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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因

《中韓漁業協定》

中韓漁業糾紛

12月中旬，兩名韓國海警在仁川市甕津郡小青島西南

85公里海上，扣押一艘「非法捕撈」的中國漁船時，涉嫌

被中國漁民所刺傷，其中一名韓國警長身亡。事發後，韓國外

交部立即召見中國駐韓大使，向中方表示強烈抗議。另外，韓國

水產業協同組合中央會舉行「譴責大會」，要求中方道歉。今次是過

去多年來中韓漁業糾紛最嚴重的一宗事故。近年中韓因捕魚導致的磨擦為

何越演越烈？下文將作探討。 ■陳振寧、戴慶成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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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宣傳培訓 消除誤區
《中韓漁業協定》的實施不可避免對中國漁民的

舊觀念及舊習慣造成衝擊。因此，中國政府一方面
大力宣傳《中韓漁業協定》的有關規定，利用電
視、報紙等新聞媒體進行宣傳，以及組織人員深入
基層，進村入戶了解漁民動態，及時解決《中韓漁
業協定》生效後出現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
可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對漁民進行有關《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中韓漁業協定》等相關法律法
規和雙邊協定的培訓，及時消除漁民在認知上的誤
區，幫助他們充分認識和實施當中的內容。

優化產業結構 鼓勵轉型增值
《中韓漁業協定》生效後，大批中國漁船被迫從

外海漁場返回國內的近海漁場作業，令近海漁場更
擁擠，加快近海漁業資源的衰退，部分漁船被迫停
產、停業。對此，中國政府應大力調整漁業的產業

結構，制訂相關優惠政策，鼓勵和扶持漁民從
捕撈業向養殖業、加工業及旅遊業等轉變，提
高海洋漁業產品的附加值，改變單一的捕撈生
產結構。

津貼加裝導航儀 加強監控
中國漁民的漁船設備明顯老化和落後，有時

即使漁民有不越界捕魚的意識，但由於導航設備老
化等原因，根本不能準確判斷是否已越界捕魚，所
以也會誤入韓國專屬經濟區水域，從而也會增加與
韓國海警發生糾紛的機會。
有鑑於此，若要減少與韓國漁業的糾紛，必須在

漁船改造和監控上下工夫。如在每條漁船上加裝導
航系統，並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對每條出海作業
的漁船實施監控，如有越界行為，應立即提醒和阻
止。當然，在漁船改造和監控的過程中會增加漁民
的成本及負擔，因此這一措施的施行，需要國家相
關的資金補助政策。

共組執法隊 互相監督
中韓政府過往一直都在探尋兩國漁業糾紛的解決

途徑。目前負責執法的韓國海警不隸屬於韓國漁業
部門，中國談判的對象都是對方的漁業部門，雖然
每次會議也有韓國海警來參加，但溝通上並不直
接。所以中韓兩國可嘗試建立有兩國人員組成的執
法隊伍，隊伍人員都必須掌握兩國語言和相關法
律，在執法時有兩國人員同時到場，可免除語言障
礙和文化差異帶來的糾紛，且可互相監督執法人
員，避免胡亂執法的行為發生，從而減少漁業糾紛
的發生。

中國
部分中國漁民

未能適應協定，
屢次「犯禁」，
韓警抓捕中國漁
民的情況越演越
烈。

韓國
資源濫捕和魚

種枯竭的現象逐
漸減少，海洋生
態系統恢復。

2001年6月30日生效，規定兩國劃定「暫定措施水
域」，由雙方採取共同的養護和管理措施。對違反規定
者，雙方按各自的國內法處理本國漁船。

．近海污染 僧多粥少
．中國漁民不諳法律 操作違規
．韓警執法漸嚴 武力還抗

解決方法

影 響成立背景

．力推宣傳培訓 消除誤區
．優化產業結構 鼓勵轉型增值
．津貼加裝導航儀 加強監控
．共組執法隊 互相監督

兩國在黃海存在18萬
平方公里的爭議海區。

1. 根據上文，解釋《中韓漁業協定》。

2. 參考上文，舉例解釋《中韓漁業協定》對中韓兩國的利弊為何。

3. 參考上文，中韓漁民糾紛的起因為何？試舉3項並加以說明。

4. 在上文提及的4項解決方法中，即加強宣傳培訓、優化產業、津貼加裝導航儀器及共組執法隊伍，你認
為哪個方法最有效？為甚麼？

5. 有人說：「海洋污染是導致各地漁民越境捕魚的最主要原因。」你是否同意此說？為甚麼？

近年，過度捕撈成為世界性問題—在自

然狀態下，魚類是可再生資源，不過一旦過

度捕撈，就會變成不可再生。因此，各國為

了保護魚類資源，大多採取設定休漁期及禁

漁區等措施。但此舉導致漁民前往其他國家

的領海附近進行捕魚活動。為此，《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確立專屬經濟區制度，否定其

他國家的國民在沿海國家專屬漁區或管轄範

圍內享有的傳統捕魚權利。

共同管養暫定水域
中國與韓國在黃海存在18萬平方公里的爭

議海區。為了共同保護漁業資源，儘管中韓

之間的專屬經濟區劃界仍未完成，兩國政府

在2000年簽署《中韓漁業協定》(於2001年6

月30日正式生效)。根據協定，兩國劃定

「暫定措施水域」，由雙方採取共同的養護和

管理措施。對違反規定者，雙方按各自的國

內法處理本國漁船。

根據各種統計資料的分析結果顯示，《中

韓漁業協定》實施後，韓國區域的資源濫捕

和枯竭現象逐漸減少，魚類資源的可持續性

朝向積極的方向發展。韓媒形容「韓國海洋

生態系統得到恢復，黃海連續4年形成早期

黃金漁場」。

但另一邊廂，《中韓漁業協定》生效以

來，部分中國漁民不能適應協定所產生的巨

大衝擊，由此而引發一系列問題，「犯禁」

屢見不鮮，這令韓國海警抓捕中國漁民，成

為近年來越演越烈的一個問題。資料顯示，

韓國是扣押中國漁船數量最多的國家，僅去

年韓國西部地方海洋警廳就扣留170多艘中

國漁船，收繳罰金約2,000多萬元人民幣。

今年11月，僅在16日和17日兩天，韓國海警

共逮捕超過20艘中國漁船。

中國與韓國的漁業糾紛起因主要有以下3項：

近海污染 僧多粥少
《中韓漁業協定》生效後，大批中國漁船從

傳統的外海漁場被迫返回國內的近海漁場，造
成僧多粥少。同時，近年中國近海因高速產業
化，污染嚴重，導致魚種枯竭，進一步加劇捕
魚難的問題。結果，許多世代都在這些傳統作
業區捕魚的中國漁民為生計，被迫經常到韓國
專屬經濟區進行非法作業。

不諳法律 操作違規
長期以來，中國漁民已習慣於傳統的捕魚作

業和方式，加上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
對《中韓漁業協定》的規定和有關法律法規不
理解、不熟悉及不適應，難以一下子便進入角
色，增加中韓漁業糾紛的機會。根據中國漁政
指揮中心的調查顯示，去年被韓國扣押的400多
艘中國漁船中，有2/3是合法捕魚的，他們都有
韓方發出的合法捕撈許可證，被扣押原因主要
是違規操作，問題最多的是日期登記錯誤。

韓警執法漸嚴 武力對抗
基於中韓捕魚糾紛的問題越來越難被處理，韓國海警

在2008年10月發表一系列強化管制的措施，其中包括攜
帶槍支和考慮提高罰款金額等。現在對無證作業的罰金
最高達50萬元人民幣。對於韓方越來越強硬及冷漠的態
度，中國漁民採取的態度是更加不合作。韓國媒體指
出，為了阻止韓方管制人員靠近，中國漁民在船舷插上
刀刃等兇器，甚至手拿棍棒，不惜使用武力對抗。雙方
衝突在這種背景下不斷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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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漁業糾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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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韓漁業衝突事件
日期 詳情

2010年9月 一艘中國漁船被一艘韓國商船撞沉，8人失蹤。

2010年12月 一艘韓國巡邏艦衝撞中國漁船，造成1死1傷。

2010年12月 一艘中國漁船被一韓國商船撞沉，1人失蹤。

2011年12月 一艘中國漁船的船長涉嫌刺死1名韓國海警。

何謂《中韓漁業協定》？

韓漁獲復興 華民屢犯禁

■一名韓國海警在本月中被一名中國漁民刺

死。 資料圖片

兩國攜手 難題有望破解
不同學者和專家就中韓漁業糾紛提出以下的解決方法：

■過度捕撈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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