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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捞（ＩＵＵ）是相当严重的全球问题，危害了海洋生态系统、食品安全、渔民生
计，还造成逃税漏税，甚至跨国有组织犯罪，比如渔船人口贩卖，尤其是男人和儿童的贩卖。为分析ＩＵＵ捕捞
问题，不仅需要了解其发生场所，更需要掌握非法渔获最终如何流入市场。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我国对美出口

的主要捕捞水产品为例，分析其ＩＵＵ渔获情况，首先通过量化２０１４年我国主要输美捕捞水产品（青鳕、鲑鱼、
蟹）中ＩＵＵ渔获的数量比例，继而以我国对美出口水产品供应链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发现我国 ＩＵＵ渔获流入
美国市场的主要原因为水产品供应链不透明、我国水产品加工来料多为俄罗斯ＩＵＵ渔获。其次，分析美国近
年来打击ＩＵＵ捕捞的措施，尤其是最近美国通过了《进口水产品应对ＩＵＵ及水产品欺诈的追溯识别机制》草
案，该法案拟采取贸易管制措施对ＩＵＵ进行打击，更是对我国捕捞水产品出口的巨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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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范围内 ＩＵＵ捕捞占总捕捞量的
１３％ ～３１％，有地区甚至高达 ５０％以上，每年
ＩＵＵ捕捞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共计１００至２３５亿美
元［１２］。ＩＵＵ捕捞还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状况。据估计［３］，每年ＩＵＵ捕捞对发展中国家
造成的经济损失达９０亿美元，其中非洲国家的
损失为１０亿美元，在亚太地区，ＩＵＵ捕捞每年造
成的损失达 ５８亿美元，ＩＵＵ渔获产量计 ３５０～
８１０万吨，占总产量８％ ～１６％。仅印度尼西亚，
其每年因 ＩＵＵ捕捞造成的损失就达４０亿美元，
而菲律宾的经济损失为每年８．９４亿美元。有国
际社会反映中国存在相对严重的 ＩＵＵ捕捞情
况［４６］。根据欧盟的 ＩＵＵ捕捞报告显示，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我国渔船仅在西非北部海域的
ＩＵＵ捕捞行为就有２６４８起。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间，
中方渔船在西非 ６个国家共有 ２０４起涉嫌 ＩＵＵ
捕捞行为。目前关于中国远洋捕鱼出现的问题，

中国官方并没有披露相关情况，相关数据主要来

自欧洲议会２０１２年６月公布的《中国在世界渔
业中的角色》以及绿色和平组织２０１５年５月发
布的《中国远洋渔业企业西非违法捕捞作业调

查》两份专业报告［７８］。

１　我国水产品国际贸易现状

据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统计，２０１５年我国
水产品国际贸易普遍下滑［９］，面临近２０年来最
为严峻的形势，详细数据如表 １、表 ２所示［１０］。

２０１５年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总量８１４．１５万吨，进
出口总额２９３．１４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３．５９％
和５．０８％。其中，出口量 ４０６．０３万吨，出口额
２０３．３３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２．４８％和６．２９％；
进口量４０８．１３万吨，进口额８９．８２亿美元，同比分
别下降４．６６％和２．２２％。贸易顺差１１３．５１亿美
元，同比减少１１．６１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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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５年我国水产品主要出口市场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ｆｓｅａｆｏｏ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５

出口市场

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ｒｋｅｔ

数量／万吨

Ａｍｏｕｎｔ

同比增减／％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ｇｒｏｗｔｈ

金额／亿美元

Ｖａｌｕｅ

同比增减／％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ｇｒｏｗｔｈ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６０．５６

3

８．５１ ３６．３８
3

４．２５
美国 ＵＳＡ ５５．０８

3

５．４７ ３１．９５
3

５．８３
东盟 ＡＳＥＡＮ ５６．２９ ６．９４ ２７．７６ ２．２５
欧盟 ＥＵ ５１．３４

3

７．２９ ２２．１４
3

６．４１

表２　２０１５年我国水产品主要进口市场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ｍｐｏｒ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ｏｆｓｅａｆｏｏ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５

进口市场

ＩｍｐｏｒｔＭａｒｋｅｔ

数量／万吨

Ａｍｏｕｎｔ

同比增减／％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ｇｒｏｗｔｈ

金额／亿美元

Ｖａｌｕｅ

同比增减／％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ｇｒｏｗｔｈ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８８．２３ １．０１ １３．１１

3

６．６５
美国 ＵＳＡ ５３．１７

3

１０．０５ １２．７４
3

７．５８
秘鲁 Ｐｅｒｕ ６７．７０ ４．５８ １１．７０ １１．９６
东盟 ＡＳＥＡＮ ５１．８０

3

４．４８ １０．７０
3

０．８９

注：数据来源为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Ｂｅｒｅａｕ，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ｒｕ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自２００８年起，我国来料加工贸易占水产品出
口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１１１２］。２０１５年更是出现
了出口量额双降，出口量 １１２．３４万吨，出口额
５２．２８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５．３５％和４．２２％，
较２００７年下降了约１６个百分点。

２　我国加工出口的俄罗斯ＩＵＵ渔获

美国是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占全球总量的

１３％～１４％［１３］，也是我国水产品进出口最大的国

际市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ＡＡ）统计，２０１４年水产品进口量２３８万吨，进
口额 １６５亿美元，总消费量 ２１０万吨，消费额
８５９０万美元，９０％以上为进口水产品，其中一半
以上为海洋捕捞。这些进口捕捞水产品主要来

自１０个国家：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厄瓜多
尔、加拿大、越南、菲律宾、印度、墨西哥和智利。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ＭＦＳ）统计数据库，按我国对美
国捕捞水产品出口量及 ＩＵＵ情况，本文将列举并
分析排名前三位捕捞水产品的 ＩＵＵ渔获情况，即
青鳕、鲑鱼、蟹。

如表３所示［１４］，２０１４年中国对美主要出口
的捕捞水产品中，青鳕出口量７．１８万吨，出口额
１．８７亿美元，青鳕在美消费量１８．４１万吨，是第
二大消费水产品，其中近四成从我国进口，而我

国加工出口的青鳕有３８％为ＩＵＵ捕捞；鲑鱼出口
量３．９３万吨，其中５８％为ＩＵＵ捕捞，严重时鲑鱼
ＩＵＵ捕捞可达七成；蟹出口量 ３．８８万吨，其中
１３％为ＩＵＵ捕捞。

表３　２０１４年中国对美主要出口捕捞
水产品及其ＩＵＵ情况

Ｔａｂ．３　Ｍａｉｎｗｉｌｄｃａｔｃｈｓｅａｆｏｏ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ｔｏＵＳＡ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ＵＵｃａｔｃｈｉｎ２０１４

捕捞水产品

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ｙｗｉｌｄｃａｔｃｈ

青鳕

Ｐｏｌｌｏｃｋ

鲑鱼

Ｓａｌｍｏｎ

蟹

Ｃｒａｂ
出口量Ｅｘｐｏｒｔａｍｏｕｎｔ ７．１８ ３．９３ ３．８８
出口额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１．８７ ２．４３ １．６０
ＩＵＵ占比 ％ ｏｆＩＵＵ ３８ ５８ １３

ＩＵＵ出口量 ＩＵＵＥｘｐｏｒｔａｍｏｕｎｔ ２．７３ ２．２８ ０．５０
ＩＵＵ出口额 ＩＵＵ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０．７１ １．４１ ０．２０

注：出口量单位为万吨；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为美国国

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渔业统计署

Ｎｏｔｅ：Ｕｎｉｔ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ａｍｏｕｎｔ：１００００ｔｏｎｎｅｓ；Ｕｎｉｔ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ＵＳ１０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

ＮＯＡ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综上，我国对美主要出口的 ３种捕捞水产
品，２０１４年ＩＵＵ出口量共计５．５１万吨，占总出口
量的３７％；ＩＵＵ出口额共计２．３２亿美元，占总出
口额的３９％。

如表４所示［１５］，２０１４年美国从１０国进口的
主要捕捞水产品中，进口量共计５４．５万吨，其中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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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占２８％，为１５万吨，居１０国之首；进口额共
计３７．４亿美元，其中我国占 １６％，为 ５．９亿美
元，居１０国第三。同时，我国也是美国最大的
ＩＵＵ渔获进口国。美国 ＩＵＵ渔获进口量１４．２万
吨，其中我国占３９％，为５．５万吨，居１０国之首，
比１０国平均高出１３％；美国ＩＵＵ渔获进口额９．７
亿美元，我国占２４％，为２．３亿美元。而来自加

拿大的ＩＵＵ进口量只有５％，为０．４７吨，处１０国
最低。比较发现，虽然来自我国的主要捕捞水产

品进口量是加拿大的１．６倍，但其中 ＩＵＵ渔获进
口量却是加拿大的 １１．７倍。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品种的 ＩＵＵ渔获物通常在俄罗斯专属经济
区水域内捕捞所得，通过海上转运至我国，我国

作为进行来料加工国再出口至美国［１６］。

表４　２０１４年美国从１０国进口的主要捕捞水产品及其ＩＵＵ情况
Ｔａｂ．４　Ｍａｉｎｗｉｌｄｃａｔｃｈｓｅａｆｏｏ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ｂｙＵＳＡｆｒｏｍ１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ＵＵｃａｔｃｈｉｎ２０１４

进口国

Ｉｍｐｏｒｔｃｏｕｎｔｒｙ

进口量／万吨

Ｉｍｐｏｒｔａｍｏｕｎｔ

进口额／亿美元

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ＩＵＵ占比

％ ｏｆＩＵＵ

ＩＵＵ进口量／万吨

ＩＵＵＩｍｐｏｒｔａｍｏｕｎｔ

ＩＵＵ进口额／亿美元

ＩＵＵＩｍｐｏｒｔｖａｌｕｅ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４．９８ ５．９０ ３７ ５．５４ ２．１８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１３．６６ ６．２５ ３２ ４．３７ ２．００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９．４１ １３．４１ ５ ０．４７ ０．６７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３．９４ ２．３４ ２６ １．０２ ０．６１
厄瓜多尔 Ｅｃｕａｄｏｒ ３．４３ ２．１１ １６ ０．５５ ０．３４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２．９１ ３．２０ ２９ ０．８４ ０．９３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２．９８ １．７６ ２７ ０．８０ ０．４８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１．８２ １．３３ ２７ ０．４９ ０．３６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０．８８ ０．５４ ２９ ０．２５ ０．１６
智利 Ｃｈｉｌｅ ０．４６ ０．６４ ８ ０．０４ ０．０５

注：数据来源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渔业统计署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Ａ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３　成因分析

我国 ＩＵＵ渔获流入美国市场有两个主要原
因：水产品供应链不透明、我国来料加工多为俄

罗斯ＩＵＵ渔获。
３．１　水产品供应链不透明

虽然ＩＵＵ渔获流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很严重，
但从进口商、经销商、零售商到消费者的水产品

供应链却是模糊的，尤其是零售商和消费者，对

参与ＩＵＵ渔获贸易毫不知情。如果不对捕捞作
业施行常规信息透明以及水产品可追溯，对于负

责任的消费者来说很难避免进行 ＩＵＵ渔获贸易，
除非他们只购买通过监管链认证（Ｃｈａｉｎｏｆ
Ｃｕｓｔｏｄｙ，ＣＯＣ）的水产品。

首先，水产品通常具有高度国际化的特点。

由于庞大的数据获取及统计的局限性，难以对

ＩＵＵ渔获流入全球市场的影响进行量化。一旦离
开水体，渔获就进入了相当复杂的商流以及国际

化的供应链，比如海上转运、根据来料加工的不

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卸货运输，这都容易

造成完整的水产品供应链可追溯性的缺失，从而

只能通过最终出口国来获取 ＩＵＵ渔获的信
息［１２］。而且，通常关于 ＩＵＵ捕捞的信息和数据
即使通过政府渠道也很难获取或被掩盖，因为时

常涉及敏感性或机密性因素的影响。

其次，水产品供应链非常复杂。在渔民和消

费者之间还有许多参与者，包括经销商、批发商、

零售商和其他中间方，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与水产

品的体量和来料来源多样性有关，其中不乏混杂

ＩＵＵ渔获，而大量渔获可能经过一个或多个中间
国进行来料加工再出口，导致 ＩＵＵ渔获与合法渔
获混入加工市场，最终合法出口。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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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典型水产品供应链图例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ｅａｆ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

　　除了市场供应链复杂以外，水产品本身具有
相互整合的特点。通常不同来源和品种的渔获

很难区分或误标，比如由于混合装运，导致大西

洋鳕鱼的鱼片出口时常被误标为黑线鳕或蓝鳕。

另外，不同来源和品种的渔获常被混合包装出

口，不加以区分。这些行为会导致 ＩＵＵ渔获直接
与合法渔获无差别地混在一起流入市场。另外，

ＩＵＵ渔获还可能作为饵料间接流入养殖水产品市
场，比如泰国主要养虾市场的饵料，通常是水源

保护区非法捕捞的杂鱼。

最后，虽然存在一些针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管

控机制，但缺乏专门针对监管水产品来源透明和

问责的机制，也缺乏应对 ＩＵＵ捕捞及水产品欺诈
的追溯识别机制。

３．２　俄罗斯ＩＵＵ渔获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ＩＵＵ渔获转运的情况

尤其严重，渔船通常在进入邻国港口前关闭监测

系统，不报告邻国港口直接登岸卸货，或在专属

经济区内将渔获转运至方便旗渔船。我国也存

在一些渔业公司通过这些方式在俄专属经济区

直接参与ＩＵＵ捕捞［１７１８］。

我国水产品来料加工的规模十分庞大，来料

来源非常广泛，因此缺乏透明性和可追溯性。由

于我国有大量未加说明的冷冻水产品进口贸易

（２０１０年，共计４０万吨），因此很难对进入我国的
水产品来料进行认定和追溯。２０１２年，我国所进
口９７％的鳟鱼、鲑鱼和金枪鱼来自１０个国家，其
中５７％来自俄罗斯。７０％ ～８５％的金枪鱼都来
自海外。作为来料加工再出口大国，导致我国被

牵连于ＩＵＵ渔获贸易［１３］。

俄罗斯青鳕、蟹和鲑鱼大量出口至美国水产

品市场，而这３种鱼类均是转运至中国，由中国
加工再出口至美国，其中 ＩＵＵ渔获比例很高［１３］。

２００９年以前，在俄罗斯水域捕捞的渔获在出口前
没有必须在俄罗斯海关卸货加工的强制要求，因

此，船舶经营者利用这个漏洞对没有申报登记的

水产品进行出口贸易。

３．２．１　青鳕
我国出口至美国的青鳕基本来自俄罗斯，均

为二次冷冻品：在俄罗斯冷冻，运往我国后解冻

加工，再冷冻出口。俄政府对青鳕捕捞作业的约

束很弱，没有观察员制度和严格的数据信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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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透明性很低，包括海洋哺乳动物的兼捕和对青

鳕幼鱼的丢弃，即使严重违反了相关法规，但一

些执法人员涉嫌腐败，因此法规形同虚设。虽然

有捕捞日志登记总可捕量和卸货情况，但由于缺

乏对海上转运的监控，所以导致许多登记数据都

有误。除此以外，大量 ＩＵＵ渔获，主要 ＩＵＵ方式
为不报告邻国港口未上岸卸货，如鄂霍次克海青

鳕［１４］。

３．２．２　鲑鱼
出口至我国的俄罗斯鲑鱼通常混杂 ＩＵＵ渔

获，通过我国加工成冷冻鱼片制品再出口至美

国。其 ＩＵＵ捕捞情形有几种：过度捕捞、偷捕鱼
籽（丢弃鱼体）、使用违法渔具、误报渔获（将高价

的细鳞大马哈鱼谎称是低价的马苏大马哈鱼）

等。在俄罗斯远东专属经济区很难监测太平洋

鲑鱼的资源情况。目前，在萨哈林地区，细鳞大

马哈鱼资源骤降，濒危品种有萨哈林鲟、卡卢加

鲟、西伯利亚鲑鱼。

由于缺乏巡逻监管，腐败情况严重，很难有

效控制俄罗斯鲑鱼ＩＵＵ捕捞。在勘察加半岛，鲑
鱼过度捕捞程度为１５％ ～２５％，ＩＵＵ渔获是合法
渔获的２．７倍；在楚克塔地区，红鲑过度捕捞程
度为２０％～３０％。大型流刺网作业方式每年还
造成１５万海鸟的死亡，其中三类海鸟为濒危品
种。鲑鱼捕捞作业没有采取观察员制度，对严重

遭到破坏的鱼类资源情况也没有监测措施。俄

罗斯水域内，对红鲑采用大型流刺网作业方式已

是北太平洋唯一尚存的流刺网鲑鱼捕捞作业方

式，而该渔具在公海受到国际公约禁止，美国也

禁止了这一作业方式，非法使用该渔具的渔获被

禁止交易［１９２０］。

３．２．３　蟹
绝大多数的捕捞作业渔场都在俄远东专属

经济区（鄂霍次克海）和摩尔曼斯克北部的巴伦

支海。非法捕蟹多为过度捕捞或无证捕捞。非

法捕蟹的渔获通常在我国和日本登岸加工，在我

国卸货时可能使用伪造的来源证明，经过再包装

出口至美国。由于伪造证明和溯源的混乱，ＩＵＵ
渔获很难被察觉［２１］。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俄罗斯
蟹类的 ＩＵＵ渔获是合法渔获的 ２．６倍，近三年
来，单是输美的出口量就大于其总可捕量，２０１３
年，出口至加拿大、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

的俄罗斯蟹的出口量是其总可捕量１．８倍（出口

量８．６６万吨，总可捕量４．８３万吨）［２２］。

４　美国打击ＩＵＵ捕捞的主要措施

过去，除非针对一些特定鱼类品种，比如南

极鳕鱼，并没有抵制ＩＵＵ渔获流入市场的机制和
相关法律，不过，近期美国正计划对进口捕捞渔

获施行直接的贸易管制，即要求提供水产品可追

溯证明以示其合法来源。

４．１　《雷斯法案》
目前美国针对非法渔获进口的主要法律是

《雷斯法案》，即《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该法案主

旨在于打击有关违反原产国保护条例或国际法

的野生生物、鱼类和野生植物非法贸易［２３］。由于

该法案不仅针对进口商，同样适用于违法的经销

商和零售商，因此也作为打击不法来源的水产品

贸易主要法律。打击力度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

在１９８７至２００１年间，是一起有关从南非对美走
私非法捕捞的岩龙虾，被告被判入狱，并向美国

政府赔款５４９０万美元。虽然《雷斯法案》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对某些水产品贸易进行定罪，但只针

对一小部分特定品种的水产品。其次，该法案并

不是有效甄别和抵制ＩＵＵ渔获流入的前置机制，
而仅当 ＩＵＵ渔获流入以后才采取的惩罚手段。
除此以外，美国海关并不专门鉴别 ＩＵＵ渔获和合
法渔获，而仅对水产品的品种证明和食品安全规

范进行抽样检查，并只占所有水产品海运的２％。
４．２　禁止ＩＵＵ渔船入港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起，美国规定ＩＵＵ渔船禁
止进入美国港口。对象为经由 ＩＣＣＡＴ（国际大西
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及 ＷＣＰＦＣ（中西太平洋金
枪鱼养护委员会）等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判定为

ＩＵＵ渔业的船舶。除此之外，该规定禁止 ＩＵＵ渔
船渔获物的运送、加工、共同作业、燃料补给等支

持，与ＩＵＵ渔船的商业交易、租船契约等活动也
禁止进行。

４．３　发布《打击ＩＵＵ行动纲要》
２０１５年４月，美国农业部、食品药品管理局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等１２个机关
发布了《打击 ＩＵＵ行动纲要》，旨在打击非法、偷
捕、滥捕和水产品欺诈行为。分为国际合作、实

施工作两部分。要求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统一水

产品名称和代码，并调整美国水产品关税，加强

执法力度，在进口口岸加强侦察、检查、扣留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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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管工作。同时，要求业界６个月内建立应对
ＩＵＵ及水产品欺诈的可追溯识别机制，一年半内，
在美国进口口岸能够实施水产品追溯工作。

４．４　制定ＩＵＵ捕捞黑名单
美国向国会提交的《双年度渔业领域研究报

告》中详细列举了国外渔船从事 ＩＵＵ捕捞的现
状，以及针对全球 ＩＵＵ捕捞现状分析。２０１５年，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尼日利亚、尼加拉

瓜、葡萄牙等六国被美列入“黑名单”。ＮＯＡＡ有
针对性地向上述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进一

步提升针对本国渔船的监管力度以及打击 ＩＵＵ
捕捞的司法实践。２０１３年向美国会提交的相关
研究报告中，曾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加纳、意

大利、韩国、墨西哥、巴拿马、西班牙、坦桑尼亚、

委内瑞拉等十国列为从事 ＩＵＵ捕捞“黑名
单”［１０］。然而，这十国中的部分国家近期已作出

了积极改善，并与美国政府进行磋商，以采取适

当的措施来修改其法规或制定新的法规以制裁

ＩＵＵ渔船，并提高了针对本国渔船的监管和执法
力度。

４．５　《进口水产品应对 ＩＵＵ及水产品欺诈的追
溯识别机制》

２０１６年２月，该法规草案内容包括指定的１７
种类水产品在进口时需向美追溯系统提供进口

水产品相关信息，经审核确认该水产品合法后方

可进口，拟涵盖全美的捕捞渔业、渔港、码头、进

出口产品集散地和贸易口岸等［２４］。受到监管的

进口水产品包括：鲍鱼、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

鱼、梭子蟹、
4

鳅鱼和石斑鱼等，其他还包括：帝

王蟹、红鲷鱼、海参、鲨鱼、虾类、旗鱼、长鳍金枪

鱼、大眼金枪鱼、鲣鱼和黄鳍金枪鱼等４个品种
的金枪鱼类。接下来，受到监管的进口水产品项

目还将进一步扩展至其他更多的物种。

这些措施所产生的主要费用将由所有出口

国家的企业额外支付；每次进口时需要按照捕捞

品种、捕获船只、捕捞日期等提供大量追溯信息；

不同来源和不同品种的渔获需单独包装等，这些

举措将大幅增加我国作为出口国、加工国的成

本，也将引起水产品供应链的一系列变化。其

次，我国出口水产品大部分为来进料加工贸易，

出口企业与原料供应商之间通过一个或多个中

间商联系，搜集相关追溯信息存在较多困难，给

我国出口企业采购原料提高了门槛。同时，繁杂

的申报流程，必将延缓进口货物的通关速度。

５　结论

国际水产品市场面临巨大竞争压力，边际利

润薄，这导致了持续恶化的过度捕捞，也加剧了

ＩＵＵ捕捞行为。通过对量化２０１４年我国主要输
美捕捞水产品（青鳕、鲑鱼、蟹）中 ＩＵＵ渔获的数
量比例，并对比各主要出口国的情况，发现我国

流入美国的ＩＵＵ渔获比例很大，主要原因在于供
应链缺乏透明性和可追溯性，给大量 ＩＵＵ渔获流
入市场提供了机会。据此，建议如下：（１）加强海
上渔船监控监督及观察员制度，以减少海上 ＩＵＵ
渔获转运；（２）加强港口卸货管制，避免未报告地
登临邻国港口卸货加工；（３）加强我国冷冻水产
品贸易进口说明，对水产品来料进行认定和追

溯；（４）必要时，可对不同来源和不同品种的鱼类
进行单独包装、装运，避免 ＩＵＵ渔获混入合法市
场。

考虑到美国《进口水产品应对ＩＵＵ及水产品
欺诈的追溯识别机制》新政对我国的影响，这需

要我国相关企业加强对采购原料的追溯管理，选

择符合要求的原料供应商，并确保原料追溯信息

的齐全、真实，以符合美国新法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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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 Ｈｅｂｅｉ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１３１５，４１．

［６］　张晓泉．ＩＵＵ捕捞问题之经济学透视［Ｊ］．中国渔业经

济，２００９，２７（４）：５７６１．

ＺＨＡＮＧＸＱ．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ＵＵｆｉｓｈｉｎｇ［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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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２７（４）：５７６１．

［７］　ＢＬＯＭＥＹＥＲＲ，ＧＯＵＬＤＩＮＧＩ，ＰＡＵＬＹ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ｏｒｌ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Ｏ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２０７１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７１９ＡＴＴ４９１３２／

２０１２０７１９ＡＴＴ４９１３２ＥＮ．ｐｄｆ．

［８］　ＦＬＯＲＣＲＵＺＭ．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ｕｎｃｏｖｅｒｓｉｌｌｅｇ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ｂｙ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ｓ 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 ｇｒｏｗｓ ｏｖ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２０１６０５

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ｂ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ｕｎｃｏｖｅｒｓ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ｇｒｏｗｓ

１９３１７２９．

［９］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中国渔业年鉴［Ｍ］．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Ｂｕｒｅａｕ，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１０］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２０１５年水产品进出口贸易概况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５）［２０１６０５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ｆｍ．ｇｏｖ．ｃｎ／ｙｙｙｗｙｚｊ／２０１６０４／ｔ２０１６０４１５＿５０９６１４３．ｈｔｍ．

［１１］　赵蕾，耿瑞，欧阳海鹰．中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形势

及展望［Ｊ］．世界农业，２０１５（５）：１２１１２５．

ＺＨＡＯＬ，ＧＥＮＧ Ｒ，ＯＵＹＡＮＧ Ｈ 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ｔｒａｄｅ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Ｗｏｒｌ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５）：１２１１２５．

［１２］　李丽，王成．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对

策建议———以中日水产品贸易为例［Ｊ］．对外经贸，２０１５

（５）：２０２２，６５．

ＬＩＬ，ＷＡＮＧ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ｔｒａｄｅ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ａｋ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ｒ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Ｊ］．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ｅ，２０１５（５）：２０２２，６５．

［１３］　ＫＩＮＧＤＭ，ＰＲＩＣＥＥ，ＶＡＮＢＵＲＥＮＡ，ｅｔａｌ．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ｇａｌ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ｄＵ．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ＡＲｅｐｏｒ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ｅｎｆｅｓｔＯｃｅａ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９．

［１４］　ＴｈｅＮＯＡ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ＮＯＡＡＵ．

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

［２０１６０５２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ｎｍｆｓ．ｎｏａａ．ｇｏｖ／ｐｌｓ／

ｗｅｂｐｌｓ／ｔｒａｄｅ＿ｐｒｄｃｔ＿ｃｎｔｒｙ＿ｉ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ｑｔｙｐｅ ＝

ＩＭＰ＆ｑｙｅａｒ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ｑｙｅａｒｔｏ＝２０１４＆ｑｐｒｏｄ＿ｎａｍｅ＝％

２５＆ｑｃｏｕｎｔｒｙ＝５７００＆ｑｓｏｒ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ｑ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ＢＬＥ．

［１５］　ＴｈｅＮＯＡ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ＮＯＡＡＵ．

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

［２０１６０５２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ｎｍｆｓ．ｎｏａａ．ｇｏｖ／ｐｌｓ／

ｗｅｂｐｌｓ／ｔｒａｄｅ＿ｐｒｄｃｔ＿ｃｎｔｒｙ＿ｉ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ｑｔｙｐｅ ＝

ＩＭＰ＆ｑｙｅａｒ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ｑｙｅａｒｔｏ＝２０１４＆ｑｐｒｏｄ＿ｎａｍｅ＝％

２５＆ｑｃｏｕｎｔｒｙ＝％２５＆ｑｓｏｒ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ｑ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ＢＬＥ．

［１６］　ＷＥＬＣＨＬ．Ａｌａｓｋａｆｉｓｈｆａｃｔｏｒ：ｋｉｎｇｃｒａｂｆｉｓｈｅｒｓｗｅｌｃｏｍｅ

ｃｒａｃｋｄｏｗｎｏｎｉｌｌｅｇ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９）

［２０１６０５２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ｉｔｅ．ｃｏｍ／ｆｉｓｈｎｅｗｓ／

２６５７４／ａｌａｓｋａｆｉｓｈｆａｃｔｏｒｋｉｎｇｃｒａｂｆｉｓｈｅｒｓｗｅｌｃｏｍｅｃｒａｃｋ

ｄｏｗｎｏｎｉｌｌｅｇ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

［１７］　ＧＥＲＤＥＮＥ．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ｒｅａｃｈ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ｕｒｔａｉｌｉｎｇ

ＩＵＵｃｒａｂｔｒａｄ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０７）［２０１６０５２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ｗｓ．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４／０７／ｒｕｓ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ｒｅａｃｈ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ｃｕｒｔａｉｌｉｎｇｉｕｕｃｒａｂｔｒａｄｅ／．

［１８］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ｌｌｅｇ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５２８］．ｈｔｔｐ：／／

ｗｏｒｌｄｏｃｅ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ｅｎ／ｗｏｒ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ｌｌｅｇ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

［１９］　ＣＬＡＲＫＥＳＣ，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ＭＫ，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Ｒ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ｉｌｌｅｇａｌｃａｔｃｈｅｓ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ｎｓｏｃｋｅｙｅ

ｓａｌｍｏｎ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ｄａｔａ［Ｊ］．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６６（３）：５３２５４５．

［２０］　ＰＯＧＯＤＡＥＶＥＧ，ＡＮＴＯＮＯＶＮＰ，ＬＯＧＡＣＨＥＶＡＲ，ｅｔ

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ａｌｍｏｎ ｓｔｏｃｋ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ｍａｒｉｎｅ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ＡｖａｃｈｉｎｓｋａｙａＢａｙ

［Ｊ］．ＰｒｏｂｌＦｉｓｈ，２００８，９（３５）：６２５６４３．

［２１］　ＷＷＦ．Ｉｌｌｅｇａｌ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ｒａｂ：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

［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Ｆｕｎｄ，２０１４．

［２２］　ＰＲＡＭＯＤ Ｇ，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Ｋ，ＰＩＴＣＨＥＲ ＴＪ，ｅ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ｉｌ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ｓｅａｆｏｏｄｉｍｐｏｒｔｓｔｏ

ｔｈｅＵＳＡ［Ｊ］．Ｍａｒｉｎ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４，４８：１０２１１３．

［２３］　ＰＲＥＳＴＥＭＯＮＡＪ．Ｈｏｗ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ｔｈｅｌａｃｅｙａｃ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ｆ

２００８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９－２５．

［２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ａｆｏｏｄｆｒａｕｄ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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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ＩＵＵ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ｓｅａｆｏｏｄｆｒｏｍＲｕｓｓｉａｉｍｐｏｒｔｓｔｏｔｈｅＵＳＡ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ＸＵＷｅｎｘｉｎ１，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ｏｌｉｎ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ＵＵ）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ｓ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ＩＵＵｆ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ｓ，ｍ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ｃａｔｃｈｅｓｑｕｏｔａ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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