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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非渔业合作”需要文化支撑

黄建钢

学术沙龙虽然不只在学术，但要重在学术。学术重在对

概念的界定。受“中非渔业合作”题目的启发，想对“中非

渔业合作”的概念作一点思考。渔业合作可以做，但不能把

中非合作只局限在渔业合作当中。如果把中非合作只局限在

渔业合作当中，它一般就是一条“死胡同”。这里头主要有

一个国家的渔业资源问题、联合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组

织的配额问题。所以，现在应该更多主张“养殖合作”。如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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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捕捞合作，难度会更大。

1、对“合作”的非洲不仅要研究经济更要研究文化

对“合作”的非洲的研究，不仅需要解放思想，而且还

需要超越过去对非洲的研究。这主要是视角的不同。现在的

非洲研究应该主要是从一种以“合作”为目标的研究。所以，

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对于非洲沿岸沿海的渔业资源

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如果它沿海的渔业资源本来就有限，那

你还去捕它干什么？你还不如到洋里去捕。如果你要到洋里

面去捕鱼，那就必须把捕鱼船要好好地打造一番。其中不仅

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有一个文化问题。所以，“非洲沿海国

家研究中心”既要以海洋经济研究为主，但又不能忽略文化

研究，也不能忽略政治制度研究。搞渔业资源研究也一定要

搞海洋生态文明研究。不能是掠夺性、破坏性地去获得资源。

这需要改变我们在渔业资源上的态度和生产方式。它能不能

产生比较高的经济效应？它不是一个简单挣了多少钱和增

长了多少 GDP 的概念。

2、与非洲合作渔业一要了解资源二要了解需求

其实，与非洲进行“渔业合作”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非洲对“鱼”的需求程度到底怎么样？非洲人以前基本是不

吃鱼的。非洲人要是吃鱼，如果是吃了几千年的话，非洲人

的聪明劲就不会像现在这个地步。非洲人不怎么开窍是与他

们不怎么吃鱼有很大的关系。非洲人吃鱼是没有多长时间

的。所以，养殖鱼可能内地的人更需要，需求量可能也会更



大。这方面有时候更需要反向思维。海边的人喜欢吃鱼，但

他们更喜欢自然的新鲜鱼。如果是养殖的鱼，最好是去距离

海边比较远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可能合作的余地会更大。

搞合作，思维很重要。如果人家想跟你合作，你一定要弄清

楚，它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不摸清这个情况，你怎么搞合

作？所以，这个“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要不要研究渔业？

当然可以研究。但你要把“渔业”放在一个“沿海经济”的

框架结构当中去研究。从渔业资源看，特别是从沿海渔业资

源看，非洲还是很有限的。世界上有几大渔场，根本就没有

非洲的。远洋捕捞可以跑到渔业资源多的地方去。但非洲最

好不要去。我们的“远洋捕捞”很早就去非洲了。但他们很

快发现，那边没有多少鱼。东海为什么会有大渔场？既与水

温水流有关，也与东海有“风面”有关。“风面”是拦截空

中微生物的自然屏障。“风面”把大陆上吹过来的微生物拦

截后，再被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微生物吃掉，然后再掉到海

里再往下沉一直沉到海底。它们又作为海水里海洋生物钙的

主要来源。所以，一般渔业资源丰富的地方都会有“风面”

现象存在。

3、“远洋捕捞”现在还是一个“远海捕捞”状态

这既是一个制度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在文化上，

我们很多的提法还应该有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的“远洋捕捞”是不是真正含义上的远洋捕捞？

“到非洲去远洋捕捞”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含糊和模糊之处。



因为“非洲”是一个陆地概念。到陆地去捕鱼，至多是一个

到陆地四周的“海”里去捕鱼的概念。那怎么是“远洋捕捞”

呢？都捕到人家近海和经济专属区里去了。那只能称为“远

海捕捞”。那不能叫“远洋捕捞”——“远洋捕捞”首先是

要到“洋”里去捕捞，比如到大西洋，到印度洋，到太平洋

去捕捞。如果人家非洲船跑到这边东海里来捕，我们肯定也

不愿意。这里不仅有一个资源市场的问题、配额及其转让的

问题，还有一个捕捞的方式方法问题。中国渔民的捕捞方式

虽然有一些变化和发展，但总体看还是属于粗犷式和掠夺性

的。我们如果大幅度地去捕，也会给他们造成惊慌。所以，

“远洋捕捞”是应该到“洋”里面去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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