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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捕捞限额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的一项新的管理制度，它的实施将是我国渔业管理的

一次重大改革。在区分该制度中捕捞权与配额权的基础上，着重配额权流转的制度分析;根据我国渔业管理

历史、现状及发展要求，提出了在我国即将实施的捕捞限额制度中可适当允许配额权流转及其配额权流转制

度框架，包括明确的配额权性质、完善的配额权登记公示、良好的市场中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分析了影

响流转的限制因素，如法律障碍、渔区经济发展水平、渔民自身素质等;最后，作者认为我国目前应加强进行对

渔民宣传和教育、建立诚信制度、发展渔业第二三产业、消除法律障碍、明确配额权证书的性质、确定配额权位

序、建!立市场中介服务组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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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analyses on the transfer of the quota right in fisheries 

TANG Jian-ye , HUANG Shuo-lin 

(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 cmd Tech llOlogy , Shanghai Fisheri凹 Universit)" ， Shanghai 2∞090 ， China) 

Abstract: The fishing quota system is a new system provided by Fisheri臼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and its implementation will be a great refOlm in China' s fisheries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distinguishing the 

quota right from the fishing right in this system , more attention was focused on institutional analyses of the transfer 

of the quota right in fisheries. In line with the histOly ,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development , the idea that the 年lota right in Chinå' s fishing quota system might be allowed to 

transfer properly was put forward , and the institutional fr田ne including the specific characters of quota right , the 

perfect registration and notification , the favorable intermediaries and the 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as 

suggested. Then , the affected factors , such as legal obstacles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isheries society and 

the quality of fishennen , were analyzed. At last , 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such work as propagandizing and training 

fishennen , and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honesty and honor , enhancing the second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of 

fisheries , clearing the legal obstacles , clarifying the nature of the ce由fication of the quota right , confinning the 

order of 年lota rights , and establishing the intennediarγmarket servic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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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捕捞配额制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权利，即捕捞特定鱼类资源的权利与对特定鱼类资源配额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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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权利，而且对后者的确定有利于促使渔业利用者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对渔业进行养护和投入，有利

于渔业资源的有效利用。作者通过将这两种权利进行分离，并对后者进行抽象，将其定义为渔业配额权

(以下简称配额权) [1] 0 本文主要对它的流转制度进行分析，为我国实施的捕捞限额制度提供参考。

1 渔业配额权及其流转含义

配额权(the quota right)是指在实施捕捞限额或配额管理制度的渔业中权利人享有利用一定量的特

定鱼类资源并获得利益的法律权利。配额权人可以在法定范围内对所拥有的配额进行处分，并从中收
圭去 [IJ
JllL 0 

配额权的流转是基于"经济人"的合理假设，通过市场的自主调节，使配额权在不同的法律主体之间

变动，从而在客观上达到渔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渔业资源利用的市场化。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要求推行适度规模的经营，配额权的流转则可为其提供前提条件，使得渔业生产经营由传统型向

现代化转变，并提高生产效率。

配额权的流转分两种情形:一是不改变配额权所有权主体情况下，将配额权中的使用权能部分让与

他人，取得收益，如配额权的投资人股、租赁等;二是配额权人将配额所有权完全让与他人，自己退出、渔

业生产活动，如配额权的出让。

2 我国渔业配额权流转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在实施捕捞限额制度的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应根据管理目标、各地温业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

允许配额权流转。作为一项公共决策，虽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但也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安排，必须具

有预见性。

1979 年，中国开始对水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 1985 年国务院正式决定放开水产品价格，实行市场

调节。同时政府为了给温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激励机制，允许渔业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

流动和组合。随着渔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的主要任务和日标已转到质量、效益的提高

和渔民收入增加O

目前，在我国渔业生产中仍存在着进一步市场化的要求。如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虽明确规定渔业捕

捞许可证不得转让，但在实际生产中，船、证买卖现象相当普遍，甚至导致渔民异地办证来实现许可证的

转让[2 ， 3J 。此外，在自然资源利用上，我国采取非商品化、非市场化、元价或低价的制度，资源所有权主

体(国家)的利益无法实现，而微观主体的利益驱动过大，助长了短期行为，淡化了资源的商品性。

在实施捕捞限额制度过程中，如果允许配额权流转，可以使渔业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

有利于正确评估渔业资源价值，协调国家与配额权人之间的关系，增加管理的透明度，还有可能控制捕

捞强度的盲目增长。否则，当其权利人的生产状况不佳时，想将其所拥有的配额转让，从中获得一定收

益以便退出渔业，将变得不可能;同时还必须承担因拥有配额所负担的相应税费。此时配额权对其权利

人来说不是一种可以获取利益的权利，相反成为他的一种负担。类似这种情况在当前农村的土地承包

经营中已有发生。因此，在即将实施的捕捞限额制度中，应视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可适当允许配额

权进行流转。

3 渔业配额权流转

为了促进配额权流转，保障交易的公平和安全，须有完善的配额权流转制度。具体而言，包括明确

的配额权性质、完善的配额权的登记公示制度、良好的市场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有效的反垄断措施和完

善的渔区社会保障体系等几方面的建设:

3.1 明确的配额权性质

配额权的明确界定是其流转的前提，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相关的物质利益就会成为搭便车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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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而且在出现一定的市场风险时，其价值又得不到实现。要明确界定配额权，首先要明确的是渔业资

源所有权主体以及渔业资据所有权与配额权的区别;然后，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确定配额权的具体权能。

这样，在进行配额权流转时就可以尽量减少纠纷的发生。

渔业资源所有权与配额权存在以下几点差异:首先，权利主体不同。渔业资源(本文仅指海洋温业

资源，而不包括内陆水域的渔业资源)所有权一般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具有排他性。在中国，宪法对此

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而配额权除分配给社区组织外，可由利用渔业资源的个

人所有。配额权依法律规定一般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流转，而渔业资源的所有权由于只属于国家或集

体所有，因此它不能进行流转。其次，权利对象不同。从配额权的定义也可看出，配额权是对特定鱼类

资源配额的权利，而不是对渔业资源所有的权利。{衣物权法体系，配额权是从渔业资源所有权中派生出

来的用益物权，即使用、收益的权利。再次，从它们实现各自价值的方式来看，也存在差异。国家或集体

作为渔业资源的所有者，为了实现渔业资源的价值，只有通过让出渔业资源的使用价值来实现;而配额

权人为实现配额的价值，可以通过自己对配额的使用即捕捞活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流转配额。由此可

见，配额权为使用渔业资源配额并获得收益的权利，而非对渔业资源所有的权利。

作为主体所享有的一种财产权，配额权主体可按其意愿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使用、处分，并获得

收益。因此，配额权应包括对配额的直接利用即捕鱼权等内容，但不能将配额权简单地等于捕捞权，否

则就混淆了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违反逻辑。

3.2 完善的配额权的登记、公示制度

物权的公示，是指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物权的公示制度对于维

护物权的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4]O

因配额所依附对象是一种自然资源一一温业资源，所以配额权有不动产权益性质，其流转必须遵循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即配额权转让必须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关于登记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主

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登记要件说和登记对抗说，前者以德国为代表的某些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后者

则为法国法系国家所采用。我国立法过去一向采纳登记要件，认为不动产物权的取得、消灭和变更，非

经登记，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O 采纳登记要件说，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查记的效力，并能够简便处理产权纠

纷。因此，为了保证配额权交易的安全，必须赋予配额权登记以公信力，并按我国立法传统采纳登记要

件说。

3.3 良好的市场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良好配额市场的形成，不但要有供需双方，还需要一定的中介组织。为此，需建立和规范渔业配额

流转中介组织的服务机制。主要包括:第一，配额权交易的组织。在市场体系尚不完备的前提下，渔民

对于权利交易的信息将比较闭塞，不能满足最为基本流转的供求信息反馈。这将会阻碍配额权的流转

的速度，也会影响到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二，价值评价组织。对配额权的合理估价是其流转的一个必不

可少的过程。如果缺少这一中介组织，将降低流转的透明度。加之如果流转监管组织不健全，各种不正

当的流转就有更大的可能。配额权价格体系不建立，其商品性就不可能明确地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就不

可能通过流转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市场调整。

3 .4 有效的反垄断措施

在配额权可以自由流转的情况下，根据国外有关渔业管理实践显示，如果对个人或公司所同时拥有

配额量的上限不加以规定，将可能造成垄断现象，即大多数配额将集中在少数个人或公司于中，从而形

成少数人或公司控制市场的状况。由于渔业资源的稀缺性，垄断经营会阻碍配额的自由流转以及其他

产业与资源向渔业转移，这将与改革的初衷相违背，而且垄断经营对社会政治经济可能会产生外部不经

济。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渔业情况及市场状况，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垄断经营现象发生，如对个人或

公司最高配额量进行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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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完善的渔区社会保障体系

配额权的流转将使渔区剩余人口实现分流，一部分从事其他产业，一部分作为渔业工人，一部分规

模经营渔业生产。为了避免两极分化，须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可同时开征赠与税、渔业资源使用税、温

业资源增值税、渔业资源配额交易税等。为了使退出渔业生产的渔民生活有保障，还须增设社会保障

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国家要加大对转产转业渔民的义务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导向的力度，并

且给予相应的生活补助。

4 渔业配额权流转的限制因素

配额权的流转能够促进资源的利用、实现其价值，但→般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限制配额流转的因

素，如法律障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渔民自身素质及意识等。

4.1 法律障碍

法律障碍，具体可分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上的法律障碍仅指法律关于禁止配额权流转的规定，配

额权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不具有让与性。广义的法律障碍，既含有上述之义，还包括配额权不清、界定

不明以及尚未确权等内容。配额权，涉及国计民生以及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海洋生态系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属于一种公权色彩浓厚的私权，所以其存续与行使受到的法律限制比普通的民事权利要多。

4.2 渔区经济发展水平

在经济发达的渔区，当渔民有机会从其他行业中获得与从事渔业生产相差不大的收人，且此种收入

相对较为稳定时，即温业劳动力的社会机会成本较高时，渔民不但不依赖于配额权，而且也不期望为它

所束缚，毕竟渔业生产本身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其他有些渔民希望进行规模化经营，

也需要通过市场流转来实现其目标，此时该渔区的渔民就比较希望配额权的流转。

但在经济不发达或贫困的渔区，由于资源不丰富、其他就业机会较少等原因，由民须依靠从渔业生

产中所得的收入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此时，配额权作为一种社会保障的作用就比较突出 O 在这

些渔区的渔民对配额权的流转没有太大的主观需求，即时可以流转，能够供流转的配额也可能很有限。

4.3 渔民自身素质及意识

配额权流转是配额权人行使其权利的一种表现，属于私法规制的范畴。目前各国在私法领域中普

遍提倡遵守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 4 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

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要求在配额权流转过程中，相关各方须提高自身素质及意识，遵守市

场规则，不能有任何瞒骗欺诈行为，否则，将会扰乱市场秩序，影响配额权流转的正常运行。

5 讨论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方面的基础作用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 22 条已将捕捞限额制度确

定为我国捕捞业管理的二项基本制度，它的实施将不可避免。根据国外渔业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如新

西兰、冰岛等) ，以及前面对我国渔业生产现状的分析，配额权的适当流转应是我国在实施捕捞限额制度

过程中的一个选择。但我国现有各项制度，如社会、经济、法律等，并不能有效地保证未来配额权流转的

顺利进行。为此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5.1 加强对渔民宣传和教育，建立诚信制度

渔民，作为配额权流转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其自身素质水平对配额权流转的正常进行起着重要的

作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应在实施捕捞限额制度之前，加强对他们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对配额权性

质及其流转规则的认识，增进他们遵守配额权流转规则的意识。同时渔业政府部门应和其他政府部门

→起，提倡诚信制度的建设。诚信，包括渔民诚信和政府诚信两方面，它是一个成熟社会的表现。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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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节约成本，有利于配额权流转的正常进行，而且也有利于政府其他管理活动及各项社会事务的顺利

实现。

5.2 大力发展渔业第二、三产业

自 1985 年渔业产业引人市场机制以来，渔业生产得到了极大地发展，解决了"吃鱼难"的问题，各

地也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积极发展渔业第二、三产业。但我国渔业目前仍旧以第一产业为主，

第二、三产业仍不够发达，无法大量转移渔业劳动力，解决大量的人口就业问题，以减轻就业压力 O 因

此，必须坚持发展以渔产品加工、贸易、休闲渔业等劳动密集型和服务型为主要的产业，提高渔业产品的

附加值和总产值，发展渔区经济，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 O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配额权的流转，才能充分实

现配额权的市场价值，活跃配额权的流转市场。

5.3 消除法律障碍

《渔业法》第 32 条第 2 款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 31 条规定渔业捕捞许可

证不得转让，而且《渔业法》第 25 条规定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

类型、场所、时限、海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定进行作业"，~规定》第 16 条对此也作了类似规定。另外，

在《规定》中对捕捞许可证年审的规定中也包含有捕捞限额的内容(第 34 条第 3 款)。从这些规定来看，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将捕捞许可制度与捕捞限额制度的两种证书即捕捞许可证与配额权证书合在一起，

配额权具体内容在捕捞许可证中进行规定。这样做可以简化于续，易于管理。但由于两种证书的性质

及管理制度不同，反而会给管理带来不便。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渔业捕捞许可证不得转让，

如果配额证书与它合在一起，即使法律允许配额权流转，也会因捕捞许可证无法转让而不可能得到实

现。因此，为了实现配额权的流转，首先必须从法律上消除障碍，将配额权证书与捕捞许可证分离或者

允许捕捞许可证流转。但从管理角度看，捕捞许可证管理是捕捞许可制度中主要内容，变动过大，改革

成本相对较大，因此将配额权证书与捕捞许可证分离相对容易操作。

配额权证书与捕捞许可证的分离，将有利于利用市场机制调节渔业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强化资源的商品性;同时也将可能促进捕捞业相关生产要素的流转，如渔船和船网工具指

标的流转。如果出现渔船买卖的情况，则根据《规定》第 13 条的内容，买方将同时获得船网工具指标。

如果是白船租赁，则情况比较复杂。根据《规定》第 35 条的规定，首先租赁期应和拟申请的捕捞许可证

的期限相吻合，即海洋和内陆渔业捕捞渔船的租赁期限应为 5 年或 5 年的整数倍，其他种类的渔船租赁

期限应为 3 年或 3 年的整数倍。其次，根据《规定》第 24 条关于申请捕捞许可证条件的规定，租赁后再

申请捕捞许可证也必须取得相应的船网工具指标。同样根据《规定》第 13 条关于船网工具指标管理的

有关精神，由于租赁不同于买卖，船网工具指标不必然随渔船转移，因此唯一可能的情况是在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范围内进行租赁。但对于这种情况，~规定》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因此能否进行，将取决于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实际管理中对船网工具指标管理原则的理解0

5 .4 明确配额权证书的性质

配额权证书与捕捞许可证分离后，其性质应在相关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从行政法的角度看，配额

权证书是国家将特定鱼类资源配额利用的有关权利分配给渔民的书面表现形式，它应具有赋予力、证明

与确定力等方面的效力，即它是行政主体赋予配额权人一定的权利或权能，是配额权人在行政主体的检

查中能够证明自己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以及配额权证书一经发出非依法律不得收回。配额权证书

应是国家法律确认和保护的一种证书，对于配额权人来说，它既体现了法律赋予其从事某种特殊活动的

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又体现了法律为其设定的特定义务，必须依法履行;否则，将被剥夺相

应的权利。对于配额权人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而言方面体现着必须尊重配额权人的专有权利，不

得侵犯;另一方面体现了可以要求监督配额权人依法履行义务，不得对公共利益带来危害。

5.5 确定配额权的位序

为解决此类配额权在流转上的限制，还必须确定不同性质配额权之间的位序。根据利用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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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配额权可分为生存配额权(subsistence quota right) 、商业配额权 (commercial quota right) 、娱乐配额

权( ente由inment quota 吨ht)等类型，它们之间的位序，需要根据所管理的渔业资源状况、管理当局的管理

政策目标、当地渔业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从事该渔业的人数、渔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当地的传统习惯等

因素而来确定，其中也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各个地方或国家因具体情况不同或不同的发展时期，它们

之间的位序也会存在差异。只有确定它们之间的位序后，可以具体确定法律应禁止流转的配额权，以减

少对其它配额权的限制。

5.6 建立市场中介服务组织

要使配额权顺利流转，则必须建立良好流转中介服务组织。这些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主要是为渔

民及相关利益人提供公共服务，即提供交易场所、交易信息、对配额权进行评估等。在此过程中，渔业政

府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协调者须确保渔民及相关利益人获得真实的、必要的公共服务，而不必

由渔业政府部门亲自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此，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为这种中介服务组

织的出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应对中介服务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内容、质量规定相应的

要求、标准，并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渔民及相关利益人获得的公共服务是

真实、可靠的。当然，作为公共服务的接受者，渔民及相关利益人有义务承担相应的费用。只有中介服

务组织出现、壮大，才能促进配额权流转市场的有序、灵活、高效。

《渔业法》第 22 条已将捕捞限额制度确定为我国捕捞业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它的实施将是我国温

业管理所面临的一次改革。目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普遍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新的国际海洋管理制度

使我国渔民正在逐渐失去一些传统的作业渔场，沿海渔民、渔船数量居高不下等。在此情况下，如果能

成功实施捕捞限额制度，将有可能促进我国渔业管理制度的根本改变。但在此之前，应对捕捞限额制度

的有关理论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在此希望在这方面能起到抱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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