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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渔业活动一直是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J电从事捕兔活动的人们提供了就业、经济利
益和社会福利。在19 世纪中叶以前，人们认为渔业资源是 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门，这是
因为当时人口的压力不大以及人们对革产品的需求有限，没有超过渔业资源的自然增长率，同时由于人
类活动对悔洋资源的干扰程度也很有限， 作业海域局限在沿海水域，捕捞工具主要为被动性温具，如剌
网、钓钩、宠壶和张网等植具，小型的拖网渔船也只能在近 岸水域作业[，]。但是从19世纪后半期起，由
于动力在拖网渔船上的应用， 温船实现机械化，新型网材料的使用以及鱼群侦察技术和渔获冰(持)冻技
术的应用，使渔船的捕捞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 另外， 负市场开发以及交通的便捷都进 步促进了人
们对水产品的消费需求迅速增加，造成对近 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理度强化。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随着科技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远洋渔业的发展，世界渔获量迅速增加。 但是， 些
主要的传统经济植业资l!\却出现了衰退现象。人们开始认识到，渔业资源虽然是可再生的，但井非是无
限的;如果想要使渔业资源对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营养、经济和社会利益持久地作出贡献，需要对渔
业资源进行音理的管理。

根据最近 粮农组织对世界植业资源的评估结果，在剧种主要的渔业资摞种类中，有35%开发过
度，资源出现衰退;25%已经充分开发;4 0%尚在发展[;]。 在15 个主要捕鱼梅区中，4 个已经衰退，9 个
正在下降[叫。在过去4 0年中，世界悔洋捕捞产量增加了 4倍多 ，从1952年的1850万吨增加到198θ年
的89∞万吨。但是，这一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最终可能会影响到世界粮食安全[5Jo 1970年以
来，世界捕鱼船队的增K速度为渔获量的2倍。过剩的捕捞能力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如中国的捕捞船
队比l肝0年增长近 6倍[列。 然而近 1 0年中，世界海洋捕捞量并没者增长。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全球的
渔业已经产生了危机。 为此，粮农组织建议对主要经济种类的捕捞能力至少要减少3口号也间，井制定了
多个渔业管理的国际性文件。

我国近 海资掠严重衰退，远洋渔业的发展不容乐观。 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渔业画家，有责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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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为国际海洋植业管理和渔业资惊的可持续利用作出贡献。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国际植业法的演
变趋势和其中重大植业管理概念的转变，而且应该深刻领会其内涵，为调整我国现行的渔业管理体制与
渔业经营管理体制提供垂考c

l 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的发展

要探讨国际悔洋渔业管理与渔业法体系的演变， 不可组视国际海洋法的演变。因植业资蘸的利用
是人类在海洋中除航运之外的最重要的传统活动，在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海洋植业的经讲产值约占海
洋经济的509毛以上间，具有重要的地位。 出此，对植业活动的规范和管理已成为海洋法体系内重要的
部分。 为全面回顾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的发展历史，应从其发展的时闯历程、管理内容、管理措施等的旗
变来分析。

1.1 渔业管理的时期划分

19 世纪以前，世界渔业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和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宪，而不是为了
资源的养护和管理。19 世纪以后，世界渔业迅速发展，资源利用程度得到大大提高， 渔业管理问题也日
益突出，各种管理制度和措施逐渐被采用。以有关国际会议、协议或文件作为标志，19 世纪以来，世界
海洋植业管理的发展历史可分均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8年以前，即第一次联合国悔洋法会议召开之前。在这期间，没有形成全球性国际海
洋渔业管理的文件或公约，只建立L .些区域性国家或国家r'j的渔业协定， 如南极捕鲸协定:4]、美国和加
拿大比目垣捕鱼协定'1等。

第二阶段1858年 1982年， 即从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签署。1958年第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规范和管理有天渔业资源和1渔业生产活动，这次会议制
定了《领海及毗邻区公约H公悔公约》、《捕鱼且养护公梅生物资源公约》、《大陆架公约》等四项公约，明
确规定了领海、大陆架和公梅等不同海域的渔业活动和有关管理措施r8] 1960年联 合同召开第二次海
洋法会议，主要讨论的焦点在1领海宽度和海区问题，但因各会员国的意见不间，此次会议并无具体结
果。

第=阶段 1982年 1992年，即且1982年《联合同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到1992年"国际负责任捕捞
会议"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在1973年主1982年间进行第=次联合国海捍法会议，最后
制定了'f' 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主怜，成为当今世界 部最完善的海洋法， 它规范了各。国在不
同海域从事海洋活动的权利和义务。 其中对植业资源养护和管理起到重要椎动作用的是专属经济区的
建立n

第四阶段 1992年以后至今，以负责任捕捞初时持续发展作为渔业管理主导思想。 1992年5月，在
粮农细织协助下，在墨西哥坎昆举行"国际负责任捕捞会议 会后友在了《坎昆宣i{))， 宣言提出了"负
责任捕捞"的概念，国际海洋渔业管理在本质上开始发生f重大的进展和变化。 同年 6月，1 里的宣言》
与1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国际海洋渔业管理与渔业法体系很快地吸收这一新的概
念。以后， 有关国际组织先后通过了《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H简称"公海渔船
协定")( 1993年11月)、《执行1982年12月JO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
高度捆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 简称"跨界和高度捆游鱼类养护和管理的协定") (1995年8月)、《负
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简称"守则")(1995年JO月)、《捕捞能力管理的国际纲领和行动计划》、《监鱼保护
与管理的国际行动计划H延绳钓渔业中降低章判捕获海鸟的国际行功计划)(1998年10月u负责任
植业行为准则实施要点 罗马宣言)<1999年3月 ) 。

1.2 管理内容的发展

1958年前，大部分渔业资源都作为国际社会共有的财产，公海捕鱼自由是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
远洋渔业国家基本上可自由到沿海罔的近 海进行捕捞作业c



350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9卷

1958年第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四个公约，确立了领海制度，沿海国对其领悔的自然资源
包括渔业资源具有主权，对领海内的自然资惊进行管辖。 m.就领海的宽度和渔区的范围等问题并没有
达成协议。其余海域基本上仍延续传统的"公海自由"的观念。虽然《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要
求公海捕鱼国单独采取养护措施或两国以上的公海捕鱼国间应该谈判达成协议，规定养护措施，或者沿
海国单独时邻接其领海的公海执行养护措施、或与公悔捕鱼国间达成养护协议，以弄护与管理公海植业
资掠少]。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规拖了各国从事海洋活动有关的行为υ 肘海洋植业管理来
讲，最为重要的是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 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既不是领海，也不是公海[ 10]在该区
域内，沿海国对于一切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养护与管理行使主权权利，井对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
保护、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行使管辖权。同时，其它国家则享有航行、飞越、铺设海底
电缆和管道等自由"。

从植业的观点而言，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将世界上 90%以上的传统渔场纳入到沿海国国家管
辖权之下，原来的公海捕鱼空间缩小了。 随着各国行使其专属经济区的资瞟管辖权，远洋渔业国家渔船
队只能与沿海国达成协议后，才能获取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作业的权利。但是，专属经济区制度
的建立也给公悔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养护带束了一系列的问题，加重了公海渔业资源的捕捞压力。"跨区
域"的种群和公海渔业资源的管理成为 →大难题，公海捕鱼国与沿海国之间的矛盾日 益尖锐，如白令公
海的狭信渔业。加强公梅植业的管理已成为当今世界海洋溢业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 。但是在
《公约》中，针对高度泪游和跨界鱼类的管理，仅提出了具体原则的规定。 90年代以来，粮农组织和一 些
植业组织先后召开了有关公海渔业管理会议，并制定措施，以确保公海植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在这些文
件和协定中规定或阐明工渔业养护与管理措施。
1.2.1 <<坎昆宣言》

该宣言考虑到J)(产品对人们营养来源且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宣布了各国为确保J)(产品的供应，
以及为本代和下 代人的食物来惊，应果取有效的渔业计划和管理目标，在持续发展概念肉，各国应促
进渔业资源的产量、晶质、多样性和经济效益的维持。并建议联合国将未来十年宣布为"负责任捕捞十

年"。宣言要求根农组织草拟《负责任捕捞行为准则}[9]0 <<坎昆宣言》第一次提出了"负责任捕捞"的概
念，为渔业管理增加了新的理论和内容。
1.2.2 <<里约宣言》

该宣言强调资源"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资糠的可挣续利用，才能确保生人类的福利。
1.2.3 <<21世纪议程》

该议程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阐述，对各项议题提出了行动计划。 其中对有关公海海洋生物资髓的
持续利用和养护须由各国合作，强调"各国革诺其对公海悔洋生物资晤的养护和持续利用，为达到此目
的，有必要促进选择性渔具的发展与利用、确保对捕捞活动有效的监测和执法，井促进高关公海内海洋
生物资惊的科学研究"[Il]0 <坎昆宣言》和<<21世纪议程》虽不是法律文件，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显示
了国际社会对公海植业资源的持续利用已有共识，要求各国在自觉的基础上予以遵照实施。
1.2.4 <<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

该协定使国际间对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跨出了重要的 步。该协定试图通过规范渔船的行
为，达到公海渔业资惊养护的目的。 协定通过船旗国责任的落实及公海作业渔船记录的建立来规范公
海上的渔船，要求其遵守国际间有关公海植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措施。此片，要求船旗国对量挂其国旗的
渔船有真正联系，以确保船旗国责任的落实[叫。
1.2.5 <<执行19阻年四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匍度泪游鱼类种

群的规定的协定》
该协定对跨界和高度泪游鱼类种群的养护和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 共13个部分、如个矗立， 附"收

集与分享数据的标准要求"和"养护与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泪游鱼类种群中适用预防性主参考点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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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等2 个附件。协定将公海区中这些资源的养护和管理的权利交给区域或分区域性的渔业管理组织，
并制定了船旗国、港口国、检查国的执法机制[13]。 该协定是近年来对公海植业资掘管理制度的具体体
现，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全球性国际植业协定。 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即使非缔约国不仅不能进入协定规定
区域从事捕鱼活动，而且同样要接受有关的执法规定υ 因此，该协定 且正式生敬，对公海渔业管理将
带来重大影响。
1.2.6 <<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该守91J提出了适用于保护、管理和开发所有植业的原则和标准，也肯了捕捞、加工、贸挝、植业研究
和把渔业纳入沿海地区管理等内容， 共12 个议题条文c 守则还将《促进公海植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
措施的协定Ht为其中的 个部分。 守则涉及整个渔业，是近年来对渔业进行规范最广的 份国际性文
件。守则的且原则强调"各国和水产生物使用者应保护水电生态系统υ 捕捞权利也包括了以负责任的
方式从事捕捞的义务，以便有效地保护和管理在生生物资眼"。 守则认识到渔业资源的长期持续的利用
是养护和管理的最高目的。
1.2.7 <<国际渔业行动计划》

该计划包括二项内容，即捕捞能力管理的国际行动计划、监鱼保护'5管理的国际行动计划和延绳钓
植业降低意外捕获海鸟的国际行动计划[叫。捕捞能力管理的国际行动计划指出现有捕挠能力正在损
害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的实现， 各国应开始致力于限制目前的捕捞能力水平，并逐步减少已受影响渔业
的捕捞能力， 其中包括必须减少公海渔业捕捞能力，特别是远洋金枪鱼延绳钓渔船有必要减少200毛-

30%。该文件要求各国于2001年前向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提交包吉过剩捕捞能)J调查报告与管理等
内容在内的同家行动计划， 井通过区域性渔业组织推胡捕捞能力管理等问题[15J
1.2.8 <<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实施要点一罗马宣言》

该宣言包括督促过剩捕捞能力国际行动计划的早H实施、渔业及养殖业的贸易且耳境问题扯理11
式及海洋哇忐'"整体管理观念等。宣言中认为捕捞能力应与资源保持平衡的关系，这 关革将水远较
其它因素优先考虑。大家强调捕捞与养殖渔业的持续管理对世界粮食安伞保障、国家经济与社会目标
E渔业的个人收入与家庭的福利是非常重要的。宣言强调， 区域性陶、世管理组织在实施《守则》中应扮
演重要的角色。 同时第一次提出发展休闲渔业的重要性， 并应该以可持续的方式和负责任渔业行为未
发展。宣言认为应该推动负责任的渔业方法、有效率的综合监督体系、渔业管理的生态革研究以及鼓励
持续性养殖业的发展，以减少资源的浪费，确保渔业对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贡献， 同时也确保世界粮食供
内安全得以保障(1]。

1.3 管理措施和方法的变迁

渔业专家一致认为， 渔业资探出现在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管用不当。渔业资掘是 种共享资掘，而
且是可再生的流动资橱，若不加以合理和有效地管理，将注定要导致资服的衰退 尽管世界渔业来用了
许多 管理措施，如投入控制、产出控制等，但这些措施的实施， 特别是对公海渔业资源而言，井没有从本
质上针对共享资源这一特性。相反， 有些管理措施，如渔业补贴和较低的资源租金等， 反而促进了渔船
数量的增加和捕捞能)J的提高。渔业资掠管理措施的不断完善， 是人们对植业资源本质和特性的认识
不断提高的结果，管理措施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植业管理中重要的内容之 分析管理措施和
管理方法的变迁，可以从中了解到同际海洋渔业管理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

在渔业管理的初期，搞收管理方法的着眼点是在自由入渔的原则下对资源进行管理， 主要是果用禁
渔臣、禁温期、体长规定等间接限制手段。如1924年主国国会批准制定规则， 设立禁陷区和限制渔具，
对阿拉斯加的大麻晴'"渔业进行保护I70 在资源出现衰退后，管理的方法也逐步果拥限制植获量的措
施，如捕鲸业。70年代以前，国际上果用控制投入为主，限制植获量为辅的措施。 但是随着资源的不断
衰退，一且资源破坏严重。 四年代开始果用以温获量限制为主， 1M rlJ J接限制于段为辅的管理体系。《联
合国海拌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应决定其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 即总许可渔获量(Total Allow… 
able ca胁，TAC)，随着对资源的祖辈调查、研究以及历史资料的大量积累，采用渔在量限制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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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迅速推广。 特别是在 些发达国家，如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21个成员国中几乎都实
行了TAC制度，并且结合禁温期、禁渔区、网目限制等间接限制措施。 当今， 渔获量限制的管理方法已
经作为一种海洋渔业管理制度中主要的方法得到推广，并将结合其他 些管理措施，进 步得到完善和
改进。

国际海捍植业管理发展的历程表明，其发展历史实质是人类理步认识渔业资源的特性，并不断完善
植业管理和确保渔业资源合理利用的过程。 由此可以认识到，在国际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上， 国际捷、I�
法的发展确实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即从资惊开发型到资源管理型、从单纯的捕街管理到所有渔
业的全面管理、且以生物学为甚耐的渔业管理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虫目标的棋业管理。

2 近年来国际渔业管理的发展趋势

2.1 海业管理新概念的出现
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认识渔业资源特性租完善海洋渔业管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不

断解决悔洋渔业管理中新出现的问题的过程。 海洋植业管理中出现的新概念和新观念就是为了解决这
些新问题，以确保植业资源的持续和合理地利用。 如"公海白血原则"、"领海"、"专属经济区"和"毗邻
区"等慨;在的出现，都是再个时期海洋渔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80年代后期，世界渔业资蝉的开发
和利用到达了顶峰， 些传统性的渔业资源出现了严重衰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确保渔业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提出了许多新的海洋植业管理概念和新的措施。 新概念的产生本身也反映出国际海洋渔
业管理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2.1.1 负责任捕捞(渔业)

《坎昆宣言》提出了负责任陶业的观念，指出"这个观念包括以下不损害耳境的方式持久利用植业资
瞟;使用不损害生态系统、资源或其质量的捕捞和水产养殖方法;通过达到必要的卫生标准的加工过程
增加这些产品的价值，使用商业性方法使消费者能够得到优质产品响]。这 概念的提出， 使渔业管理
内涵得到更新，渔业管理应包括对所有与植业有关的行为进行管理和规范。负责任捕捞(渔业)本质上
是要草人们以负责任的态度从事渔业的一切有关活动，以确保植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后来制定和通
过的《负责任渔业行虫守贝帅，满足了《坎昆宣言》的要求，并对 切渔业活动提出了标准和规范。这 精
神在《跨界和高度洞游鱼类养护和管理的协定》和《公海植船协定》两个国际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
2.1.2 预防性措施

预防性措施是在1992年 9月举行的"公海捕捞技术昏询会议"中提出的。预防性原则是在"不确定
性"下所产生的 种"结果"。 预防性措施要求任何新渔业的发展或既存渔业的扩张，均应在进行包括财
目标且非目标鱼种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后才能作出决定[耐。 在《跨界和高度榈游鱼类养护和管理的协
定》和《负责任南收行为守则》中均明确要求各国应广泛果用预防性做法，以养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瞟及
保护海洋环境c 并且在资料不足时，不得以其为理由而旺迟或不来取养护和管理的措施，并要求在怀疑
资源有衰退时，凶果取预防性措施，以防止其发生。预防性措施的果用说明，植业资源管理与利用已从
维持其最适利用的H标，转变为资惊持续利用的目标，从资源的利用转变为资惊的预防性利用。
2.1.3 船旗国责任

传统国际法中，船旗国对悬挂旗帜的船舶享有"专属管辖"权， 这在1 958年《公海公的}租1 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得到体现。 公约规定，国家与船舶之间须有真正的联系，国家尤其对悬挂其国旗
的船舶在行政、技本及社会事宜中确实行使管辖旦控制。但是公海渔业的发展，特别是L些悬挂方便旗
的公海作业渔船，给公海渔业的管理带来了-系列问题。为此，近年来，在国际社会讨论公海滥业资源
管理时，船旗国责任的培实已成均植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措施中主要于段之 。 这种观念已被应用于国
际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上，并使国家对其船舶的管辖权扩张成为国家对悬挂其旗帜的船舶的行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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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捕鱼行为，以且对渔业资源养护与生态环境保护所造成的影响c 船旗因责任均成为《公海渔船协定》
等王个国际植业协定的主要内容c
2.1.4 执法机制的设计

海洋植业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和设计执法机制，因此遵守与执法把关机制的设计是"联合国跨
界与高度捆游鱼类会议"中最具有争议的议题c 这是因为在《跨界和高度捆游鱼类养护和管理的协定》
中果取缔约国的船只可垂临检查在区域渔业养护与管理组织确定的公悔悔域上作业的渔船的规定，这

规定吏破了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即"船舶航行应只悬挂一国的旗帜，而且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
文规定的例外情况下，在公海上应受该国的专属管辖"[10J肉此引起极大的争议υ 最后，协定达成了有
关遵守与执法的规定，强调应通过区域或分区域的陶业管理组织，进行合作以确保区域或分区域跨界和
高度捆游鱼类的养护与管理措施的遵守和执法。区域性的渔业管理将作为今 后世界公海油性资惊管理
的主要方式。这在《跨界和高度泪游鱼类养护和管理的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I]}和《罗马宣言》等
内睿中均得到体现。

2.2 国际海洋渔业管理发展趋势的分析

90年代以来，通过有关国际组织和会议所通过的有关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的土件和协定，是渔业
管理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包括《坎昆宣言》、《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促进公海植船遵守国际养护与
管理措施的协定》、《执行1 982年12 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埋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
捆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H国际渔业行动计划》和《罗马宣言》等。悻此，拟
对其发展趋势做一初步分析。国际上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所果取的措施 般是由简到章。 先
对较均简单、被动的对象进行管理， 即对公海作业的温船作出决定。 然后进一步对国家责任提出要求和
规范，制定了《跨界和高度泪游鱼类养护和管理的协定)，包括通过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建立执法
机制， 辈要求与规范国家对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负起更大的责任。再则发展到对整个澳业活动进行规
范， 制定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要求国家对整个渔业活动负起责任。恩管目前《守则》尚且自愿性，
且多 为原则上规范，但事实上， {负责任植业行为守则》的有关内容已通过国际协定作为法律规定，具有
法律约束h。

从(21 世纪议程〉发展到〈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己将捷ψ资惊养护和管理与自然资惊环境保护相
结合，将渔业发展与世界贸易体系及人类健康、安全、福利相结合。同 时国家植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必
须要考虑到沿岸地区综合管理、世界贸昂组织的需准和规定c 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己成为国际悔洋植
业管理的最高目标。

在今后 段时间内，世界海洋渔业管理的发展趋势，将主要是根据《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内容和
可持续渔业的目标，进 A步完善渔业管理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如l何9年2 月通过的《国际植业行动计
划)， 就是负责任渔业的具体行动，并正在落实之中。其中捕捞能力管理的问题正在引起越束越多的关
注。过剩能力实质导致了捕捞过度、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生产潜力的下降和经济效益的降低等问题。
《国际植业行萌计划}要求各国和区域性组织在朋3年以前、最迟不超过2 田5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严
格有效、公平、透明的捕捞能力管理机制，井通过各国政府间或各区域性植业管理组织间的合作来分阶
段实施[削。

3 结论

(1 )植业资源的衰退与渔业资源利用之间产生的矛盾， 促使人们对资源进行管理。但是随着动力油
船、新型网材料和探鱼仪等新技本的应用，贤摞的利用程度得到大大提高，植业管琦可题也日益增 多 。
植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进 步加速资源的衰退。

(2)1 9世纪以来，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的发展初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 国际海洋渔业管
理的内睿都有新的观念和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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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年代以来，在吴国际组织的会议先后通过了 系列有关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的文件和协定，
都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植业资源管理的高度重视。 《跨界和高度泪游鱼类养护和管理的协定》和《负责
任渔业行为守则》等都要求将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与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相结合，将渔业发展与世界贸易
体系及人类健康、安全、福利相结合。 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已经成为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的最高目标。

(4)在海洋渔业管理的初期，植业管理方法大多 是在自由人植的原则下以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为
主，而以渔获量的限制为辅，主要是采用禁渔区、禁渔期、体长规定等间接限制手段。 但是随着资惊不断
的衰退，80年代开始采用以渔获量限制为主，而间接限制手段为辅的管理体系υ 温夜量限制的管理方
法将作为今后世界海佯植业管现制度中 种主要J市法得到推广。

(5)负责任捕捞(植业)、预防性措施等新观念作为今后国际海洋植业管理的主要内容。 渔业资源的
管理与利用也将从维持其最适利用的目标，转变为资漉持续利用的目标。

(6 )在国际悔洋植业管理中，船旗国责任得到进一步增多，国家须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在行政、技术
及社会事宜中确实行使管辖及控制。区域性的渔业管理将作为今后世界公海渔业资惊管理的主要方
式，同时需要加强国际的合作。

(7 )通过分析梅洋植业管理内容相措施的演变以及新的管理观念的出现，说明海佯植业管理的发展
历史实质是人类不断完善横业管理制度，以确保渔业资源综合利用的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
程，即从资源开发型到资源管理型、从单纯的捕捞管理到所有渔业的圭面管理、从以生物学为幕础的渔
业管理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为H标的渔业管理。

本文承蒙乐美龙和黄硕琳两位教授审阅，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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