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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ＩＵＵ捕捞是当前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公海中尤为严重。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ＲＦＭＯｓ）也意识到在其公约海域内从事ＩＵＵ捕捞活动的危害性，相继制定
了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重点梳理当前世界上１３个ＲＦＭＯｓ所制定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
理措施，分析其对ＩＵＵ捕捞定义的差异、阐述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演变与发展，并从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制定流程和缔约方／合作非缔约方对ＩＵＵ捕捞渔船采取的措施２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
分析。ＲＦＭＯｓ在制定和实施ＩＵＵ捕捞清单养护管理措施时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对国际社会打击 ＩＵＵ捕捞活
动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二是成为ＲＦＭＯｓ综合打击ＩＵＵ捕捞的重要基础与前提。然而由于ＲＦＭＯｓ成员的利
益和立场不同，或者 ＲＦＭＯｓ成立的时间、背景和所管辖的海域、渔业的不同，有关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
理措施的内容及实施情况也存在差异，导致其约束力有限、执行力度不足，实施效果难以评估。因此为了更大

程度发挥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效力，一方面要扩大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制定、实施
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ＲＦＭＯｓ间的合作，共同消除ＩＵＵ捕捞活动。
关键词：区域渔业管理组织；ＩＵＵ捕捞；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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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ＵＵ（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捕
捞是指非法、未报告、未管制捕捞［１２］，据估

计［３４］，全球ＩＵＵ捕捞规模约为１１００万 ～２６００
万ｔ，占捕捞总量的１３％ ～３１％，有地区甚者高
达５０％以上，每年ＩＵＵ捕捞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共
计１００亿～２３５亿美元。ＩＵＵ捕捞几乎存在于所
有类型和规模的渔业中，而公海水域是 ＩＵＵ捕捞
的重灾区［５６］。当前，公海渔业管理主要通过区

域渔业管理组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ＲＦＭＯｓ）来管理［７８］，一些 ＲＦＭＯｓ
为了控制、预防、消除ＩＵＵ捕捞，制定了一系列的
养护管理措施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ＣＭＭ；有些ＲＦＭＯｓ称之为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或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包括临时转载程序、无国籍船
舶的养护与管理、建立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等养护
管理措施、制定公海登临与检查程序等养护管理

措施。其中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是
打击 ＩＵＵ捕捞的重要方式之一［９１０］，使进行非法

捕捞渔船的信息得到落实。该措施主要分为 ３
部分，包括对 ＩＵＵ捕捞的定义、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的制定流程和缔约方／合作非缔约方对 ＩＵＵ捕
捞渔船清单采取的措施。其中第２部分（ＩＵＵ捕
捞渔船清单的制定流程）主要涵盖 ＩＵＵ捕捞渔船
的草拟清单、暂定清单和最终的渔船清单 ３方
面。此外，部分 ＲＦＭＯｓ也在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
养护管理措施中对相关渔民进行了规定。目前

世界上有１３个政府间的 ＲＦＭＯｓ制定了 ＩＵＵ捕
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包括印度洋金枪鱼委

员会（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Ｔｕｎ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ＯＴＣ）、大
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Ｔｕｎａｓ，ＩＣＣＡＴ）、美
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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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ＡＴＴＣ）、中西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ＣＰＦＣ）、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ＦＯ）、
地中 海 渔 业 委 员 会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ＧＦＣＭ）、东南大
西洋渔业组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ＦＯ）、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ＥＡＦＣ）、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ＦＭＯ）、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
员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ｌｕｅｆｉｎＴｕｎａ，ＣＣＳＢＴ）、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ＰＦＣ）、
南印度洋渔业协定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ＯＦＡ）和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养护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Ｌｉｖ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ＣＡＭＬＲ），涵
盖三大洋绝大部分公海和极地水域，管理着金枪

鱼、鱿鱼、秋刀鱼、鲐鱼等重要渔业。由于各个

ＲＦＭＯｓ成立的时间、背景、管辖的海域、渔业等不
同，有关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内容
也存在差异，给公海渔业管理带来挑战，然而目

前尚未有文献对 ＲＦＭＯｓ的养护管理措施进行系
统的研究，因此本文详细分析这１３个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比较其对 ＩＵＵ
捕捞定义的差异，梳理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
理措施的演变过程，并从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制
定流程和缔约方／合作非缔约方对 ＩＵＵ渔船采取
的措施 ２个方面进行系统地比较分析，总结
ＲＦＭＯｓ制定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
异同点，供公海渔业管理和研究参考。

１　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行为定义的比较

ＲＦＭＯｓ制定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
措施中首先要对 ＩＵＵ捕捞行为进行定义。１３个
ＲＦＭＯｓ对ＩＵＵ捕捞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依据ＩＰＯＡＩＵＵ对ＩＵＵ捕捞进行定义，如ＮＡＦＯ
和ＮＥＡＦＣ；另一类是其余１１个 ＲＦＭＯｓ在 ＩＰＯＡ
ＩＵＵ中ＩＵＵ捕捞定义的基础上对各自公约区域

内ＩＵＵ捕捞行为的定义进行了细化和扩展。
１．１　ＮＡＦＯ和ＮＥＡＦＣ的ＩＵＵ捕捞行为定义

ＮＡＦＯ［１１］和ＮＥＡＦＣ［１２］２个 ＲＦＭＯｓ定义的非
法捕捞包括 ３种情况：一是在沿海国管辖水域
内，渔船未经沿海国的允许或违反沿海国法律进

行的捕鱼活动；二是渔船悬挂某一 ＲＦＭＯｓ缔约
方的船旗，但违反该 ＲＦＭＯｓ规定的相关管理措
施，或违反适用的国际法相关条款的捕鱼活动；

三是渔船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或者需要承担的

国际义务而进行捕鱼活动。未报告捕捞包括两

种情况：一是渔船违反本国的法律法规不向国家

渔业主管机构报告或谎报捕捞情况；二是渔船在

ＲＦＭＯｓ水域内捕捞时违反该组织的报告程序，没
有向ＲＦＭＯｓ报告或谎报捕捞情况。未管制捕捞
也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 ＲＦＭＯｓ水域内，无国籍
或悬挂非ＲＦＭＯｓ成员方旗帜的渔船违反该组织
制定的养护措施进行捕鱼活动；二是针对没有适

用的管理措施的区域或鱼类种群，渔船采用违反

相关国际法规定的国际义务进行的捕捞活动［１３］。

１．２　其他１１个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行为定义
除ＮＡＦＯ和ＮＥＡＦＣ外，其他１１个ＲＦＭＯｓ在

ＩＰＯＡＩＵＵ中ＩＵＵ捕捞定义的基础上对各自公约
区域内ＩＵＵ捕捞行为的定义进行了细化和扩展
（表１）。从１１个ＲＦＭＯｓ最新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养护管理措施内容来看，各ＲＦＭＯｓ主要从３个
方面对ＩＵＵ行为进行了定义：一是未经允许的捕
捞，包括渔船未在 ＲＦＭＯｓ船舶注册名单中（条款
ａ）、船旗国未获得相关配额进行捕捞（条款 ｂ）、
未取得沿海国授权或许可或违反沿海国法规进

行捕捞（条款ｈ）、无国籍从事捕捞或捕捞相关活
动（条款ｉ）；二是捕捞过程中是否违反了 ＲＦＭＯｓ
相关的养护管理措施，包括未按程序报告或虚假

报告渔获量（条款 ｃ）、捕捞未达到规格的鱼类
（条款ｄ）、在禁渔区或禁渔期或使用禁用的渔具
捕捞（条款ｅ、ｆ）、故意篡改遮蔽其标识或身份信
息进行的捕捞活动（条款ｊ）、从事违反 ＲＦＭＯｓ任
何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养护管理措施的捕捞或

捕捞相关活动（条款ｋ）；三是与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里的渔船进行转载、参与联合作业、支持或补

给（条款ｇ）。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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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其他１１个ＲＦＭＯｓ对ＩＵＵ捕捞的定义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ＵＵ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ｙｏｔｈｅｒ１１ＲＦＭＯｓ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定义内容

Ｄｅｆｉｎ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ＯＴＣ［１４］ ＩＣＣＡＴ［１５］ＣＣＡＭＬＲ［１６］ＩＡＴＴＣ［１７］ＷＣＰＦＣ［１８］ＳＥＡＦＯ［１９］ＧＦＣＭ［２０］ＳＰＲＦＭＯ［２１］ＮＰＦＣ［２２］ ＳＩＯＦＡ［２３］ＣＣＳＢＴ［２４］

ａ

渔船从事捕捞或捕捞相关

活动，但既未注册在该

ＲＦＭＯｓ捕捞渔船名册中，
也未登记在作业船舶名单

内

√ √ √ √ √ √ √ √ √ √ √

ｂ

其船旗国在 ＲＦＭＯｓ可适
用的养护管理措施下，未

获配额、捕捞限额或努力

量分配，而从事捕捞或捕

捞相关活动

√ √ √ √ √ √

ｃ
未依 ＲＦＭＯｓ养护管理措
施的规定纪录或报告其渔

获量，或提交虚假报告

√ √ √ √ √ √ √ √ √ √ √

ｄ
违反 ＲＦＭＯｓ养护管理措
施，捕捞未达到可捕规格

的鱼类

√ √ √ √ √ √ √ √ √

ｅ
违反 ＲＦＭＯｓ养护管理措
施，在禁渔期或禁渔区内

从事捕捞或捕捞相关活动

√ √ √ √ √ √ √ √ √ √

ｆ 违反 ＲＦＭＯｓ养护管理措
施，使用禁用的渔具

√ √ √ √ √ √ √ √ √ √ √

ｇ
与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内
的渔船进行转载、参与联

合作业、支持或补给

√ √ √ √ √ √ √ √ √ √ √

ｈ

未取得沿海国授权或许可

或违反沿海国法规（不损

及该沿海国对该渔船采取

执法措施的主权权利），

在该沿海国管辖水域内从

事捕捞或捕捞相关活动

√ √ √ √

ｉ 无国籍船舶从事捕捞或捕

捞相关活动
√ √ √ √ √ √ √ √ √

ｊ
故意篡改或遮蔽其标识、

身份或注册号而从事捕捞

或捕捞相关活动

√ √ √

ｋ

从事违反 ＲＦＭＯｓ任何其
他有法律约束力的养护管

理措施的捕捞或捕捞相关

活动时，被认定为 ＩＵＵ捕
捞

√ √ √ √ √ √ √ √ √ √ √

ｌ
ＲＦＭＯｓ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上任何渔船所有者控制

的渔船

√ √ √

　　由表１可知，１１个 ＲＦＭＯｓ的共有项为 ａ项、
ｃ项、ｆ项、ｇ项、ｋ项，而 ｅ项、ｉ项是除 ＣＣＳＢＴ和
ＣＣＡＭＬＲ外其他 ９个 ＲＦＭＯｓ共有的条款，表明
“未经允许的捕捞”“在捕捞过程中错误报告渔获

信息”“使用禁用的渔具进行捕捞或渔船进行非

法转运”是ＲＦＭＯｓ对ＩＵＵ捕捞的主要管理方向。
ＩＡＴＴＣ、ＷＣＰＦＣ、ＳＥＡＦＯ、ＳＰＲＦＭＯ、ＮＰＦＣ 和
ＳＩＯＦＡ涉及的捕捞区域只存在于公海，不存在 ｈ
项即在沿海国的非法捕捞。ＩＡＴＴＣ、ＷＣＰＦＣ和
ＳＥＡＦＯ将ＩＵＵ渔船清单上任何渔船所有者控制

的渔船也定义为 ＩＵＵ渔船。ＣＣＳＢＴ的 ＩＵＵ捕捞
渔船清单上目前还未有渔船。

２　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
措施的演变

　　ＩＯＴＣ是首个建立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
理措施的ＲＦＭＯｓ，早在２００１年，ＩＯＴＣ起草第０１／
０７号决议支持ＩＰＯＡＩＵＵ，之后 ＩＯＴＣ发现其 “公
约”区域内 ＩＵＵ捕捞活动仍在继续，许多从事
ＩＵＵ捕捞的船只为躲避 ＲＦＭＯｓ的监管而更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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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于是 ＩＯＴＣ决定对这些渔船采取严厉措施。
２００２年 ＩＯＴＣ决定优先处理从事 ＩＵＵ捕捞活动
的大型渔船，建立了在 ＩＯＴＣ水域内被认定从事
ＩＵＵ活动渔船清单的第 ０２／０４号决议。之后

ＩＣＣＡＴ、ＩＡＴＴＣ等 ＲＦＭＯｓ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随着科技的发
展与ＲＦＭＯｓ管理能力的加强，各ＲＦＭＯｓ对ＩＵＵ捕
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逐步进行了完善（表２）。

表２　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演变过程
Ｔａｂ．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ＵＵｖｅｓｓｅｌｌｉｓｔｓｉｎＲＦＭＯｓ

ＲＦＭＯｓ

ＲＦＭＯｓ的成立
时间／年

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ＲＦＭＯ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Ｙｅａｒ

首次制定和实施ＩＵＵ
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

措施（时间—文件名）

Ｆｉｒ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ＵＵｖｅｓｓｅｌｌｉｓｔｓ
（ｔｉｍｅｆｉｌ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ｎａｍｅ）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修订历史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ＵＵｖｅｓｓｅｌｌｉｓｔｓ

ＩＯＴＣ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０２／０４

２００６：添加将渔船从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中除名的规定；２００９：缔
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对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的渔船采取的措
施进行修订；２０１１：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进行修订；２０１７：
对ＩＵＵ捕捞的定义进行修订；２０１８：添加了与其他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互相认定的规定［１４］

ＩＣＣＡＴ １９６９ ２００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０２／２３

２００６：添加将渔船从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中除名的规定；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适用渔船总长进行修订；
２０１８：添加了与其他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互相认定的
规定［１５］

ＣＣＡＭＬＲ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２—
ＣＭ１００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缔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对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的
渔船采取的措施进行修订；２００６：对ＩＵＵ捕捞的定义进行修订；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１６］：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进行修订

ＩＡＴＴＣ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０４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适用渔船的总长进行修订；
２０１９：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进行修订［１７］

ＷＣＰＦＣ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ＣＭＭ２００６／０９

２００７：对ＩＵＵ捕捞渔船草拟名单进行修订；２０１０：对 ＩＵＵ捕捞
的定义进行修订［１８］

ＮＡＦＯ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６—
ＣＥＭ／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进行修订；２０１７：对 ＩＵＵ捕捞渔船
暂定名单进行修订［１１］

ＧＦＣＭ １９４９ ２００６—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３０／２００６／４ ２００９：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进行修订［２０］

ＳＥＡＦＯ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ＣＭ０８／０６ －

ＮＥＡＦＣ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８—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ＸＩ：２００８［１２］

－

ＳＰＲＦＭＯ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３—
ＣＭＭ１．０４

２０１６：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进行修订；２０１７：对 ＩＵＵ捕捞渔船
草拟名单及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进行修订；２０１９：对进行 ＩＵＵ捕
捞的渔民采取的措施［２１］

ＣＣＳＢＴ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２０１４：对ＩＵＵ捕捞的定义进行修订；２０１６：对 ＩＵＵ捕捞渔船草
拟名单进行修订；２０１７：对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进行修订；２０１９：
添加了与其他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互相认定的规
定［２４］

ＮＰＦＣ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ＣＭＭ２０１６／０２ ２０１７：对ＩＵＵ捕捞渔船草拟名单进行修订［２２］

ＳＩＯＦＡ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ＣＭＭ２０１６／０６ ２０１８：对进行ＩＵＵ捕捞的渔民采取的措施［２３］

　　大部分 ＲＦＭＯｓ主要是对 ＩＵＵ捕捞的定义、
ＩＵＵ捕捞渔船草拟名单、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及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
理措施的适用渔船大小进行小幅度修订。ＩＯＴＣ、

ＩＣＣＡＴ、ＩＡＴＴＣ、ＳＰＲＦＭＯ和ＳＩＯＦＡ等 ５个 ＲＦＭＯｓ
对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进行了较大
程度的修订，其中ＩＯＴＣ和ＩＣＣＡＴ在２００６年添加
“将渔船从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中除名的规定”：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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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或合作非缔约方可在任何时间向执秘提供

资料，要求将渔船从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中移除。
这些资料包括：（ａ）相关船旗方已采取措施使该
渔船遵守该组织所有的管理措施；（ｂ）相关船旗
方将持续监测及管控该船的捕捞活动；（ｃ）相关
船旗方对ＩＵＵ捕捞渔船进行起诉及处以严厉的
处罚；（ｄ）相关船旗方提供资料证明其要求除名
的ＩＵＵ渔船已变更船主，且新船主能证实前船主
与该船不再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且新船主未

参与 ＩＵＵ捕捞活动。另外，ＩＯＴＣ和 ＩＣＣＡＴ于
２０１８年、ＣＣＳＢＴ于 ２０１９年在添加了“与其他
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互相认定的规定”，
即当某一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确定后，
其执秘会立刻公布在官网上，同时将 ＩＵＵ捕捞渔
船清单发送给 ＦＡＯ和其他 ＲＦＭＯｓ，ＩＯＴＣ、ＩＣＣＡＴ
及ＣＣＳＢＴ在收到其他组织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
后，连同相关资料及时发送给缔约方及合作非缔

约方，若缔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无异议，则将相

应ＩＵＵ渔船列入各自组织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
中。除此之外，ＳＩＯＦＡ和 ＳＰＲＦＭＯｓ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及２０１９年添加了“对从事 ＩＵＵ捕捞的渔民采
取的措施”，其措施内容大致相同，即在不影响船

旗国地位的情况下，缔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应确

认受其管辖的公民是否参加在该 ＲＦＭＯｓ公约海
域内的ＩＵＵ捕捞活动。若情况属实，应采取措施
取消ＩＵＵ捕捞者的捕捞权利。

３　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制定程序

在１３个建立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 ＲＦＭＯｓ
中，ＮＥＡＦＣ和ＮＡＦＯ根据各自公约管辖水域内情
况制定了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其他１１个 ＲＦＭＯｓ
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主要分为 ＩＵＵ捕捞渔船草
拟名单、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及 ＩＵＵ捕捞渔船
清单３个部分。
３．１　ＮＡＦＯ和ＮＥＡＦＣ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
制定流程

ＮＡＦＯ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主要是针对非缔
约方的ＩＵＵ捕捞［１１］。缔约方在公约管辖水域内

发现非缔约方渔船进行捕捞时要立刻将信息告

知执法秘书处，并尝试通知船长该渔船涉嫌从事

ＩＵＵ捕捞活动并请船长批准登船检查，同时将此
信息发送给所有缔约方、相关 ＲＦＭＯｓ及船旗国。
ＮＡＦＯ要求执秘将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和ＩＵＵ

捕捞渔船清单及相关信息都列入官网。最后委

员会要每年审查船旗国是否采取充分行动，防

止、阻止和消除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中渔船的 ＩＵＵ
活动。

ＮＥＡＦＣ通过 Ａ名单和 Ｂ名单的形式打击
ＩＵＵ捕捞［１２］。当非缔约方渔船被发现在“公约”

区域内进行 ＩＵＵ捕捞时被列入 Ａ名单。秘书处
要求船旗国提供相关资料，若不能提供，则相关

渔船将被列入 Ｂ名单。Ａ名单上的渔船在港口
时将不被授权捕捞和转运，并将被彻底检查，同

时禁止缔约方渔船对其进行援助。Ｂ名单上的渔
船不许进入港口，同时不许在“公约”管辖水域内

捕捞。

３．２　其他１１个ＲＦＭＯｓ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制
定流程

其他１１个 ＲＦＭＯｓ制定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
的程序大致相同（图１）。ＲＦＭＯｓ中缔约方或合
作非缔约方把搜集到的涉嫌进行 ＩＵＵ捕捞的渔
船信 息 发 送 给 执 法 委 员 会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ＣＣ）的同时，要直接或间
接通过执法委员会发送给相关船旗方。执法委

员会收到相关文件后制定 ＩＵＵ捕捞渔船草稿名
单，发送给渔船所属船旗方，并要求船旗方不仅

要告知ＩＵＵ捕捞渔船草拟名单中渔船的船主及
列入ＩＵＵ捕捞渔船草拟名单的后果，还要监督渔
船防止其变更船旗或船主。渔船在 ＩＵＵ捕捞渔
船暂定名单中的相关船旗方，可提交相关材料证

明将渔船从暂定的ＩＵＵ捕捞渔船名单中移除（表
３），之后将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交给委员会审
核进而确定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在 ＲＦＭＯｓ确定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后，缔约方／合作非缔约方要再
次告知ＩＵＵ捕捞渔船的船主，其船只列入ＩＵＵ捕
捞渔船清单的后果，并采取措施撤销 ＩＵＵ捕捞渔
船的捕捞许可证。此外，执秘要将 ＩＵＵ捕捞渔船
清单公布在官网上，同时发送给其他ＲＦＭＯｓ。
　　在执法委员会制定 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
后会发送给缔约方、合作非缔约方及非缔约方，

而不会直接发送给其他 ＲＦＭＯｓ。渔船在此名单
上的船旗方可提供材料证明该渔船符合表３中
渔船移除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的要求。
　　在渔船移除的条件中，ｄ项“事先已经对其
ＩＵＵ捕捞活动的问题采取了有效举措，如起诉或
实施了严厉制裁”被 ＲＦＭＯｓ一致认可。ａ项“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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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已符合公约及养护管理措施的作业方式”及 ｂ
项“未参与ＲＦＭＯｓ规定的ＩＵＵ捕捞活动”获得大
部分ＲＦＭＯｓ的认可。另外，ＩＯＴＣ、ＷＣＰＦＣ、ＮＰＦＣ
认为捕捞不受公约管辖的鱼种将不会被认定为

ＩＵＵ捕捞。ＩＣＣＡＴ认为将渔船从 ＩＵＵ捕捞渔船
暂定名单中移除时，ＩＵＵ相关船旗方应持续监控
该船在公约水域内的捕捞活动。

图１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制定流程
Ｆｉｇ．１　ＩＵＵ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ｌｉ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　缔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对ＩＵＵ渔船采
取的措施

在制定ＩＵＵ清单后，缔约方／合作非缔约方
应根据可适用的法规、国际法及每一成员的国际

义务采取所有必要的非歧视的措施（表４）。
从缔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对 ＩＵＵ捕捞清单

上的渔船采取的措施强度来看，１１个 ＲＦＭＯｓ都
对ＩＵＵ渔船、非 ＩＵＵ渔船及进口贸易商作了要
求。ＲＦＭＯｓ要求相关船旗方拒绝将其船旗授予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内的船舶、禁止租用列入 ＩＵＵ
捕捞渔船清单上的船舶；要求悬挂其船旗的渔

船、支援船、母船或补给船不与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上的支援船或补给船进行转载或协同作业，并

禁止ＩＵＵ渔船的商业交易、进口、卸载或转载公
约涵盖的鱼种；鼓励贸易商、进口商、运输商及其

他相关人员自我节制，不进行交易及转载被列入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的渔船所捕获的公约涵盖鱼
种。此外，ＷＣＰＦＣ对 ＩＵＵ渔船进入港口做了严
格的要求。ＳＰＲＦＭＯ、ＮＰＦＣ、ＳＩＯＦＡ、ＣＣＳＢＴ要求
缔约方或合作非缔约方将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
的船舶从船舶登记册上移除或撤销。ＩＣＣＡＴ要
求监测列名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渔船，并随时将
该类渔船的活动发送给执法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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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ＩＵＵ捕捞渔船暂定名单中移除渔船的依据
Ｔａｂ．３　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ｖｅｓｓｅ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ＵＵ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ｉｓｔｓ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条款

Ｔｅｒｍｓ ＩＯＴＣ［１４］ ＩＣＣＡＴ［１５］ＣＣＡＭＬＲ［１６］ＩＡＴＴＣ［１７］ＷＣＰＦＣ［１８］ＳＥＡＦＯ［１９］ＧＦＣＭ［２０］ＳＰＲＦＭＯ［２１］ＮＰＦＣ［２２］ ＳＩＯＦＡ［２３］ＣＣＳＢＴ［２４］

ａ 该渔船已符合公约及养护

管理措施的方式进行作业
√ √ √ √ √ √

ｂ 未参与 ＲＦＭＯｓ规定的
ＩＵＵ捕捞活动 √ √ √ √ √ √ √ √

ｃ 捕捞不受公约管辖的鱼种 √ √ √

ｄ

事先已经对其 ＩＵＵ捕捞
活动的问题采取了有效举

措，例如起诉或实施了严

厉制裁

√ √ √ √ √ √ √ √ √ √ √

ｅ
ＩＵＵ船旗方会持续监控该
船在公约水域内的捕捞活

动

√

ｆ

该船已变更船主，新任船

主和前任船主无任何利益

关系。且新任船主未从事

ＩＵＵ捕捞

√ √

ｇ
该船在沿海国管辖水域内

从事捕捞活动，且遵守该

沿海国法律法规

√

ｈ

该渔船从事 ＩＵＵ捕捞活
动的案件已解决，获原提

交渔船列入清单的 ＣＣＭ
及所涉船旗国的满意

√

５　讨论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ＲＦＭＯｓ管理能力的加
强，ＲＦＭＯｓ在制定、实施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
管理措施的过程中呈现２个特点：（１）ＩＵＵ捕捞
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对国际社会打击 ＩＵＵ捕
捞活动起到推到作用。首先，对于 ＩＵＵ捕捞渔船
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制定程序，大多由 ＲＦＭＯｓ
的缔约方、合作非缔约方、委员会和执法委员会

共同参与，对 ＩＵＵ捕捞渔船草拟名单、ＩＵＵ捕捞
渔船暂定名单及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有详细、严谨
的制定流程，同时掌握进行 ＩＵＵ捕捞的渔船的相
关证据资料，这为各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的真实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另外，在

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相关信息准确、可
靠的条件下，除了公布在官网上，还要及时发送

给ＦＡＯ及其他 ＲＦＭＯｓ，不仅为该组织的缔约方

及合作非缔约方提供了及时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的
信息，还为其他组织和国家提供了参考信息，对

打击世界范围内的 ＩＵＵ捕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２）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成为
ＲＦＭＯｓ综合打击 ＩＵＵ捕捞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纵观ＲＦＭＯｓ的养护管理措施，不难发现 ＩＵＵ捕
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并非独立存在［２５］。各

ＲＦＭＯｓ在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建立
后，相关船旗方要采取必要措施消除 ＩＵＵ捕捞活
动，必要时可撤销 ＩＵＵ渔船的捕捞许可证书［２６］。

除此之外，缔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应根据可适用

的法规、国际法及每一成员的国际义务采取所有

必要的非歧视的措施，涉及船舶登记、登临检查、

港口国措施等综合措施的执行，建立 ＩＵＵ捕捞渔
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为多方面打击 ＩＵＵ捕捞活
动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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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缔约方及合作非缔约方对ＩＵＵ渔船采取的措施
Ｔａｂ．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ＩＵＵｖｅｓｓｅｌｓｂｙＭｅ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条款

Ｔｅｒｍｓ ＩＯＴＣ［１４］ ＩＣＣＡＴ［１５］ＣＣＡＭＬＲ［１６］ＩＡＴＴＣ［１７］ＷＣＰＦＣ［１８］ＳＥＡＦＯ［１９］ＧＦＣＭ［２０］ＳＰＲＦＭＯ［２１］ＮＰＦＣ［２２］ ＳＩＯＦＡ［２３］ＣＣＳＢＴ［２４］

ａ
将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
的船舶从船舶登记册上移

除或撤销

√ √ √ √

ｂ

确保悬挂其船旗的渔船、

支援船、母船或补给船不

与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
的支援船或补给船进行转

载或协同作业

√ √ √ √ √ √ √ √ √ √ √

ｃ
除因调查或不可抗因素，

禁止列入 ＩＵＵ捕捞渔船
清单的船舶进入港口

√ √ √ √ √ √ √ √

ｄ 禁止租用列入 ＩＵＵ捕捞
渔船清单上的船舶

√ √ √ √ √ √ √ √ √ √ √

ｅ

拒绝将其船旗授予 ＩＵＵ
捕捞渔船清单内的船舶，

除非该船已变更船主，且

新船主已提供充分证据证

明以往的船主或经营者对

该船并无法律、利益或者

财务关系或未控制该船，

或在考虑所有相关事实

后，相关成员国确信该船

不再从事或涉及 ＩＵＵ捕
捞活动

√ √ √ √ √ √ √ √ √ √ √

ｆ
禁止 ＩＵＵ渔船的商业交
易、进口、卸载和／或转载
公约涵盖的鱼种

√ √ √ √ √ √ √ √ √ √

ｇ
禁止进口、卸载 ＩＵＵ捕捞
渔船清单里渔船的金枪鱼

和类金枪鱼

√ √ √

ｈ

鼓励贸易商、进口商、运输

商及其他相关人员自我节

制，不交易及转载被列入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渔船
所捕获的公约涵盖鱼种

√ √ √ √ √ √ √ √ √ √ √

ｉ

收集并与缔约方交换任何

适当信息，以搜寻、管控及

防止被列入 ＩＵＵ捕捞渔
船清单上船舶上的公约涵

盖鱼种的伪造进出口证明

书

√ √ √ √ √ √ √ √ √ √

ｊ
确保自愿进港的 ＩＵＵ捕
捞渔船清单内的渔船不在

此处进行卸载或转载

√ √ √

ｋ
倘若发现列名 ＩＵＵ捕捞
渔船清单的渔船在港口，

考虑优先检查此类渔船

√ √ √ √

ｌ

监测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
列名的渔船，并随时将该

类渔船的活动，以及将更

改船名、船旗、无线电呼

号、登记经营者等资讯发

送给秘书长

√

ｍ 禁止更换 ＩＵＵ捕捞渔船
清单上的船员

√

ｎ
禁止向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上的渔船发放捕捞许可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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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ＲＦＭＯｓ制定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
管理措施也存在不足：（１）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
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的约束力有限。通过对１３
个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的渔船分析可
得，大多数的 ＩＵＵ渔船来自非缔约方，如
ＣＣＡＭＬＲ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上只有非缔约方
的渔船。或者有的 ＲＦＭＯｓ为了保护本组织成员
的利益，建立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只针对非缔约
方渔船，如 ＮＡＦＯ［２７］。部分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相关
的养护管理措施对非缔约方无限制作用，在此情

况下，有些非缔约方渔船进行 ＩＵＵ捕捞但会免于
受到制裁。（２）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
的执行力度不足。一般而言，ＲＦＭＯｓ对ＩＵＵ渔船
没有处罚权，而缔约方与合作非缔约方作为

ＲＦＭＯｓ的参与主体，有义务通过履行各 ＲＦＭＯｓ
的养护管理措施来实现对悬挂其船旗的渔船进

行管控。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缔约方

与合作非缔约方的管理管理能力与执法力度不

一，容易产生海上非法转载等违规行为，或者一

些以海洋捕捞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更倾向于

放松对渔船的管制。（３）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
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难以评估。由于作业渔船

的流动性，列入某一个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
清单中的渔船，很可能在不违反其他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定义的条件下，很容易进入其他 ＲＦＭＯｓ
继续进行捕捞活动，大大降低了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
捕捞渔船清单的效力［２８２９］。

因此，为了充分发挥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
管理措施的效力，更大程度打击 ＩＵＵ捕捞活动，
建议：（１）扩大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制定和实施的
范围。一是应该鼓励越来越多的 ＲＦＭＯｓ建立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ＩＵＵ捕捞削弱
了 ＲＦＭＯｓ的养护管理措施的效力，影响了
ＲＦＭＯｓ对公约区域内渔业资源的评估与养护，建
立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可以使
ＲＦＭＯｓ有针对性地打击ＩＵＵ渔船的捕捞活动；二
是鼓励非缔约方加入 ＲＦＭＯｓ。ＲＦＭＯｓ对在其公
约区域内进行 ＩＵＵ捕捞的非缔约方船只无限制
作用，未来应鼓励非缔约方加入 ＲＦＭＯｓ，共同遵
守ＲＦＭＯｓ的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养护管理措施，
担负起缔约方的责任，才能更大程度地打击

ＲＦＭＯｓ的公约区域内的ＩＵＵ捕捞活动；三是扩大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适用渔船的长度。例如

ＩＡＴＴＣ于２００５年建立的 ＩＵＵ清单养护与管理措
施，要求适用总长大于 ２４ｍ的渔船［３０］，随后在

２０１５年将适用渔船改为总长大于２３ｍ［３１］。扩大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单的适用渔船类型及长度范围，
才能更大范围地打击 ＩＵＵ捕捞活动。（２）加强
ＲＦＭＯｓ间的合作。目前对于已建立 ＩＵＵ互相认
定名单的ＲＦＭＯｓ，规定只有在缔约方及合作非缔
约方无异议的情况下，才会承认其他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渔船，并列入本 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捕捞渔船清
单中，属于有条件的互相认定，这一做法延迟了

对其他ＲＦＭＯｓ的 ＩＵＵ渔船的认定。因此，为了
进一步打击ＩＵＵ捕捞活动，要进一步加强ＲＦＭＯｓ
之间的联系，统一各 ＲＦＭＯｓ对 ＩＵＵ捕捞行为的
认定，交流信息并开展合作，共同消除 ＩＵＵ捕捞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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