带动全国普及柴油发动机。与此同时，渔船马力不断
增大，配备２00 ～ ３00马力的渔船也有所增加，渔场外延也进一步
扩大。从1９1５年至1９２５年不仅渔船数量、生产能力大幅增加，而
且作业区域不断扩大，生产量、生产值也随之增加，外海、远洋渔
业得到了较大发展（表1-２）。

表1-２　 渔船机械化动向（动力渔船数） 单位：艘

年份 1９0７ 1９10 1９1３ 1９1５

合计 ２1 ５４1 1 ６７４ ２ ５11

前10县小计 ５ ３８５ ９８８ 1 ９0７

静冈县 ４ 1６５ ３５８ ３５８

三重县 － ７９ ２５1 ２７８

茨城县 － － 1５1 ２５1

岩手县 － ３ ９９ ２２0

高知县 － ２４ 10３ 1７４

千叶县 － ６ ３８ 1４４

和歌山县 － ２９ ７0 1３２

鹿儿岛县 － ６８ 11８ 1２７

福冈县 － － 1３７ 1２0

宫城县 － 11 ２1 10３

资料：商务省水产局统计
《远洋渔业奖励法》不仅促进了渔船的动力化，而且推动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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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法和技术的开发，例如挪威式捕鲸鱼法和拖网捕鱼法的引进，
为渔业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虽然拖网捕鱼法和二层式底
拖网造成沿岸渔民之间的生产纠纷，但在东经1３0度以西渔场确
定以后，以西底拖网的作业方式，则大大发展了东中国海、东海和
南中国海的渔业。
三、大渔业资本的展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渔业资本成为远洋渔业发展的主
要力量，使日本渔业得到飞跃性的发展（表1-３）。

表1-３　 大正期、昭和前期的渔获量 单位：万吨

年份 总渔
获量

外地
出渔

外地
渔业

海面
渔业

浅海
养殖业

内水
养殖业

捕鲸
（头）

1９２0 ２４７． ９ 1７． ２ － ２２６． 1 ４． ２ 0． ５ 1 ２７９
1９２５ ２８４． ３ 11． ６ 1． ４ ２６６． ４ ３． ９ 0． ８ 1 ５８８
1９３0 ３1８． ６ ２1． ８ ４． ６ ２８７． 1 ３． ７ 1． ３ 1 ９８４
1９３５ ３９７． ７ ２４． ５ ４． ５ ３５７． ３ ９． ３ 1． ９ ９ ６２８
1９４0 ３５２． ６ ９． ４ ４． ２ ３２９． 1 ７． ８ 1． ９ ９ ６２８
1９４５ 1８２． ４ － － 1７５． 0 ６1 1． ２ ５３1

资料：农林省统计
1９0７年根据《日俄渔业条约》，属于俄罗斯领地的卡姆恰卡

海域和滨海州海域可根据借区制供日方借用外，朝鲜沿海渔业也
在1９10年朝鲜合并时得以扩大。同时，随着挪威式捕鲸法和英
国型拖网捕鱼法的引入，使用大型汽油发动机渔船渔业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在俄属领域渔业、朝
鲜海渔业、拖网渔业得到发展，渔业权益得以扩大。1９1９年《日俄
渔业条约》到期，但日本借用其军事力量，对俄方施加压力，在俄
属海域内从事鲑鱼—鳟鱼、母船式螃蟹等渔业生产。

上述渔业由于依赖大资本渔业的投入，使大资本渔业公司的
经营具有排他性、垄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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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石（地名）的海产品商人中部几次郎原本是以收购濑
户内海沿岸海鲜，然后在阪神（大阪、神户）周边市场销售的经纪
商人，后着眼于朝鲜沿岸海域通渔（商）所带来的经济兴旺景象，
进而经营通渔船和运输船业务，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９1３年设
立林兼商店，专门从事朝鲜东海岸的定置网渔业、青花鱼动力船
钱褡网渔业和韩国釜山近海的动力船底拖网渔业。与此同时，不
断扩大其产业规模，1９1８年进入捕鲸业的同时，设立造船厂和冷
藏加工厂等水产关联企业不久，以大洋渔业株式会社的名义上市
成功。

第二，明治时期从事并发展拖网渔业的共同渔业株式会社，
在合并以经营朝鲜沿海渔业运输船为主的山神组（公司名），使其
拖网渔业规模得到扩大。此后，在合并经营效益较差较弱小的拖
网渔船的同时，向以西底拖网渔业和北洋母船式螃蟹渔业等渔业
扩展，并且积极拓展冷藏、制冰、加工、销售等部门事业，公司于
1９３７年更名为日本水产株式会社，成为实力雄厚的大资本渔业
公司。

第三、日鲁渔业株式会社是1９２1年由出口食品（株）、堪察加
渔业（株）、日鲁（株）三家企业股份合并后设立的，出口食品株式
会社的前身是北洋渔业开拓者堤清六经营的堤商会（贸易公司
名）。日鲁渔业株式会社通过发展俄属领海渔业、北千岛渔业的
母船式鲑鱼、鳟鱼渔业，扩大鲑鱼、鳟鱼罐头的出口规模，建立以
北洋渔场为据点的渔业基地，成为为数不多的大资本渔业公司。
四、战时水产管制与水产毁灭

以渔船动力化为契机，日本渔业通过大资本渔业的参入，渔
场的外延从沿岸、近海逐步扩展到远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进入战时体制，日本水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其产业规模大大
缩小，最终因战败而使产业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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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突入战时体制时期，将所有物资集中管理、集中
使用，使全国处在严格的统制经济之中。一方面节约石油燃料的
使用，实施对使用木炭等燃料代替石油的奖励制度。另一方面为
了把握渔业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给予合理分配，确保食物安
全，通过整理统计动力船拖网渔船数量和实施减船策略，制定实
施鲣鱼、金枪鱼渔业申报义务等制度来掌握渔船数量，以便将渔
船征为军用船只。

为强化国家统治，政府对水产品实施配给制度和设置公定价
格，同时指定鱼货批发团体和鱼货供应部门，并把出口创汇的主
要商品（如水产罐头等），作为储备和军需用品转向国内。与此同
时，设立帝国水产统制公司总部，其下属公司分别为日本海洋渔
业统制公司（日本水产）、西大洋渔业统制公司（林兼）、北太平洋
渔业统制公司（日鲁）和日苏（日鲁渔业）。从属上述公司的生产
和运输渔船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纷纷被征用为战争运输船和巡
哨船，在此期间多数船只遭遇盟军打击后沉没，日本渔业因战争
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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