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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南海各省(区)海洋渔业影晌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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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初步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剧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的签定背景和

主要内容的基础士，本文针对我国在北部湾的陶业现状，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初步

探讨，认为划界后，南梅区将有大批渔船从湾西部渔场退出，造成经济损失约四3亿元，同时许我民转产难度较

大，会对近海淘业资源造成更大压力，增大机动渔船第泊区和禁海期等制度实施难度J此外，由于渔船的装备

和渔民的水平等，难以确切把握北部湾的分界线，容易造成纠纷。 本文拥此对我国在北部湾渔业管理中应在

意的问题提出几点看法①扩大宣传，提高全杜会对保护渔业资源的理解:①降低捕蹄强度，继续调整作曲结

构，归调查渔业资源，合理制定资源开发、利用方案:④成立专门机构，统 贯彻落实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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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the Sino-Vietnamese fishery agreement in 
the Beibu Gulf on Chinese marine fishe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UANG Yong-lan， HUANG Sh山》一lin

(侦扭扭 wlkge， SFU， Shm棋也 2lID刻， CIWω) 

Abs缸况ct: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moverncnt of Chinese fishery in the Beibu Gulf， the p叩er dea1s with the 

impacts on implementing由e Sino斗Ylemm吧明 Fishery Agref'ment În the Beibu Gulf. It' s estimated that a loss of 

1Th咀99.3 bíllion }呗阳刚uld he 8U日附d in that numerous fishing b值.t5 in the陀gion of the 50川h China Sea would 

with企llW from the west部ulf after也e demarca归on. Meanwhile，位le fact山at it' s difficult fur也e lìshennen to transfer 

themselve台to other types of work would render the fisheries陀sources in Chinese inshn陀waters su:ffer more fishing 

p陀创ure and have an inf1uence on出e managernent of the S)布lern of the time and ar田closures for the mechanÎl'.ed 

fishing boat. In addition，由e fishennen have difficulty in m国tcnng也e position of the dem因此ation line in the Beihu 

ιulf. B臼ause 5哑le SU回e;tions a陀put fonvanl in th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Firstly， an effort should be made for a 

nationwide comprehension on the α嗣ervation of fisherv re吨。urces. se刑时ly. the fjshing effo由should be neduce 

and the fisheries structures be further adjusted. Thirdly， invl'stigation of thc fishety reso山C田 should be 

stren.峡hened. Finally， an indcpendent executive agency附皿tlCI阳ted to be establi地ed to study出.e potential 

proble酣扭ù counlerrn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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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地处南海北部，是 个半封闭钱在湾，东部和北部为我国沿岸，西部为越南沿岸，东西两岸最

大宽度约180n miI田，面积约12.8万阳人 由J受地理位置、水土条件和季风变化等自然因素影响，北部

湾渔业资源形成 个独立的地方生态群系[仁。 大部分主要经济鱼类在冬春季节到湾在部和北部产即、

繁殖、育幼，祉季捆游到湾中两部，靠近越方 侧海域栖息、盲肥，形成中心温场;2]。 据估计，北部湾持续

资源量约65 -67万吨，年可捕量45 -47万吨['J。 北部湾作为中越共有、共用的水域， 直是两国渔民

重要的作业渔场，但在搞业问题t也存在很大的矛盾，且日益尖锐。 随着《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生效和

两国专属经济仄制度的实施，北部湾海域权益的再分配问题进入新阶段。 为了公平合理地利用北部湾

渔业资源，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精神，中越两国政府在2(刷年12且垂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梅、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H以下简称《划界协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H以下简称《植业协定衍。 按协定内

容作出具体实施方案租措施，将出现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本文就《渔业协定》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作一

些分析和讨论，对我国南海区海洋鸿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应采取的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1 ((渔业协定》的签定背景和主要内容

1. 1 <渔收协定》的签定背景

1.1.1 7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越渔业关票

早在J957年，为解决中越两国沿湾渔民的历史捕鱼习惯，以及提供作业渔场和避风港问题，中越两

国曾鉴定《北部湾鸿业协定)，并于1961年作了部分修改和补充。 1963年8月，中越双jj再次鉴定协定，

规定双方1由以下的小撞船不超过120艘可进入对方距岸12n miles协议线内捕鱼，其它温船均应在12n

milft\协议线外作业，该协定到1966年8月失效、 上述二次协定中，双方都承认两国边境渔民有互进对

方括海捕鱼的历史习惯�41 

此后直至四年代初，中国曾与越南合作进行北部湾渔业资掘调杏，井为越方提供技术援助。

1.1.2 70年代中期以后中越渔业关事

1975年越南南北h统 以后，中越:t系发生很大变化d 在海拌植业))面，越方时我在北部湾的植

业生产限制日趋严格。 70年代中期以后，越方常在其领悔某线外12n miles附近 抓扣我方渔船，到了80

年代，1)"展到距其海岸线24n miles附近，继续破坏我方渔船正常做产í51 1982年11月12日，越南在《关

l越南 领海事线的声明》中。 公然宣称，按1887年6月26 H法国同中同清政府签定的边界公约，中越

在北部湾以东经108咱3'13"线为界。 J991年以盯，越南对我方越过此线牛产的陆船常进行罚款、扣押和

枪击，中越jt部湾渔业矛盾H趋尖锐["

J电F解决两国在北部湾的渔业乎屑，公平合理地利用北部湾渔业资獗，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精神，中

越雨同政府历经多轮谈判，在2仪)()年12月辑定了《划界协定》和《植业协定比

1.2 <渔业协定》的主要内容

《渔业协定》主要涉及北部湾生物资惊养护管理 开发利用的权责划分以及应来取的措施等方面。

根据《渔业协定)，JrZ万政府将共同细建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1:1草委会") ，制定有关渔

区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和利用措施及规定，以及违反有关规定和发生渔业纠纷的幕本处理原则。

根据植业管理性质和要求不同，新协足中规定的水域l可分三种。

1.2.1 共同渔区

该区如同1所示。 从北部湾封口线以北，2O"N线以雨，在削划界协定}所确定的分界线(以下简称

"分界线")各自3O.5n mil制的中越两国专属经济区设立L共同温区c

"温委会"每年确定缔约各方在该植区的作业渔船数量。 缔约双方据此向己方渔船发放捕捞许可

证，现方渔船进入共同植区作业应有标准识别，填写捕捞口志，按时上交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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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各方授权机关有仅对进入共同渔区内己方 侧点峨的缔约双方国民和渔船进行监督检查，若

发现其违反"渔委会"的有关规定，有权进行处理;元u证生产或此事渔业活动以外的革合法的活动的温

船，有权按各自国内法进行处罚。

1.2.2 过渡性水域

过搜性水域是指共同渔民以北(自2O"N起算)。 两国的专属经济区。 规定自新《植业协定》生效之

日起四年内，缔约一 方必须逐年削减进入对方一侧"过被性水域"的渔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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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小型渔船缓冲区

缔约双方在向同领海相邻部分白分界线第一界自起沿分界线向南延伸lOn milf's，在距分界线各自

3n miles的111围内设立小型地船缓冲区。 对f对厅也船进入缓冲区己Ji一侧水域从事渔业活功，叮采取

除扣留、逮捕、蛙罚或武力以外的必要措施令且离开该水域。 如监生有关的沌业活动的争民由"渔委会"

解决，渔、[，活动以外的争议由各方依照国内法予以解决

2 {渔业协;E}中有关问题的分析和讨论

《划界协定》对巾越两国在北部湾水域各自的主权m:固和管辖点域进行r明确划分和界定。 以此为

基础，新《渔业协定》对两国在北部湾生物资源的管理、利用的权责111围相院作出严格的规定，这与前几

次中越渔业协定有着根本的小同。 现就上述几种不同水域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J探讨c

2. 1 共同渔区

共同渔区东西两侧相距61n m过剧，约占伞湾而积114 t二右，包含了中西部尚场的绝大部分高产情

区，其分界线两j!r[由中越两国分别管理。 在共同温区的，中越成方温船均可进入生产，但有些问题仍需

引起旺意c

首先，该水域的具体管理措施将由"渔委会"决定，包括将果取荫船配额的最化措施。 因此以后的管

理必将涉及进入共同渔区的渔船作业英明、功率、许可作业陆船敬、同时作业的最肖渔船数、总植在量

分鱼肿的渔校量等限制。

其次，政国尚船以后进入共同ifIl区作业 必须严格道守"渔委会"的各项规定。 除r遵守上述量化管

理的规定外.坯需执行捕捞许，，)制度，按照"温垂会"规定进行渔船标识;并提供演获数据，正确填写捕捞

日;缸，战时上交有二关部门。

巨贾耍的是.t<方作业檀船在取得许可证后，进入共同温区越方 侧水城时，若在违规行为，管辖权

属于越)i;若Jé证生产，越力可以根据其国内有关法令处理我厅渔船c 这与《中H渔业协定》和{中韩抽

业协定》有关"暂定措施水域"的"违约管辖仅属船b旗t国"叫[7，8创l规运相比'前者严格得5多彭ιυl 叫此，所谓的"共

1同司渔区

2.2 过渡性水域

四年内，中越双方渔船进入"过搜性在域"作业可免交入温费，l'r百iJì.止由船旗同发放，其管辖权仍属

船旗[斗，但汉!î必须逐年瞄少进入时方"过渡性水域"的船数r 具体实施时可能还包括互报船名册，进

入的船数和产量必须每年进行协商等。 四年后分属各呵专属经济区c 再要进」二作业，必须严格直守校

对方有关规定，申请舟理作可证，主纳入渔费等。

因此，在这四年过班期中，我国有1、生产单位应主动减少到越厅 侧过搜性!J<域的生产规模，遵守

"温委会"在该水域的有关规定，以远应过按期结束后北部湾植业付1产与营用的变化局而

2.3 小型渔船缓冲区

该京域同样由分界线分成东西两部分，属中越阳同各自领诲，原则上禁止对方由船进入c 但考虑班

方沿岸作业小温船没有精确的定位装置，难以确切把握中越北部湾分界线的准确位置，从而可能误入对

方管辖水域生产导致渔业纠纷而来取的缓冲办法。 因此，尽管越南 对误入越为缓冲隘的我方小檀船不

采取扣留、逮捕、处罚或武力寺措施，我们必须禁止孜方小陆自由越界进入越方缓冲区进行渔业生产或且

它活动。

至于在各方领海之抖的共同渔区向陆一侧的在域J与中越双方各自的专属经济区，按两国规定的专

属经济区制度实施管理。 我方在共同渔区的作业横船，必须准确把握共同渔仄越方一侧水域的界限，以

免误入对方专属经济区，引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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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渔业协定》对我国海洋渔业影响

在{植业协定》中，尽管划出了→块面积较大的"共同槌区 过搜性准域"和"小型油船缓冲区"也体

现了 定的过援和弹性。 fR由于我国在北部湾IF.产渔船数量多、植业资源已普遍处于过渡开发状态，因

此协定的鉴署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南海11<.海洋渔业产生冲击，对该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梅业资

掘开发与养护等生产影响。

3.1 社会、经济方面
北部湾渔、It作为我国北部湾地区支柱产业，在渔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当地旅游业、饮食业和

市场贸站非发展，对保持社会安定也极为重要。 由j一该地区人多地少，沿湾居民大多数是纯植户，对北

部湾泊收有着直接的依顿性。 80年代以束，我国沿湾地区常年在北部湾的作收渔船和捕捞产量连续大

幅度增位。 目前，其捕捞渔船总功率和船数超过整个南海区的40%;捕捞产量达到约50%υ

由于资顿分布状况和历史原因，我国渔船主要集中在北部湾中西部作业，但是按照《渔业协定}，温

委会将根据资惊可捕量确定双方渔船配额。 此举很Ilj能捞及进入"共同情区"和"过技性水域"作业的许

可作业渔船数、同时作业的最高温船数等G 因此，如l界后，南海区将有大批植船从湾同部渔场退出，一些

相关产业会随之萎缩，每年由此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超过99.3亿元户 同时，由于多数渔民长期

依赖于捕捞业，失业后不易转产，大量温业人口的生活受到影响，如处理不当，金投及沿湾地区的社会稳

定。

3.2 资源开发与养护

据估计，北部湾摘业资惊的潜在渔获量为60-65万吨'J 由于对资源长期过渡利用而缺少有效的

养护和管理措施，回年代以来，北部湾渔业资a�呈波浪式下降，主要经济龟类的组成发生变化。 质量

差、存命短、个体小和营非层次低的种类的比例I升，质量陆、寿命K、个体大和营养层次高的种类的比

例下降c 拖网、刺网的渔获组成也不稳定，长毛对如、新对虾等主要经济虾英资掘呈下降趋势[610 湾内

主要传统温场电汛特征己越来越不明报，有的鱼种已不能形成宣1汛。

剧界后，原在湾西部'1'.产的网网、拖网和部仕9K网作业渔船，几乎全部失去传统的作业渔场。 这些

渔船闲转业难度很大，或渔民不愿意改行，必将拥挤在湾东部渔场等其它近悔 海域牛产，这无疑给我国

巳衰湿的近悔 陆业资掠雪上加霜，另外，由1大多数小刚渔船基本「在沿岸作产，将增大机豆豆j植船底拖

网禁渔民线管理难度，规定的禁渔期和线内禁渔区也将难以施行，资惊的J可持续利用可能最终受到威

胁。

3.3 政治影响
我国南海区沿岸作曲小梅船，因难以确切把握中越北部湾廿界线的准确位置，从而可能误入对方管

辖在域生产;或者被采'JJf误认为进入且水域，引起纠纷，甚烹可能采取过激行动，以至引发政治问题。 另

外，由于竞争压力、经济利苗和我国近海渔业皆惊衰退等原因，部分渔民可能舍不顾有关规定，擅自越界

生产，造成袍业涉抖事件，影响我国对外关系。

另外，广西边境地区部分归侨， 旦I[ ii\立吗困难，出1历史原因，可能去国外谋求出路，甚至误入

歧途，同样影响我同阿际形象。 w1

4 几点建议

中越两国渔民自由进入对方情梅捕鱼已成为历史，在北部湾所有的渔业活动都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所有作业渔船都应遵守上述两个协定的高关规定。 目前，我们还有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4.1 扩大宣传，统 一认识，提高全社会对渔业资源保护的理解

我国于1996年5月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同。 近年来和周边国家相继签定有关渔业协



228 上 海水产大学学报 10卷

定。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淡化产量指标，注重生态效益。 同时排渔民加强宣传，逐步普及《联合国海

洋公约法》、《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等有关规定，帮助正确理解协定内容，依法生产c

4.2 正视我国近海渔业现状，切实降低捕捞强度，继续调整作业结构

目前我同近海捕捞强度巳太太超过资II!\再生能力，我们应以新协定的签署、生效为契机，着重于解

决湾内檀船过多，作业结构不合理。 非渔劳力从事悔lI'捕摆的比例过高等问题。

目光，必须加强渔船管理。 圭面禁止新建、引进或购买用I我国近海作业的海洋捕捞渔船，严厉整

治制造、使用"三无"渔船的活动，严格执行渔船"双控"指标，制定压缩植船计划，对船龄超标的残IR渔船

强制报废，完善作业许叫证制度，适当提高入油价格以且其他相关费用。

其次，根据资源状况，切实、合理调整作业结构，对作业方式严重破坏资源的渔船限期停产。

4.3 调查植业资源，合理制定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目前，虽然已意识到我国近海生物资髓衰退，但由于多年没有进行资II!\调杏，同时存在捕捞强度增

加引起植业产量继续工升这 现象，仅根据北部湾陷获组成和综合负种的单位f量，无法笼统断定资濒

在退的程度。 问此，正确评估北部湾生物资源水平和开发准受能力，尤其是分界线以东的资髓总量、可

捕量和分布情况，不仅能为我国在过搜性水域的减船计划提快科学依据，有助于共同滑区的资源管理，

捕捞配额谈判，维护我国渔业生产权益，而且可以什理安排障，"'"产，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4.4 强化禁渔规定，加强渔场管理

强化现行的禁渔区线、幼但保护K、禁渔区和休油区制度c 为f减少和避免涉外事件的发生，也严

禁我方梅船越界违规生产，因此，加强渔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4.5 成立专门机构，统一贯彻落实新规定

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引导相鼓励渔民转产专业:重新制定、修改相关植收法规，完善外国渔船入南

有关规定，做到有法可依。 对协定作效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庇及早着于先Jf究，来取相院防范，以适国划界

后新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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