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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稿从落笔到最终完成，前后经过了几乎三年的时间。一

则因为北极渔业的信息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围绕北冰洋中央公海

渔业的北极５国会议及之后的扩大会议也在不断地更新该海域渔

业管理机制构建的动向；二则因为自己总是处于不断的忙碌之中，

似乎未浪费分秒却总未完成文稿。历经三年，时间的沉淀倒也为

书稿增添了一些之前未想到的章节和未料及的见解。所以，这部

书稿是我这三年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当写下“研究”这个词的时候，我总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对海洋

政策与法律的关注和北极渔业的专注，于我，并不是信手拈来和水

到渠成的，我更认为自己总是处在“学习”之中。在开始我的博士

课程之前，我的专业一直是英语。之所以开始海洋政策与法律专

业的博士课程学习，也是所在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们鼓励后的随性

而为。我所工作的学校拥有丰厚的海洋内涵，我时常被邀请担任

学校各类海洋科学研究国际会议的现场翻译，学校也正在筹备设

立具有海洋特色的英语翻译硕士点，所以在外在引导、内心热爱的

背景下，我踏上了我的博士之旅。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挺欣慰自

己当初随性而为的决定，就像许多步入中年的同事突然发觉培养

一门生活技艺或爱好对提高生活情调的重要性那样，我在我所选

择的跨专业领域里找到了读书和写作的乐趣，于我，这也是一种生

活价值的实现。我更认为是生活价值而非事业价值，是因为在办

公室和图书馆里读着书、写着字时，我更觉得是生活又为我打开了

一扇快乐之门———时光悄然而逝，而我却在读书、写作中乐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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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我体会过很多次读书、写作带来的快乐：走路时，突然想到一

个见解，就怕稍纵即逝，赶快用笔记在自己手心里，内心愉悦不已；

接到从不认识的读者的电话，问我是否还有论文要发表，内心幸福

不已；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热烈的提问，内心激动不已。

我要感谢我的家庭，给予了我足够的心灵自由，容我一直沉浸

在身随心走的自由状态。生活的琐屑似乎离我很远，容我专注于

学习。先生总是鼓励我做我想做的，儿子的成长几乎未让我耗费

心力，爸爸、妈妈总是心疼我过于忙碌，公公、婆婆总是希望我能慢

下脚步享受生活的悠闲惬意。所以，借此机会，一并感谢我亲爱的

家人，因为有他们，我享受着工作，也享受着生活。

我也要感谢我所在的外国语学院，包容我“另类”的研究兴趣。

学校也提供了水产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平台，利用我跨学科的专业

背景，和志趣相投的其他学院同事一起，碰撞思维，启迪智慧。

我还要感谢很多北极研究领域的专家。虽然在不同的单位从

事着不同的工作，由于共同的研究兴趣，我和这些德高望重的专家

们相识并相知，内心把他们看作我的良师。我们会为不同的北极

认知而争论，我也会在不知解时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寻求帮助和解

答。他们都是北极研究领域的专家，会为我发表了一篇北极研究

论文而高兴，会语重心长地让我一定要坚持北极渔业方面的学习

和研究。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或者醇厚朴实，或者多才多能，或

者妙语连珠……我因为认识他们而感到由衷的庆幸。

完成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还真正体会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

性。北极渔业研究涉及气候变化下的渔业资源动态、渔业管理机

制构建过程的合法性、地缘政治下的国际关系等。因此，我想以我

的文稿与更多的相关领域的学者协作起来开展共同研究，以更好

地认知北极，为中国的北极应对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近年来渔业逐渐成为北极热点问题之一，本书稿整体介绍了

北极海域、北极渔业动态、北极渔业管理现状等与渔业相关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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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希望能为北极渔业研究领域的初涉者们提供较完整的背景

信息。书稿中关于北极渔业管理的未来走向及中国的北极渔业应

对是本人这几年学习和研究后的个人体会，希冀通过本书与北极

相关的研究者们开展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这篇前言是我在办公室里一气呵成写就，没有任何的犹豫和

思考，是我内心最真实和自然的流露。很多年来，几乎每天都是深

夜才离开办公室，今晚也是。偶尔也会觉得身心疲惫，但更多时候

感受到的是一种执着所带来的幸福。愿每一位投入研究的人均享

受此幸福。

邹磊磊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

３

前　言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１………………………………………………………

　１．选题动机与意义 １………………………………………………

　２．北极研究介绍 ４…………………………………………………

　　２．１　北极渔业动态 ４…………………………………………

　　２．２　北极渔业管理 ５…………………………………………

　　２．３　北极治理 ７………………………………………………

　　２．４　北极战略 １０………………………………………………

　　２．５　北极资源的开发利用 １２…………………………………

　　２．６　北极环境和生态保护 １３…………………………………

　３．研究方法 １４……………………………………………………

　４．研究的理论基础 １５……………………………………………

　　４．１　重要的渔业管理条约及制度 １６…………………………

　　４．２　重要的海洋和渔业管理条约及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１６…………………………………………………………

　５．研究创新之处 １８………………………………………………

　６．内容框架 ２０……………………………………………………

第二章　北极渔业 ２２………………………………………………

　１．北极海域 ２２……………………………………………………

　２．气候变化下的北极海域环境变化 ２８…………………………

　３．北极渔业资源概况 ２９…………………………………………

　４．北极渔业资源动态 ３５…………………………………………

１



　５．北极渔业活动 ４０………………………………………………

　　５．１　从渔业统计数据看北极渔业发展 ４２……………………

　　５．２　从渔业统计数据看北极渔业活动 ４７……………………

　　５．３　北极渔业的国际合作 ５３…………………………………

第三章　北极渔业管理 ５６…………………………………………

　１．北极政治环境 ５７………………………………………………

　２．国际社会围绕北极渔业开展的重要活动 ６０…………………

　３．北极国家的北极渔业管理 ６８…………………………………

　　３．１　美国的北极渔业政策 ６９…………………………………

　　３．２　加拿大的北极渔业合作与管理 ７０………………………

　　３．３　挪威的海洋渔业管理体制 ７８……………………………

　４．北极公海渔业管理现状 ８４……………………………………

　５．北极渔业管理的瓶颈 ８７………………………………………

　　５．１　北极针对性渔业管理协议的缺失 ８７……………………

　　５．２　北极渔业管理组织的缺失 ８９……………………………

　　５．３　北极与非北极国家之间潜在的北极渔业权益冲突

９１…………………………………………………………

　　５．４　北极渔业管理主体的混乱 ９２……………………………

　　５．５　北极渔业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９４…………………………

　　５．６　跨行业的北极综合性管理的难度 ９５……………………

　６．北极渔业管理的亮点 ９６………………………………………

　　６．１　北极国家的北极渔业管理实践 ９６………………………

　　６．２　国际及区域性组织在北极渔业管理中的监督作用

９８…………………………………………………………

　　６．３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北极相关渔业管理实践 １００…

　　６．４　北极各国之间渔业合作协议的积极作用 １０３…………

　７．未来北极渔业管理的展望和期望 １０６…………………………

２

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与中国应对



第四章　其他海洋管理经验对北极渔业管理的启示 １０９…………

　１．南北极海洋生物管理机制的对比研究 １０９……………………

　　１．１　渔业管理协议 １１０………………………………………

　　１．２　渔业管理组织 １１１………………………………………

　　１．３　渔业管理理念 １１３………………………………………

　　１．４　与其他国际组织及协议的互动关系 １１４………………

　２．中白令海狭鳕养护实践对北冰洋中央公海渔业管理的启示

１１６………………………………………………………………

　　２．１　中白令海狭鳕资源养护实践 １１７………………………

　　２．２　中白令海狭鳕资源养护实践对北冰洋中央公海渔业

管理的启示 １２２…………………………………………

　３．北极航道管理对北极渔业管理的启示 １２９……………………

　　３．１　北极航道与渔业的现状 １３０……………………………

　　３．２　北极航道管理与渔业管理的可比性 １３２………………

　　３．３　北极航道管理对渔业管理的启示 １３３…………………

　　３．４　从北极航道管理看北极渔业管理的瓶颈 １４１…………

第五章　我国北极战略视角下的北极渔业政策 １４４………………

　１．北极对我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１４４………………………………

　２．美国的北极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１４６……………………………

　３．北极“渔权”对维护北极权益的重要意义 １４９…………………

　４．国际法赋予非北极国家的北极海洋生物资源相关的各种权益

１５０………………………………………………………………

　　４．１　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权 １５１…………………………

　　４．２　北极海洋科学研究权 １５５………………………………

　　４．３　《鱼类种群协定》关于渔业活动和海洋科学研究中

“国际合作”的规定 １６１…………………………………

　　４．４　对我国的启示 １６３………………………………………

３

目　录



　５．北极５国的北冰洋中央公海渔业管理“领导者”地位诉求的

合法性分析 １６４…………………………………………………

　　５．１　由来已久的北极５国北冰洋中央公海渔业管理

“领导者”诉求 １６４………………………………………

　　５．２　北极５国的北冰洋中央公海渔业管理排他倾向 １６７…

　　５．３　国际法视角下的北极５国北冰洋中央公海渔业管理

“领导者”地位分析 １７１…………………………………

　６．北冰洋中央公海临时措施的法律效力 １７８……………………

　　６．１　“奥斯陆宣言” １７８………………………………………

　　６．２　临时措施的合理性 １８０…………………………………

　　６．３　临时措施的法律约束力 １８２……………………………

　７．联合科学研究计划的法律性质 １８９……………………………

　　７．１　联合科学研究计划是针对北极公海的科学研究 １９０…

　　７．２　联合科学研究计划开展的平台 １９１……………………

　　７．３　其他海洋科学研究相关的国际实践 １９４………………

　　７．４　我国的应对 １９６…………………………………………

　８．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瓶颈 １９７…………………………………

　　８．１　我国参与北极渔业面临的困难 １９７……………………

　　８．２　我国参与北极海洋科学研究面临的困难 １９９…………

　　８．３　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其他瓶颈 ２０１……………………

　９．我国的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管理应对 ２０５………………

　　９．１　加强北极参与能力的建设 ２０６…………………………

　　９．２　号召框架性法律体系在北极的普适性 ２０７……………

　　９．３　警惕北极５国北冰洋中央公海“领导者”地位的诉求

２１１………………………………………………………

　　９．４　开展多维度的北极渔业相关活动 ２１１…………………

　　９．５　加强北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研究 ２１１………

　　９．６　用行动回应“中国威胁论” ２１２…………………………

４

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与中国应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１０．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切入点 ２１４……………………………

　　１０．１　北极的国际公共价值 ２１４………………………………

　　１０．２　北极的国际公共品 ２１５…………………………………

　　１０．３　北极的国际合作 ２１６……………………………………

　　１０．４　北极事务参与的多层面和全方位 ２１８…………………

　　１０．５　北极权益的维护 ２１８……………………………………

　　１０．６　科技先行 ２１９……………………………………………

第六章　结论 ２２１……………………………………………………

本书图表索引 ２２６……………………………………………………

５

目　录



书书书

第一章　绪　论

１．选题动机与意义

北极与全球气候、环境、生态等息息相关。北极的环境、资源、

科学和地缘等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这些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越发凸显，各国的北极权益意识正在被唤醒。并且，随着全球气候

变暖、人类科学技术进步，北极变得不再“遥不可及”。现在，各国

正致力于北极科学考察活动，以期能在北极科学研究领域拔得头

筹。北极资源勘探蓬勃开展，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被提上了议事议

程。各国为维护并实现北极权益进行着暗流涌动般的竞争，力争

实现各自的北极“实质性存在”。

２１世纪见证了海洋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世界强国形象树立

的重要性，而北极海域由于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及地缘政治地位随

之备受瞩目。作为非北极国家，我国也逐渐重视国际法所赋予的

北极海域相关权益，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

管理、与北极海洋科学研究相关的各项权益。作为传统的渔业大

国，《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重申了“扶持

壮大远洋渔业”的指导方针，要求“深化渔业多边合作交流，积极参

与国际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制定，拓展远洋渔业发展空间”，强调要

“加大远洋渔业资源调查、探捕和开发支持力度”，“加强新资源新

渔场的探捕和开发利用”。① 在２０１６年年末发布的《全国渔业发展

１
① 中国农业部．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２０１１．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中，“渔业走出去战略”被列为中

国渔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继续强调“规范有序发展远洋渔业”、

“参与国际渔业规则制定，提高国际话语权”。① 对远洋渔业的重视

带来了对远洋渔业权益的重视。在此形势下，渔业活动已成为我

国在北极获得“实质性存在”的很好切入口。在北极海域边缘海，

我国长期从事远洋捕捞，且随着气候变化下新渔场的形成，北冰洋

中央公海渔业的前景令人期盼，我国参与北极渔业管理机制构建

及北极渔业活动的机会不断增加。我国亟待制定本国的北极渔业

政策。然而，中国国内关注北极渔业政策及战略制定的研究并不

多，其原因众多：一则因为地缘关系，我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北极

渔业活动不多且历史不长；二则因为大部分的北极渔业活动由北

极国家开展，北极渔业管理也由北极各国根据国内政策与法律“各

行其是”，从而未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然而，针对北极渔业管理

机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国开展积极的北极渔业活动、构建本国

的北极渔业政策，也能及时了解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动态以及国

际社会对北极渔业发展的应对。并且，有迹象表明，北极各国利用

地缘优势极力推动北极事务“地区化”，甚至北冰洋沿岸５国［加拿

大，美国，俄罗斯，挪威，丹麦（格陵兰），以下称“北极５国”］内部达

成了北冰洋中央公海防止不管制捕捞活动的临时措施（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Ｐｏｒ－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的决议，②并积极向国际社会推
广该倡议，大有名正言顺地坐实北极公海渔业管理“领导者”地位

的倾向。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只有积极开展北极渔业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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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科学研究，并深刻了解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运转，通过呼吁广

大利益攸关方关注国际法所赋予全人类的北极海洋权益，才能使

我国有机会并有能力参与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构建，最大限度地

维护我国的北极渔业权益。因此，本研究的开展具有相当的必要

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全面介绍

与解读，使我国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研究者了解北极渔业管

理的动态，关注北极渔业事务，重视北极渔业权益，及时制定北极

渔业的应对策略，开展广泛的与北极渔业相关的各类科学研究和

调查。当然，随着国力增强、国际事务参与意识的提升，我国参与

北极事务的基础和能力已经得到极大提高。我国已经于２０１３年

加入北极理事会成为正式观察员，参与并见证了北极理事会的北

极管理实践。同时，我国也关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北极渔业动态，

与北极各国拥有一致的北极渔业养护与管理的目标，促进北极渔

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北极海洋生态的健康与安全。在渔业国际

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形势下，渔业发展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息息相

关，维护国际法所保障的北极渔业权益应该是我国的北极战略核

心思想之一。

北极５国在２０１５年向国际社会声明其内部达成的北冰洋中央

公海防止不管制捕捞活动临时措施，此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

关注，纷纷揣测北极５国诉求北冰洋中央公海渔业管理“领导者”

地位背后的意图以及北极５国后续的行动。虽然，气候变化条件

下的北极渔业前景确实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但北极５国的联合

声明让国际社会认识到维护北极公海渔业权益的紧迫性及重要

性，针对北极渔业开展的渔业动态科学研究、围绕渔业权益的社会

科学研究在数量及质量上都有了显著提升。由于远离北极，不关

注北极渔业，我国的相关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北极渔业应对对我国

维护北极权益的重要性，而相关的科学考察与研究也极其缺乏，未

能掌握维护北极渔业权益的切入点。对于新兴的，权益纷争、暗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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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动的北极渔业事务，我们似乎未做好相应的应对。为了统一我

国的北极渔业应对策略，政策制定者及相关学者应加强交流沟通，

从认识北极渔业及渔业管理现状开始，全面开展系统性的北极渔

业研究，以积极主动地维护我国的北极渔业权益。

２．北极研究介绍

北极渔业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不仅需要通过自

然科学研究了解北极渔业资源数量、分布、构成及气候变化下的动

态发展等信息，也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解析北极政治、经济、文化背

景下的北极渔业管理机制构建过程，不同利益攸关者之间的潜在

利益冲突及合作，国际法在北极海域的适用性及具体实施等。本

节将系统介绍国内外开展的与北极渔业相关联的研究动态和结

论。

２．１　北极渔业动态

北极渔业研究主要围绕着北极渔业资源现状及气候变化下

的北极渔业动态而进行。研究表明，在北极国家中，挪威、俄罗

斯、丹麦（格陵兰）和冰岛的北极渔业开发稳定，且北极渔业对大

多数上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至关重要。① 北极渔业发展

并不均衡，在经年海冰不化的北冰洋中央公海还未存在真正的商

业渔业，然而在巴伦支海、挪威海等却存在着渔产丰富的渔场。②

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北极渔业处于动态发展中，由于错综复杂的环

境因子及未知的鱼类种群适应新生境的能力，部分研究者认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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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北极渔业前景不明。① 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则对北极渔业发

展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北极海域初级生

产力普遍加强，且海冰融化促进了鱼类种群北极洄游通道的形

成。② 甚至有模拟实验表明，极地鳕、雪蟹等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较强的海洋生物未来将会把生境范围由次北极向北延伸。③ 所有

围绕北极渔业发展的科学研究均建议对北极渔业开展持续性的跟

踪研究，以期获得历时性数据进行北极渔业的对比研究，从而更准

确地预测未来北极渔业的发展。

２．２　北极渔业管理

围绕北极渔业管理开展的研究基本围绕着两个主题。首先，

国际渔业管理公约或协议在北极的适用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作为“海洋宪章”作用于北极海域，但北极海域具有特殊的地理环

境和地缘政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缺乏北极针对性，制定以北极

生态保护为目标的针对性法律制度迫在眉睫。④ 由于地缘关系，一

些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制定的渔业管理制度、相关沿海国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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