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焦点 法·渔业·对策g褫彩
编者按：’《中韩渔业协定》、《中日渔业协定》生效后，我国部分地区、部分渔民从传统

的外海渔场撤回，挤向国内近海渔场。使本来日趋紧张的可渔资源更加吃紧，不少渔民因生计困

难而惊慌失措，他们在问：这是怎么了?这是为什么?以后怎么办?针对这种情况，编辑部组织了

本期“法·渔业·对策”焦点文章，其中有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世界渔业的影响，有国

内海洋法规的发展概况介绍，有威海市海洋渔业局关于海洋渔业现代化建设的探讨和思考，有

荣成市渔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探索，编辑部期望以此帮助相关地区和部分渔民分析问题并找出对

策。

徐博龙

《中韩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生效，使

我国历史上一直在韩国水域的对马j大小黑山，
济洲岛等传统外海渔场作业的2万余艘渔船，只

准留在过渡水域的渔船数不超过5 500艘，其中

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入境船只为2 796艘，并从

2005年起继续减至2 000艘左右。这些意味着
极大多数渔船从传统的外海渔场撤出挤向国内

近海渔场，(尤其是2001年9月16日12时东海

渔场伏季休渔期结束以后)，争抢已十分有限的

水产资源。同时又意味着渔区数以万计的渔船

被迫转产转业，数十万计的渔民面临出路和生

计问题，渔业生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记者在全国重点海洋渔业捕捞基地——舟

山市采访时获悉，目前渔区部分渔民忧心忡忡，

有的甚至怨天忧人、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中

韩渔业协定》生效，对当地渔业生产来说，似乎

是一场灾难。据了解，舟山渔民将失去30％的外
海渔场，还有25％渔场作业受到严格限制，4 500

余艘渔船将陷入困境，近3万渔民劳动力面临出

路生计问题，全市年损失捕捞产量约30万t、产

值约20亿元。渔民们首先担心永久性失去赖以

生存的外海渔场后收入会大幅度下降，基本生

活得不到保障，到时温饱也成问题。其次是担心
大批外海渔船挤压国内近海渔场，使已经严重

衰退的水产资源更是“雪上加霜”，将出现酷渔

滥捕、无鱼可捕、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捕捞经

济效益直线下降等后果。第三是担心纯渔业地

区工业经济相对不发达，传统观念束缚比较严

重，加上世世代代在海上作业缺乏其他特殊技

能，转产转业比较困难。

同时，渔民们还说，目前我们渔民处境这么
困难，上级党委政府是杏晓得?中央是否了解?

执行《中韩渔业协定》是不是国家为办理其他大

事牺牲渔民利益?如果政府不管我们，将会影响

渔区的社会稳定。

面对《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所带来的新问

题、新困难，冷静应对，深化改革才是惟一出路。
当前迫切需解决的是要消除渔民认识上的误

区，帮助渔民充分认识实施《中韩渔业协定》是

建立合理、公正国际海洋新秩序的需要，是接轨

国际海洋管理的需要，是海洋捕捞无序走向有
序的需要。大家知道，《中韩渔业协定》是根据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正式批准加入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签订的。按照《公

约》规定，沿海国家的管辖海域，可以从12海里

的领海，拓展到从领海基线起的200海里宽度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样可属我国管辖海域

的面积约为300万km2，相当于陆地国土面积的

1／3，名列世界第九位。
我国人大在批准加入《公约》的同时，对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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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的海上划界等问题作了专门的立法和声

明，先后与越南签订了两国划界协议，与日本签

订了新的渔业协定。目前世界上一个以《公约》

为武器，加强海域使用管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公平公正的国际海洋新秩序正在逐步走向成
熟。

冷静应对新挑战，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

稳定的关系，做好新时期渔(农)民的思想政治工

作，及时消除渔民恐惧心理。随着渔区改革不断

深化，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示出来，原有的利
益格局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中韩渔业协定》的

生效，不可避免地要对渔民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观

念产生新冲击。渔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

我们做渔(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更

新、更高的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全面准确把握好

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基层、脚踏实地、走村入

户，认真了解情况。在一些容易引起社会关注，

可能成为热点、难点、焦点的问题起于青萍之末
时，就能看出端倪，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解疑释

惑，善加引导，平衡社会心理、防止出现负面效

应，并让渔民知道党和政府、社会各界都在关心

渔区改革和渔民生活。特别是对困难群众的关
怀和帮助。

应对新挑战领导是关键。2001年8月上旬，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深入舟山市岱山、普陀县

区，下渔村直接听取村干部和渔民的要求、意见

和建议，到海岛和滩涂的水产养殖基地和加工企

业考察，召开县区乡镇领导和涉渔部门负责人座

谈会等，具体指导应对办法。浙江省政府专门召
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对策措施。省委也专门召

开常委会听取汇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近日

出台了五项具体措施增加渔民收入，帮助渔民尽

快渡过难关。舟山市委书记王辉忠、市长张家盟

等领导，更是进村入户体贴了解民情、解决实际
困难，及时化解种种抱怨上级领导不管他们的思

想情绪，使渔民感到党和政府亲情与温暖。

帮助渔民更新传统海洋捕鱼观念，也是应N-

新挑战的重要工作之一。《中韩渔业协定》生效，

大批渔船从传统的外海渔场被迫返回国内近海

渔场，势必造成“僧多粥少”，无效捕捞增加，如等
到近海渔场变成“蓝色咸水池”时再转产转业为

时已晚，不如及早更新观念开创其他就业之路。

把《协定》生效带来的严峻挑战当作渔区前所未

有的改革发展机遇。有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海洋
产业年收入5 000亿元左右，约占整个GDP的

2．4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

平。我国海洋经济的内部结构比例中，海洋渔业

占54．7％、海洋石油占6％、海洋旅游业占14％
⋯⋯从中可以看出，海洋经济结构还不十分合

理，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二三产业比重偏小。众所
周知，沿海地区大多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大部

分海岛均具有国际旅游所需的大海、阳光、沙滩、

运动、购物的“五大”要素，加上目前国家采取多

种措施鼓励发展旅游业。因此，帮助广大渔民转

变传统观念，树立信心，走开创、从事第三产业之
路正当其时!

冷静应对新挑战，需出台一些顺民心合民意
的政策，更需要加快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

的经济增长点。减轻渔民负担的口号已喊了多

年，但从目前来看，广大渔民的各种税费还是偏

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现象
尚未彻底制止。因此，当前要尽最大可能从减免

税费着手，注意渔民的经济、心理承受能力，稳妥

有序地把渔民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让渔民振作

精神，消除怨气，正确认识新形势，积极支持和参
与渔区改革，自觉维护社会稳定。那么，促进海洋

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就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化解《中韩渔业协定》带来的种种困难，根本

的出路在于积极推进渔业结构调整。当前要帮助

渔民树立养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的新观念，把

一部分渔民尽快从传统的猎捕型方式转移到栽
培型的海水养殖业上来，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

以提高水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海上牧

场”。同时，由各绷JcN-牵头组织，加强国际渔业
的交流与合作，稳妥发展远洋渔业。当前要有计
划地建造大洋性超低温金枪鱼钓、鱿鱼钓作业船

只，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公海捕捞产量的比重。

学会适应新形势，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渔
区各级领导和群众共同不懈的努力，用新认识、

新思路、新步伐，冷静应对《中韩渔业协定》生效

带来的严峻挑战，渔业经济的繁荣昌盛时代将指
日可待，广大渔民脸上的笑容将重新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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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舟山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