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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破解生态捕捞实践困境,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引入消费社会学的研究视

角分析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源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源头把控对策。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消

费者对于海产品的偏好呈现原生态性、稀缺性、猎奇性和炫耀性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作用于

市场,并主导市场上禁渔期和禁捕鱼类的交易秩序和潜在规则,从而刺激盗猎市场的繁荣,导致过

度捕捞的盛行,间接危害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当前生态捕捞实践存在困境;因

此,消费端是生态捕捞困境的源头,破解生态捕捞困境亟须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适度的生态观和

消费观,践行符合生态文明进程的“生态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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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olvethepracticaldilemmaofecologicalfishingandpromote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marinefisheryresources,thispaperintroducedtheperspectiveofconsumptionso-

ciologytoanalyzetheoriginmechanismofthepracticaldilemmaofecologicalfishing,andonthis

basis,putforwardthesourcecontrolcountermeasures.Theresultsshowedthat:sincethecon-

sumers'preferenceforseafoodpresentstheoriginalecological,scarcity,noveltyandconspicuous

consumptiondemand,thiskindofconsumptiondemandactedonthemarket,dominatedthe

tradingorderandpotentialrulesofclosedfishingseasonandclosedfishinginthemarket,stimu-

latedtheprosperityofpoaching market,ledtotheprevalenceofoverfishing,andindirectly
harme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fisheries.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resourcesmade

thecurrentecologicalfishingpracticedifficult.Therefore,theconsumersidewasthesourceofthe

ecologicalfishingdilemma.Tosolvetheecologicalfishingdilemma,weneedtoguideconsumer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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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ascientificandappropriateconceptofecologyandconsumption,andpracticethe“eco-

logicalconsumption”modeinlinewiththeprocessofecologicalcivilization.

Keywords:Consumptionsociology,Ecologicalfishing,Consumptiondemand,Marketdriven,

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

0 引言

近年来,近海过度捕捞成为制约我国海洋渔业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为应对过度捕捞导

致的海洋生态系统失衡和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等问

题,生态捕捞应时而生。规定禁渔期和禁渔区是世

界各国普遍实行的生态捕捞措施,但在禁渔期和禁

渔区内的非法过度捕捞现象仍屡禁不止,导致渔业

种群资源不能及时修复和增殖,在客观上加剧渔业

资源的衰退程度[1]。

目前生态捕捞实践仍存在困境,因此深入探讨

过度捕捞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已有研究成果对于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原因分析

多侧重于政策缺陷[2]、执法漏洞[3]和渔民利益[4]等

直接相关方面,对于过度捕捞主体的逻辑分析也仅

停留在关注渔民和渔政等直接利益相关者。那么,

渔民过度捕捞的预期利益从何而来? 过度捕捞的

非法渔获物流向何处? 间接导致过度捕捞的根本

性源头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尚未进行追根溯源的

深入分析。在当前消费主义社会背景下,生态捕捞

实践困境与市场需求有着必然联系。本研究重点

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过度捕捞现象背后由消

费需求所形成的市场驱动机制,探讨构建符合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消费文化,并引入“生态消费”

的概念,试图从消费端破解生态捕捞实践困境。

1 消费社会学: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研究

视角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逐渐取代生产成为

社会生活的中心,社会学越来越关注消费的社会性

现象和问题[5],其中影响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社

会文化因素成为消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布

迪厄是消费社会学的奠基人物,主张采用习惯、品
位、生活风格和文化资本等范畴对消费行为进行社

会学分析[6]。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文化的重

塑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繁荣,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

费行为不断变化,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和多样化的

趋势。

饮食消费是重要的消费支出之一,消费者对饮

食消费的需求也呈现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气象。

消费的目的不仅是满足实际需求,而且要满足被制

造和刺激起来的欲望。在饮食消费中,人们消费的

不仅是食物的食用价值,而且包括食物被赋予的符

号象征意义[7]。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方

面,饮食消费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理性需求,这

是由饮食的自然属性和自身价值所决定的,消费者

注重食品的营养健康、卫生安全和保健功效;另一

方面,饮食消费是为了满足在生理性需求基础之上

所衍生出的较高级需求(如自尊、归属感乃至自我

实现),这是社会文化赋予食物的附加价值和社会

属性,使饮食消费成为重要的社会表达方式,其不

仅承载消费者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彰显消

费者的品味、喜好和个性。

在当下践行生态文明和生态捕捞的消费社会

背景下,部分消费者由于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

识不足,对于海产品的消费需求缺乏“生态自觉

性”。这种缺乏“生态自觉性”的消费需求可以分为

2个层次:①对海产品有“量”的需求,即不讲生态,

不懂禁渔,只想“吃饱、吃好、吃得香”;②对海产品

有“质”的需求,如只吃海钓或现捞的鱼,甚至将食

用珍稀鱼类和濒危动物作为彰显身份、品味和个性

的方式,为满足一己私欲而乐于为经济类幼鱼和濒

危鱼类等禁捕生物“买单”。在消费社会学的视角

下,这2个层次的消费需求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促

进过度捕捞市场的发展,加剧生态捕捞实践困境。

2 生态捕捞实践困境:过度捕捞仍然盛行

为应对过度捕捞和无序捕捞所导致的海洋生

态系统失衡问题,缓解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和枯

竭,生态捕捞应时而生。生态捕捞是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制度框架下,以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海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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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目的,根据当时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能

力和恢复状态,依据海洋渔业资源繁殖、生长和发

育的规律以及开发利用状况,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

内规定禁渔、休渔和限制使用某些渔具渔法的相关

标准。目前我国已实施限额捕捞制度、捕捞许可制

度和伏季休渔制度等一系列生态捕捞措施。生态

捕捞能够助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其根本是发展海

洋社会的创新模式,其本质是实现人-海和谐的具体

路径,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然而现实情况表明,

当前生态捕捞实践存在困境,过度捕捞仍然盛行。

2.1 休渔期内“渔不休”

伏季休渔制度是我国保护渔业资源的生态捕

捞基本制度,其规定特定的作业种类在每年的特定

时间和特定水域不得从事捕捞作业[8]。在休渔期实

行统一休渔,通过严格管控捕捞时间和捕捞范围、

引入“船进港、网封存、证(捕捞许可证)集中”[9]模

式、加强海上综合巡逻执法以及对大型渔船进行定

位和监控等方式维护休渔秩序,但仍无法有效遏制

偷捕现象。由于休渔期正值旅游旺季,鲜活海产品

供不应求,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刺激捕捞生产。非

法捕捞者受经济利益驱动,冒着巨大风险在休渔期

利用小船偷捕经济鱼类。各地在休渔期发生的非

法捕捞案件屡见报端,严重阻碍渔业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

2.2 “禁渔令”下禁渔难

根据长江“禁渔令”的部署,长江流域的重点水

域将分类和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长江上游的珍稀

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32个自然保护区和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10]。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于非法捕

捞者将予以拘留和罚款等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

责任。然而“物以稀为贵”,江鱼的价格自长江“禁

渔令”实施以来不断走高,一些非法捕捞者为获取

暴利铤而走险,禁捕鱼类的捕捞、流通和销售已形

成完整的黑色地下产业链,严重威胁长江的渔业资

源和禁渔成果。

2.3 掠夺式捕捞屡禁不止

为有效降低捕捞生产对渔业资源的不利影响,

我国在多部法律或规范性文件中列举禁止使用的

渔具种类和捕捞方式,但仍有非法捕捞者为提高捕

获率而使用地笼网、电网、雷管和农药等非法手段

进行粗放型、毁灭型和灭绝型的掠夺式捕捞。掠夺

式捕捞所付出的生态代价是巨大的:地笼网会将一

定范围水域内的各种鱼类连同小鱼苗和食物链底

层的小杂鱼一网打尽,导致渔获物低龄化和小型化

日益加剧,影响自然水体的生物种群结构,造成江

河湖泊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电网会导致水体内大

量微生物群体性死亡,破坏水体食物链结构,鱼类

等也会因食物链断裂而死亡;使用雷管捕捞时产生

的爆炸冲击波会降低堤岸的稳定性,影响河道蓄水

行洪安全,若操作不慎甚至危及捕捞者的生命安

全;农药中的有毒污染物会沾染和沉积在水生植物

和底泥上且不易分解,易使水体长时间受到二次污

染,降 低 水 体 质 量,严 重 污 染 和 破 坏 水 域 生 态

环境[1]。

3 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源生机制:消费需求

主导下的市场驱动

当前生态捕捞实践存在困境,过度捕捞仍然盛

行,其根源主要是缺乏“生态自觉性”的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反映到市场即形成市场驱动,市场驱动作

用于捕捞者即产生利益预期,利益预期会刺激捕捞

者“重利益而轻生态”,最终导致过度捕捞。基于以

上过程分析,本研究透过“捕捞-销售-购买”的过

度捕捞产业链,追溯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源头,并

探讨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源生机制。

3.1 饮食偏好衍生消费需求

“民以食为天”。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和饮食

文化的变迁,人们对“吃”有了更高的追求。海产品

素来以高营养著称,人们对于海产品的“量”和“质”

都有更高的要求。由于部分消费者的生态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对于海产品的饮食偏好缺乏

“生态自觉性”,由此衍生畸形和异化的消费需求。

3.1.1 “原生态性”消费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升,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讲求饮食的科学和健康,十分重视食

物的营养附加值,追求健康化、科学化、营养化和生

态化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偏好。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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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原生态饮食需求只能通过市场满足,使原

生态食品市场不断扩大。然而部分消费者对原生

态饮食的认知存在偏差,过分夸大和吹捧原生态食

品的滋补功效和营养价值,盲目追求所谓“非人工

干扰”和“非人工养殖”,在海产品消费方面表现为

倾向于“海生而非养殖”和“海鲜而非冰鲜”等。

3.1.2 “稀缺性”消费需求

消费者对于海产品的需求具有“物以稀为贵”

的倾向,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①在休渔期对鲜活

海产品的需求。渔民在开渔期可以正常出海进行

捕捞生产,并将渔获物投放海产品市场,基本能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在休渔期,消费者对于鲜活海

产品的需求量和购买力仍处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导

致海产品市场供不应求,部分渔民在利益驱使下会

对处于生长期的经济类幼鱼进行过度捕捞,严重破

坏海洋生物的产卵群体和幼体,缩小海洋生物的群

体基数,导致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甚至枯竭。②对珍

稀海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刺激渔民对珍稀海洋

生物进行滥捕和杀害,严重危及濒危生物种群的生

存和繁衍,不利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3.1.3 “猎奇性”消费需求

在人们无知和猎奇的心理作用下,深海鱼类和

野生动物被做成菜肴摆上餐桌,然而人们大多想当

然地认为其是健康的而忽视其存在的风险。消费

者的“猎奇性”消费需求是非法盗猎市场繁荣的根

本动力,因此打击非法捕捞固然重要,但更要从消

费环节入手纠正不良偏好。部分消费者会对未曾

见过或吃过的海洋生物充满好奇感和新鲜感,这种

猎奇心理驱使其热衷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

以此彰显勇气和个性。但实际上不常见的海洋生

物没有经过检疫,可能带有病毒或病菌,即使经过

加工烹制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因此,滥食这些海

洋生物不仅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而且不

利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3.1.4 “炫耀性”消费需求

部分消费者将食用名贵或稀缺的禁捕鱼类作

为炫耀方式,以满足“一般人吃不起或吃不到”“味

道特别”和“大补”等饮食虚荣心,进而证明消费能

力[11]、显示身份地位并获得社会声望。这种畸形的

消费观念反作用于市场会刺激盗猎市场的发展,导

致国家珍稀动物被滥捕和杀害,严重危及濒危物种

的生存和繁衍以及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2 消费需求刺激潜在市场

市场的运作法则是维持供需平衡和追求利益

最大化。生态捕捞措施限制海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导致海产品供不应求和价格走高,尤其是禁捕鱼类

和经济鱼类的销售大有市场。因此,非法捕捞者为

获取暴利铤而走险,甚至形成完整的黑色地下产业

链。畸形和异化的消费需求通过主导市场的潜在

规则和交易秩序,进一步影响生态捕捞实践。

3.2.1 “原生态性”和“稀缺性”消费需求刺激休渔

期的潜在市场

开渔期的海产品基本不存在稀缺的问题,能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休渔期由于禁止渔民出海捕

捞,海产品只能依靠养殖供应,海产品市场从“海鲜

季”进入“冰鲜季”,市场销售以养殖的贝类和虾类

居多。然而消费者对鲜活海产品的需求量和购买

力仍处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尤其旅游旺季的鲜活海

产品市场紧俏,大大刺激渔民在休渔期冒险捕捞生

产的欲望。

3.2.2 “猎奇性”和“炫耀性”消费需求刺激禁捕鱼

类的潜在市场

生态捕捞规定的禁捕鱼类主要包括经济类幼

鱼、珍稀鱼类和野生海洋动物。一些消费者以食用

鱼翅的方式满足其好奇心和虚荣心,甚至大量捕食

鲸、海豹和海龟等海洋生物。为规避执法部门的打

击,非法捕捞者往往与鱼贩之间采取专人上门收购

等隐蔽交易方式,有“特殊需求”的消费者还须通过

“特殊渠道”提前订货。

3.2.3 潜在交易导致市场“失灵”

要斩断过度捕捞的黑色地下产业链,必须严格

规范市场潜在交易和严厉打击市场非法交易。但

目前我国的市场监管和执法力量相对薄弱,导致市

场“失灵”,过度捕捞的非法渔获物畅销无阻,主要

表现在2个方面。①我国已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

政策制度促进生态捕捞实践,但海产品市场的流通

和销售仍是渔业行政管理的薄弱环节,存在职能交

叉、权责不符和监管“真空”等问题,在批发市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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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等海产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责任主体缺失

和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留下管理和执法“死

角”。②我国海产品市场管理的法律体系仍不完

善,执法力量相对薄弱,对于非法捕捞、售卖和滥食

的惩戒往往无法可依。亟须以法律手段规范海产

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促进海产品市场的有序运行,引导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念,形成全社会保护渔业资源的良好氛围。

4 生态捕捞实践困境的源头把控:生态消费

要将生态捕捞落到实处和彻底解决过度捕捞

问题,必须斩断捕捞者与消费者之间形成的“捕

捞-销售-购买”的过度捕捞产业链。一方面,在

捕捞环节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禁止过度捕捞行为;

另一方面,海产品市场管理部门在流通和销售环节

“把住门,不放水”;最重要的是,从源头上把控消费

者的购买环节,积极引导符合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进

程的“生态消费”。

生态消费是绿色消费模式,是指既符合物质生

产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发展水平,既满足人的

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12]。

生态消费以生态文明作为内涵精髓,着眼于生态需

求,立足于生态保护,助力于生态捕捞。

4.1 通过适度消费把控捕捞的适度性

生态消费要求人类不可无止境地索取海洋资

源,而要将对海产品的消费需求维持在理性限度之

内,即不能超越海洋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现阶段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经济能力。近年来,近海渔

业过度捕捞成为制约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原因,渔业资源呈现普遍的衰退趋势。因

此,通过对海产品的适度消费保障生态捕捞,是预

防和缓解海洋渔业资源枯竭以及保证人类与环境

协调发展的关键措施。

4.2 通过责任消费传递捕捞的责任性

消费是社会性行为。每个消费者在充分享受

消费权利的同时,须清楚应承担的消费责任,其中

包括不对环境带来损害以及对环境给予相应保护。

因此,消费者在海产品消费的过程中,应考虑自己

的消费行为是否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并应把这种

责任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延伸到捕捞者。

4.3 通过科学消费引导捕捞的科学性

科学消费是指消费者具有独立意识和辨别审

视能力,基于真实需求消费,而不受外界的诱惑与

控制;能够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和尊重自我,审慎消

费而不盲从、节制消费而不挥霍、公平消费而不侵

犯他人的消费利益[13]。消费者应不过分夸大和吹

捧禁捕鱼类的滋补功效与营养价值,不盲目追求食

补偏方;应树立科学理性的海产品消费观念,从而

引导捕捞的科学性。

5 结语

在当前消费社会下,消费逐渐取代生产成为社

会生活的中心。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饮食文化

的变迁,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消费需求呈现

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生态捕捞作为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维度和关键环节,对于海洋资源和

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正确

处理好消费社会与海洋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

符合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消费模式,才能彻底

破解生态捕捞的实践困境。生态消费作为生态化

的消费模式,既符合消费社会背景下物质生产的发

展水平,又符合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生产

的发展要求,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又不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从而在消费社会与海洋生态文

明之间达成有机统一的良性关系。

消费者是实现生态消费的源动力,消费者对于

水产品的消费需求间接决定捕捞者对于生态捕捞

的实践效果,因此消费者是保障生态捕捞和促进生

态消费的关键。具体可从2个方面引导消费者进行

生态消费。①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和适度的生态

观,明确当前渔业资源衰退甚至枯竭的现状,自觉

在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满足自身需求;②引

导消费者树立健康和合理的消费观,全面宣传关于

禁捕鱼类的信息,消除各种将濒危野味和珍稀鱼类

奉为上等佳肴的畸形和异化的消费文化。此外,规

范生态消费还有必要补齐监管消费端的法治“短

板”。目前有相关法律对禁捕水产品的捕捞和销售

等违法行为进行规制,但“大饱口福”的消费者一直

以来却没有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从逻辑上来

讲,通过法律约束使消费者不敢肆意对禁捕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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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口”,也是斩断这条利益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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