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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南海是南海是““2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的关键区域，，其广阔的面积为周边国家发展海洋渔业提供了其广阔的面积为周边国家发展海洋渔业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近年来，，南海渔业受到非法南海渔业受到非法、、未报告未报告、、不受管制不受管制（（IllegalIllegal,, UnreportedUnreported,, UnregulatedUnregulated,, IUUIUU））捕捞捕捞

活动的威胁活动的威胁，，再加上周边国家之间的渔业冲突不断再加上周边国家之间的渔业冲突不断，，导致南海渔业资源明显衰减导致南海渔业资源明显衰减，，可持续性发展受到考验可持续性发展受到考验。。

针对当前南海渔业活动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针对当前南海渔业活动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以提出以““南海渔业共同体南海渔业共同体””为指导思想为指导思想，，协同南海周边国家筹协同南海周边国家筹

建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建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此组织的构建应有助于明确各国的责任和义务此组织的构建应有助于明确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对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对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和和

管理管理，，实现南海渔业资源的共同调查与维护实现南海渔业资源的共同调查与维护，，并实现南海并实现南海 IUUIUU捕捞行为的共同监管捕捞行为的共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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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面积辽阔南海面积辽阔，，是是““2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的关键区域。。近年来近年来，，南海受非法南海受非法、、未报告未报告、、不受管制不受管制（（IlIl⁃⁃
legallegal,, UnreportedUnreported,, UnregulatedUnregulated,, IUUIUU））捕捞的威胁捕捞的威胁，，周边国家之间的渔业冲突也使其海洋渔业周边国家之间的渔业冲突也使其海洋渔业、、生态环境面生态环境面

临严峻的考验临严峻的考验，，同时南海缺乏有效的渔业管理组织对同时南海缺乏有效的渔业管理组织对 IUUIUU捕捞及其相关矛盾冲突进行及时的规制与管捕捞及其相关矛盾冲突进行及时的规制与管

理理，，长此以往长此以往，，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堪忧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为实现海洋强国建设目标为实现海洋强国建设目标，，建议我国应以建议我国应以““南海渔业共南海渔业共

同体同体””的理念为指导思想的理念为指导思想，，加快南海区域渔业组织的建设加快南海区域渔业组织的建设，，以减少非法捕捞以减少非法捕捞、、平定渔业纠纷平定渔业纠纷，，实现渔业可实现渔业可

持续发展以及南海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以及南海的长治久安。。

一一、、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一））南海渔业资源骤减南海渔业资源骤减

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构造和交替的季风带来的水流模式变化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构造和交替的季风带来的水流模式变化，，南海拥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南海拥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特特

别是渔业资源别是渔业资源。。据估计据估计，，南海有南海有 33 300300种鱼类资源种鱼类资源，，占据世界总鱼类数的占据世界总鱼类数的 2222%%，，仅北部大陆架就有鱼类仅北部大陆架就有鱼类 11
027027种种，，虾虾 9191种种，，头足类头足类 7373种种，，大陆坡约有鱼类大陆坡约有鱼类 205205种种，，虾虾 9696种种，，南部海域的岛礁周围有南部海域的岛礁周围有 520520种鱼类种鱼类①①。。

南海一直被视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渔区南海一直被视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渔区，，年渔获量约为年渔获量约为 11 000000万吨万吨，，占据着世界总渔获量占据着世界总渔获量的的 1122%%②②。。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目前南海的渔业资源情况却不容乐观目前南海的渔业资源情况却不容乐观。。自自 2020世纪中叶起世纪中叶起，，沿岸各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沿岸各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

要要，，大力发展海洋渔业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旺盛的渔业需求和日益提高的捕捞技术不断考验着南海的渔业资源旺盛的渔业需求和日益提高的捕捞技术不断考验着南海的渔业资源。。2020 世纪世纪

8080年代年代，，南海渔业资源出现了迅速萎缩的迹象南海渔业资源出现了迅速萎缩的迹象，，并延续至今并延续至今。。世界粮农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世界粮农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包括南海包括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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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整个中西部太平洋渔区遭到了充分捕捞甚至是过度捕捞在内的整个中西部太平洋渔区遭到了充分捕捞甚至是过度捕捞①①。。经评估经评估，，南海的高营养价值鱼群消南海的高营养价值鱼群消

耗巨大耗巨大，，大型底栖和中上层鱼种的渔获量不断下降大型底栖和中上层鱼种的渔获量不断下降，，而小型鱼种的渔获量增加而小型鱼种的渔获量增加。。整个南海海域除中沙整个南海海域除中沙

群岛和南沙群岛附近部分渔场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外群岛和南沙群岛附近部分渔场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外，，其余海域其余海域（（包括南海北部大陆架渔场包括南海北部大陆架渔场、、北部湾北部湾

渔场渔场、、西沙海域渔场西沙海域渔场、、南沙海域多数渔场南沙海域多数渔场））传统渔场的渔业资源数量和质量相较传统渔场的渔业资源数量和质量相较 2020世纪中叶都呈现大世纪中叶都呈现大

幅度下降状态幅度下降状态②②。。与与 2020 世纪世纪 5050 年代相比年代相比，，南海鱼类资源总量下降了南海鱼类资源总量下降了 7070%~%~9595%%，，单位渔获单位渔获率减少了率减少了

6666%~%~7575%%③③。。

南海渔业资源的衰减还表现在沿岸各国的渔业捕捞量和渔获率上南海渔业资源的衰减还表现在沿岸各国的渔业捕捞量和渔获率上。。我国近几年在南海区域的渔获我国近几年在南海区域的渔获

量分别为量分别为：：360360万吨万吨（（20162016年年）、）、338338万吨万吨（（20172017年年）、）、310310万吨万吨（（20182018年年），），逐年呈下降态势逐年呈下降态势④④。。其中其中，，20182018年年
的绝对捕捞量较的绝对捕捞量较 20172017年减少年减少了了 2288万多吨万多吨，，减幅为减幅为 88..55%%⑤⑤。。菲律宾在南海的渔业捕捞率自菲律宾在南海的渔业捕捞率自 2020世纪世纪 7070年年
代以来一直在下降代以来一直在下降，，而马来西亚也在本世纪初出现了下降而马来西亚也在本世纪初出现了下降⑥⑥。。此外此外，，我国与越南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我国与越南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北北

部湾的平均渔获率在近十年来也大幅下降部湾的平均渔获率在近十年来也大幅下降⑦⑦。。

海洋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海洋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渔业资源与其生存渔业资源与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因素相互影响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不可分割，，某一某一

海域的污染会影响其他水域海域的污染会影响其他水域，，海洋环境的破坏会直接造成渔业资源的衰退海洋环境的破坏会直接造成渔业资源的衰退⑧⑧。。此外此外，，渔业资源的恢复不仅渔业资源的恢复不仅

取决于捕捞压力的降低取决于捕捞压力的降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包括包括：：渔业资源下降幅度渔业资源下降幅度、、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物种定居史物种定居史、、物物

种间的相互作用和气候变化等种间的相互作用和气候变化等⑨⑨。。过度捕捞将导致南海区域的生态系统改变过度捕捞将导致南海区域的生态系统改变，，这又使得鱼类得不到有效这又使得鱼类得不到有效

繁衍繁衍，，渔业资源得不到恢复渔业资源得不到恢复。。预测模型显示预测模型显示，，到到 20452045年年，，过度捕捞过度捕捞、、气候变暖气候变暖、、海洋酸化海洋酸化⑩⑩和初级生产力的和初级生产力的

变化将导致南海所有鱼类种群的生物量比变化将导致南海所有鱼类种群的生物量比 20152015年减少年减少 99%%至至 5959%%，，诸如石斑鱼诸如石斑鱼、、大鲨鱼和大黄鱼等脆大鲨鱼和大黄鱼等脆

弱物种预计将至少减少弱物种预计将至少减少 5050%%。。如果沿岸各国不采取有力措施如果沿岸各国不采取有力措施，，那么南海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将受到致那么南海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将受到致

命的打击命的打击，，渔业资源也将逐渐枯竭渔业资源也将逐渐枯竭。。

（（二二））周边各国渔业冲突不断周边各国渔业冲突不断

近年来近年来，，南海渔业冲突频发南海渔业冲突频发。。在南海区域因捕捞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在南海区域因捕捞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数量不断上升，，涉及到各国渔民涉及到各国渔民

的争端层出不穷的争端层出不穷。。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捕捞能力与逐年衰减的渔业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是南海渔业冲突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捕捞能力与逐年衰减的渔业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是南海渔业冲突

的根本原因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周边国家众多再加上周边国家众多，，政治局势复杂政治局势复杂，，海洋划界问题尚未解决海洋划界问题尚未解决，，各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各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相互重叠陆架相互重叠，，以及各国国内渐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各国国内渐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诸多因素导致南海渔业冲突事件不断诸多因素导致南海渔业冲突事件不断。。原农业部南原农业部南

海区渔政局统计海区渔政局统计，，19891989年至年至 20102010年年，，渔业争端枪杀渔业争端枪杀、、抓扣涉及到中国渔船抓扣涉及到中国渔船、、渔民的事件达渔民的事件达 380380多宗多宗，，涉及涉及

渔船渔船 750750多艘多艘、、渔民渔民 11..1313万人万人。。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数据，，20162016年到年到 20192019年年，，

在南海共发生了在南海共发生了 3232起重大事件起重大事件，，其中涉及来自中国其中涉及来自中国、、菲律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越南、、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泰国

的渔船和海洋执法船只的渔船和海洋执法船只。。

南海渔业冲突不仅在数量上层出不穷南海渔业冲突不仅在数量上层出不穷，，在性质上也渐趋严重在性质上也渐趋严重，，20122012年的中菲年的中菲““黄岩岛黄岩岛””事件便是一个事件便是一个

典型代表典型代表。。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20162016年年 33月月，，印尼渔业部巡逻船在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扣留了一艘中印尼渔业部巡逻船在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扣留了一艘中

国渔船后受到中国海警船的阻拦国渔船后受到中国海警船的阻拦，，进而升级为外交事件进而升级为外交事件。。同年同年 66月月，，一艘印尼海军舰艇在纳土纳群岛附一艘印尼海军舰艇在纳土纳群岛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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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拦截了近拦截了 1212艘艘中国渔船中国渔船，，最终导致两艘中国海警船和另外最终导致两艘中国海警船和另外 33艘印尼军舰参与争端艘印尼军舰参与争端①①。。20172017年年 99月月，，菲律菲律

宾海军与宾海军与 66艘越南渔船在西北邦加西南省靠近博利纳奥的海域发生冲突艘越南渔船在西北邦加西南省靠近博利纳奥的海域发生冲突，，导致两名渔民因枪伤死亡导致两名渔民因枪伤死亡②②。。

20192019年年 22月月 2424日日，，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印度尼西亚海军舰艇 KRI Bung TomoKRI Bung Tomo号对涉嫌非法捕鱼的号对涉嫌非法捕鱼的 44艘越南渔船上的渔民进艘越南渔船上的渔民进

行了逮捕行了逮捕，，逮捕过程中印尼舰艇进行了射击逮捕过程中印尼舰艇进行了射击③③。。

近年来近年来，，越南渔船频繁进入我国西沙海域进行非法捕捞和情报刺探越南渔船频繁进入我国西沙海域进行非法捕捞和情报刺探。。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 22 日凌晨日凌晨，，越南越南

渔船渔船 QNGQNG9061790617TSTS 号非法进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侵渔活动号非法进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侵渔活动，，我国海警我国海警 43014301舰依法对其进行了警舰依法对其进行了警

告驱离告驱离。。越南渔船拒不驶离越南渔船拒不驶离，，并多次做出危险动作并多次做出危险动作，，撞到海警撞到海警 43014301舰后沉没舰后沉没，，全部全部 88名船员被中国海警名船员被中国海警

救起救起④④。。虽然我国执法部门在南海加大了对外国渔船的打击力度虽然我国执法部门在南海加大了对外国渔船的打击力度，，但这并未能阻止各国渔业纠纷的进但这并未能阻止各国渔业纠纷的进

一步升级一步升级，，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大幅度降低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大幅度降低。。在南海渔业纠纷中在南海渔业纠纷中，，渔民冲突渔民冲突、、渔船冲突被赋予政治意渔船冲突被赋予政治意

义义，，民族主义情绪和领土主权争端发酵激化冲突等级民族主义情绪和领土主权争端发酵激化冲突等级，，以至于上升成为一个以至于上升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安全””议题议题⑤⑤。。当前在当前在

南海的渔业管理存在无秩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渔业冲突扩大化南海的渔业管理存在无秩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渔业冲突扩大化，，以争夺渔业资源为本质的渔业纠以争夺渔业资源为本质的渔业纠

纷往往被纷往往被““国家安全国家安全””考量化为一场政治博弈考量化为一场政治博弈，，推动着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推动着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甚至成为大国战略对甚至成为大国战略对

弈的新热点弈的新热点⑥⑥。。

（（三三））渔业资源开发方式落后渔业资源开发方式落后

南海渔业资源种类丰富繁多南海渔业资源种类丰富繁多，，但由于周边各国的开发与利用方式落后但由于周边各国的开发与利用方式落后、、技术链较短技术链较短，，渔业资源开发渔业资源开发

多为初级产品多为初级产品。。从产业链来看从产业链来看，，南海地区水产品的加工方式仍以初级产品为主南海地区水产品的加工方式仍以初级产品为主，，水产品加工种类仍然停水产品加工种类仍然停

留在初级加工阶段留在初级加工阶段，，冷冻水产品加工及干冷冻水产品加工及干、、腌腌、、罐头制品占据主力军罐头制品占据主力军，，水产品加工附加值低水产品加工附加值低⑦⑦。。

从捕捞模式来看从捕捞模式来看，，南海区域的渔业大多属于小规模渔业南海区域的渔业大多属于小规模渔业，，呈现出小生产模式呈现出小生产模式，，资本投入较少资本投入较少，，捕捞设捕捞设

备更新换代缓慢备更新换代缓慢。。作业方式以传统捕捞作业方式以传统捕捞（（如拖网捕鱼如拖网捕鱼））为主为主，，渔船大多为中小型渔船大多为中小型，，普遍使用对渔业资源破普遍使用对渔业资源破

坏力大的拖网坏力大的拖网、、刺网刺网，，捕捞装备也较为落后捕捞装备也较为落后⑧⑧。。这种船队架构决定了捕捞作业缺少规划和监测这种船队架构决定了捕捞作业缺少规划和监测，，使得南海使得南海

渔业资源无法准确预期渔业资源无法准确预期，，往往会导致过度捕捞往往会导致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的衰减造成渔业资源的衰减。。

此外此外，，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养殖渔业处于起步阶段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养殖渔业处于起步阶段，，养殖水平养殖水平、、养殖设施较为落后养殖设施较为落后，，导致养殖品种单导致养殖品种单

一一，，主要集中为藻类养殖主要集中为藻类养殖，，尚未形成大规模养殖业尚未形成大规模养殖业⑨⑨。。由于南海高价值鱼群的枯竭由于南海高价值鱼群的枯竭，，小型的低价值鱼类的小型的低价值鱼类的

渔获量增长渔获量增长，，其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其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 4040%~%~6060%%⑩⑩。。这些低价值鱼类被大量作为饲料喂养近海养殖的高价这些低价值鱼类被大量作为饲料喂养近海养殖的高价

值鱼类值鱼类，，营养转化率低营养转化率低。。这种落后的渔业养殖开发技术导致渔业单位产量偏低这种落后的渔业养殖开发技术导致渔业单位产量偏低，，加之有效防抗病措施的加之有效防抗病措施的

缺失缺失，，南海渔业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较大的消极影响南海渔业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较大的消极影响。。

除了渔业生产链除了渔业生产链、、捕捞模式和养殖方式捕捞模式和养殖方式，，南海渔业资源的不可持续与渔民群体也有关系南海渔业资源的不可持续与渔民群体也有关系。。随着南海随着南海

环境变差环境变差，，渔业资源衰减导致捕捞产量和渔获率都降低渔业资源衰减导致捕捞产量和渔获率都降低，，再加上不断上升的捕捞成本再加上不断上升的捕捞成本，，渔民出海难获利渔民出海难获利

益益，，增收艰难增收艰难。。南海渔业整体生产条件恶劣南海渔业整体生产条件恶劣，，渔民没有相应的保障渔民没有相应的保障。。即使被迫退出海洋捕捞业即使被迫退出海洋捕捞业，，渔民转产渔民转产

转业也困难重重转业也困难重重。。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渔民只顾眼前经济利益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渔民只顾眼前经济利益，，无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养护无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养护。。以上种以上种

种种，，都严重限制了南海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都严重限制了南海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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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晏瑲等张晏瑲等：：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二二、、南海区域渔业困境的原因分析南海区域渔业困境的原因分析

南海渔业面临的困境南海渔业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受限于南海的独特自然条件一方面受限于南海的独特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则归咎于人类活动另一方面则归咎于人类活动。。领土和海领土和海

洋划界争端导致周边国家缺乏信任洋划界争端导致周边国家缺乏信任，，开展区域合作的热情不高开展区域合作的热情不高；；现有的渔业合作机制现有的渔业合作机制，，不仅缺乏能够约不仅缺乏能够约

束各方的多边区域渔业合作协定束各方的多边区域渔业合作协定，，也不存在一个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也不存在一个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

（（一一））南海自然条件的限制南海自然条件的限制

南海被中国南海被中国、、菲律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环绕马来西亚和越南环绕，，拥有两个以上的出海口拥有两个以上的出海口，，属于典型的属于典型的

半闭海半闭海。。不同于开阔的海域不同于开阔的海域，，半闭海具有完整的循环系统半闭海具有完整的循环系统，，与其他海域的水体交换缓慢与其他海域的水体交换缓慢，，域内环境和生物域内环境和生物

资源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资源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其资源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海域初级生产力的大小其资源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海域初级生产力的大小，，资源遭资源遭

到破坏后很难从其他海域得到补充到破坏后很难从其他海域得到补充①①。。半闭海内某一海域鱼类资源的崩溃或枯竭将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半闭海内某一海域鱼类资源的崩溃或枯竭将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产生影响产生影响，，使其恢复到以前的水平需要更长的时间使其恢复到以前的水平需要更长的时间②②。。
南海的自然特征还使得其渔业现状直接受到沿岸国活动的影响南海的自然特征还使得其渔业现状直接受到沿岸国活动的影响。。南海沿岸国拥有多样的社会制度南海沿岸国拥有多样的社会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渔业政策也不尽相同渔业政策也不尽相同，，任何一个国家的活动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活动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任何一个任何一个

半闭海沿岸国家改变渔业政策都可能对该区域的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半闭海沿岸国家改变渔业政策都可能对该区域的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③③。。
虽然渔业资源有可再生性虽然渔业资源有可再生性，，但南海为半闭海但南海为半闭海，，受外界海洋环境因素影响不大受外界海洋环境因素影响不大，，该海域的渔业资源活该海域的渔业资源活

动范围集中动范围集中，，再生能力有限再生能力有限，，缺乏外来补充能力缺乏外来补充能力，，严重依赖该水域的环境严重依赖该水域的环境。。一旦捕捞能力超过资源承受能一旦捕捞能力超过资源承受能

力力，，南海的海洋生态环境便被严重破坏南海的海洋生态环境便被严重破坏，，渔业资源也将明显衰退渔业资源也将明显衰退④④。。
（（二二））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未决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未决

南海作为半闭海南海作为半闭海，，海域面积辽阔海域面积辽阔，，沿岸国家众多沿岸国家众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了其沿岸国主张海洋利益赋予了其沿岸国主张海洋利益

范围的权利范围的权利，，领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保障沿岸国在这些海域享有专属捕鱼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保障沿岸国在这些海域享有专属捕鱼权。。南海周边国家均提南海周边国家均提

出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出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产生主张重叠而需要进行海域划界产生主张重叠而需要进行海域划界。。基于基于““陆地支配海洋陆地支配海洋””原则原则，，海域的海域的

主张和划界需以陆地领土为基础主张和划界需以陆地领土为基础，，岛礁主权的归属问题决定着海洋划界范围和海洋资源的分配岛礁主权的归属问题决定着海洋划界范围和海洋资源的分配⑤⑤。。但由于但由于

南海岛礁领土主权争端未解南海岛礁领土主权争端未解，，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海域划界陷入困境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海域划界陷入困境，，各国在南海所享有的海洋权益亦范各国在南海所享有的海洋权益亦范

围不明围不明。。在此背景下在此背景下，，那些沿海居民生计严重依赖捕鱼的国家那些沿海居民生计严重依赖捕鱼的国家，，只能单方面只能单方面““掠夺掠夺””渔业资源渔业资源，，方式有两种方式有两种：：

第一第一，，通过国内法划定本国的捕鱼区通过国内法划定本国的捕鱼区，，并通过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方式限制外国渔船进入并通过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方式限制外国渔船进入，，一旦发现一旦发现

外国渔船涉嫌违法捕捞外国渔船涉嫌违法捕捞，，沿岸国便进行拿捕或扣押沿岸国便进行拿捕或扣押。。但问题是但问题是，，这些渔区往往与其他国家的主张海域重这些渔区往往与其他国家的主张海域重

叠叠。。比如比如，，马来西亚划分的海洋渔区马来西亚划分的海洋渔区 CC22区主要在南海方向区主要在南海方向，，部分与我国部分与我国““南海断续线南海断续线””内海域重叠内海域重叠⑥⑥。。中国中国

与印度尼西亚关于岛屿主权不存在争端与印度尼西亚关于岛屿主权不存在争端，，但双方却存在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问题但双方却存在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南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南

沙群岛没有领土要求沙群岛没有领土要求，，中国也对纳土纳群岛的主权属于印度尼西亚没有异议中国也对纳土纳群岛的主权属于印度尼西亚没有异议，，但同时中国坚持纳土纳群但同时中国坚持纳土纳群

岛海域是中国的传统渔场岛海域是中国的传统渔场⑦⑦。。如此如此，，双方对渔区的认定莫衷一是双方对渔区的认定莫衷一是，，一国禁止的非法捕鱼可能会被他国认定一国禁止的非法捕鱼可能会被他国认定

为在本国渔区内的合法活动为在本国渔区内的合法活动，，由此爆发渔业冲突由此爆发渔业冲突。。

第二第二，，对本国捕鱼业的拓展采取以经济补贴为主的扶持政策对本国捕鱼业的拓展采取以经济补贴为主的扶持政策。。基于促进本国渔业发展的目的和政治基于促进本国渔业发展的目的和政治

因素的考量因素的考量，，南海周边国家普遍采取不正当的渔业经济刺激措施南海周边国家普遍采取不正当的渔业经济刺激措施，，这往往会鼓励过度捕捞这往往会鼓励过度捕捞，，对渔业的可对渔业的可

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持续发展构成威胁。。菲律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分别排在世界十大渔业补贴国家的第三分别排在世界十大渔业补贴国家的第三、、第四和第五第四和第五

位位⑧⑧。。以越南为例以越南为例，，越南为其渔民提供三种补贴越南为其渔民提供三种补贴，，包括燃油包括燃油、、保险和低贷款利率补贴保险和低贷款利率补贴⑨⑨，，并计划在并计划在 20182018年至年至

①① 虞楚萧虞楚萧：《：《南海渔业资源养护区域合作法律问题的研究综述南海渔业资源养护区域合作法律问题的研究综述》，《》，《20142014年全国环境法学研讨会论文集年全国环境法学研讨会论文集》，》，第第 674674页页。。
②② 张晏瑲张晏瑲：《：《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发展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发展》，《》，《国际法研究国际法研究》》20152015年第年第 55期期，，第第 2323--4646页页。。
③③ Yao HuangYao Huang,, Pham Tran VuongPham Tran Vuong,,““Fisheries Co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Fisheries Co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xtContext,, LimitationsLimitations,, and Prosand P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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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2030年向渔业补贴投入年向渔业补贴投入 1818..77亿美元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大远洋船队规模主要用于扩大远洋船队规模，，将主要捕捞方向从过度开发的近海将主要捕捞方向从过度开发的近海

转移到开发程度较低的其他海域转移到开发程度较低的其他海域①①。。此外此外，，越南政府甚至鼓励本国渔民前往菲律宾领海捕鱼越南政府甚至鼓励本国渔民前往菲律宾领海捕鱼。。同样地同样地，，马马

来西亚也颁布了若干渔业扶持政策来西亚也颁布了若干渔业扶持政策，，以鼓励其渔民前往争端海域捕鱼以鼓励其渔民前往争端海域捕鱼。。据统计据统计，，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20162016年的渔船年的渔船

数量为数量为 1515 000000艘艘，，20192019年增加到年增加到 1919 500500艘艘，，该国捕鱼量也因此增长了该国捕鱼量也因此增长了 1919%%②②。。上述两种方式下的渔业资上述两种方式下的渔业资

源争夺是南海渔业纠纷频发以及渔业资源严重下降的重要原因源争夺是南海渔业纠纷频发以及渔业资源严重下降的重要原因。。

20202020年年 44月月 1818日日，，我国民政部宣布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建立三沙市西沙区我国民政部宣布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建立三沙市西沙区、、南沙区南沙区，，派驻政府派驻政府，，

管辖我国西沙管辖我国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中沙和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③③。。西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是我国不容置疑的领土南沙群岛是我国不容置疑的领土，，

建立辖区进行行政管理本属于我国内政行为建立辖区进行行政管理本属于我国内政行为，，但周边国家却将其视为我国对南海领土主权争议释放的但周边国家却将其视为我国对南海领土主权争议释放的

强硬姿态强硬姿态④④。。南海周边国家的互信度不高南海周边国家的互信度不高，，更无益于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更无益于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三三))缺少多边区域渔业合作协定缺少多边区域渔业合作协定

南海周边国家大多通过双边协定进行渔业合作管理南海周边国家大多通过双边协定进行渔业合作管理，，目前存在的双边渔业协定有两种目前存在的双边渔业协定有两种：：一是在海洋一是在海洋

划界后的渔业协定划界后的渔业协定，，如我国与越南在划界的基础上签订的如我国与越南在划界的基础上签订的《《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二是单纯的渔业协二是单纯的渔业协

定定，，不涉及海洋划界不涉及海洋划界，，除中越外的其他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相互签订了渔业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除中越外的其他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相互签订了渔业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但没但没

有明确划定各自的海洋边界有明确划定各自的海洋边界。。

自自 2121世纪初世纪初，，我国陆续与越南我国陆续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签订了双边渔业合作协定菲律宾等国签订了双边渔业合作协定。。中越在完成北中越在完成北

部湾划界的基础上部湾划界的基础上，，于于 20002000年签订了年签订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设立了中越共同渔区设立了中越共同渔区、、过渡性安排水过渡性安排水

域和小型渔业缓冲区域和小型渔业缓冲区，，并在同年协商制定了并在同年协商制定了《《北部湾共同渔区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北部湾共同渔区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以精细化共同渔区以精细化共同渔区

的管理和开发的管理和开发；；20042004 年两国又签订了年两国又签订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补充议定书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补充议定书》。》。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

20012001年签订了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洋事务与渔业部关于渔业合作的谅解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洋事务与渔业部关于渔业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忘录》，》，为两国渔业合作交流铺垫了基础为两国渔业合作交流铺垫了基础；；同年又达成了同年又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

与渔业部就利用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部分总可捕量的双边安排与渔业部就利用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部分总可捕量的双边安排》，》，并于并于 20042004年进行了修订年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入明确了入

渔许可渔许可、、渔具渔船和作业区域等问题渔具渔船和作业区域等问题；；此后此后，，两国又于两国又于 20072007年签订了年签订了《《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尼海洋与渔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尼海洋与渔

业部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业部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两国在包括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在内的海洋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两国在包括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在内的海洋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中中

菲在菲在 20042004年签订了年签订了《《中菲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菲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将我国与菲律宾渔业合作纳入政府间合作框架将我国与菲律宾渔业合作纳入政府间合作框架。。

20132013年中国与文莱签订年中国与文莱签订《《中文关于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文关于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今后中国和文莱海洋合作搭建了框为今后中国和文莱海洋合作搭建了框

架架。。20182018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签订了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签订了《《中马联合声明中马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应继续加强农渔业指出两国应继续加强农渔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产能等领域产能等领域

的合作的合作。。尽管中国与马来西亚尽管中国与马来西亚、、文莱之间并未签署国家政府间的双边渔业合作文件文莱之间并未签署国家政府间的双边渔业合作文件，，但地方政府和相关但地方政府和相关

部门之间的渔业合作依然存在部门之间的渔业合作依然存在。。如如 19981998年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局与马来西亚沙己州签订了渔业合作协年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局与马来西亚沙己州签订了渔业合作协

定定；；在中马渔业商务论坛暨马来西亚在中马渔业商务论坛暨马来西亚--广东渔业经贸合作交流会上广东渔业经贸合作交流会上，，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工业部与中国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工业部与中国

农业部和广东人民政府共签订了农业部和广东人民政府共签订了 1515项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项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各有双方各有 1515家渔业公司参与家渔业公司参与。。再如再如 20092009
年中国广东省海洋渔业局和文莱渔业局签署了渔业方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年中国广东省海洋渔业局和文莱渔业局签署了渔业方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协议由双方指定企业在文协议由双方指定企业在文

莱组建金航海洋生物有限公司莱组建金航海洋生物有限公司，，以便共同执行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项目以便共同执行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项目⑤⑤。。

尽管中国与越南尽管中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南海周边邻国签署了若干双边协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南海周边邻国签署了若干双边协定，，但只有中越两国的渔但只有中越两国的渔

业协定涵盖了渔业开发和保护的详细规定与安排业协定涵盖了渔业开发和保护的详细规定与安排，，以及覆盖北部湾海域的海洋环境管理措施以及覆盖北部湾海域的海洋环境管理措施，，并且具有并且具有

良好的可执行性良好的可执行性。。与之相比与之相比，，其他双边协定侧重于渔业资源利用的合作与协调其他双边协定侧重于渔业资源利用的合作与协调，，规定也偏向笼统宏观规定也偏向笼统宏观。。

①① Sarah HarperSarah Harper,, U Rashid SumailaU Rashid Sumaila,,““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Fisheries Subsidies and Their Reform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Fisheries Subsidies and Their Reform:: Case Studies of Senegal and VietnamCase Studies of Senegal and Vietnam””,,
IIED Working PaperIIED Working Paper,, 20192019,, pp..1212..

②② ShuiShui--Kai ChangKai Chang,, et alet al.,.,““A Step forward to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ourcesA Step forward to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ources:: Joint Works on CatchesJoint Works on Catches,, ManMan⁃⁃
agement Measures and Conservation Issuesagement Measures and Conservation Issues””,, Marine PolicyMarine Policy,, VolVol..116116,, 20202020,,103716103716,, httpshttps:://doi//doi..org/org/1010..10161016/j/j..marpolmarpol..20192019..103716103716..

③③ 民政部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国务院批准海南省三沙市设立市辖区的公告民政部关于国务院批准海南省三沙市设立市辖区的公告》，》，httphttp:://www//www..mcamca..govgov..cn/article/xw/tzgg/cn/article/xw/tzgg/202004202004//2020040002695520200400026955..shtsht⁃⁃
mlml，，20202020年年 44月月 2929日访问日访问。。

④④ Xave GregorioXave Gregorio,,““Philippines Protests ChinaPhilippines Protests China’’s Creation of New Districts in South China Seas Creation of New Districts in South China Sea””,,httpshttps:://www//www..cnnphilippinescnnphilippines..com/news/com/news/20202020//44//2222//
Philippines-China-diplomatic-protest-new-districtsPhilippines-China-diplomatic-protest-new-districts..htmlhtml,, 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 2828 日访问日访问 ;; See also Tsukasa Hadano and Tomoya OnishiSee also Tsukasa Hadano and Tomoya Onishi,,““VietViet⁃⁃
nam protests Chinanam protests China’’s new South China Sea districtss new South China Sea districts””,, httpshttps:://asia//asia.. nikkeinikkei.. com / Politics / International-relations / Vietnam-protests-China-s-com / Politics / International-relations / Vietnam-protests-China-s-
new-South-China-Sea-districtsnew-South-China-Sea-districts,, 20202020年年 44月月 2828日访问日访问 ..

⑤⑤ 陈陈 嘉嘉，，杨翠柏杨翠柏：《：《文本文本、、经验与构造经验与构造::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养护与管理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养护与管理》，《》，《河北法学河北法学》》20182018年第年第 99期期，，第第 9191--106106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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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晏瑲等张晏瑲等：：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双边渔业协定的签订和落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缔约方之间的渔业利益冲突双边渔业协定的签订和落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缔约方之间的渔业利益冲突。。以中越为以中越为

例例，，尽管中越之间签订了尽管中越之间签订了《《中越北部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湾渔业合作协定》》和其后的和其后的《《补充议定书补充议定书》，》，并规定了共同渔区及相应并规定了共同渔区及相应

的具体管理措施的具体管理措施，，越南渔船仍经常侵入我国海域非法捕鱼越南渔船仍经常侵入我国海域非法捕鱼。。仅仅 20202020年年 11月下旬月下旬，，越南就有越南就有 3434艘渔船进艘渔船进

入海南岛附近海域入海南岛附近海域，，大部分在大部分在 1212海里领海以内活动海里领海以内活动①①；；22月累计有月累计有 311311艘越南渔船进入广东艘越南渔船进入广东、、广西和海广西和海

南的内水南的内水、、领海及专属经济区活动领海及专属经济区活动，，这些渔船一方面在中国近海非法捕鱼这些渔船一方面在中国近海非法捕鱼，，另一方面则可能进行情报搜另一方面则可能进行情报搜

集和间谍活动集和间谍活动②②。。

在多边层面上在多边层面上，，与渔业相关的多边法律文件存在于中国与东盟之间与渔业相关的多边法律文件存在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如中国与东盟在如中国与东盟在 20022002年签订年签订

了了《《中国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农业将农业((包含渔业包含渔业))列为重点合作领域列为重点合作领域，，并在并在 20062006年签订了相关年签订了相关

的谅解备忘录的谅解备忘录；；20172017年签订的年签订的《《中国中国--东盟未来十年南海海岸和海洋环保宣言东盟未来十年南海海岸和海洋环保宣言（（20172017——20272027））》》强调双方强调双方

应加强渔业应加强渔业、、环保环保、、生态方面的合作生态方面的合作。。此外此外，，双方在双方在 20042004年签署的年签署的《《中国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

端解决机制协议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包括渔业纠纷在内的区域冲突规定了详细的争端解决程序为包括渔业纠纷在内的区域冲突规定了详细的争端解决程序。。

目前目前，，在南海尚没有一个域内所有国家都参与的渔业合作协定在南海尚没有一个域内所有国家都参与的渔业合作协定，，周边国家大多通过双边协定进行渔周边国家大多通过双边协定进行渔

业合作管理业合作管理，，但双边协定难以满足南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但双边协定难以满足南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首先首先，，渔业资源具有流动性渔业资源具有流动性，，双边协定的双边协定的

缔约方管辖海域是固定的缔约方管辖海域是固定的，，但鱼类活动范围不是固定的但鱼类活动范围不是固定的，，也不受人类海域划界的限制也不受人类海域划界的限制。。南海渔业资源多南海渔业资源多

为跨越多个国家管辖海域的鱼群为跨越多个国家管辖海域的鱼群，，或者是洄游距离更远的高度洄游鱼群或者是洄游距离更远的高度洄游鱼群。。双边的渔业合作形式事实上在双边的渔业合作形式事实上在

南海形成了若干个渔业管理区域南海形成了若干个渔业管理区域，，且管理措施和标准也不尽相同且管理措施和标准也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缺乏统一性。。

其次其次，，过度捕捞造成的海洋环境恶化过度捕捞造成的海洋环境恶化，，并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并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需要周边国家共同应对需要周边国家共同应对。。然而目前然而目前

的双边渔业合作大多局限于渔业资源的分配的双边渔业合作大多局限于渔业资源的分配，，其内容更多的是调整共同开发渔业资源关系其内容更多的是调整共同开发渔业资源关系，，而少有条而少有条

款直接协调共同管制非法捕捞行为款直接协调共同管制非法捕捞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法捕捞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法捕捞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导致非法捕导致非法捕

捞的猖獗和渔业正常生产秩序的破坏捞的猖獗和渔业正常生产秩序的破坏③③。。换言之换言之，，这些协定未能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这些协定未能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对南海渔业进对南海渔业进

行整体行整体、、宏观上的考虑宏观上的考虑，，较少关注对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发展较少关注对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发展，，更遑论规制渔业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更遑论规制渔业活动对海洋环境的

影响影响。。

再次再次，，双边协定易受其他国家的干扰双边协定易受其他国家的干扰，，从而难以发生预期的效果从而难以发生预期的效果。。其覆盖面太窄其覆盖面太窄，，无法约束缔约双方无法约束缔约双方

以外的第三方以外的第三方。。当缔约双方之外的国家在争议海域从事非法捕鱼行为时当缔约双方之外的国家在争议海域从事非法捕鱼行为时，，双边协定无法调整双边协定无法调整，，从而未能从而未能

在渔业共同管理与养护上取得明显效果在渔业共同管理与养护上取得明显效果。。

最后最后，，现有的双边渔业合作协定参与者范围仅仅局限在双方政府部门和一部分研究渔业问题的专现有的双边渔业合作协定参与者范围仅仅局限在双方政府部门和一部分研究渔业问题的专

家学者家学者，，南海渔业资源的最重要使用者南海渔业资源的最重要使用者，，即在南海有关海域捕鱼的渔民即在南海有关海域捕鱼的渔民，，却往往处于渔业合作的边缘却往往处于渔业合作的边缘，，局局

部的渔民参与也常常处于被动状态部的渔民参与也常常处于被动状态④④。“。“从上而下从上而下””的协定模式的协定模式，，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这使协定这使协定

本身的规定是否合理以及日后能否落实都打上了问号本身的规定是否合理以及日后能否落实都打上了问号。。

（（四四））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机构

建立区域渔业组织的行为建立区域渔业组织的行为，，由来已久由来已久。。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区域渔业组织能够帮助周边国家更好区域渔业组织能够帮助周边国家更好

地开展合作地开展合作，，妥善处理跨界鱼类问题妥善处理跨界鱼类问题。。南海区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域渔业合作机制南海区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域渔业合作机制（（见表见表 11）。）。
由表由表 11可以看出可以看出，，南海地区现有的渔业组织多边与双边并存南海地区现有的渔业组织多边与双边并存。。几个双边组织多是落实双边渔业协定几个双边组织多是落实双边渔业协定

的实施机构的实施机构，，管辖范围也仅限于缔约双方的海域管辖范围也仅限于缔约双方的海域。。在多边组织中在多边组织中，，软软、、硬性组织兼具硬性组织兼具。。软性组织如亚太渔软性组织如亚太渔

业委员会业委员会、、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东盟渔业协调组等东盟渔业协调组等，，它们只具有政策磋商与咨询职能它们只具有政策磋商与咨询职能，，缺乏实际的养护缺乏实际的养护

管理权力管理权力;;硬性组织如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硬性组织如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该组织有权制定养护管理措施该组织有权制定养护管理措施，，且对成员方具有强制执且对成员方具有强制执

行力行力⑤⑤，，但其管辖范围过大但其管辖范围过大，，并不专门面向南海区域并不专门面向南海区域。。

①①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越南渔船包围海南岛越南渔船包围海南岛？？越南渔船海南非法活动情况报告越南渔船海南非法活动情况报告（（１１）》，）》，httpshttps:://scspi//scspi..pkupku..eduedu..cn/dtfx/cn/dtfx/501468501468..htmhtm,,20202020
年年 44月月 2929日访问日访问。。

②②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2月月，，311311艘越南渔船侵入中国大陆及海南岛海域艘越南渔船侵入中国大陆及海南岛海域————越南渔船海南非法活动情况报告越南渔船海南非法活动情况报告（（22）》）》,,httpshttps:://scspi//scspi..
pkupku..eduedu..cn/dtfx/cn/dtfx/501584501584..htmhtm,,20202020年年 44月月 2929日访问日访问。。

③③ 陈明宝陈明宝：《：《南中国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措施及效果分析南中国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措施及效果分析》，《》，《产业观察产业观察》》20132013年第年第 1010期期，，第第 9898--101101页页。。
④④ 葛红亮葛红亮，，鞠海龙鞠海龙：《：《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以功能主义为视角》，《》，《昆明理工大学学报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20132013年第年第 11

期期，，第第 1818--2626页页。。
⑤⑤ 褚晓琳褚晓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南海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合作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南海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合作研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2020年第年第 11期期，，第第 8787--9999页页。。

1313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020年年 第第66期期
表表 11 现有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现有南海渔业合作机制①①②②

组织组织//项目项目

亚太渔业委员会亚太渔业委员会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
界粮农组织南海渔业发界粮农组织南海渔业发
展和协调方案展和协调方案

东盟渔业协调组东盟渔业协调组

中国中国--印尼渔业合作混合印尼渔业合作混合
委员会委员会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中马渔业合作论坛中马渔业合作论坛

中菲渔业合作联合委员中菲渔业合作联合委员
会会

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
员会员会

南海渔业资源与管理研南海渔业资源与管理研
讨会讨会

成立年份成立年份

19481948年年

19671967年年

19741974年年

20012001年年

20012001年年

20042004年年

20042004年年

20052005年年

20062006年年

20172017年年

性质性质//形式形式

政府间政府间，，多边多边

政府间政府间，，多边多边

政府间政府间，，多边多边

政府间政府间，，多边多边

政府间政府间，，双边双边

政府间政府间，，多边多边

非政府间非政府间（（半官半官
方方），），双边双边

政府间政府间，，双边双边

政府间政府间，，双边双边

非政府间非政府间，，科学科学
研讨会研讨会

参与方参与方

除文莱除文莱外的外的南海周边国家以
及亚太地区

南海周边国家以
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其他国家

东盟十国东盟十国、、日本日本

菲律宾菲律宾、、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泰国、、新加新加
坡坡、、文莱文莱

除老挝外的其余东盟成员国除老挝外的其余东盟成员国

中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

中国中国、、印度尼印度尼西亚西亚、、菲律宾和
其他中西部太

菲律宾和
其他中西部太平洋沿岸国家
以及欧盟

平洋沿岸国家
以及欧盟

中国中国、、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中国中国、、菲律宾菲律宾

中国中国、、越南越南

中国中国、、越南越南、、菲菲律宾律宾、、泰国泰国、、马
来西亚

马
来西亚、、印度尼印度尼西亚西亚

备注备注

促促进发展和管理渔进发展和管理渔
业生产和渔业文化业生产和渔业文化

搜集渔业数据和信搜集渔业数据和信
息息，，相关科学研究相关科学研究

鼓励区域鱼类种群鼓励区域鱼类种群
管理政策管理政策，，促进建立促进建立
区域协调机制区域协调机制

可持续发展和负责可持续发展和负责
任捕鱼任捕鱼

功能性合作功能性合作

公海捕鱼管理公海捕鱼管理

功能性合作功能性合作

交换和汇编各国渔交换和汇编各国渔
业数据和管理信息业数据和管理信息

来源来源：：本文作者整理本文作者整理。。

南海渔业资源的现状与当前渔业组织的弊端密切相关南海渔业资源的现状与当前渔业组织的弊端密切相关：：第一第一，，这些组织要么覆盖地域太宽这些组织要么覆盖地域太宽，，参与主参与主

体太多体太多，，不限于南海域内不限于南海域内，，由于各国立场由于各国立场、、价值取向和发展水平等不一致价值取向和发展水平等不一致，，导致这些组织的运行往往与南导致这些组织的运行往往与南

海周边国家的想法背道而驰海周边国家的想法背道而驰，，违背建立的初衷违背建立的初衷；；要么覆盖面太窄要么覆盖面太窄，，不能涵盖整个南海海域不能涵盖整个南海海域，，无法从南海整无法从南海整

个海洋生态系统的高度来控制对渔业资源的捕捞力度个海洋生态系统的高度来控制对渔业资源的捕捞力度。。事实上事实上，，南海目前还没有一个包括全部域内国家南海目前还没有一个包括全部域内国家

的排他性多边渔业组织的排他性多边渔业组织。。第二第二，，这些组织尽管都以渔业为核心任务这些组织尽管都以渔业为核心任务，，但具体工作不同但具体工作不同，，呈现出碎片化呈现出碎片化。。且且

缺少沟通和协调缺少沟通和协调，，有些工作可能会重复进行有些工作可能会重复进行，，造成资源的浪费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三第三，，这些组织往往是行政性这些组织往往是行政性、、建议性或建议性或

技术性的技术性的，，仅具有咨询和建议功能仅具有咨询和建议功能，，没有决策权没有决策权。。第四第四，，这些组织往往经费不足或持续紧张这些组织往往经费不足或持续紧张，，大多依靠域大多依靠域

外的资助外的资助，，势必导致其工作的进行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势必导致其工作的进行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例如例如，，南海渔业发展和协调方案项目主要依南海渔业发展和协调方案项目主要依

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宣传努力和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宣传努力和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而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的活动则依靠日本的而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的活动则依靠日本的

资助资助。。

迄今迄今，，南海区域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多边渔业组织南海区域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多边渔业组织，，也未建立起整体的监测也未建立起整体的监测、、控制控制

和监视措施和监视措施，，未使用国际流行的总捕捞配额制度未使用国际流行的总捕捞配额制度，，未产生渔业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未产生渔业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未做出整体休渔也未做出整体休渔

期期、、休渔区的安排休渔区的安排③③。。区域性协调机构的缺失导致南海渔业资源实际上处于区域性协调机构的缺失导致南海渔业资源实际上处于““公地池塘公地池塘””状态状态，，这对周边国这对周边国

①① 陈陈 嘉嘉，，杨翠柏杨翠柏：《：《文本文本、、经验与构造经验与构造::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养护与管理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养护与管理》，《》，《河北法学河北法学》》20182018年第年第 99期期，，第第 9191--106106页页。。
②② 葛红亮葛红亮，，鞠海龙鞠海龙：《：《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南中国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以功能主义为视角》，《》，《昆明理工大学学报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20132013年第年第 11

期期，，第第 1818--2626页页。。
③③ 张艾妮张艾妮，，李飞星李飞星：《：《论南海渔业多边合作论南海渔业多边合作》，《》，《开放导报开放导报》》20162016年第年第 22期期，，第第 1919--2222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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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晏瑲等张晏瑲等：：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家而言家而言，，无疑是一个无疑是一个““双输双输””的局面的局面。。

无论是从经济无论是从经济、、资源还是社会角度而言资源还是社会角度而言，，渔业资源对南海周边国家都至关重要渔业资源对南海周边国家都至关重要①①，，但由于南海区域性但由于南海区域性

渔业组织的缺位渔业组织的缺位，，南海周边各国往往单方面地进行渔业开发与管理活动南海周边各国往往单方面地进行渔业开发与管理活动，，难以进行统一而有规划的作难以进行统一而有规划的作

业业，，在分散管理在分散管理、、生产粗放的开发模式下出现各国注重发展经济而忽略环境保护的情况生产粗放的开发模式下出现各国注重发展经济而忽略环境保护的情况，，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环境污染

使南海海洋环境面临生态系统破坏的难题使南海海洋环境面临生态系统破坏的难题，，赤潮等自然灾害频发赤潮等自然灾害频发，，渔场水域质量下降渔场水域质量下降，，海域渔业产量降海域渔业产量降

低低，，从而导致南海海洋渔业开发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导致南海海洋渔业开发受到很大影响。。

此外此外，，由于没有统一的机构协调管理由于没有统一的机构协调管理，，导致南海某国可能正在实行休渔政策导致南海某国可能正在实行休渔政策，，进入休渔期进入休渔期，，而其他国而其他国

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捕鱼大肆捕鱼；；又或者某国对渔具渔法进行严格限制又或者某国对渔具渔法进行严格限制，，而相关国家则鼓励本国渔民抢占而相关国家则鼓励本国渔民抢占

渔业资源渔业资源，，甚至不惜违规捕捞甚至不惜违规捕捞②②。。

三三、、南海区域渔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南海区域渔业问题的解决方案

渔业资源的公共性渔业资源的公共性、、整体性整体性、、洄游性和脆弱性等特点决定了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不可能通过个别洄游性和脆弱性等特点决定了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不可能通过个别

国家的努力来实现国家的努力来实现。。研究也表明研究也表明，，如果继续遵循过去的路径来管理南海渔业资源如果继续遵循过去的路径来管理南海渔业资源，，将会发生不可接受的将会发生不可接受的

社会和生态后果社会和生态后果③③。。为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南海周边国家普遍在国内法层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南海周边国家普遍在国内法层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④④，，并实并实

施了积极的管理措施施了积极的管理措施，，包括内部控制包括内部控制、、外部控制和具体技术标准外部控制和具体技术标准⑤⑤。。但是现状证明但是现状证明，，各国单边或双边的渔各国单边或双边的渔

业管理无法解决当前南海渔业的困境业管理无法解决当前南海渔业的困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第 123123条强调半闭海沿岸国家要加强合作条强调半闭海沿岸国家要加强合作，，

特别是在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特别是在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养护养护、、勘探和开发方面进行协调勘探和开发方面进行协调。。在相互克制和善意谈判义务下在相互克制和善意谈判义务下⑥⑥，，南海周南海周

边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区域渔业合作组织边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区域渔业合作组织，，设立起专门管理渔业资源和处理渔业纠纷的正式合作机制设立起专门管理渔业资源和处理渔业纠纷的正式合作机制，，

并加强本区域的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合作并加强本区域的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合作。。

（（一一））建立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以提高渔业合作程度建立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以提高渔业合作程度

南海渔业资源的现状表明南海渔业资源的现状表明，，当前以双边形式为主的渔业合作不能可持续地管理南海渔业资源当前以双边形式为主的渔业合作不能可持续地管理南海渔业资源。。尽管尽管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现有诸多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估结果偏低对现有诸多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估结果偏低⑦⑦，，但不能但不能

否认否认，，这些组织对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些组织对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因此，，建议以建议以““南海渔业共同体南海渔业共同体””为指导思为指导思

想想，，协同南海周边国家筹建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协同南海周边国家筹建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该组织的任务是从南海整体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该组织的任务是从南海整体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

协调各国渔业政策协调各国渔业政策，，对渔业资源统一作出分配对渔业资源统一作出分配、、管理和养护管理和养护。。此外此外，，应当保障该组织的透明度应当保障该组织的透明度，，对各国远对各国远

洋捕鱼船只进行登记洋捕鱼船只进行登记，，公开相关信息公开相关信息，，实现跟踪监督实现跟踪监督。。各国应当及时披露本国船只的信息各国应当及时披露本国船只的信息，，避免重复登避免重复登

记记、、船只腐败等问题的发生船只腐败等问题的发生，，以确保渔业资源的长期健康利用以确保渔业资源的长期健康利用。。

其次其次，，沿海各国都要作出利益让渡沿海各国都要作出利益让渡，，采取经济手段预防和控制采取经济手段预防和控制 IUUIUU 捕捞行为捕捞行为，，提高提高 IUUIUU 的捕捞成的捕捞成

本本。。这需要沿岸国抛弃只追求当前经济利益的短视心态这需要沿岸国抛弃只追求当前经济利益的短视心态，，而采取有利于渔业长期发展的政策而采取有利于渔业长期发展的政策，，如削弱或如削弱或

减少不正当的渔业补贴减少不正当的渔业补贴。。沿岸各国有义务确保悬挂其国旗的船只不从事沿岸各国有义务确保悬挂其国旗的船只不从事 IUUIUU捕捞活动捕捞活动，，有义务确保协调有义务确保协调

一致和透明的处罚方式一致和透明的处罚方式，，对对 IUUIUU捕捞进行严格管制捕捞进行严格管制。。

再次再次，，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模式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模式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强调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强调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

相互影响相互影响，，并结合渔民知识并结合渔民知识、、渔民权益等因素进行综合治理渔民权益等因素进行综合治理⑧⑧。。因此因此，，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不仅需要政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不仅需要政

府的参与府的参与，，还应得到民间组织还应得到民间组织、、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渔民组织的配合渔民组织的配合。。在具体机制设置上在具体机制设置上，，可以考虑邀请利益相关可以考虑邀请利益相关

方代表参与方代表参与，，共同协商制定渔业政策共同协商制定渔业政策，，并实施监督并实施监督。。

①① 赵赵 岚岚，，郑先武郑先武：《：《资源安全视域下南海渔业纠纷探析资源安全视域下南海渔业纠纷探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2019年第年第 11期期，，第第 7171--8989页页。。
②② 代中现代中现，，邹丹邹丹：《：《南海争端对我国南海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南海争端对我国南海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20152015年中国渔业经济专家研讨会论文集年中国渔业经济专家研讨会论文集》，》，第第 293293页页。。
③③ LL..SS..LL.. TehTeh,, et alet al.,.,““What is at StakeWhat is at Stake?? Status and Threats to South China Sea Marine FisheriesStatus and Threats to South China Sea Marine Fisheries””,, AMBIOAMBIO,, VolVol..4646,, NoNo..11,, 20172017,, pppp.. 5757––7272..
④④ Naomi ClarkNaomi Clark--ShenShen,, et alet al.,.,““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shery and Environment Law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shery and Environment Law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tilizing Existing Laws to PromoteUtilizing Existing Laws to Promote

PeacePeace””,, Marine PolicyMarine Policy,, 20192019,, 103568103568,,httpshttps:://doi//doi..org/org/1010..10161016/j/j..marpolmarpol..20192019..103568103568，，20202020年年 44月月 2929日访问日访问。。
⑤⑤ ShuiShui--Kai ChangKai Chang,, et alet al.,.,““A Step forward to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ourcesA Step forward to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Resources:: Joint Works on CatchesJoint Works on Catches,, ManMan⁃⁃

agement Measures and Conservation Issuesagement Measures and Conservation Issues””,, Marine PolicyMarine Policy,, VolVol..116116,, 20202020,, 103716103716,, httpshttps:://doi//doi..org/org/1010..10161016/j/j..marpolmarpol..20192019..103716103716..
⑥⑥ 张艾妮张艾妮：《：《论半闭海制度对南海渔业合作的启示论半闭海制度对南海渔业合作的启示》，《》，《南海法学南海法学》》20172017年第年第 22期期，，第第 9999--106106页页。。
⑦⑦ Sarika Cullis-SuzukiSarika Cullis-Suzuki,, Daniel PaulyDaniel Pauly,,““Failing the High SeasFailing the High Seas:: A Global Evaluation of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A Global Evaluation of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MarineMarine

PolicyPolicy,, VolVol.. 3434,, NoNo..55,, 20102010,, pppp..10361036––10421042..
⑧⑧ 唐国建唐国建，，崔凤崔凤：《：《国际渔业管理模式研究述评国际渔业管理模式研究述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20122012年第年第 22期期，，第第 88--1313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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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另外，，南海周边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南海周边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一个封闭的渔业组织不利于获得外部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一个封闭的渔业组织不利于获得外部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

持持，，但同但同时时，，组织的开放应当是有限度的组织的开放应当是有限度的。。基于南海的特殊性基于南海的特殊性，，一些域外国家以不同的目的试图参与南海一些域外国家以不同的目的试图参与南海

区域问题区域问题，，使得局势复杂化使得局势复杂化。。因此因此，，拟建立的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应当排除域外国家的参与拟建立的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应当排除域外国家的参与，，但可以与但可以与

区域或全球渔业组织合作区域或全球渔业组织合作，，并给予其观察员地位并给予其观察员地位，，而无表决权而无表决权①①，，以达成共识以达成共识，，实现数据分享和技术支持实现数据分享和技术支持，，

避免重复工作和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工作和资源浪费。。

最后最后，，南海周边各国应当强化本国渔民的资源保护意识南海周边各国应当强化本国渔民的资源保护意识，，开展渔业法律和技术讲座开展渔业法律和技术讲座，，帮助其树立起帮助其树立起

养护资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养护资源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唤起渔民的高度重视唤起渔民的高度重视。。当然当然，，沿岸国也需要努力改变渔民群体的从业环境沿岸国也需要努力改变渔民群体的从业环境

和生产条件和生产条件，，为他们提供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生活保障，，并且在渔民转产转业时并且在渔民转产转业时，，给予指导和帮助给予指导和帮助。。

（（二二））设立渔业纠纷解决机制设立渔业纠纷解决机制

渔业资源具有高度洄游性渔业资源具有高度洄游性，，渔业纠纷的发生也不可预料渔业纠纷的发生也不可预料；；再加上南海渔业纠纷关乎主权再加上南海渔业纠纷关乎主权，，涉及渔民涉及渔民

和国家双重利益和国家双重利益，，仅凭渔业合作和外交途径恐怕难以解决仅凭渔业合作和外交途径恐怕难以解决②②。。非正式的合作组织在推动渔业管理中具有非正式的合作组织在推动渔业管理中具有

一定的作用一定的作用，，但非正式性但非正式性、、非定期性的非定期性的、、民间互动性质的合作机制民间互动性质的合作机制，，在渔业冲突频发的南海区域不能充分在渔业冲突频发的南海区域不能充分

发挥规范与约束的作用发挥规范与约束的作用。。此外此外，，切实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位切实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位，，会极大地影响沿岸国家共同管理南海会极大地影响沿岸国家共同管理南海

渔业资源的意愿渔业资源的意愿，，进而使拟建立的区域渔业合作组织成为空中楼阁进而使拟建立的区域渔业合作组织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因此，，推动南海渔业安全最重要的推动南海渔业安全最重要的

是设立一个以南海渔业纠纷为主题的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设立一个以南海渔业纠纷为主题的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

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如如 WTOWTO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海洋法法庭等））不能满足解决南不能满足解决南

海渔业纠纷的需求海渔业纠纷的需求。。其一其一，，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往往需要域外国家的国民担任法官或仲裁员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往往需要域外国家的国民担任法官或仲裁员，，他们他们

不是南海域内国家的国民不是南海域内国家的国民，，对南海区域对南海区域、、沿岸国家以及它们之间争端的了解难免浮于表面沿岸国家以及它们之间争端的了解难免浮于表面，，不能感同身不能感同身

受受，，这势必会影响其专业判断这势必会影响其专业判断，，作出的判决或裁决的信服力也得不到保证作出的判决或裁决的信服力也得不到保证。。其二其二，，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现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

制出现了一种法律问题制出现了一种法律问题““政治化政治化””的倾向的倾向，，比如比如““南海仲裁案南海仲裁案”。”。法庭或仲裁庭似乎先入为主法庭或仲裁庭似乎先入为主，，对争端结果对争端结果

有了结论后有了结论后，，再进行推理论证再进行推理论证，“，“乌克兰诉俄罗斯临时措施令案乌克兰诉俄罗斯临时措施令案””中法庭对中法庭对““执法活动执法活动””的扩大化解释便是的扩大化解释便是

如此如此。。直接将其适用到南海渔业纠纷上直接将其适用到南海渔业纠纷上，，恐怕难以得到相关方的信任恐怕难以得到相关方的信任。。其三其三，，南海渔业纠纷具有很强的地南海渔业纠纷具有很强的地

域性域性，，且涉及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且涉及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域内国家往往拒绝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干预域内国家往往拒绝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干预，，即使通过现有的国即使通过现有的国

际争端解决机制得出了解决方法际争端解决机制得出了解决方法，，纠纷国家是否愿意接受纠纷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也不得而知也不得而知。。

因此因此，，建议我国发挥大国作用建议我国发挥大国作用，，协同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协同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签订多边公约签订多边公约，，以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为基

础础，，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设立一套正式的南海渔业争端解决机制设立一套正式的南海渔业争端解决机制。。原则上原则上，，机制应当排除域外国家的参机制应当排除域外国家的参

与与，，防止其借题发挥防止其借题发挥，，偏离纠纷性质偏离纠纷性质，，额外制造事端额外制造事端。。在具体条款设置上在具体条款设置上，，应当以非诉讼解决为主应当以非诉讼解决为主，，灵活运灵活运

用协商用协商、、谈判谈判、、调解和仲裁等方式调解和仲裁等方式。。如此如此，，一方面可以为渔业纠纷提供一套可行的解决机制一方面可以为渔业纠纷提供一套可行的解决机制，，减缓周边国减缓周边国

家的排斥情绪家的排斥情绪，，助力南海渔业合作落到实处助力南海渔业合作落到实处，，实现周边国家的长久合作实现周边国家的长久合作；；另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国从被动地这也是我国从被动地

接受规则到主动创造规则的重大转变接受规则到主动创造规则的重大转变，，是我国在争取国际法话语权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是我国在争取国际法话语权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

（（三三））加强南海渔业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合作加强南海渔业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合作

合理开发海洋渔业资源需要对海洋环境进行实时的监控和及时的预警合理开发海洋渔业资源需要对海洋环境进行实时的监控和及时的预警。。南海渔业资源的开发需要南海渔业资源的开发需要

充分利用周边各国已建立的海洋基础信息充分利用周边各国已建立的海洋基础信息、、海洋预警预报海洋预警预报、、海洋环境监测及海洋防灾救灾等系统信息海洋环境监测及海洋防灾救灾等系统信息，，

根据南海海域的实际情况制定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及细则根据南海海域的实际情况制定区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及细则，，为南海区域渔业资源的有序开发利为南海区域渔业资源的有序开发利

用与保护提供法律依据用与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实现南海渔业环境的联合监测实现南海渔业环境的联合监测、、一体化管理一体化管理，，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在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环境保

护和区域经济规划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协调护和区域经济规划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协调；；同时各国要加大对海洋环境监测监视的投入同时各国要加大对海洋环境监测监视的投入，，保障南海保障南海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渔业政策的制定需要完整掌握南海的科学数据可持续性渔业政策的制定需要完整掌握南海的科学数据，，以精确控制捕捞量和规划渔业发展以精确控制捕捞量和规划渔业发展。。因因

此此，，有必要由南海各国推荐组成联合科学家小组有必要由南海各国推荐组成联合科学家小组，，对整个南海区域进行联合调查并收集数据对整个南海区域进行联合调查并收集数据。。以此为基以此为基

础础，，作出南海鱼类种群评估作出南海鱼类种群评估、、渔业资源迁移分布和环境状况评价渔业资源迁移分布和环境状况评价，，建立南海渔业信息数据库建立南海渔业信息数据库，，为南海渔业为南海渔业

①① ShihShih--Ming KaoMing Kao,,““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n the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n the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Lessons Learn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Lessons Learn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Inter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Wildlife Law &Policynational Wildlife Law &Policy,, VolVol..1818,, NoNo..22,, 20152015,, pppp..165165--183183..

②② 安晨曦安晨曦，，石春雷石春雷，，温宝璇温宝璇：《：《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人文科学版））20152015年第年第 22期期，，第第 1212--1818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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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晏瑲等张晏瑲等：：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论南海区域渔业活动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合作提供科学基础合作提供科学基础。。

四四、、结结 论论

南海区域的渔业资源现状堪忧南海区域的渔业资源现状堪忧，，亟需周边国家改变目前单边或双边的管理模式亟需周边国家改变目前单边或双边的管理模式。。鉴于南海海域尚没鉴于南海海域尚没

有一个包括所有周边国家在内的区域渔业合作组织有一个包括所有周边国家在内的区域渔业合作组织，，且南海主权争端在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不大且南海主权争端在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因此

在在““搁置争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理念下的理念下，，通过签订多边公约通过签订多边公约，，建立一个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建立一个南海区域渔业合作组织，，明确各国的责明确各国的责

任和义务任和义务，，对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和管理对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和管理，，实现南海渔业资源的共同调查与维护实现南海渔业资源的共同调查与维护，，并实现对南海并实现对南海 IUUIUU
捕捞行为的共同监管捕捞行为的共同监管。。此外此外，，设立一套专门的渔业纠纷解决机制设立一套专门的渔业纠纷解决机制，，为各国解决渔业纠纷提供成熟的方案为各国解决渔业纠纷提供成熟的方案。。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南海各国也应当加强在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南海各国也应当加强在环境监测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为渔业合作落向实处提供坚实的科为渔业合作落向实处提供坚实的科

学基础学基础。。如此如此，，以低敏感度的渔业合作为契机以低敏感度的渔业合作为契机，，有利于巩固周边国家间的信任有利于巩固周边国家间的信任，，实现渔业合作的统一性实现渔业合作的统一性、、

规范性规范性，，并为解决南海主权问题奠定未来合作的区域框架并为解决南海主权问题奠定未来合作的区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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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edicaments of Regional Fishery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ir Solutions

ZHANG YanZHANG Yan--cangcang11,, 22,, ZHANG XuZHANG Xu--dongdong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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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key area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key area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21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its vast area provides uniqu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in the surrounding statesand its vast area provides uniqu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 in the surrounding states.. InIn
recent yearsrecent years,, the fishe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been threatened by IUUthe fishe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been threatened by IUU ((illegal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ctivitiesfishing activities,, coupled with the fishery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ighboring statescoupled with the fishery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ighboring states,, which lead to a significantwhich lead to a significant
decline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eriously 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ecline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eriously 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In term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auses behind the fishery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auses behind the fishery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ional fishery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ighboringestablishment of a regional fishery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ighboring
states under the guidance ofstates under the guidance of““South China Sea Fisher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South China Sea Fisher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urther clarifying theFurther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moung the surrounding states in the mutual explo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fishery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moung the surrounding states in the mutual explo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fishery
resourcesresources,, this organization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maintenancethis organization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maintenance,, along with the mutualalong with the mutual
supervision of IUU fishing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upervision of IUU fishing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ey words: the South China Seathe South China Sea;; IUU fishingIUU fishing;; fishery conflictfishery conflict;; regional fishery organizationregional fishery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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