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几十年前，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努力集中于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

上，并要保证产量和消费的增长。然后，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许多资

源被完全或过度开发，决策者关注的重点除了水产养殖的发展外，开始

转向渔业管理。后来承认在管理中有许多失误，这使得现在粮农组织成

员国和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扩大管理办法和治理，即采用综合的法

律、社会、经济和政治安排以可持续方式管理渔业和水产养殖，这些在

目前看来是管理的必要条件并正成为主要的关注。

为了跟随这些发展，《200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在几处阐

述了治理问题。本文件的第一部分 —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回顾” 

— 以题为“治理和政策”的新的一节结束。本文件的其余部分也在几处

涉及了治理问题和相关的关注。

水产养殖继续增长，而海洋捕捞渔业 — 在世界范围总计时 — 似

乎已达最高限。这种发展不是不可预测的。这构成了大多数讨论和研究

关注渔业部门之未来的基本假设。本报告前几期已报告了对该部门的预

测。尽管评价这类预测的准确性还为时尚早，但将预测与实际已发生的

情况相比较是有意义的。题为“展望”的最后一部分在这方面进行了简

要的尝试。为反映水产养殖不断增加的重要性，该部分以水产养殖面临

的挑战及机遇的论述作为结尾。该论述是以粮农组织在过去两年进行的

全球水产养殖部门前景分析为基础的。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格式依然没有变化。与前几期一

样，本期附带一份“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图集”的光盘。

野村一郎

助理总干事

粮农组织渔业

及水产养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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