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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我国渔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渔业经济的发展,文章分析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

度及其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和优劣势,并提出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渔

业已形成较完备的法律体系,通过对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其渔业获得极大的恢复

和成效;基于此,发展国内渔业组织、完善渔业立法、加强与俄罗斯的渔业合作以及完善渔业管理

体制机制是促进我国渔业发展的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渔业;法律制度;渔业资源;渔业组织;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307.4;P745;D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1)08-0073-04

TheFisheryLegalSystemintheFarEastofRussiaandIts
EnlightenmenttoChina'sfisheryDevelopment

LIUYang,BAIYanyun,WANGYue

(LawSchool,DalianOceanUniversity,Dalian11602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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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俄罗斯于2004年颁布《渔业法》以来,又于

2007年和2008年等多次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主
要内容包括增加捕捞配额、提高渔业产量、调整渔

业政策、提高水产品自给率、完善渔业基础设施、发

展海水养殖业、明确沿岸渔业义务、调整渔业管理

体制、完善基本管理制度、加大违法惩罚力度和保

障鱼类生存繁衍。此外,俄罗斯积极加入公海渔业

与生态保护多边条约,积极主导双边协定构筑的合

作体制,力图与各国通力合作,不断巩固其海洋大

国地位。俄罗斯渔业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使其

基本实现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的法制化,法律对渔业

资源的保护取得很大成效。基于此,本研究以俄罗

斯远东地区渔业为切入点,具体探究其渔业法律制

度,从而对我国渔业及其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启示。

1 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及其实施

1.1 法律制度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远东地区渔业资源,俄罗斯

于2010年制订《2010—2012年勘察加长期渔业开

发计划》。2013年《远东渔业盆地渔业规则》采取一

系列措施管制远东地区渔业资源[1]。2016年卫星

定位支持服务开始在远东地区渔业盆地发展,满足

渔民的特殊需求。2017年《渔船装备TSC新程序》

正式实施,渔业监测技术的革新以及生产者和服务

供应商的参与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无故障运作

能力。2013年《防止、遏制和消除IUU捕鱼的国家

行动计划》通过许多法律行动避免渔业法律制度的

不确定性,包括对IUU船只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如增加刑事制裁[2]。

目前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主要包括

渔业资源基本管理制度、总可捕量制度(TAC)、个

人捕捞配额制度(IQ)、非法捕捞制度(IUU)、个人

不可转让捕捞额制度(INTQ)、投资配额分配制

度[3]、渔业捕捞招标制度、捕捞限额制度、船网工具

指标控制制度、捕捞许可制度、配额拍卖制度、渔业

资源增值和保护制度以及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上述法律制度集投入、产出、技术和经济等

多角度于一体,既符合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管理的

实际情况,又适应国际渔业管理的变化形势。

1.2 渔业管理的特点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渔业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已

取得一定的成效,其渔业管理主要包括2个特点。

①建立权力相对集中和领域广泛的综合管理机构。

俄罗斯下设渔业管理局,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国的

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渔业资源保护、海岸带安全、

海洋科研、鱼品质量、出口贸易、渔业立法和渔业资

金的具体管理;2008年俄罗斯将“国家渔业委员会”

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渔业署”,其在俄罗斯中央政府

的领导下制定并出台一系列促进俄罗斯渔业发展

的新渔业法规,包括提高渔业管理效率、调整渔业

税收政策、增加政府对渔业的财政支持、加强渔业

基础设施建设、兴建水产品加工厂和提高水产品自

给率等。②制定并有效实施先进管理制度。俄罗

斯是渔业大国,通过积累管理经验和引入先进管理

理念等方式建立和完善渔业管理制度并严格实施,

保障渔业管理的主体和客体相辅相成并取得显著

效果,从而实现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资源的恢复和

发展。

1.3 存在的问题

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建设虽取得进

展,但仍存在立法不完善和现有制度未能全面执行

等突出问题,导致非法捕捞现象仍十分严重,同时

水产品捕捞和加工业仍不能有力吸引国内投资。

(1)渔业法律制度体系处在转型时期,亟须进

一步完善。目前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领域的法律

较多,在渔业管理、监督和资源保护等方面都有强

制性规定,但仍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的问题,主

要表现在缺乏规范性操作程序。同时仍存在较多

的法律空白,导致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不够协调,

降低行政效率。

(2)缺乏现代化的渔业设备和技术,影响渔业

产量。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渔业生产和加工较为落

后,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渔业设备和技术,加之

渔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和资金匮乏,渔业设备和技

术不能及时得到现代化的改进,导致远东地区渔业

失去投资吸引力,从而降低渔业发展的竞争力。

(3)现有的渔民组织较为分散,与政府的协调

不到位。远东地区渔业市场缺少行业化的组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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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渔民和各类渔业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大

大降低渔业生产的产量和效率。加之政府与渔业

企业之间的互动微乎其微,政府、企业和渔民之间

的协调程度低,影响远东地区渔业的发展。

(4)渔业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弱化。俄罗

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之间仍有

差距,内部法制建设尚不能适应客观实际的发展

需求。

(5)贪污腐败未能根除。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渔

业发展态势良好的情况下,仍有政府贪污腐败的现

象发生,导致渔业发展受到阻碍。

1.4 优势和劣势

作为渔业大国,俄罗斯通过建立和完善远东地

区渔业法律制度,渔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例如:

在立法上,通过数次修订法律,细化和量化管理范

围和管理对象,不断加大处罚力度,有力保护渔业

资源和维护渔业秩序;在执法上,严格实行捕捞限

额制度和收缴分离制度,不断规范执法行为;在管

理体制上,多次改组渔业管理部门,颁布并修订《俄

联邦渔业署管理条例》,明确并完善管理职能。

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也面

临一些实践困境。例如:国内渔业组织发展不足且

具有局限性,严重制约政府与渔业组织之间形成良

性的互动关系;渔业立法仍不完善,与渔业资源保

护法治化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渔业多头管理的

协调程度和效率均不高。

2 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启示

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发展的优势为我国渔业

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其渔业法律制度的实践困境也

对我国渔业发展有所警示。为促进我国渔业的专

业化、社会化和法治化发展,亟须借鉴经验和吸取

教训。

2.1 发展国内渔业组织

渔业组织形式是渔业生产关系的直接体现,合

理的渔业组织形式是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重中之

重[4]。因此,我国渔业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专业渔业

组织的保驾护航。

2.1.1 加强政府领导,积极推进渔业组织建设

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对渔业组织进行统一的安

排和调度;除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外,发挥政策导向

作用,加大对渔业组织的支持力度,激发渔业组织

的积极性。

2.1.2 完善渔业组织职能,增强其参与度

培育功能完备的渔业组织,提高服务效率,构

建多元化和集体化的渔业组织服务体系;充分发挥

资源整合职能,将边缘渔业组织的力量纳入渔业组

织服务体系,促进渔业组织之间的高效交流与合

作,形成渔业组织相互协作的良好氛围。

2.1.3 优化渔业组织内部管理

加强渔业组织制度建设,及时修订管理制度以

保证其适用性和灵活性,保障渔业组织的正常运

作;加强渔业组织能力建设,增强其在资金、人才和

专业技能等方面的独立性;完善渔业组织长效管理

机制,尤其加强过错调查、考核和奖惩等内部监督

机制建设。

2.2 完善渔业立法

随着我国渔业的快速发展,渔业立法的缺陷不

可避免。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渔业资源受到

水体污染的威胁、近岸海域捕捞强度过大以及水产

养殖缺乏规划和管理。因此,应不断填补渔业法律

空白,加快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渔业环境

评价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制度,完善水污染事故调

查处理制度;完善我国渔业贸易体系,加大进出口

力度,借鉴先进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

提高我国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3 加强与俄罗斯的渔业合作

2.3.1 投资与劳务合作

俄罗斯的东部发展战略和相关优惠政策对外

国在远东地区的投资给予极大鼓励,我国应抓住这

一机遇,积极开发利用俄罗斯远东地区渔业资源。

在劳务合作方面,可对渔业产业工人进行更有针对

性的技能培训,为中俄渔业合作和两国渔业的发展

提供支持。

2.3.2 渔业技术合作

2000年俄罗斯《关于科学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发

展方向的政策文件》提出将与中国在海洋学和生物

制药研究领域开展合作。2015年在“两江流域”合

作机制的推动下,四川省内江市渔业局、湖南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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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俄投资促进有限公司与俄罗斯淡水渔

业科学研究院签署《四川省内江市现代渔业科技开

发产业化项目》,并成功合作完成多个项目。

2.3.3 水产养殖与资源保护合作

我国可发挥自然地理优势,与俄罗斯在水产养

殖与资源保护领域开展合作,保护渔业生态环境,

促进两国渔业再生产。1994年中俄签署《黑龙江、

乌苏里江边境水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调整和扩散

合作议定书》,此后双方在渔业生产、资源节约、渔

业管理和打击边境水域非法捕捞等领域开展合作,

并取得积极成果。

2.3.4 水产品贸易合作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我国东北地区接壤,可在边

境地区设立水产品贸易区。目前吉林省东部的珲

春市已成立中俄交流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主要展示

和销售俄罗斯进口商品,极大地促进两国的水产品

贸易。

2.3.5 旅游渔业合作

大连市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港口、工

业和旅游城市,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空气质量优

良,荣获“国际花园城市”和“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

美誉,每年吸引大量俄罗斯游客前来旅游度假。大

连市不断加强对俄罗斯的旅游宣传,多家旅行社参

加在俄罗斯举行的旅游交流会议,有力促进大连市

与俄罗斯开展旅游渔业合作。

2.4 完善渔业管理体制机制

2.4.1 加强渔业集中管理

我国各地方政府对渔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

读以及渔业管理行为存在差异,因此完善渔业管理

体系迫在眉睫。应加强中央垂直管理,同时积极拓

展渔业管理的外延,将模块化管理转化为网络化管

理,通过整合投入维护、开发利用、生产加工和流通

销售等资源,建立全方位的渔业网络管理系统[5]。

2.4.2 优化渔业资源开发布局

落实国家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科学统筹自然

资源配置,根据开发状况采取不同的开发强度和措

施;加强对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深海海底渔业资

源的勘探开发,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高渔业资源

的综合利用效率。

2.4.3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

加强渔业资源调查和规划,持续推进海洋环境

保护[6],加强对渔业资源的有序、集约和循环利用;

做好渔业项目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工作,强化监

督执法;加大生态修复力度,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渔

业资源。

3 结语

对于沿海国家来说,渔业法律制度不仅与国家

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密切相关,而且与国家综合实

力甚至战略安全密切相关。俄罗斯充分认识到这

一点,不断完善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我国是海

洋大国,渔业资源丰富且经济价值巨大,应借鉴俄

罗斯远东地区渔业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并吸取教

训,充分发挥渔业资源的价值,实现我国渔业的快

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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