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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区
。

在相互开放
、

共同受益
、

协商一致
、

联

合开发的指导原则下
,

在图们江三角洲三 国

接壤地区建设国际自由贸易 区
,

一定可以对

区域经济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

2
.

4 泥公河模式及图们江的综合开发治理

进入本世纪以来
,

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
,

逐渐从仅限于航运扩展到水资源的综合开发

治理
。

国际河流的概念也从干流可航河段扩

大到河流的全程
。

媚公河是亚洲最早建立国际河流制度的

河流
。

1 8 5 6 年
,

法国代表法属 印度支那各国

与泰国签定条约
,

确立了 泪公河下游 自由航

行制度
。

1 9 5 7 年
,

越(南方 )
、

老
、

柬
、

泰四国成

立
“

循公河下游流域开发协调委员会
” ,

协调

泪公河水资源综合开发治理
。

1 9 9 1 年
,

泪公

河开发的国际合作扩大到包括中国
、

缅甸等

所有的循公河流域国家
,

嵋公河综合开 发治

理的国际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

图们江年均入海流量 7 1
.

1 亿 m
3 ,

河道

总落差 1 3 6 0 m
,

水能理论蕴藏量 22
.

09 万

k w
。

图们江也是北太平洋鱿鱼溯河产卵的

场所
。

加强图们江综合开发治理
,

一定能够给

三国沿河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
。

图们江综合

开发治理有赖于中
、

朝
、

俄三国合作
。

中
、

朝
、

俄三国在鸭绿江
、

黑龙江
、

乌苏里江开发利用

方面有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
。

为了东北亚
、

环 日

本海 区域经济合作 的共同目标
,

我们期待着

中
、

朝
、

俄三国合作综合开发
、

治理图们江的

计划早日出台
。

北太平洋日苏
¹

双边渔业关系与

鲜鱼的利用和保护

邹克渊
(北京大学法律系 北京 )

二次大战前期
,

苏联与日本签订短期临

时协定
,

允许 日本渔民在堪察加海域捕捞鱿

鱼
。 1 94 5 年 8 月

,

苏联对 日宣战
,

这一协定终

止
。

19 52 年
,

在旧金山和约 生效之后
,

日本

恢复了在北太平洋的渔业活动
,

并不断 加以

扩大
。

日本的蛙鱼船队 1 9 52 年为 3个
,

19 5 6

年增为 19 个
。 19 5 6 年

,

两 国同意缔结一项双

边临时渔业协定
,

目的在于维护西北太平洋

合理和有秩序的渔业活动
。 1 9 56 年 3 月 20

日
,

两 国会谈因领土争端问题而中断
。

苏联公

布了一项关于允许和限制外国渔船在鄂霍次

克海和白令海邻接苏联领海的公海上捕捞鱿

鱼的决定
。

苏单方面命令渔业部制止 日本在

公海上的鲜鱼捕捞业
,

并于 19 5 7 年关闭了彼

得大帝湾
。

由于 日本 19 个鱿鱼船队中的 12 个计划

进入苏联管辖海域作业
,

日急于同苏会谈
。

日

¹ 指前苏联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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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决定将渔 业谈判与恢复邦交谈判分开
。

1 9 5 6 年 5 月 15 日
,

两 国签订了西北太平洋

公海渔业协定
,

其中涉及 日本海和鄂霍次克

海
、

北太平洋和 白令海
,

前苏联 12 海里领海

之外海域的鱿鱼
、

蹲鱼
、

鲜鱼和蟹类
。

协定附

录具体划定了渔业区
。

该协定同时设立一个

委员会
,

负责评估渔业资源状况
,

决定捕捞定

额
。

1 9 5 6 年 12 月 12 日
,

在两国恢复邦交后
,

该协定开始生效
,

有效期 10 年
。

1 9 6 6 年后
,

该协定每年得到展期
。

但对于 日本来说
,

苏联

国内的一些法规进一步限制了 日本渔民的捕

鱼范围
,

如 1 9 6 8 年关于大陆架的法令
,

1 9 7 6

年关于在毗连苏联海岸海洋区域保护生物资

源和渔业规章的临时措施的法令
,

以及 1 9 7 7

年关于实施 1 9 7 6 年法令的决定
。

这使得相对

稳定的 日苏渔业关系变得不稳定起来
,

并需

要重新进行谈判
。

苏联不顾 日本的反对
,

坚持认为 日本已

承认苏联根据 1 9 7 7 年部长会议的决定所拥

有的渔业管辖权
,

要求两国在上述基础上缔

结一项新的渔业协定
。

由于两国各执 己见
,

会

谈陷于僵局
,

而且对其他方面也产生影响
。

由

此
,

1 9 7 7 年 3 月 15 日开始举行的 日苏委员

会有关西北太平洋鱿鱼业的东京会议也于当

月末破裂
。

1 9 7 7 年 4 月 29 日
,

苏联照会 日

本
,

它可以终止 1 9 5 6 年的渔业协定
。

这样
,

如

果没有一项新的协定
,

日本将丧失其在西北

太平洋捕捞蛙鱼和鲜鱼的权利
。

与此 同时旧
本也决定扩大其领海范 围并建立 20 0 海里渔

区
。

日本建立其渔区的政治 目的大于经济目

的
,

主要在于维护其对
“

北方四岛
”

的主权要

求
。

日苏两国经过艰苦谈判
,

于 1 9 7 7 年 5 月

27 日达成一项临时协定
。

该协定规定了苏联

渔民在 日本 2 00 海里 渔区作业的程序和条

件
,

以及有关除高度回游鱼类以外的一切渔

业资源的管理措施
。

日本认为
,

高度回游鱼类

不能由沿岸国单方面管理
,

而应通过区域性

或国际性渔业组织来加以管理
。

1 9 7 7 年日苏

双边渔业委员会的会议也产生了若干结果
,

协议规定完全禁止 日本渔 民在西北太平洋捕

捞鱿鱼
,

以及在苏联渔业区内捕捞蛙鱼
。

在苏

联渔区之外的公海中
,

日本的鲜鱼定额减少

为 6 2 0 0 0 吨
,

比上一年减少 1 8 0 0 0 吨
。

1 9 7 7 年 9 月
,

两 国开 始谈判
,

以缔结一

项有关 日本在西北太平洋捕捞蛙鱼 的新协

定
。

次年 4 月
,

协议达成
,

包括一个两国渔业

合作的协议
,

以及一个赋予两国双边渔业委

员会确定 日本鲜鱼定额权力的议定书
。

据此
,

日本在 1 9 7 8 年的定额为 42 5 00 吨
。

在该协

定中
,

日本接受了鱼源国 (此处指苏联 )对溯

河性鱼类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观点
,

而且 日

本首次支付
“

合作费
”
(1 9 7 8 年为 1 7 6 0 0 0 日

元 )
,

以弥补苏联提高鲜鱼再生力所需的部分

费用
。

这一特点 自此成为 日苏鱿鱼捕捞关系

中的一个固定要素
。

至此
,

日苏两国的渔业关系恢复正常
。

这

一情况一直持续到 1 9 8 4 年
。

由于 1 9 8 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通

过
,

日苏两国认为应缔结一个新协定
。

1 9 8 4

年 n 月
/

两国在东京举行谈判
,

并于 12 月中

旬达成协议
。

新协定吸收了 1 9 7 7 年临时协定

的主要条款
。

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允许另一方

的国民捕鱼
,

并应进行双边协商以决定 另一

方国民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年捕量和作

业条件
。

每一方应采取必要措施
,

保证另一方

的渔民和渔船遵守其有关 20 0 海里 区域内保

护生物资源的措施
,

同时应保证其国民遵守

另一国的有关措施
。

协定生效至 1 9 8 7 年 12

月 3 1 日
,

此后除任何一方事先通知终止外可

予以顺延
。

根据新协定
,

两国成立了双边渔业

委员会
。

苏联的基本立场是
:

沿岸国有权决定

其 2 00 海里区域内外国捕鱼的人渔条件
,

据

此两国应决定入渔条件以平等双方的实际捕

获量
。

苏联指出
:
(1) 它 已决定禁止 日本在其

渔区内捕捞蟹
,

海蜗牛和虾
,

其他种类的总捕

量限在 60 万吨
,

并减少 日本在苏联渔区外的

捕捞
; (2) 苏联渔民有权得到相 同的定额

,

并

可继续在 日本渔港停靠
。

日本认为
:
(1) 苏联

渔 民不在 日本停靠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停靠的

目的
,

而且受到当地的反对
; (2) 日本不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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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对苏联在其沿岸水域内捕鱼的规章
,

因为

日本渔民频繁利用这些渔场
; (3) 苏联提出的

条件会损害日本在北太平洋的渔业
。

双方谈

判多次
,

终于达成妥协
:
(l) 在苏联专属经济

区内
,

日本的定额为 60 万吨
; (2 )在 日本渔区

内
,

苏联的定额为 60 万吨
。

自从这次妥协之

后
,

日苏两国的渔业谈判变得较为顺利
。

同一时期
,

有关鲜鱼的双边谈判也有某

些重要进展
。

根据 1 9 8 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 》
,

以及由于 1 9 8 4 年苏联专属经济区的

建立
,

苏联提议缔结一个取代 1 9 7 8 年协定的

新协定
。

日本欣然同意
。

经过六轮谈判
,

协定

于 1 9 8 5 年 5 月 12 日签订
,

次 日生效
,

有效期

至 1 9 8 7 年 2 2 月 3 2 日
,

如无事先通知终止
,

该协定可以顺延
。

两国间分歧最大的问题是有关沿岸国对

其专属经济区之外溯河性鱼类的主权权利
。

苏联认为
,

新协定应吸收这一原则
,

但日本反

对
。

最后协定规定
:

苏联对源自其河流的溯河

性鱼类具有主要的利益和责任
,

并有权对在

其经济区之外的鱿鱼制定管理措施
。

这符合

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
。

同样
,

鱿鱼捕捞业应

在 2 0 0 海里区域内进行
。

规定日本对苏联蛙

鱼种群的再生提供财政帮助
,

并说明苏联将

特别考虑 日本的利益
,

并通过双边磋商确定

后者的入渔条件
。

而且
,

对苏联 20 。海里区域

外鱿鱼捕捞业的控制将根据两 国的协定进

行
。

有关对违反者加以扣 留或逮捕的条款与

先前双边协定的附加议定书相同
。

但捕鱼区

域
、

方法和期限将由苏联确定
,

还规定 了每一

区域捕获鱿鱼每一种类的吨位和数目
。

协定

同时也规定了渔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双边合

作
。

它呼 吁两国政府在保护和管理西北太平

洋 20 0 海里区域之外的生物资源方面合作
,

并规定双边渔业委员会有责任评估协定范围

内渔业和鱼类种群的状况
,

包括决定 日本在

苏联 20 0 海里区域内外捕捞的定额
。

1 9 8 4 年

的鱿鱼协定双方均予以接受
,

但 日苏之间的

利益冲突明显存在
。

1 9 8 2 年的海洋法公约加

强 了苏联鱼源国的地位
,

而 日本致力于维护

其鱿鱼捕捞水平以满足其捕鱼业
。

1 9 8 4 年的

协定及议定书为就西北太平洋的鱿鱼捕捞业

的具体规定达成一致协议提供了法律和机构

框架
。

1 9 8 5 年
,

日苏联合渔业委员会举行会

议
,

决定 日本的鱿鱼捕捞
。

双方对 1 9 8 4 年日

本的捕获量估计不一
,

而且
,

日本渔业协会曾

于当年 2 月照会苏联
,

要求减少
“

合作费
” 。

苏

联为此要终止会谈
,

但后来还是继续进行谈

判
。

会谈中双方就日本 1 9 8 5 年的定额
、

捕捞

区域
、

日本的渔业合作费等产生分岐
。

苏联建

议对每一种类加 以限制额
,

并要求 日本在 日

本海对源自苏联的蛙鱼捕捞量减少 50 %
。

苏

联担心 日本的大量捕捞会损害苏联河流中的

鱿鱼种群
。

最后 日本同意减少其总捕量
,

从

1 9 8 4 年的 4 0 0 吨和 3 2 6 0 万尾减至 1 9 8 5 年

的 3 7
.

6 万吨和 2 9 77
.

5 万尾 (包括苏联 2 00

海里区域之外的捕获量
,

即从 2
.

21 万吨和

1 6 9 5万尾减至 1
.

8 7 5 万吨和 1 3 9 6
.

5 万尾 )
。

根据苏联的建议
,

总定额又分为五种分定额
,

即细鳞大马哈鱼为 22 2 40 吨
,

大马 哈鱼为

9 70 0吨
,

红大马哈鱼为 2 9 50 吨
,

银大马 哈

鱼和大鳞大马哈鱼为 1 91 。吨
。

捕鱼区域及

日本的合作费与 1 9 8 4 年相同
。

日苏联 合渔业 委 员 会 1 9 8 6
、

1 9 8 7 和

1 9 8 8 年会议存在着类似的间题
。

苏联认为
,

其专属 经济区内蛙鱼资源条件的不断下降
,

是由于 日本在 2 00 海里区域外的蛙鱼捕捞
,

为此建议 日本至 1 9 9 2 年禁捕源 自苏联的鱿

鱼
。

而日本认为
,

日本在苏联专属经济区之外

的鱿鱼捕捞业是严格遵守 1 9 8 4 年的双边协

定
,

禁止在这一 区域捕捞与 1 9 8 4 年协定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抵触
,

若禁捕会引起

渔业国经济困难
,

则捕捞应予继续
。

1 98 6 年的协定规定
:
(1) 日本的总定额

为 2 4 5 0 0 吨和 1 9 3 4 万尾
; (2 )缩短入渔期

;

(3 )捕鱼区域与 1 9 8 5 年相同
;‘(4) 日本的渔业

合作费为 35 亿 日元
; (5) 苏联在 日本渔船派

驻观察员
。

1 9 8 7 年的协定在定额和捕鱼区域

方面与 1 9 8 6 年相同
,

但根据 日
、

美
、

加三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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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渔业协定
,

禁止 日本渔船在西经 1 78
。

以东白令海地区作业
。

日本的合作费为 37 亿

日元
。

两国也同意 由苏方派遣官员赴 日本的

4 艘巡逻艇
。

1 9 8 8 年
,

日本接受进一步 的定额

削减
,

减少 3 7 00 吨
,

支付 37 亿 日元的合作

费
。

入渔控制措施进一步扩大
。

在 1 9 8 7 和 1 9 8 8 年的会谈中
,

苏联提出

由日
、

苏双方在萨哈林岛建立孵化养殖蛙鱼

的联合企业
。

1 9 8 8 年
,

双方代表同意在萨哈

林成立合资公司
,

建造蛙鱼孵化场
,

并由双方

获取其共同成果
。

1 9 8 8 年 6 月 9 日
,

两国代

表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

同年 7 月 13 日
,

合资

公司正式成立
,

日方出资 49 %
,

苏方 51 %
。

为

了给合资企业筹集资金
,

苏联 同意 日本在 千

岛群岛以东苏联专属经济区内捕捞 2 0 00 吨

鱿鱼
,

而 日本则支付 3
.

8 亿日元的入渔费
。

除

孵化蛙鱼外
,

该联合企业还准备建立扇贝养

殖场
。

两国科学家和渔业专家的共同协商已

成为 日苏渔业关系中的一个确定特征
。

尽管 日苏两国就鱿鱼达成若干协定
,

并

开展双边合作
,

但双方的利益冲突始终存在
。

据报道
,

1 9 9 0 年 5 月 9 日和 13 日
,

苏联渔业

资源保护机构扣留了 日本渔民
,

其原因是 日

方违反了双边渔业协定
。

为此
,

苏方曾照会 日

方
,

提请 日方注意其经常不遵守所承诺的双

边协定而造成的严重局面
。

仅 1 9 9 0 年 4
、

5 月

份
,

苏方发现 13 条违法日本渔船在禁区内捕

捞蛙鱼
。

船上没有规定的捕捞许可证
。

苏联

外交部认为 日本渔船的这种违法行为给苏联

经济利 益造成了数 以百万 卢布的 巨大损失

(中国海洋报
,

1 9 9 0 年 7 月 1 1 日 )
。

对西北太平洋的蛙鱼问题
,

苏联和 日本

的国内立法均有所规定
。

1 9 8 4 年有关苏联经

济区的法令规定
: “

苏联对形 成于本国河流

的
、

首先 由其管理的
、

并与其利益相关的溯河

性鱼类资源行使权力
。

苏联主管部 门通过采

取相应的措施和制定调整溯河性鱼类捕捞的

法规
,

包括通过确定本经济区内和经济区以

外水域的总许可捕捞量来确保溯河性鱼类资

源得到保护
。

苏联根据同有关国家缔结 的条

约
,

确保有关本经济区以外的溯河性鱼类资

源的保护措施及法规得以实施
。

外国在苏联

经济区外缘界线以外的海域捕捞形成于苏联

河流的溯河性鱼类时
,

必须根据苏联同有关

国家就此种捕捞所缔结的条件
。

并考虑保护

这些鱼类资源的要求和苏联对这些鱼类 资源

的需求
,

开发和保护形成于苏联河流的溯河

性鱼类资源的制度和条款由苏联部长会议制

定
。 ”

日本的 1 9 7 7 年《渔业水域暂定措施法 》

则 规定
: “

我国对尽管在渔业水域以外海域

(相 当于外国的内水
、

领海及渔业水域的海域

除外 )栖息
,

但在我国内水水面产卵的溯河性

鱼类拥有管辖权
。

据此
,

应在国际协调下
,

为

妥善保护及管理该海域的溯 河性鱼类 而努

力
。 ”

这一规定表明日本已经接受这样一种国

际承认
,

即鱼源国对 溯河性鱼类拥有主要利

益及对此类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上 的主要责

任
。

这与日本的原先立场大不相同
,

在此之

前
,

日本提倡 由区域性的渔业委员会来行使

对溯河性鱼类的保护和管理的主要职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