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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渔业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全面经济合作的重要部分。中国与东盟各国以海相邻，以河相

通，其自然条件及其资源、渔业技术、市场需求等构成了渔业合作的广泛基础。可以从空间、时间、台作范

围、合作方式等方面展开中国与东盟渔业合作框架，并建立合作机制保障渔业合作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渔业合作，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签署了

《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

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信息技术、投资和湄公河

流域开发等五个优先合作的部门。可见，农业是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渔业作为

农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具体在哪些领域展开合

作?其思路和途径又如何?这是合作各方关心的

重要问题。

一、中国一东盟渔业合作背景

Ⅸ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

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有关协议、基本制度安排

的基础上，经过修订、调整和补充而成，其合作

框架协议确定的优先合作部门，是东盟自贸区所

没有的，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以减税为主的自由贸

易区建设。在市场准入方面，双方给予的待遇，

比中国给予其他wTO成员的条件更加优惠。其

建设内容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加强各成员国之问的经济、贸易与投资合

作

中国 东盟按自由贸易区的要求和进程对

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非歧视待遇等予以规

定，关税减让时间表要与东盟内部时间表基本防

调一致，规定中国在2010年与东盟老成员建成

自由贸易区，在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建成自由

贸易区。

2在经济合作方面

将双方的合作从贸易自由化，扩大到金融、

旅游、投资、人力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知识产

权、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并把农业、湄公河开

发作为新世纪重点合作领域。

5．在援助方面

提出r综合援助计划，并给予东盟非世贸组

织成员特别考虑。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

存在差异，允许有特别例外条款，较发达的国家

应该帮助欠发达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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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水平等。比如，中国已给越南、老挝和柬

埔寨等三个非WTO成员提供与WTO成员同等

的最惠国待遇，还免除r东盟中一些发展落后国

家的债务等。

4．在组织机制方面

遵循wTO原则，创建一个透明、自由、便利

的投资机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开放型的

自由贸易一体化组织，是一个以贸易为先导的广

泛领域的合作机制。已经从一些相对容易的领

域、部门缔约开始，比如已协商过的农产品、通

信、人力资源开发、湄公河开发等，建立相应的

双边合作组织机制，以便具体执行多方合作框

架。

可见，中国对外渔业开放、与东盟的渔业合

作可以具体落实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关协

议，并吸引东盟各国商人投资渔业，兴办大量的

独资、合资、合作企业等，这将提高中国水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

进程，促进中国渔业的发展。

二、渔业合作的基础

1自然条件及其资源基础

中国南部和东盟各国在地域上属于一个自

然地理综合体，海陆相连，交通|-分便利，为渔

业合作提供了基础。从地理区位上看，东南亚位

于通往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大陆与大洋洲大陆

的十字路口上，其巾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

加锡海峡三条水道连接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

洋。除老挝外，东盟其他国家由多个岛屿、海湾．

滩涂等构成，有r‘阔的海域，蕴藏了丰富的鱼类

和水产资源。中国背倚亚洲内陆，面临太平洋，

与东盟各国以海相邻，以河相通，自古以来就有

密切的渔业生产和水产品贸易交往。

在农业方面，东盟国家基本上处于热带地

区，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双方主要的农

产品种类不同，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正是这种农

业资源上的互补性，使得中国和东盟的渔业合作

成为可能。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地处中国与东

南亚区域、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结合部，流经中国

云南和东盟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等，该流域的渔业资源丰富。地处内陆的老挝被

湄公河绕过，长达1 900 km。所以，江河、海洋丰

富的渔业资源为中国与东盟渔业合作提供了广

阔基础。

2渔业技术的互补性

在中国和东盟的多数国家中，农业都是熏要

的经济支柱。但农业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决

定了双方贸易和合作领域的发展前景。从渔业来

看，中国拥有渔业资源相对有限，但沿海渔业养

殖技术相对成熟。东盟各国种植业、养殖业及热

带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

十分重要。农业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均占有重要的

地位，渔业捕捞、养殖、加工及市场等具有明显

的互补性，各国在渔业技术方面具有合作可能

性。在合作方式上，越、老、缅、柬等东南Ⅱ陆地

国家，资源丰富，但经济技术水平差，中国在资

源开发和加工业领域可以与之展开合作。

事实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开展了一些农

业合作，主要活动是中国为东盟国家举办农业专

业技术人员培训活动。例如中国农业部于2002

年在北京举办了东盟国家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

培训班、东盟国家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培训班、东

盟与中国农业政策研讨班、东盟国家农业生物技

术培训班等活动。这为中国与东盟在渔、肚合作作

出了示范，町以在渔业方面开展一系列人才培

训、技术交流、试验示范和水产业经贸合作等合

作项目。

5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的互补性

东盟是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由10个国家

组成，拥有近5亿人口，面积约430万ktn2。中国

拥有约】3亿人口，市场广阔。外旺储备超过l 000

亿美元，年生产总值达6 300亿美元，外贸额达

5 000亿美元，占垒球贸易总额的8％。

但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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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从经济发展水下看，大体可以分为3个不同

层次：第一层次是新加坡、文莱，第二层次是马

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第三层次包

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4个东盟新成员国。

2002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 515

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缅甸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04美元，相差几乎将近200

倍之多。从产业结构看，东盟可分成4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经济发达的新加坡；第二层次包括泰

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它们的第

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9％之间；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第三层次是越南，其

第一产业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第四层次是

属于农业国性质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它们的

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高达50％以

上，农业是支撑其经济的最主要部门。中国在第

三层次产业的层面上属于东盟国家的第二层次

与第四层次的过渡，存在着一定互补。中国的第

一产业发展优先于东盟国家的第四层次，而第三

产妲的发展则落后于东盟国家的第一、二层次。

这就会给中国和东盟各国在产业发展方面提供

合作的领域和空间，比如中国可以与越南、柬埔

寨、老挝、文莱、缅甸等农业性质的国家，结成垂

直贸易与合作的伙伴关系。

4．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合作基础

从政治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关于非传统

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以及中国加入《东南砸友好合作条约》等

协议，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扫清了

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障碍，为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以东盟为核心，中、13、韩等国参与的东亚自

由贸易区(“10+3”)也给中国与东盟提供了合

作空间。中国与东盟北部的越南、老挝、缅甸三

国陆地接壤，形成的双边边境贸易与合作十分活

跃。以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为基础形成的中国、

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等次区域合作正

海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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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町见，中国与东盟贸易和合作关系形成

双边合作、多边台作、一体化合作、次区域合作

等多层次合作框架。

从文化上看，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构成r双方

经贸合作的文化基础。中国与东盟国家虽然民族

风俗有异，但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在意识形态、

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点。中国

与东盟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经济上和文化

上的交往，海上“丝绸之路”源远流长，把中国

与东南亚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三、渔业合作的框架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一

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把捕捞业、水产养

殖业作为农业中长期合作的莺点，具体合作框架

值得探讨。可以从李间、时间、合作范围、合作方

式等几方面来构建合作框架：一是从空间上看，

渔、№合作涉及到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合作的

地点，合作方的数量等；二是从时间上看，有一

个合作顺序，可以选择先与哪个国家合作、后与

哪个国家合作，或者与东盟全体合作；三是从范

围上看，可以在渔业某个产业进行横向合作，可

以在渔业产业链上进行纵向合作，也可以是渔业

关联产业的旁侧合作；四是从合作方式看，可以

选择资源开发、技术合作、资本合作、知识产权

等方面的合作。这四方面的不同组合构成了渔业

合作的框架。

根据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

在渔业方面的合作可以采取稳步渐进、分阶段的

方针。具体而言，中国与东盟渔业合作的思路从

以1、．几方面进行：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

议框架和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指导，立足于

东盟各国实际情况和优势，以国内外市场和各方

多赢为导向；以接壤国家和南海周边国家为起

点，以双边合作为契机，逐步推进南海海域的多

边合作，创造机会解决争议海域的问题，实现渔

业的全面合作，争取在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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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实现渔业合作一体化，促进中国一东盟

自由贸易区向共同市场发展。为此，中国与东盟

渔业合作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展开。

1．渔业贸易与投资的合作

根据WTO规则、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目标及协议，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与东盟自由

贸易区成员相互给予的待遇，比双方在最惠国待

遇基础上给予其他WTO成员的条件更加优惠。

与此目标保持协调或同步，渔业贸易与投资会逐

渐开放水产品市场和投资领域，最终实现自由化

贸易。根据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旱期收获”

计划，农产品关税从2004年初开始下调，2006

年约600项农产品的关税将降为零，这给双方提

供了贸易机会。中国与东盟各方可以在渔产品进

出口、渔船建造和维修、水产养殖业投资、渔产

品加工业投资、水产品保鲜仓储设施、渔业工程

投资等方面展开合作。

2．海域渔业资源开发的合作

渔业资源开发的合作必须从合作区域上人

手，使双边、多边与次区域合作结合，采取灵活

策略、循序渐进、积极创造条件，最终解决南海

争议。首先，与各国开展双边合作；其次，积极与

越南、老挝、缅甸等三个陆地接壤国家开展多边

渔业合作，积极引导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次区

域渔业合作；最后，寻求机会开展南海周边国家

次K域渔业合作。1997年12月，中国和东盟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r“搁置

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9年，东盟问意采取

菲律宾和越南提出的“南中国海(南海)行为准

则草案”，希望以此为基础确定与中国谈判的共

同立场。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

在准则的适用范围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巾国

与东盟就南海的共同开发问题，还要积极寻求一

致意见。

5．渔业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合作

中国一东盟各国的渔、『k技术差异比较大，

其合作空间较大。可以在捕捞技术、养殖技术以

及加工技术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采取技术投资

或股权参与、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人才培养与

交流、专家互访、科研联合等灵活多样的合作方

式。实际上，中国从各种渔业科技合作中已经取

得了良好效果。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陆续从

外国引进罗非鱼、罗氏沼虾、海湾扇贝、太平洋

牡蛎、加州鲈鱼等水产品种、鲜活饵料生物品种

等；同时，我国也向其他国家提供_『我国特有的

青鱼、草鱼、鳞鱼、鳊鱼等鱼种的种鱼和鱼苗以

及海带、紫菜等苗种，并向这些国家传授淡水养

殖和人工繁育技术，使这些品种在不少国家安家

落户，成为当地的主要养殖品种。

4．渔业关联产业的合作

与渔业关联的产业主要是渔船制造和维修、

养殖饲料加工、水产品综合加工、休闲渔业等，

这些产业在各国之间差异比较大，合作机会比较

多。可以就鱼饲料、水产品加工等方面与越南、

柬埔寨、老挝、文莱、缅旬等国家结成全面垂直

贸易合作伙伴。

5．在基础设施和渔业工程方面的合作

南海周围海岸带曲折，港湾、渔场众多，投放

人工渔礁、建立渔港条件优越，可以开展人工渔

礁、渔港建设及航道整治、海上通信、陆地交通

等工程的合作，还可以就堤岸设施、能源设施、

仓储及保鲜设施、交易市场等海岸工程进行合

作。其合作方式可以采取管理合约、交钥匙工程

承包合约，技术咨询合约等。

6．海洋渔业环境监测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捌有同一片海洋，其环境监测的

合作对各方都十分有利。其合作重点是：建设海

洋环境立体监测系统、港湾环境临测和信息服务

系统、渔业生态监测与服务系统、海洋环境预测

预报系统、地震及海啸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系统

等，共同防Jr海洋渔业灾害。

7．渔业资源与环境维护的合作

渔业资源与环境要以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为主线，把资源利用与坏境保护协调起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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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体系及规章制度，保护自

然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鱼种及自然遗迹。在水

生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区、主要栖息地和繁殖地、

代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生态系统的区域等建

立重点保护区或者禁渔区，加强珊瑚、海草、软

底湿地及红树林群落等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区的

建立和保护合作，加强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的合作。在共同海域开展渔业资源保

护的合作，可以借鉴中越两国“共同渔区”、“过

渡性水域”设立一个“过渡性安排”，由双方渔

业主管部门确定每年进入作业的渔船数量，控制

捕捞船只、减少捕捞强度等。还可以联合开展渔

业增养殖、人工渔礁建设和投放，以保护渔业资

源。在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开展次区域渔业资

源开发与保护行动，与周边国家合作建立自然保

护区网络。

四、建立渔业合作机制

中国一东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成自由贸

易区是由于建立了保障机制。所以，为了加快推

进中国一东盟渔业合作的客观要求，有必要建

立·个渔业合作机制作保障。显然，中国一东盟

自由贸易区汾调机制是渔业合作机制的基础。为

了进一步落实渔业合作中具体的事务，协调各方

利益和解决各方争端，必须建立如F几个层次的

渔业合作机制。

1．建立渔业管理部门的高官会议

除_r国家级自由贸易区协调机制以外，渔业

合作的最高组织机构就是把各国渔、眦管理部门

联合组织起来的“渔业管理部门的高官会改”。

其职能和作用：一是通过部门高官会议就渔业宏

观管理、渔业发展、食品安全、渔业信息化及地

区渔业预警系统建设等方面开展广泛的交流弓

合作，解决渔业宏观政策上的问题，在渔业合作

方面达成协议并组织实施，解决贸易与合作争

端。二是进一步细化中国一东盟渔业合作领域和

⋯～蔫蓑熊。躅鬻黔、》瓣e∞礓0■伊》。

具体项目、合作方式等。三是完善落实合作协议

的配套服务体系，带动渔业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

的发展。

2．构建渔业合作框架协议

在《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一东盟农业合作的凉解备忘录》基础上，

有必要制订一个“渔业合作框架协改”，这个协

议是一个产业或者行业协议，是全面经济合作协

议、农业合作协议的补充和具体化，目的是指引

渔业合作方向，解决渔业贸易与合作的争端。

j．建立渔业协会论坛

建立渔业协议论坛目的是召集行业内各方

参与讨论，沟通信息，寻求商机，可以进一步明

确中国一东盟渔业合作项目。

4．建立渔业合作机制

中国可以采取的对策是：一是加强渔业对外

合作的中介咨询机构和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

驻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机构，专门为对外投资的

渔业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合作咨询、项月评

估等服务；二是鼓励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充分

发挥行业组织的自我服务、协调和管理作用，三

是建立海外企业协会，相互交流信息、经验、研

讨投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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