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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势分析法的中东大西洋渔获量 

国别和地区差异分析* 

张  忠  陈新军①  余 为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农业农村部大洋渔业开发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1306) 

摘要    中东大西洋是世界重要的渔业捕捞区域，分析其渔获组成以及不同捕捞国家和地区的渔获

量情况，有利于该海域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根据 1950—2019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中东大西洋海域渔获量数据，采用优势分析法(dominance analysis)，对中东大西洋海域及不同年代

沿海和非沿海国家和地区的渔获量和渔获种类组成及贡献度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中东大西洋渔

获量整体呈增长趋势，沙丁鱼(Sardina pilchardus)、筛鲱(Ethmalosa fimbriata)、金色小沙丁鱼

(Sardinella aurita)、圆鲭(Scomber colias)等 4 种鱼类是该海域的优势种，对渔获量贡献度高，各年

代平均合计贡献度为 52.06%。在中东大西洋沿海国和地区(以下简称“沿海国和地区”)中，摩洛哥、

塞内加尔、加纳、喀麦隆、尼日利亚等 5 个国家和地区对该海域贡献度高，各年代平均合计贡献度

为 65.07%，其中，摩洛哥和塞内加尔在每个年代的贡献度均大于 10%。欧盟、俄罗斯(苏联)、日本

是中东大西洋非沿海国和地区(以下简称“非沿海国和地区”)的主要贡献来源，各年代平均合计贡

献度为 82.71%，其中，欧盟在各年代平均合计贡献度近 60%。中国大陆在该海域的累计渔获量仅

55.71 万 t，不到日本的 18%。研究认为，中东大西洋渔业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过度捕捞或者开发，

建议科学制定渔业管理措施，适当降低捕捞强度，合理开发沙丁鱼、头足类等主要渔获物种，加强

区域合作，推进中东大西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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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大西洋位于非洲大陆西岸、大西洋东岸，联

合国粮农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将该海域作业区域划定为 34 渔区(FAO, 2020)。

受加那利海流(寒流)、赤道逆流(暖流)及海洋信风等

影响，在中东大西洋宽广的大陆架海域形成了良好的

上升流渔场(陈新军, 2014、2018; 陈新军等, 2018)。

已有研究表明，中东大西洋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渔获

量呈稳定增长趋势(FAO, 2020; 张忠等, 2022)，沙丁

鱼(Sardina pilchardus)、竹筴鱼(Trachurus trachurus)、

金 色 小 沙 丁 鱼 (Sardinella aurita) 、 长 鳍 金 枪 鱼

(Thunnus alalunga)、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

等小型和大型中上层鱼类及经济价值较高的头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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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海域主要捕捞对象 (韩保平等 , 2011; 张禹等 , 

2011; 逄志伟等 , 2016; 李显森等 , 2017; 陈新军 , 

2018; 瞿俊跃等, 2018)。有学者认为，中国是该海域

主要捕捞国和受益国(Pala, 2013)；也有学者指出，欧

盟国家的过度捕捞严重损害了该海域渔业资源和生

态系统(Ramos et al, 2013)。从捕捞国家和地区的渔获

量组成和产量差异角度全面分析海洋渔业资源状况，

可以客观评价不同国家和地区渔业资源捕捞利用情

况，为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提供有力依据。 

优势分析法(dominance analysis)由 Budescu 等人

(Budescu, 1993; Azen et al, 2003; Budescu, 2004)提

出，该方法平均了变量的直接效应、总效应和部分效

应，将全模型衍生出的所有子模型进行全面比较分析

后，再对各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分析，使各预测

变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序列不会夸大或降低某一预

测变量解释或预测标准变量的重要性。目前，该方法

已在医疗卫生(伍立志等, 2014)、气候灾害(孙玉龙等, 

2021)、渔业资源(鲁泉等, 2022)等领域得到运用。本

研究拟利用优势分析法对中东大西洋海域不同年代

主要渔获物种、捕捞国家和地区的渔获量进行分析和

比较，从而客观反映不同渔获种类对渔获量的重要

性，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贡献度和利用情况，为该

海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为 1950—2019 年中东大西洋(FAO

指 34 渔区)渔获量数据，来源于 FAO 网站(http://www. 

fao.org/fishery/statistics/global-production/zh) ， 运 用

FishStatJ 软件下载获得。本研究主要针对各捕捞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渔获产量进行分析，因此，剔除了一些

哺乳动物、藻类等，剔除后的渔获总量占原始渔获总

量的 99.62%。 

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是苏联解体后的唯一继承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0)，并且 FAO 渔获量

数据统计中，苏联统计至 1987 年为止，俄罗斯开始

于 1988 年，不存在重复，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将苏

联和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称为俄罗斯(苏联)。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优势分析法将各个预测指标(渔获种

类和渔获量)以及指标不同组合对因变量(不同捕捞国

家和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各预测变量及组合的

决定系数，并根据各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对模型方

差进行分解，获得各预测变量的贡献度，以百分比表

示，从而消除模型的依赖性，计算公式(谢宝国等 , 

2006; 代鲁燕等, 2011; 唐启义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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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pyx xP  。  

渔获量统计、年际变化等分析使用 Excel 完成。  

2  结果 

2.1  中东大西洋渔获量组成及分析 

中东大西洋渔获量自 1950 年起，整体呈不断增

长趋势(图 1)。1950 年该海域渔获量为 30.42 万 t，经

过初期一段时间的缓慢增长后，60 年代开始迅速增

长，1977 年达到第 1 个波峰，渔获量为 360.82 万 t；

随后经历一段时间的下降震荡，渔获量整体保持在

250 万~400 万 t 之间，且在 1990 年出现第 2 个波峰，

渔获量为 413.13 万 t；1991—1994 年，渔获量呈显著

下降，而后自 1995 年起，渔获量保持在 340 万 t 以

上，整体呈较明显增长趋势，2018 年渔获量达到了

历史最高，为 546.09 万 t。 

从单个鱼种分析可知(图 2)，1950—2019 年中东

大西洋累计渔获量排名前 10 可识别的鱼种分别为沙

丁鱼(Sardina pilchardus)、竹筴鱼类(Jack and horse 
 

 
 

图 1  1950—2019 年中东大西洋渔获量 
Fig.1  Annual catch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from 195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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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erels nei)、小沙丁鱼类(Sardinellas nei)、金色小

沙丁鱼、圆鲭(Scomber colias)、筛鲱(Ethmalosa 

fimbriata)、鲣鱼 (Katsuwonus pelamis)、欧洲鳀

(Engraulis  encrasicolus)、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s)、短体小沙丁鱼(Sardinella maderensis)，它

们的渔获量之和占该海域总渔获量的 63.61%。其中，

沙丁鱼的渔获量为 3949.44 万 t；竹筴鱼类、小沙丁

鱼类、金色小沙丁鱼、圆鲭等的渔获量也均在 1 000

万 t 以上，分别为 1 636.33 万 t、1 370.86 万 t、1 333.76

万 t、1 127.92 万 t。统计各年代鱼种的增长率发现(表

1)，各鱼种间增长率差异很大，单个鱼种各年代间增

长率差异也很大。所有鱼种的平均增长率均为正增长

且均大于 56%，其中，大于 100%达 7 个，大于 1 000%

的有 2 个，分别为鲣鱼 (1  196 .42%)和竹筴鱼类

(1 076.42%)；沙丁鱼和筛鲱在所有年代的增长率均为

正增长；鲣鱼、竹筴鱼类和圆鲭在 60 年代渔获量均 

出现暴发式增长，增长率达到 1000%以上，分别为

6614.60%、6044.09%和 2212.85%；短体小沙丁鱼和

欧洲鳀在 70 年代渔获量出现了剧烈增长，增长率分

别达到 2289.69%和 1106.77%。 
 

 
 

图 2  1950—2019 年中东大西洋主要渔获种类的渔获量 
Fig.2  Total catch of main speci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from 1950 to 2019 
 

表 1  主要渔获种类各年代渔获量增长率变化情况/% 
Tab.1  Changes in catch growth rates of main species by each decade /% 

物种名 
Species 

60 年代
1960s 

70 年代
1970s 

80 年代
1980s 

90 年代
1990s 

00 年代 
2000s 

10 年代
2010s 

平均 
Average

沙丁鱼 Sardina pilchardus 93.79 204.60 8.83 18.76 0.53 33.24 59.96

竹筴鱼类 Jack and horse mackerels nei 6 044.09 404.67 –22.69 –35.28 68.73 –0.99 1 076.42

小沙丁鱼类 Sardinellas nei 65.57 409.64 –69.49 173.76 –1.07 84.37 110.46

金色小沙丁鱼 Sardinella aurita 118.52 83.15 163.21 28.90 –3.57 –29.80 60.07

圆鲭 Scomber colias 2 212.85 155.99 15.62 –19.96 28.52 62.78 409.30

筛鲱 Ethmalosa fimbriata 82.44 84.40 57.23 17.85 30.01 66.86 56.46

鲣鱼 Katsuwonus pelamis 6 614.60 419.20 32.37 47.55 –10.86 75.69 1 196.42

欧洲鳀 Engraulis encrasicolus –9.93 1 106.77 140.42 33.72 15.84 –44.75 207.01

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s 497.50 90.11 28.21 2.39 –24.48 6.73 100.08

短体小沙丁鱼 Sardinella maderensis 55.84 2 289.69 –14.78 319.68 40.01 21.68 452.02

注：某年代增长率=(某年代渔获量–上一年代渔获量)/上一年代渔获量×100%。 

Note: Growth rate of a given year = (catch of a given year–catch of the previous year)/catch of the previous year×100%. 
 

2.2  不同年代主要渔获物种类及其贡献度分析 

据统计，1950—2019 年中东大西洋可明确到种

的渔获物一共 284 种，其他渔获物 134 种。对各年代

渔获量统计发现，在所有年代中渔获量排名进入前

10 位的可识别鱼种有 18 种(图 3)，其中，沙丁鱼、小

沙丁鱼类、金色小沙丁鱼、筛鲱、黄鳍金枪鱼 5 种渔

获物在每个年代都排在前 10 位，并且沙丁鱼和筛鲱

在各年代都增加；沙丁鱼在每个年代都排名第一；竹

筴鱼类和圆鲭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每个年代均排名

前 10；鲣鱼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每个年代均排名 

前 10；欧洲鳀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每个年代均排

名前 10。进一步分析可知，各年代前 10 鱼种渔获总

量在其总渔获量的占比均在 55%~70%之间(图 4)，除

20 世纪 60 年代占比为 55.73%，其他各年代占比均大

于 60%，其中，21 世纪 00 年代占比最高，为 68.31%。 

优势分析结果表明(表 2)，各年代主要渔获物种

的渔获量对各年代总渔获量贡献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沙丁鱼、筛鲱、金色小沙丁鱼等 3 种渔获物在每个年

代均有贡献度。沙丁鱼在所有年代中的贡献率均大于

13%，并且排名都在前 4，其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

80 年代和 21 世纪 00 年代、10 年代排名第一，是所

有渔获物种中贡献率排名第一的次数最多的，贡献率 



第 6 期 张  忠等: 基于优势分析法的中东大西洋渔获量国别和地区差异分析 21 

 

 
 

图 3  各年代渔获量排名前 10 的主要鱼种 
Fig.3  Main species of the top 10 catches in each decade 

 

 
 

图 4  各年代前 10 鱼种渔获量及其占比 
Fig.4  Catches and Proportion of catches of the top 10 

species in each decade 

 
均大于 19%，最高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 23.19%；黄

鳍金枪鱼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贡献率排名第一，为

14.94%；圆鲭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贡献率排名第一，

为 17.01%；欧洲鳀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贡献率排名

第一，为 18.5%；竹筴鱼类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的贡献率排名均为第二，分别为 16.2%、20.37%。 

2.3  不同时期各捕捞国和地区渔获量组成与贡献度

分析 

据统计，中东大西洋海域 1950—2019 年期间有

捕捞渔获的国家和地区 73 个。渔获量排名前 10 的国

家和地区分别是摩洛哥、俄罗斯(苏联)、塞内加尔、

西班牙、加纳、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

喀麦隆和乌克兰，它们的渔获量均大于 440 万 t，并

且它们的渔获量之和达 14 655.97 万 t，占该海域总渔

获量的 73.70%。 

2.3.1  沿海国和地区渔获量贡献度    中东大西洋

海域的沿海国和地区有 20 个，渔获总量为 11 558.89

万 t，占该海域渔获总量的 58.13%。其中，渔获量在

100 万 t 以上的有 12 个。渔获量前 10 的国家和地区的

渔获总量达 10 974.80 万 t，是沿海国和地区总渔获量

的 94.95%，基本代表了沿海国和地区的渔获水平。

从年代分析结果可知，进入各年代渔获量前 10 的国

家或地区共 12 个，其中，摩洛哥、塞内加尔、加纳、

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喀麦隆、塞拉利昂、毛里塔尼

亚 8 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年代都能进入前 10 (图 5)。 

进一步分析发现，前 10 沿海国和地区的总渔获

量在各年代总渔获量中的占比存在差异(图 6)，各年

代总渔获量占比呈先降低后增长的趋势。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67.47%，降低至各年代最低值，20 世纪 70 
 

表 2  各年代主要渔获物种贡献度/% 
Tab.2  Contribution of main species in each decade /% 

鱼种 
Species 

50 年代
1950s 

60 年代
1960s 

70 年代
1970s 

80 年代
1980s 

90 年代 
1990s 

00 年代 
2000s 

10 年代
2010s 

沙丁鱼 Sardina pilchardus 13.02 14.12 23.19 19.53 16.38 20.97 22.10 

筛鲱 Ethmalosa fimbriata 12.07 13.69 8.33 15.12 8.37 17.81 10.17 

金色小沙丁鱼 Sardinella aurita 13.98 6.79 9.18 14.75 14.52 7.66 8.51 

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s 14.94 9.35 13.78 6.55 – – – 

西非石首鱼类 West African croakers nei 13.67 – – – – – – 

小沙丁鱼类 Sardinellas nei 12.10 11.33 7.96  10.43 9.02 10.32 

鲷科 Pandoras nei 10.14 11.50 9.10 – – – – 

章鱼类 Octopuses nei 10.10 – – – – – – 

圆鲭 Scomber colias – 17.01 8.1 12.55 13.92 8.20 14.38 

竹筴鱼类 Jack and horse mackerels nei – 16.20 20.37 7.56 9.91 16.09 9.11 

欧洲鳀 Engraulis encrasicolus – – – 17.23 18.50 8.47 – 

鲣鱼 Katsuwonus pelamis – – – 6.72 7.97 – 9.74 

短体小沙丁鱼 Sardinella maderensis – – – – – 11.80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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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年代渔获量前 10 的主要沿海国和地区 
Fig.5  Top 10 of main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catches in each decade 
 

年代的 31.59%；随后各年代呈现逐布增长，至 21 世

纪 10 年代为最大值，达到 74.42%。 

优势分析结果可知(表 3)，摩洛哥、塞内加尔、

加纳、喀麦隆、尼日利亚 5 个国家在每个年代均有贡

献度。摩洛哥在所有年代中的贡献度均大于 10%，其

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1 世纪 00 年代排名第一，

分别为 15.33%和 20.02%；塞内加尔在所有年代中的

贡献度也均大于 10%，其中，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排名

第一，为 14.64%；毛里塔尼亚和几内亚分别自 20 世

纪 60 年代和 90 年代以来，所有年代中的贡献度均大

于 10%；尼日利亚的贡献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

代排名第一，分别为 19.2%、16.46%；喀麦隆在 21 世

纪 10 年代的贡献度排名第一，为 15.96%；科特迪瓦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贡献率排名第一，为 14.61%。 

2.3.2  非沿海国和地区渔获量贡献度分析   在中东

大西洋海域进行渔获捕捞的非沿海国和地区有 53  个，

渔获总量为 8  010.27 万 t，占该海域渔获总量的

41.87%。1950—2019 年渔获总量前 10 的分别为俄罗 

 
 

图 6  各年代沿海国和地区渔获量及其占比 
Fig.6  Catches and proportion of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ach decade 

 
斯(苏联)、西班牙、乌克兰、法国、日本、伯利兹城、

立陶宛、拉脱维亚、荷兰和韩国，它们的渔获量总和

为 6 440.01 万 t，是该海域非沿海国和地区渔获总量

的 80.40%。其中俄罗斯(苏联)和西班牙超过了 1000

万 t，分别为 2 653.10 万 t 和 1 482.05 万 t；乌克兰、

法国、日本、伯利兹城、立陶宛、拉脱维亚、荷兰和

韩国的渔获总量大于 200 万 t，分别为 440.82 万 t、

324.59 万 t、312.83 万 t、303.91 万 t、278.98 万 t、227.39

万 t、215.77 万 t 和 200.56 万 t。 

从各年代分析可知，所有年代渔获总量排名进入

过前 10 的国家和地区共 24 个，其中，西班牙、法国、

俄罗斯(苏联)在每个年代都能进入前 10 (图 7)。进一

步分析发现，各年代前 10 非沿海国和地区的渔获总

量在各年代总渔获量中的占比存在差异(图 8)，所有

年代的渔获量占比均小于 60%，并且各年代渔获量占

比整体呈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20 世纪 50 年代占比

为 29.41%，20 世纪 60―90 年代，保持在 49%~58%

区间波动；进入 21 世纪后呈剧烈下降趋势，21 世纪 

 
表 3  各年代沿海国家和地区贡献度/% 

Tab.3  Contribution of the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ach decade /%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50 年代 
1950s 

60 年代 
1960s 

70 年代 
1970s 

80 年代 
1980s 

90 年代 
1990s 

00 年代 
2000s 

10 年代 
2010s 

摩洛哥 Morocco 13.24 14.39 10.33 15.33 12.75 20.02 12.32 

塞内加尔 Senegal 13.57 14.64 17.58 11.94 13.19 10.78 13.14 

加纳 Ghana 12.69 13.92 10.28 13.51 11.12 8.15 9.22 

喀麦隆 Cameroon 9.99 8.90 9.58 14.48 14.68 17.69 15.96 

尼日利亚 Nigeria 9.32 13.88 19.20 10.58 16.46 8.59 14.09 

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13.09 9.48 13.74 11.56 – 11.27 7.76 

科特迪瓦 Côte d'Ivoire 14.61 14.04 7.28 10.46 7.54 – –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 10.74 12.02 12.13 10.73 10.62 15.06 

几内亚 Guinea – – – – 13.52 12.89 12.44 

刚果(布) Congo 13.49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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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年代渔获量前 10 的主要非沿海国和地区 
Fig.7  Top 10 of main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catches in each decade 
 

 
 

图 8  各年代非沿海国和地区渔获量及其占比 
Fig.8  Catches and proportion of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ach decade 

 
10 年代仅占比 17.28%，为历史最低水平。 

通过优势分析可知(表 4)，俄罗斯(苏联)、西班牙 

在每个年代均有贡献度，其中，俄罗斯(苏联)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贡献度均排名第

一，分别为 16.19%、24.91%和 18.08%；西班牙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贡献度均大于 10%，其中 50 年代

和 60 年代均排名第二，分别为 14.08%和 14.2%；法

国除 21 世纪 00 年代外，其余年代均有贡献度，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排名第一，为 16.35%；日本在 20 世

纪 50 年代的贡献度排名第一，为 15%；拉脱维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10 年代的贡献度大于 10%，

其中，在 21 世纪 00 年代排名第一，为 16.51%；荷

兰在 21 世纪 10 年代的贡献度排名第一，达 21.27%。 

3  分析与讨论 

3.1  渔获量分析 

中东大西洋初期的渔获主要由沿海国贡献，由于

沿海国经济落后、捕捞水平差，一般以小型手工渔业

为主(March, 2022)，且渔获需求有限，导致其初期渔

获量增长缓慢，主要少量捕获沙丁鱼、筛鲱等低营养

级的小型中上层鱼类；20 世纪 60 年代起，欧盟、苏

联等西方远洋渔业发达国家的工业捕捞船队进入渔

场，不仅大大增加了捕获沙丁鱼、欧洲鳀等低营养级

小型中上层鱼类的渔获种类数和渔获量，同时也大量

捕获了黄鳍金枪鱼、鲣鱼、圆鲭等高营养级大型中上

层鱼类，使该海域总渔获量得到大幅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各沿海国工业水平逐步发展，对渔业

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纷纷制定了渔业管理措施，一方

面提升了自身渔获捕捞水平，另一方面加强了与非沿

海国家的合作开发(崔利锋等, 2012; 陈新军, 2018)，使

得该海域总渔获量呈波动增长趋势。有研究指出，受

近年来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热带和温带海域的渔业

捕捞潜力大大降低(Cheung et al, 2010; Lotze et al, 

2019)，同时，由于过度捕捞，许多海洋鱼类对气候 

 
表 4  各年代主要非沿海国家和地区贡献度/% 

Tab.4  Contribution of the main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ach decade /%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50 年代 
1950s 

60 年代 
1960s 

70 年代 
1970s 

80 年代 
1980s 

90 年代 
1990s 

00 年代 
2000s 

10 年代 
2010s 

西班牙 Spain 14.08 14.20 11.76 8.53 8.46 8.82 7.74 

法国 France 11.97 14.17 8.72 16.35 7.57 – 7.40 

俄罗斯(苏联) Russia (Soviet Union) 12.04 16.19 24.91 13.66 18.08 13.98 7.56 

拉脱维亚 Latvia – – – 14.93 14.17 16.51 15.53 

立陶宛 Lithuania – – – – 13.64 11.11 14.82 

荷兰 Netherlands – – – – 7.52 12.94 21.27 

伯利兹城 Belize – – – – – 14.26 18.37 

日本 Japan 15.00 11.96 9.01 – – – – 

乌克兰 Ukraine – – – 14.86 16.41 1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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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适应能力也大幅下降(Free et al, 2019)，这可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东大西洋海域的渔获量水平。 

3.2  渔获种类分析 

从各年代主要渔获种类渔获量分析可知，各年代

前 10 鱼种渔获量占比大多超 60%，可代表各年代渔

获量变化趋势。其中，沙丁鱼等多种低营养级鱼种在

各年代均为主要渔获物种，这可能与该海域的小型中

上层鱼类资源丰富有关。Konstantinos (2014)研究表

明，沙丁鱼广泛分布于西非摩洛哥至塞内加尔海域且

资源量充沛，另外，由于过度捕捞(FAO, 2018)和气候

变化(ICES, 2015)，地中海的沙丁鱼资源量严重下降，

进而导致欧洲国家加大了中东大西洋沙丁鱼的捕捞

量。另一方面，中东大西洋西非沿海各国陆续独立后，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出台并宣布专属

经济区(EEZs)之前，欧洲远洋强国渔船可以自由进入

所有沿海国领海(Atta-Mills et al, 2004)，使得黄鳍金

枪鱼、鲣鱼等高营养级鱼种渔获量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得到明显增长；并且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

会(ICCAT)对黄鳍金枪鱼进行总可捕量(TAC)管理，对

鲣鱼进行限制人工集渔装置(FADS)(ICCAT, 2021)，保

障了黄鳍金枪鱼、鲣鱼等高营养级鱼种渔获量的总体

稳定。另外，黄鳍金枪鱼和鲣鱼渔获量在 21 世纪初

出现增长降低，可能是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该

海域作业的金枪鱼围网渔船安装了无线电信标致使

单位努力渔获量(CPUE)增加和渔场扩大，从而对其

资源量造成了影响(Torres-Irineo, 2014)。 

优势分析表明，中东大西洋的渔获物贡献度主要

由沙丁鱼、筛鲱、金色小沙丁鱼、竹筴鱼类、小沙丁

鱼类、圆鲭、黄鳍金枪鱼、欧洲鳀等鱼种贡献组成，

各年代平均合计贡献度达 84.81%；其中，沙丁鱼、

筛鲱、金色小沙丁鱼、圆鲭等 4 种鱼种是该海域优势

种，各年代平均合计贡献度为 52.06%。 

3.3  捕捞国家和地区分析 

中东大西洋各渔获国家和地区的渔获量差异较

大，根据各年代主要沿海国和地区渔获量分析可知，

前 10 国家和地区的渔获量接近沿海国和地区总渔获

量的 95%，其中，摩洛哥、塞内加尔、加纳、尼日利

亚等的累计渔获量占沿海国和地区总渔获量的

71.30%，是沿海国和地区的主要代表，其中以摩洛哥

渔获量为最多，分别是其他 3 个国家的 2~3 倍。摩洛

哥沿海渔业资源丰富，自 1957 年独立以来，其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渔业发展措施，完善港口等基础设施，

使其渔获量一直保持增长趋势，目前是非洲第一大产

鱼国，沙丁鱼出口量居世界首位(陈新军, 2018)。有

报告显示，摩洛哥的底层渔业被严重过度捕捞(FAO, 

2000)，为科学合理开发渔业资源，其政府早于 1989

年提出了相关保护渔业措施，目前其休渔期长达 8 个

月(李励年等, 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1)。

塞内加尔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渔业是其支柱产

业，有研究认为，欧洲国家大量渔船的进入导致其渔

业 资 源 逐 渐 枯 竭 (Iheduru, 1995; Kaczynski et al, 

2002)，沿海底层渔业(除鳕鱼和对虾外)被过度捕捞

(FAO, 2000)，为缓解渔业困难，其政府自 2008 年起

陆续采取系列管理措施，稳定了其渔业发展(陈新军, 

2014)。加纳的现代化渔业起步较早，早在 1953 年就

建立了商业渔业公司，自 1968 年起，受到欧盟、苏

联、日本等远洋渔业强国的援助(崔利锋等, 2012)，

使其渔获量保持增长至 20 世纪 90 年代，但过度捕捞

引发其渔业资源栖息地退化和资源枯竭 (Kaczynski 

et al, 2002; Atta-Mills et al, 2004)，进入 20 世纪末期，

渔获量持续下降。尼日利亚渔业资源相比前 3 位国家

相对较差(Atta-Mills et al, 2004)，其主要渔业为捕虾，

该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就颁布相关渔业管理规

定，对其渔业资源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其渔获量

呈持续增长趋势(崔利锋等, 2012)。 

在中东大西洋非沿海国和地区渔获量中，欧盟、

俄罗斯(苏联)、日本等前 10 国家和地区的合计渔获量

占比超 80%，远超其余非沿海国和地区的渔获量水

平。研究表明，西非海域是欧洲的“鱼篮子”(Alder et al, 

2004)，西非海域的外国渔船主要来自欧盟国家，并

且欧盟国家还存在大量非法和过度捕捞行为(Ramos 

et al, 2013; Kaczynski et al, 2002)。日本主要捕捞大眼

金枪鱼、黄鳍金枪鱼等高经济价值鱼种，其中，累计

捕获大眼金枪鱼 49.59 万 t，排名第一，占该海域大

眼金枪鱼总渔获量的 19.07%，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在西撒哈拉外海开发了一个资源丰富的头足类渔场

(李励年等, 2011)；西班牙和法国是欧盟传统渔业强

国，拥有欧盟先进渔业捕捞技术(王佳迪等, 2014)，

其地理位置优越，靠近中东大西洋渔场，各年代都保

持着对该海域渔业资源的高强度开发(Kaczynski et al, 

2002; Atta-Mills et al, 2004; Alder et al, 2004; 李励年

等, 2011)，其主要捕获了该海域 28.97%的大眼金枪

鱼、58.55%的黄鳍金枪鱼、44.47%的鲣鱼等高经济价

值鱼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该海域的累计渔获量

仅 55.71 万 t，是俄罗斯(苏联)的 2%，不到日本的 18%，

并且金枪鱼配额非常低，与日本和欧盟国家相差甚

远，可见部分国外研究和媒体宣称与事实严重不符

(Pala, 2013)。我国通过多年努力，目前已成为远洋渔



第 6 期 张  忠等: 基于优势分析法的中东大西洋渔获量国别和地区差异分析 25 

 

业大国，但我国始终坚持远洋渔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

展，严格履行区域渔业组织义务，实行公海自主休渔

措施，致力于科学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渔业资源，践行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

担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 2020; 龙新等 , 

2021)。 

优势分析法表明，在沿海国和地区中，摩洛哥、

塞内加尔、加纳、喀麦隆、尼日利亚等 5 个国家和地

区是该海域主要贡献来源，各年代平均合计贡献度超

过 65%。其中，摩洛哥和塞内加尔在各年代总贡献度

最大且在各年度贡献度均大于 10%，这与其优越的地

理位置、沿海渔场渔业资源发达以及政府对渔业支持

和管理密切相关(Iheduru, 1995; Kaczynski et al, 2002; 

陈新军,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1)。在非沿

海国和地区中，欧盟、俄罗斯(苏联)、日本是主要贡

献来源，日本贡献度主要得益于早期的新渔场开发

(李励年等, 2011)；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俄罗斯(苏

联 )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工业捕捞船队 

(翁维源, 1990)，并通过对西非国家的援助获得了渔

业资源合作捕捞机会(叶冀雄, 1990)，为该海域渔获

量提供了贡献度；欧盟在该海域贡献度最高，其各年

代平均合计贡献度接近 60%。 

3.4  可持续发展建议 

FAO 报告显示(FAO, 2020)，中东大西洋生物可

持续捕捞水平仅为 57.2%，在可评价的 16 个渔区中

排名第 12；Palomares 等(2019)研究指出，中东大西

洋西北非沿海的绝大多数小型中上层鱼种被过度捕

捞。由渔获量统计可知，该海域渔获量呈增长趋势，

但由于西非各沿海国和地区均为不发达国家，在历史

上受到欧洲国家的过度和非法捕捞(Kaczynski et al, 

2002; Atta-Mills et al, 2004; 符跃鑫等, 2014)以及不

平等捕捞协定(Atta-Mills et al, 2004)，导致其渔业资

源遭到破坏，各沿海国和地区海洋渔业陷入困难。为

科学养护该海域渔业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提出如

下建议： 

本研究发现，章鱼等头足类渔获量经历峰值后目

前处于历史低位，沙丁鱼、金色小沙丁鱼等小型中上

层渔获在近几个年代或增长缓慢或出现负增长。有研

究指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严重影响海洋生物多样

性和可持续利用(刘金立, 2021)，中东大西洋西非沿

岸沙丁鱼种群受气候影响，到 2050 年其分布范围将

大幅收缩 19.31% (Lima et al, 2022)；也有研究发现

(Palomares et al, 2019)，该海域的大西洋竹筴鱼、章

鱼(Octopus vulgaris)已经资源枯竭。因此，建议加强

对沙丁鱼、头足类等主要种类对气候响应机制的研究

和评估，制定相应应对措施，对主要渔获物种类进行

监测和养护，加强过度和非法捕捞的监控和管理。 

从本研究可知，中东大西洋渔获鱼种和主要渔获

物贡献度均来自中上层鱼类。已有研究表明 (FAO, 

2000; Virdin et al, 2019)，中东大西洋西非沿岸国家与

欧盟等国家的不公平渔业合作，造成了西非沿岸底层

鱼类的过度捕捞。因此，建议各沿海国和地区应合理

制定渔业管理措施，既要提升自身现代化渔业捕捞水

平，又要限制捕捞强度和外国捕捞渔船数，拒绝不合

理渔业援助和渔业协定，科学评估底拖网许可证等渔

业开发制度，减少底层鱼类资源破坏和社会影响。 

沿海国因捕捞技术等原因主要捕获经济价值偏

低的小型中上层鱼类，而西班牙、法国、日本等非沿

海国和地区，捕获了该海域大量的高经济价值鱼种

(如金枪鱼)。为此，建议相关非沿海国和地区，适当

降低捕捞强度，特别是高经济价值的金枪鱼鱼种，帮

助该海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渔业资源，同时让沿海国

也能享受高营养价值的动物蛋白。 

各沿海国和地区间的渔业发展存在较大不平衡。

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知，摩洛哥的渔获量和贡献度

一枝独秀，而渔获量排名后 10 位的沿海国和地区的

合计渔获量仅占沿海国和地区总渔获量的 5.05%。因

此，建议各沿海国和地区应加强相互间的合作，结合

各地特色，形成优势互补的渔业全产业链，形成合力，

抱团发展；要加强与负责任渔业大国的合作，践行“海

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和平公正的渔业合作模式，

鼓励合作建立远洋渔业综合性基地，建设码头、冷库、

加工厂等基础设施，合作调查、开发、养护渔业资源，

发展以海洋捕捞为引领的产业链，带动沿海国和地区

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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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Ocean is located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the East coast of the Atlantic Ocean.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has 

classified the operational area into 34 fishing are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anary Current (cold 

current), equatorial countercurrent (warm current), and ocean trade winds, an upwelling fishing ground 

has been formed in the broad continental shelf area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Ocean, which is 

abundant in fishery resources and is a globally important fishing area.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Ocean has been overfish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 which damaged 

the fishery resources and ecosystem in this fishing area.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of catch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is area can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situation of fishing and 

utiliz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provide a strong basis for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is fishing area. Using the catch data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Ocean provided by FAO from 1950 to 2019, the dominance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catches and catch speci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as well as in the coastal and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different decades. Previous works have 

illustrated that the total catch in the region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50. The top ten identifiable species 

of fish in the region during the mentioned period were Sardina pilchardus, Jack and horse mackerels nei, 

Sardinellas nei, Sardinella aurita, Scomber colias, Ethmalosa fimbriata, Katsuwonus pelamis, Engraulis 

encrasicolus, Thunnus albacares, and Sardinella maderensis accounting for 63.61% of the total catch in 

this fishing area. Statistics of catches by age revealed that five species including Sardina pilchardus, 

Sardinellas nei, Sardinella aurita, Ethmalosa fimbriata, Thunnus albacares ranked in the top ten in each 

decade, and Sardina pilchardus, and Ethmalosa fimbriata catch increased in each decade, and Sardina 

pilchardus ranked first in each decade. From 1950 to 2019, the total catch of the top ten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ached 10974.80×104 t, accounting for 94.95% of the total catch of the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presenting the catch level of the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sum of the total catches of 

the top ten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1950 to 2019 reached 6440.01×104 t accounting for 

80.40% of the total catch of the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is fishing area, representing the 

catch level of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Dominant analysis showed that four species of Sardina 

pilchardus, Ethmalosa fimbriata, Sardinella aurita, and Scomber colias were dominant in this fishing area. 

With an average combined contribution of 52.06% in each decade, Morocco, Senegal, Ghana, Cameroon, 

and Nigeria contributed the maximum to the fishing, among which Morocco and Senegal contributed 

more than 10% in each decade.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 (Soviet Union), and Japan were the main 

contributing countries among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an average total contrib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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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1% in each decade and the average total contrib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was 60% in each 

decade. The cumulative catch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this fishing area was merely 55.71×104 t, which 

was less than 18% of Japan´s con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Ocean have been overfished or overexploited to varying degrees threatening the survival 

of major catch species such as Sardina pilchardus, cephalopods. In this fishing area,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other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d captured a sizable catch with high economic value 

(such as tuna).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overfishing and illegal fishing must be 

strengthened to accelerate the monitoring and conservation of major catch species such as sardines and 

cephalopods.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should formulate reasonable fishery management measures, 

reject unreasonable fishery assistance and fishery agreements,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fishery development 

systems such as bottom trawling permits, and reduce the damage to demersal marine fish resources and 

social impacts. Non-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should keep the intensity of fishing appropriately to 

help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overfished fishery resources in this fishing area.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should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break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Ocean. Based on the dominance analysi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Oc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ch composition and 

difference in catch size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objectively reflected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catch 

species, as well as the con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fferent fish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the fishery 

resources, which provided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is 

fishing area. It also provided a new opin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utiliz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various fishing area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Dominance analysis; Eastern Central Atlantic; Fish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Catch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