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第 3 期 上 海 水 产 大 学 学 报 Vol.12，No.3
2003 年 9 月 J0URNAL 0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Sep.，

!!!!!!!!!!!!!!!!!!!!!!!!!!!!!!!!!!!!!!!!!!!!!!!!!!!!!!!!!!!!!
2003

文章编号：1004 - 7271（2003）03 - 0255 - 05

新西兰捕捞配额制度中配额权的法律性质分析

收稿日期：2003-04-24
作者简介：唐建业（1976 - ），男，江苏泰兴人，上海水产大学 2001 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渔业政策与法规方向研究。Tel：021-65710118，E-

mail：tangJy-76@hotmail . Com

唐建业，黄硕琳

（上海水产大学渔业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上海 200090）

摘 要：当前投入控制的渔业管理制度日益不能满足渔业管理的需要，一些主要渔业发达国家在其渔业管理

中逐渐采用以产出控制为主的管理制度，同时引入物权法有关理论。在这些国家中以新西兰和冰岛的渔业管

理制度最为典型，而新西兰是第一个将配额管理制度应用于多鱼种渔业的国家。根据目前新西兰渔业现状、

有关历史背景、渔业管理的演变过程，以及目前实施的配额管理制度，运用物权法的有关知识，分析其配额管

理制度中配额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在配额管理制度的地位。最后，提出为更好地管理我国渔业资源，必须从法

律上对有关渔业权利的性质及其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建立和完善渔业资源产权制度，加强市场机制在渔业资

源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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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quota right
in New Zealand’s fishing quot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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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the input Control fisheries measures Cannot meet the demand of fisheries management . Some
fisheries developed Countries introduCed the management systems with output Control at the Core and the theory of the
property law in their fisheries managements . Among these，fisheries management systems in New Zealand and
ICeland are typiCal，and New Zealand is the first Country，whiCh introduCed quota management system in multi-
speCies fisheries .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 Zealand fisheries，the related historiCal baCkground，the
transition of its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the Current quota management system，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quota right and its role to the suCCess of the quota management system，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property law. At last，some proposals were advanCed that in order to Conserve and manage the fisheries
resourCes in China better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Clearly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ext of the rights to
relate to the utilization of fisheries，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in fisheries resourCes，and
enhanCe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in fisheries resourCes management .
Key words：quota management；the quota right；the property rights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捕捞努力量及渔业资金投入过剩、大多数传统渔业资源被



过度利用、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等现象。各国逐渐采取有关措施以控制渔业投入，包括限制渔

船大小、数量、网目大小，设置禁渔区、禁渔期等。虽然这种管理制度比较简便，经费开支较低，但事实证

明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投入控制管理制度仍不够理想，未达到预期的要求［1］。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一些渔业国家在投入控制管理的基础上，在其渔业管理中逐渐引入产出控制管理制度［2］。在产

出控制管理制度中，包括总可捕量（total allowable CatCh，TAC）、个体渔获配额（individual quota，IQ）、个体

可转让渔获配额（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ITQ）及单船渔获量限制（vessel CatCh limit，VCL）等制度。这

些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各有利弊，但有条件国家已逐步开始实行 ITQ 制度。

1 新西兰配额管理制度

1.1 实施背景

由于历史上新西兰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其经济主要依赖于初级生产品的出口，政府采取补贴初级

产品出口的政策，以此保护其制造业。这种单一出口经济随着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新西兰的经济不

断受到冲击。1984 - 1990 年间，新西兰经历了从政府集中控制、单一经济体制向分权管理、以市场为基

础的外向型经济的过渡［4］。

在渔业方面，为鼓励发展渔业经济，新西兰自 1963 年开始取消 1908 年渔业法规定的限制入渔制

度，转而实行开放型渔业管理，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鼓励进行渔业投资。1977 年新西兰宣布建立 200 海里

专属经济区，将原先由外国渔船开发利用的大部分远洋渔业资源置于其专属管辖之下，优先供其渔民进

行作业。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西兰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远洋渔业资源开发也日趋饱和，单位

捕捞努力量渔获量不断下降。

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和资源压力下，为了更好地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渔业资源，政府不得不思考新的

渔业管理制度。1983 年新西兰率先在远洋渔业管理方面引入 IQ 制度，将总可捕量分配给 9 家渔业公

司［5］。这为以后新西兰全面实施配额管理制度提供一些经验。

1986 年新西兰对其 1983 年渔业法（Fisheries ACt 1983）进行修订，将实施配额管理制度及配额分配列

入 1986 年修订的渔业法（Fisheries Amendment ACt 1986）［6］。1986 年实施配额管理的鱼种为 32 种，至

2000 年达 52 种［7］。配额管理制度为政府提供了一种控制过度捕捞的措施，同时也促使渔业企业的重心

从提高捕捞能力转移到寻求高效率、高质量及资源可持续利用上来［8 ，9］。

1.2 配额管理制度

配额管理制度（quota management system，QMS）的主要目的是资源的养护，它主要是通过限制渔获量

来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以期达到最大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SY）。配额管理制度是建立

在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和科学评估种群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实行配额管理首先要确定总可捕量。在

新西兰，总可捕量是按海区、分鱼种设定的。新西兰将其专属经济区划分成 10 个配额管理区（quota
management area，QMA），为方便管理，再按渔区、水深及作业方式，将每种资源分成若干个“鱼类群体”。

每年要对各个“鱼类群体”进行评估，作为政府调整总可捕量时的决策依据。新西兰原则上以最大持续

产量作为确定总可捕量的基础。但受条件所限，对列入配额管理的所有品种及其“鱼类群体”的生物学

参数和渔业状况不可能全面掌握。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新西兰探索了以最大固定产量（maximum
Constant yield，MCY）、当前年产量（Current annual yield，CAY）作为最大持续产量的参考指标。

总可捕量一旦确定，除分配给娱乐渔业及毛利土著居民（MNori）外，剩余部分就是商业总可捕量

（total allowable CommerCial CatCh，TACC），分配给商业捕鱼者。配额一经分配为个体可转让配额，此时配

额就以与其他财产一样的方式进行买卖或租让。1986 年新西兰开始实施配额管理制度时，其配额是以

固定的吨数来表示；1990 年新西兰政府将其配额改为以总可捕量的百分比来表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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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额管理制度中配额权法律性质分析

2.1 配额权与捕鱼权的关系

在配额管理制度中，配额权与捕鱼权应加以区分。捕鱼权（the fishing right）是指渔民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申请利用特定船舶、在特定水域、特定时间内以及特定的作业方式进行捕捞渔业资源，经政

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而享有的一种权利。它主要是通过行政许可而获得的一种权利，即许可捕捞权。

而配额权（the quota right ）是指在配额管理制度中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

据渔民在某一段时间内的渔业生产及投入等因素，通过行政分配的方式或拍卖等其他形式分配给渔民

捕捞某一特定鱼种配额后，渔民对此配额所享有的支配、使用并享受利益的权利。此种对配额的权利主

要通过两种途径获得：（1）以行政分配的形式，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将

配额分配给符合条件的渔民。它表现为以渔民对渔业资源的利用即先占为基础，最后以政府行政分配

的形式表现。（2）以拍卖等市场行为形式，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某一特定鱼种的

部分或全部渔获配额通过市场拍卖等的方式进行分配，它主要以市场竞争机制的形式来表现。

为了防止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已经衰退的渔业资源被过度捕捞，以及提高渔业经济效益，政府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给符合条件的渔民分配一定的配额。尽管配额仍是由政府进行分配，但它与

捕鱼权存在很大的区别。捕鱼权一般是政府为了建立一种捕捞秩序，政府出面管理，颁发许可。这种许

可是资源利用的许可，其结果是导致或可能导致资源的取得［11］，但不受渔获量的限制。而配额权的结

果是直接导致资源的取得，而且对取得资源的数量加以规定。

2.2 配额权的性质及内容

2 .2 .1 配额权的性质

新西兰现行的渔业法 1996 渔业法（Fisheries ACt 1996）第 4 章“配额管理制度”第 29 ~ 48 条对配

额的分配资格、条件、方法等进行了规定，其中第 30 ~ 41 条将临时渔获历史（provisional CatCh history，
PCH）作为配额分配的唯一基础，并对其机制、计算、资格标准、期限等作了规定。第 42 ~ 48 条主要对配

额分配、毛利土著居民配额的预留、配额的表示等作了规定。该法第 51 条规定渔民享有对政府配额分

配有异议的可以向依据该法第 15 章第 283 ~ 293 条成立的渔获历史评估委员会（CatCh history review
Commission，CHRC）或高级法院提起申诉的权利，并对可以申诉的情形作了相应的规定。这表明政府在

对渔获配额分配条件、标准、方法等作出规定后，符合条件的渔民即可获得相应配额。此种权利并不依

赖于政府的行政行为，而是根据渔民原先对资源利用状况，即先占，后面的政府行政行为是对渔民此种

权利的认可或确认，而且此权利为永久性的［10］。当政府的行政行为侵害渔民此种权利时，渔民可依法

对此行政行为提起申诉，以维护其权利，确保权利的安全。

2 .2 .2 配额权的流动

新西兰每种渔业的商业总可捕量都分成个体可转让配额分给渔民，即使 1983 年在远洋渔业中实施

的个体配额也于 1986 年转变为个体可转让配额。根据渔业法规定，渔民可以将他们所拥有的配额以其

他商品交易的方式进行出售或租让。

新西兰 1996 年渔业法对配额交易进行专门规定（第 63 ~ 74 条）。为了便于配额的交易，新西兰政

府在配额上设立年渔获分额（Annual CatCh Entitlement，ACE），即该权所有者有权在一个作业年度中捕捞

一定量渔获物。在每个作业年度初，配额将分成若干个 ACE。在这种机制下，配额所有者可以自由地出

售或购买 ACE，以平衡其渔获量。当他渔获量超过或兼捕另一种鱼种时，他可以通过购买相应量的 ACE
来补充，以避免行政处罚；当他配额还有剩余时，他可以出售剩余相应量的 ACE，以充分享有配额所产生

的利益，而不担心会失去对配额的支配。如此进行交易，并不涉及配额所有权这样复杂的问题，就像商

店租让柜台而不涉及该柜台所占用的土地的所有权一样，这不仅有利于交易的进行，也便于政府进行监

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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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配额登记

配额交易的成功，除了需要交易场所即市场外，还需要进行配额登记。配额登记包括配额所有权的

登记及配额转让、租让登记等。新西兰 1996 年渔业法在第 8 章专门对配额转让、抵押、中止诉讼申请等

登记。在这一章中，该法规定了以下有关登记事项：行政管理、登记权利、配额或 ACE 的转让、配额抵

押、中止诉讼的申诉、配额减少或取消的影响、登记程序、登记的纠正、所有权的保证、购买者利益的保

护、补偿等。

1999 年 8 月，新西兰渔业部依据该法第 296A - 296ZI 条规定与商业渔业服务有限公司（CommerCial
fisheries serviCe limited，CFS）达成协议，由其按法律规定向渔民提供登记服务［12］。根据 2001 年 10 月 1
日对 1996 年渔业法的修订，新西兰海产品企业理事会（seafood Industry CounCil，seaFIC）为其理事会成员

提供登记服务［13］。政府只是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登记而引起的法律或其他纠

纷。

此外，1996 年渔业法在第 13 章对违法行为及相应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

2.3 讨论

物权法是调整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管理等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

义指物权法律关系的总称，除民法关于物权的规定外，还包括其他各类法律部门有关物权的规定。狭义

则指民法中有关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范，如民法典中的物权编。由于法律传统的差异，物权法也呈现

不同的体例，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沿用“物权”的概念，物权法和债权是民法中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

分［14］。在英美法系中，财产权是指人对物的权利，即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以满足主体的支配需求为目的

的一系列具有经济内容的权利的总称。这一概念基本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物权［15］。物权法的基础范

畴主要包括：①规范表态的物权关系，即根据本国国情确定物权的具体种类以及内容；②规范物权动态

关系，即建立物权设立、转移、变更与废止的具体制度；③保护交易中第三人［16］。

物权一般指直接支配特定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17］。它除包括对物的支配权还包括权利上的权

利，如权利用益权（以用益物权的孳息为客体的权利）和权利质权（比如以债权作为客体的权利质权）等。

虽然权利用益权和权利质权在实践中并不常用，但是他们毕竟是法律承认的典型物权形式。这些权利

的客体是权利（可以是物权、债权或其他财产权）而不是物［18］。

新西兰配额管理制度中配额权由于它的取得与消失所遵守的基本法律是公法，而不是民法，因此有

人认为这种权利不可定为物权。但公法也可以是民法的法律渊源［19］，且此配额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性

质。

从权利的内容而言，新西兰 1996 渔业法上的配额权具有物权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具有物权性。

首先，这种权利具有直接支配物的性质。这种配额权指在特定水域捕捞特定量渔业资源的权利，其权利

人享有在许可的范围内捕捞渔业资源的利益。其次，该种配额权也具有物权的排他性。渔民在取得配

额权后，渔民对其享有配额的自由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均不得侵入或干涉。

从权利的流动而言，新西兰 1996 年渔业法对配额的出售或租让、抵押进行了规定。其规定的 ACE，

更是保证配额所有者权利的实现及享有配额所产生的利益，促进配额的有效交易及管理，有利于资源的

合理利用。

从第三人利益保护而言，新西兰渔业法规定的登记制度。这符合物权法的基本的公示、公信原则。

它是配额权的外在表现，也是对第三人利益及交易安全性保护的关键。

新西兰配额管理制度中配额权从外观上看具有物权的基本性质，而且在许多案件的判决中其物权

的性质得到法庭判例的支持，因此新西兰有关学者一般认为这种权利为物权［20］。

3 结论

目前新西兰配额管理制度配额权的物权性质对其渔业管理效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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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渔民会有选择地进行捕捞，以取得最大的市场价值。而且这种以配额权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管

理体制可以减少捕捞死亡率，避免过多地捕捞幼鱼并丢回大海。另外，它将促使渔民与其他配额所有者

联合起来，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但这必须要政府当局承认此种配额权的物权性质并从法律上进行

明确定义；否则，会出现原先无序、无效的竞争捕捞的状况。

对配额权法律性质的定义由于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历史传统、政治原因、渔业状况等各个因素的

差异，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对配额权及相关权利的法律性质的明确定义及界定，对促进

渔业管理向法制、有序、有效的方向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在实施捕捞限额制度过程中，应注意到配额权的重要性。把握我国目前正在制定物权法的良

机，在物权法相应的权利结构中对配额权及其它有关渔业权利进行原则性规定，有关配额权的取得、效

力、登记、转让、期限、消失等具体规定则应在渔业法中进行规定。如此对配额权进行明确定义和界定

后，可以建立和完善渔业资源产权制度，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渔业资源的所有权和开发利用权方面

的权利与义务，维护配额权人的正当利益，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涉，保证捕捞限额制度顺利实施。

同时，也可以在渔业资源使用、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加强市场机制在渔业资源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促

进渔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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