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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内容

《渔业补贴协定》部长决定

第1-3款：议定书的通过、提交，
以及生效程序

第4款：继续以 WT/MIN (21)/W/5 
和 WT/MIN (22)/W/20 号文件中的
未决问题为基础进行谈判，以期向 
WTO 第 13 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关于
额外条款的建议，以达成一项关于
渔业补贴的全面协定

修正《WTO协定》议定书

第1款： 自议定书根据第 4 款生效
时起，修正《WTO 协定》附件 
1A，，加入本议定书附件中所列
《渔业补贴协定》，位列《补贴与
反补贴措施协定》之后。

第4款：本议定书应依照《WTO 协
定》第10 条第3 款生效，即经成员
的三分之二多数（110个）接受后，
对已接受修正的成员生效。

《渔业补贴协定》

12条、40款、21个脚注：

1. 协定适用范围

2. 两大核心纪律、一则补充纪律

3. 新的透明度要求

4. 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5. 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

6. 与其他协定/机构的关系

7. 关于继续谈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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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补贴协定》

适用范围（第1条）

• 海洋野生捕捞

• 海上与捕捞有关的活动

• SCM协定所定义的专向性补贴

• 水产养殖和内陆渔业排除在本协定范
围之外。 

• 入渔协定项下的政府间支付不得视为
本协定范围内的补贴。 

• 一补贴应归于授予它的成员，不考虑
所涉任何船舶的旗帜或登记地或接受
方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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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核心纪律，一则补充纪律

第3条：IUU
禁止对从事IUU捕捞、从事支持 
IUU 捕捞的船舶或经营者提供补贴

• 纪律执行：基于IUU认定

• 认定方：船旗国、沿岸国、区
域渔业管理组织

• 沿岸国认定：正当程序

• 港口国通报：适当考虑

• 纪律执行：沿岸国通报、补贴
国成比例执行、补贴国通报、
补贴国立法

第4条：过度捕捞种群

禁止有关过度捕捞鱼类种群的补贴

• 认定方：经对捕捞发生区域具
有管辖权的沿海成员，或经相
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对在
其权限区域和物种范围内

• 过度捕捞：根据可获最佳科学
证据认定

• 生物可持续水平：沿海成员，
使用参考点，并与该渔业可获
得的捕捞数据相匹配；或相关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在其权
限区域和种群范围内所确定的
水平

• 灵活性：如补贴或其他措施旨
在将该种群重建至生物可持续
水平，则可给予或维持有关过
度捕捞鱼类种群补贴

第5条：其他补贴

• 禁止：对在沿海成员或沿海非
成员管辖范围以外和相关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安排权限范围以
外区域的捕捞或与捕捞有关的
活动提供的补贴 

• 特别注意并适当克制： 

• 在对不悬挂该成员旗帜的
船舶给予补贴时，

• 在对有关状况不明种群的
捕捞或与捕捞有关的活动
给予补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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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透明度要求（第8条）

补贴通报—强制性

• 作为其根据SCM协定第 25 条
渔业补贴定期通报的一部分提
供：所补贴的捕捞活动类别或
种类；

补贴通报—尽力而为

• 所补贴的渔业中鱼类种群的状
况（例如过度捕捞、最大限度
可持续捕捞或捕捞不足）和所
使用的参考点，以及此类种群
是否与任何其他成员共享 或由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管理； 

• 对相关鱼类种群设立的养护和
管理措施； 

• 所补贴的渔业中的船队产能； 

• 受益于补贴的渔船或船舶的名
称和识别号码；

•  所补贴的渔业中按物种或物种
群分列的渔获物数据。 

委员会通报

• IUU清单（年度）

• 执行第3、第4、第5条纪律的措施（协定
生效后1年内及时更新）

• 与本协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的
渔业制度的说明（协定生效后1年内并及时
更新）

•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相关信息：法律文
件、权限区域和物种、鱼类状态、养护和
管理措施、 IUU认定规则、IUU最新清单

• 第3条项下的通报

• 基于通报的额外信息请求：书面形式全面
回应其他成员的请求

• 委员会对通报信息进行审议（2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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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

和平条款

（第3.8、4.4条）

• 第3.8条、第4.4条：自本协定生
效之日起 2 年内，发展中国家
成员，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成员，
在不超出其专属经济区及在其
专属经济区之内给予或维持的
补贴应免于争端解决。

延长强制性通报周期

（脚注14）

• 每 4 年通报一次

• 适用成员：最不发达国家成员；
占全球海洋鱼类捕捞年产量的
份额不超过 0.8%的发展中国家
成员。 

渔业基金（第7条）

• 设立一自愿性 WTO 筹资机制。

• 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等相关国际组织合作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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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

一般性规定（第10条）

适用

• DSU、GATT 1994 第22条（磋
商）和第23条（利益的丧失与
减损）；

• SCM协定第4条 （关于 “禁止
性补贴”的快速争端解决程序）

不适用

• GATT 1994第 23 条第 1 款(b)
项和(c)项以及《争端解决谅解》
第 26 条（非违反之诉和情景之
诉）

审查标准

不对渔业特定问题做重新审查

• IUU认定：程序性审查

• 过度捕捞种群认定：遵从有管
辖权的沿海成员和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

领土争议问题的特殊规定

不对领土争议问题提出调查结果

• 本协定，包括与本协定有关的
任何调查结果、建议和仲裁结
果，不对领土主张或海洋划界
产生任何法律影响。 （11.2a）

• 专家组或仲裁员：不应就任何
诉请提出调查结果，如该诉请
要求其以由任何单方面主张的
领土主张或海洋划界为基础提
出调查结果（1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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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协定/机构的关系

WTO协定

• 适用于SCM 协定关于补贴和专
向性的定义（第1条）

• 基于SCM协定的补贴通报（第
8.1条）

• 不修改SCM协定所规定的任何
权利和义务或使此类权利和义
务无效。 （第11.5条）

国际法

• 相关定义、术语沿用《港口国
措施协定》、《鱼类种群协
定》、《预防、阻止和消除非
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国际
行动计划》等的规定。

• 本条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
影响该条所列实体在相关国际
协定项下的权限或给予所列实
体作出IUU捕捞认定的新的权利。
（第3.1条脚注7） 

• 本协定任何条款的解释和适用
不得损害成员依据包括海洋法
在内的国际法享有的管辖权、
权利和义务。（第11.3条）

国际组织

• 以联合国粮农组织捕捞数据为基础

• 承认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措施作为适用补贴
纪律的基础，但不意味一成员受其未参加或
未作为合作非成员方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
排的措施或决定的约束，或对任何此类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安排予以承认。（第11.4条） 

• 委员会应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及渔业管理领域
的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包括相关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安排，保持密切联系。 （第9.5条）

• 渔业基金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等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实施（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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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谈判的规定

《协定》第12条
• 协定生效后 4 年内通过全面纪

律

• 否则本协定即应立即终止

• 除非总理事会另有决定

《部长决定》第4段
• 谈判基础: WT/MIN (21)/W/5 

和 WT/MIN (22)/W/20 号文件
中的未决问题。

• 时间框架：向 WTO 第 13 届部
长级会议提出关于额外条款的
建议。

• 主要议题：包括进一步对某些
形式的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
捞的渔业补贴制定纪律，同时
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最不
发达国家成员的适当和有效的
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谈判组成
部分。 

• 成果形式：以达成一项关于渔
业补贴的全面协定。

W5与W20中的未决问题

W5：2021年11月24日

• 第1.2条：非专向性燃油补贴

• 第5.1条（i）款：管辖海域外捕捞补贴

W20：2022年6月10日

• 第5条：助长产能过剩与过度捕捞的补贴

• 第5.1条：混合法

• 第5.2条：管辖海域外捕捞补贴

• 第5.5条：SDT条款（包括特定成员不适用SDT）

• 第8.2条：非专向性燃油补贴透明度

• 第8.3条：强迫劳动透明度、入渔协定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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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定特点

旨在实现环境目标

• 混合式的纪律结构

• 以海洋法和国际海洋渔业
治理体系为基础（定义、
概念及其解释）

• 纳入渔业管理要素的纪律
模式（禁止性纪律、透明
度）

• 弱化的世贸组织刚性纪律

• 禁止性补贴内在的灵活性

• DSU审查标准

• 争议水域问题的特殊规定

• 强化与其他机构的关系

未完成的任务

•     难以界定的纪律边界

• IUU、过度捕捞种群可以
客观界定

• 产能过剩与过度捕捞难以
客观界定

• 难有公断责任的分担

• “公地悲剧”

• “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

继续谈判，4年为限

• 以时间换空间

• 维持：GATT v.s 《哈瓦那宪章》

• 递进：GATT 关税约束

• 失效：ASCM 第6.1条、第8条、第9条
临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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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方贡献——2017年以来提交的文件 12
 9份提案

 15份多边宣介材料

 9份案文建议

 2份补贴通报



3、中方贡献——中国方案的体现

推动达成共识的案文

• 第3.3、3.4条起草小组：2021
年11月24日达成一致

• 第11.2条起草小组：2022年6月
9日，在中美联合推动下达成一
致

• 《渔业补贴协定》及部长宣言
11方绿屋磋商：2022年6月17
日达成一致

纳入主席案文的内容

• W5号文件

• 第1.2条

• 第5.1条（i）款

• 第11.3条（b）款

纳入协调人案文的内容

• IUU纪律的履职尽责模式

• OCOF纪律的封顶法模式、绿箱补
贴清单

• DSU审查标准问题

• 领土问题“不可或缺第三方”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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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方贡献——政策调整

2015-2019年
• 燃油补贴金额逐步退坡至2014年的

40%

2021年
《关于实施渔业发展⽀持政策推动渔业⾼

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农〔2021〕41号
• 远洋渔业补贴：⽀持履⾏国际公约养

护国际渔业资源的远洋渔船，引导合
理利⽤海洋渔业资源，⽀持开展渔业
资源调查监测等。

• 国内海洋渔业补贴：对遵守渔业资源
养护规定的近海渔船发放渔业资源养
护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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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谈判体会

• 领导高度重视是谈判取得成功的保障

• 产业发展和政策转型是积极参与谈判的底气

• 中国提案是主动引领谈判的抓手

• 团队协作是有效参与谈判的支撑

• 广交朋友在谈判紧要关头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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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MC12最后24小时

闲坐白昼长，挑灯黑夜短。

山穷水尽地，志者事竟成。

争锋对谈中，似有知音赏。

平淡无奇处，字字有波澜。

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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