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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世界革围内捕费能力的迅速增加，主要传统经济鱼类资源的衰退，促进了演业管理由传统的投入

控制管理向产出控制管理转变。在此背景下，本主在分析国际上，特别是新西兰，实施TAC和fIQ的现状、实

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我国周边国家实施TAC制度和我国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在实施TAC和π曰制度

的主要困难和我国实施TAC和E可制度的步骤，并提出我国渔业管理中应该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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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咽罚， the fishing effort of the world fisheries incre路alrapidly and曲a resuIt， many fisheries 

are now fi配ing the problem of resource depl础。n. A伊n"出Îs backgrotllld， the I时眉山鸭f田fisheri田man饨�m息n'
优emto be shiftoo from traditional illpt且t controlωoutput control. ln this paper， the experiences of applying由e
TA巳皿d ITQ i n fisheries n四吨:ement of旧配counln田. especially New Zealand' s are analyzed.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也.e effec植皿dthe exi剑ing problems of enforcing TAC皿dIT吁. as well国the relations betw田nα1血
时也enei ghoori唔叫回回呻蛐have already applied the TAC. were disc崎ed. Then， based on由e皿1，础

血dd配阳nn，由emain problerns of appl:归唔theTAC and rr可in Otin酣fisheri田management.皿d如probable
steps of adopting th回，w巳repro脉�. Finally. in the light of the reali走y of chi即回fisheries， some 5U，段�tionsfor the 

prepa且也onof applyiqg TAC皿dIT可m α皿酣E曲m田wereput n回回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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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沿海国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过度捕捞，也为了更好地养护、管理和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
植业资源，在过去传统的投入控制 ( lnput Con田1)的管理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导人r产出控制(仇tput
Cnn田1)的管理方法，即限制植获量的管理方法[，)。 这种 随着渔业资源的科学调查研究的进展，在有关
国家迅速得到推广。 在产出控制管理方法中，包括且可捕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 TAC)、个别渔获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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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dividual Quo饵，IQ)、个别可转让渔获配额 (Indiv由晦1Transferable Quo饵，ITQ)lJl.渔船温获量限制 (Ve阳l
Catch Limit刮目。 其中，口可将成为以后植业管理的趋势。

1 国际上实施TAC和ITQ制度的现状和实效以及存在的问题

1.1 TAC和ITQ制度
TAC是指在 定的期间、特定的区域，对特定的渔业生物资源品 种设定所允许的渔获量的最大

值川。 这种方法时捕鱼船队的且渔获量直接进行控制，对撞获量或蚓货量进行监测，当实际的渔获量达
到了所设定的渔获量最大值 时，就开始在当年度禁止捕捞该鱼种。 理论上，TAC制度能够保证植业资源
得到很好养护。 如果且可捕量合理设定，且在执行过程中得到遵守，这种制度能够直接控制捕捞死亡
率。

口可是在TAC的基础上，为避免由TAC导致的捕捞能力的 增加或捕捞竞争，而 将且可捕量分成若
干份渔获配额，分给渔业企业、渔民或植船。 渔获量达到温获量配额的渔民、渔船或企业，在该年度内不

得再从事该鱼种的捕捞。 在H可制度下，配额作为财 产，可以和其他财 产类似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交
易、交换。 这种交换包括配额或年捕捞权的交换。 在市场 机制作用下，配额得以掌握在捕鱼 经济效益较
好的渔民于中，促进渔船规模和捕鱼方式的自我调节。 在口可管理计划中应包括持续 时间、吁转让性、
灵活性、可分性和所有权的质量等 ['J。

1.2 国际上实施TAC和ITQ制度的现状和实效
目前世界上实施TAC和口可管理制度的主要国家及鱼种数为.澳大利亚 (5 种)、加章大 (1 3 种)、冰

岛 (6 种)、荷兰 ( 3 种)、葡萄牙 (!种)、新西兰 ( 31 种)、英国 (1 种)、圭国(4 种) [3J。 其中以新西兰实施
TAC和 口可制度最为成功。

新西兰于1977 年宣布建立和实施专属经济区制度。 在植业管理中果取TAC制度，1986年导人
口可。 目前进行I呗管理的鱼种有 31 种，所决定的个别可转让配额为年度配额，龙虾的年度为每年4月
1日至翌年 3月 31日，真他鱼种为每年10月1 日至翌年9 月 3 0日。

TAC的决定罪取以下程序 由政府确定的科学家、植业界 、环保团体、游钓渔业等代表组成渔业资瞟
评估小组， 公开作出资源状况的评估，向政府提出TAC数量的建议。 然后，再经渔业委员会讨论 ，最后
由农林植业部长拍板决定TAC[4]。

TAC确定后，根据过去 3 年的捕捞实绩，决定分配比例，再分成个人渔获配额分给渔民。 最初新西
兰的温获配额以固定的渔号是吨数确定。 如TAC 增加，政府有权出售多余的配额;相反， 如果TAC减少，
则政府必须向配额拥有者支付补偿金。1990年新西兰政府降低 些鱼种的渔在限量，为此支付了6剧
万新西兰币的种偿金。 之后，新西兰渔业法规定个人植获配额以且可捕量的百分比确定。

配额拥有者必须每月向管理 机构报告其配额的消化情况，而且撞民在卸贷 时，必须向渔业局官员提
交渔获报告及贩卖渔获物的报告。 同 时，购买渔获物者( 只有经垂记的革销商 才有权购买渔获物)需提
交购买渔获物的高关报告。

新西兰实施口可的配额管理的经验可总结为①曲年代中期新西兰巳接近崩溃的沿岸渔业， 如 今
显示出健康复苏的迹象;②在1990 - 1991 年.岩龙虾 (趾k&，加阳)植业引人口可制度后，岩龙虾资源已
显示健康成长的趋势;③新西兰的商业性渔业在H哥的配额管理下繁荣起束，主要的输出鱼 产品为深梅
鱼 ， 如新西兰拟萨 (Bl"， Cod)和棘纲(Omnge &哺hy);④该制度使得更多的联合实体更负责管理自己的
份额，⑤政府和渔业界 产生了合作的主景:⑥使得原毛利土著居民可垂与传统的商业性渔业活动，而且
享有妻与部分较大型的商业性植业活动的权利;⑦新西兰政府已精简其渔业法案，但配额管理的精髓仍

在， 如 今正将 些其他的经济性鱼种纳入配额管理制度，目前为 31 种:③配额管理已使政府停止直接干
涉个人捕捞活动的管理，而成为监督者的角色，井确保这些规则可以 公平及平衡地实施:⑨对植业实体

而言，权利和义务是一体的 [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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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在的问题
国际上，在实施TAC和ITQ制度过程中主要生出现下 面 些问题·①由于渔民为尽可能留下价值

最大的渔获物，而将价值小的温获物抛弃。 这 样不仅造成对资源的浪费 ，而且造成对统计工作的困难，
对下卢年的TAC估计带来很大的误差，给决策者造成错觉。 ②可能会产生渔霸，即最后大部分配额集
中在少数效益较好的经营者于中，形成垄断。 ③实施的执行戚本较高，对多做种植业、跨区域渔业可能
要遇到一定的困难。

2 我国周边国家实施TAC制度和我国的关系

亵1 韩国1阴军总可捕置情况表(tJ

Tab.l TACs of 1饵;19 in Korea S. (t) 

其 中
鱼 种 总叫捕量

我国的邻国日本、韩国已开始实施TAC
制度。 从韩国 1锦9年 1月起对5种对靠实
施的TAC(表1 ) [1]中可以看出，它包括了暂
定水域的TACo 日本从 1997年1月 1日起
对6种鱼种实施且可捕量限制制度，1 998年
增加了 1种鱼种 →→柔鱼 ， 1胃9年对7种对

象实施的TAC见袁2[1]。 我国先后和日本、
韩国签订和草签了新的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
渔业协定，其中规定了有关暂定措施水域向
专属经济区过液。 在专属经济区划定以后，

中、日及中 、韩对有关跨界 种群管理方面，从
目前国际渔业管理的发展看，有可能来用配
额分配的舟法闷。 在中日渔业新协定中，日
本己提出在暂定措施在域实行量的管理，尽
管双方没有明确提出何种量化管理，但这 至
少也给我们一点提示。 为了不在以后的渔业
管理中处于被动的地步，我国应该准备或为
以后实施逐步辈用产出控制的管理方式而做
准备。 从前面提到的对产出控制各方法的分
析中可以看到，采用口可应该是比较可行的

专属经济区 暂定水城

9昏 4页))() wm 34α】0

掺 1织))() 1阪JOO 1α页。

沙丁鱼 .，∞ 好而 30 

'雪场蟹 36IXXJ 27(JOO 货JOO

马镀鱼 8α" 6200 18∞ 

表2 日本四"年确罩的可捕置情况表{万tJ

T曲2 TACs of l'饵19 in Japøn (IO"t) 

其 中
鱼 种 总可捕量 所属植业

大臣管理量 知事管理暨

秋刀.. 33 25 8 秩刀鱼

狭筒 33.2 18.7 14.5 近梅底拖网

竹笑鱼 45 18.6 26.4 大中理圈网

沙丁鱼 37 19 18 大中型围同

储 78 44 34 大中型国网

松叶蟹 5:11 431l 现" 近海底拖罔

太平洋梧柔鱼 到 32.2 17.8 近海底拖网

方法。

3 我 国实施TAC和ITQ制度的主要困难

3，1 观念上的困难
实施TAC和ITQ初期合遇到渔业企 业和温 民的抵制。 因为TAC 和ITQ作为一种新的管理体制方

法和以前的方法根本平同，而且实施TAC和口可将会把很多经济效益不佳的渔民从渔业中排挤出束，
这 样的人目前有很多。 另外，TAC和ITQ也会导致小规模的捕攒作业减少，因为配额可以象其他商品那
样可以交易，最后配额将被效益好的大企 业所控制。 所以当他们看到TAC和H守对他们存在潜在威胁
时，自然会抵制它。

3.2 体制上的困难

TAC和E可制度的执行必须有足够的执法监督管理力量、 套保障体制和制度，而且H吁的内在动
机就是减少温船数，因此实施TAC和H可后，渔业就业人员和渔民的收入都有可能会有所下降。 这 些

对目前的渔政管理体制和社会体制提出新的要求。 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TAC和H可制度的失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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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3.3 管理技术上的困难
当第一改实施TAC和E电管理措施时，管理者可能全面对以下 些技术问题 是出售还是分配配

额权? 如出售，通过什么方式。 如分配，怎样选择接受者9 如何规定个人配额的基本特征，包括权利的
范围相时限、配额的可分性且可转让性等。 在配额接受者中 如伺分配配额等。 解决这 些问题的方式可

能会显著地影响个人配额计划的、经济的、社会的和行政的后果。 其中个人配额的最初分配应是执行个
人配额管理体制中最困难之一 [7J。

分配是最困难、最有争论 的问题，因为它将决定谁从其中得到利益、谁从其中得到有价值的资产，而
谁将被排挤出渔 业。 果用分配方式主要有:按渔 民来甘，选择配额的接受者将 是十分困难的问题，按渔

船主来分，要考虑历史的捕捞成绩，就会产生那些以前没有船的船长或船 员将得 不到利益，可能产生不
公平的问题。 分配方式还全带血付费的问题， 如不交费或交的很少，在实施初期合鼓励接受这种新的管
理方法，因为配额可以在市场 上进行交易，对配额接受者来说元形中就多得了 笔财富，但对国家来说
损失是相当大的。 当然，可以果用拍卖或投标的方式来决定配额的归属，果用拍卖或投标的方式时，配

额和租金是一起拍卖还是分开，这 对于决策者来说也是 -种选择 [810
实施TAC和口可过程中也将存在抛弃非目标鱼 、漏报或对捕捞非配额的鱼种不申报的现象，降低

了统计的质量，给植 政管理增加负担。
最后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的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自然资源部属于国家所有，国

家保障自然资掘的合理利用。 如果实行TAC和E可管理体制后。 将国有的自然资额变成配额分给商
民，必须采取与宪法的规定一致的措施，否则会产生违宪的问题。

4 我 国实施TAC和ITQ制度的步骤

正 如前面所述 ，日、韩已经开始实行TAC制度，而且我国和日、再高共同的捕捞对象，因此，我国可
以在借鉴日、韩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实行TAC租ITQ制度。

首先，从目前资源监测调查的定性研究向特定种群的定量研究转化，建立植获统计、收集和保存制
度，连步建立渔获物买卖有序的市场 管理制度。 其次，选择一些经济价值高、渔获量大、资源状况不佳，
有必要管理的、外国渔船在我国周围进行捕捞的少数几种鱼种试行TAC和E吁制度。 在此基础 上，逐
步由个别鱼种推广至多鱼种 ，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

5 我国当前应做的工作

(1 )要加强资掠调查 。 我国渔 业资源调查研究工作始于50年代初，相继到四年代中后期，对渤、
黄、东、南海的不少经济鱼类、虾蟹类、头足类等海洋渔 业资源以及浩岸沿海区的贝类、苦在类资糠都进行
了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渔 业生产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妻考资料和科学依据。 后曾对邻近的大陆架
边缘和大陆斜坡的资源分布状况也进行过调查，已具备一定资料和条件可以为科学的植 业管理提供 措

施和办法。但近10年来渔 业资摞调查时断时续，渔 业统计资料也不够嘉统、准确19J。 今后应有计划地
进行渔 业资摞调查研究和积累统计资料。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 为以后实施n可制度奠定基础。

(2)完善现有管理措施，更有效地保护资源，促进资源更合理地利用。在我国，渔 业许可制度不够完
善，执法丑不够严格。 渔 业许可制度是根据渔 业资源状况和渔 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调整渔 业活动的重要
方法，时有关渔船、涉及的水域、捕捞对象和作业时间等实施许可或批准。 我国在实施许可过程中，理视
了上述条件，而仅在上年发放许可证的总量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因此，肘资源产生了 知的压力，茸期
积累下来，捕攒费力量不断增长，资源不断衰退，形成罪性循环，以致造成渔 船数量居高不下 。 为此，应
严格控制发放许可证数量并逐渐以一定比例减少， 联合船监、港监对"三元"渔 船的管理 ， 为将束实行

TAC和口可制度扫清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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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TAC租H可管理制度对我国的渔政管理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就要求朋强渔政管理工
作，更新渔政执法装备和执法于段、提高渔政执法人员且体素质和执法水平、解决好地方保护主义等情
况，加速完善我国没政的监督和监视系统等等。

(4)切实做吁"双控"T作，并遭步将其中 部分渔民从渔场中转移出来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建立，渔业经济迅速在展，发家致富后的梅民为扩大再生产，再投资购买陶船当了船主，雇用大量非渔业
的外来劳力。 如福建省石狮市祥主渔村， 1989年末实行渔业股份制 时，仅有小功率撞 船7 9艘，而 1997
年，己拥有149kW以上的渔船630艘。 l胃7年底，该村本地渔业劳力仅为390人 而外来劳力达25∞

人，是本地的6.4倍。 大量的非、渔业劳力的人渔，造成了海祥捕捞力量的不断 增忙。 因此，必须果取适
当的措施，控制和减少非温 性的外来劳力。 这也 为以后实施TAC和m.>制度减少 些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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