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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漁業資源之管理問題與其對策:

以權宜漁船與 lUU 漁業為中心

江世雄

( 巾央嚮跟大學外l]lC警嘿，于1系助理教授)

摘要

長期以 來人類對於海洋生物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許多漁業資源日漸減

少，甚至有瀕臨絕種之處 。 因而為 了 實現漁業資源的永續開發，國際社會企

圖從漁船的管理與海上 2魚業活動 的規能兩方面著手建立有效的管理取締體

系 。 本稱在於檢討公海漁業管理土船棋國所扮演之角色與功能，主要以探討

權宜船管理與 「 非法 、 未報告、未受規範漁業 (lIlegal ，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ruu Fishing) J 之關條作為論述重點 ， 並且進一步從強化

船棋國義務的觀點 ， 析論相關規範之有效性與可能對策 。

關躍詞: 公海漁業、權宜船、 IUU 漁業、海洋法

• • • 

壹 、 前 ->--o 

1 990 年代之後 ， 針對公海漁業資源的養護管理制度 ， 國際社會要求加以修正與強

化的聲浪日漸高漲，因而促使一系列漁業管理的國際性倡議 ( initi atives ) 的提出 。這

些國際性倡議除了強調區域性的漁業合作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措施即是強化漁船所屬

船旗圈之國家義務 。 l 眾所週知， fi盡管傳統的海洋法秩序是建立在 「公海自由」以及

「船旗國主義J 兩項最為基本的原則之下 ， 然而，放任公海的自由使用將危及海洋漁

業資源的養護管理，因此必須透過國際性的漁業合作重新賦予傳統「公海自由」 原則

新的定義 ， 限制各國使用海洋的「自由 」 。至於後者之船旗國主義 ， 則從管理與支配

註 l! Erik Ja叩 Molena缸. "The Concept of Rea l Inte reSL and Other Aspects o f Co.operat ion through Regìo nal 

Fi sh e r i間 Management Mechanisms," InlernGfional Jv umal o[ Marine and Cu剖101 Law ( London). Vol 

15 (2000). p.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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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強化船旗國對其漁船之管理責任 。 就船旗國的權限而言 ，前者強調閥際合作 ，

某種程度地限制並修正船旗國主義 ， 而允言'1'船旅國以外的國家對海上漁船貨施取締與

管制，後者則是強化船旗國對於其漁船之管理責任 。 此種對於船旗國總限一封面限

制 ， 另一 方面強化 ， 看似矛盾的制度 ， 事質上正是為了街效能保海上漁業畫畫品質管理措

施得以被有敘遵守所進行的公海上國家管轄權的諷和與經合 。日

目前 ， 公海漁業資源的主是誰管理主要是透過海上漁船取締的國際合作以反船旗國

管理責任的強化此兩大方向進行 ， 本論文主要將論點集中在船旗國之漁船管理責任與

義務方面的探討 。尤其是針對所謂「非法 、未報告以及未受規範漁業 ( I l1ega 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 以 |、簡稱 r lUU 漁業 J 0 ) J 的|仿制方面，漁船

的船旗國應該且如何扮演其功能角色進行儉討分析 。 1 干了:JJ法上首先探討權宣漁船與

IUU 漁業之間的關係 ， 同針對強化船旗國義務之國際性行動進行分析 ，指此檢討如何

藉自強化船旗國之管理主主任，以達到過 IJ-. ttR :在漁船從事 IUU i魚菜的問題與其日前的國

際賞踐 。

貳、漁船管理與公海漁業

一 、 船船團籍與權宣船籍問題

所謂船的國籍是指對於該船船憐街管轄fi'l! 之國家， 為維持公海秩序上最重要的原

則。 4 除了幾項特定例外 ， 公 j海上航行的船船只悽受其船旗國的管轄 ， 此船旗國主義乃

是習慣國際法上既定之基本原則 。

當然 ， 是否賦予船伯國給係屬國家自由~泣的權限純圈 。 什且是 ，此極船伯國籍的

賦予.JJz非是一種絕對的權利，必須符合國際法上的 定生要求。具體 言之 ， 船旗關與其

船的之間必須作在所謂「真正的關係 ( gc nuine l ink) J 。“不過 ， 針對何調「真正的關

2主 Y 對於公海臼出的(11 '[ ( 包t;'l凶際法 ) 的修正 ﹒世指的了(J 均執行公 1ei I:rt-J漁業資源 EEZ量措施 的也許

f盈漁業且，理公 *'J或協定 ( 特別關際法)的簽~ ﹒ 承認船!ili閥以外之關家對於街上漁船進行非法漁業

的取締 3 煥 3之 ﹒ 在此f1~1 ðc下 ﹒ 該漁船之船!il(凶必須忍受他凶針的J.t漁船之公棚力行仗。相對地

所 jl~船旗國義務必j.' i' {主之強化 開 If於強捌船fil(凶 ~ij漁船之|口[ r 真正的|翎係 J . '!，it 求兩位跌倒融貿有效

地履行管理漁船之義彷 ﹒ 亦即1'J車 ft船航闢之管轄 flñ • 

Î.t 0 J UU ι(1，業的的制策略包含 f國際介作技病的強化、國際組織之ix ，t品1<1胎第」國之效)J 延 Ij~凶際法

之港口闊與ill I j1關之管轄悔之行使以皮 f.f!.{J~8~Ml的進 IH 口般純等各方面的管如IJI自施 ﹒ 林司向 ﹒ 「地

峨的的業機閩{之主品質 ì)~!官 J'lll::公海叮臼 111/);( JII[ 違法 無報告﹒恤規制( IUU) i('t業取締。呵!拉

l'I J 早福田法學 ( 束后( ) . 第刊登 2 'J. (2003 年 1 H ) 頁 32 0 

H 4 R.R. Churchill and A.V. Lowe‘ The La l\' of lhe Sea ( Manchestcr: Manchcs ter Universît y Press , 1999) , p 

257 

互+ :l H. Edwin A nde rso n 、 The Nationality 0 1' Ships and F l a且S or Convenience: Economics‘ Pol iti cs、 and

Alte rnalives:' TlI la l1e Ma rÎlime Lall' ';011"'1(，以 (Ncw Orlealls). Yo l. 2 1 ( 19(6 ) . pp. 148、 149 . R.R 

Churchill and A.V. Lowe. up. c;I. . pp . 257、25H

Jf t-i 公海公串(.J第 3 條 IIfi . i呵?下1:.':公約m <)\ 你 1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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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問題 ，聯合國海洋iL公約上故未做任何具側的規定， 因此造成船旗國與船納悶

是否存在這種真正的|蚓係7正常委由各船旗國自行判斷的結果 。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規

定關家街義務對於以其為船旗國之船的行使街關於行政上、技b防止以反社會上的管帖

懼， 但是質際、仁船旗國是在?遵守此極義務必不存在客觀rn帶定機情Iix基準 。 '( JJ:::因如此

船由自與其國泊之間的不確定關係 ， 促使權宜船勢力的擴大 。

針對通稱之「權宜船創立 (F l ag of Convenience) J '國際法 1-: ，H~不存在止式的定

袋 。 話筒揚言之 ， 為了Jlli[.(:將船伯笠錄在某 一國家而產生手干Ij從，因此將船由自登錄在;其

他特定的國家，藉由此種方式回取臨大的便利 (convenience) 0 ! I 街 l劍權宜船船的問

題，初期起和船的所造成的海沖污染、船由自航海的安全fill準以及船上勞動條件等所制

改: ((.民 ) 你準 ( s ub- slandard ) 船的的問題有密切相關，因此早期對於權宜船的的問題

太多從海運的觀點力11以探討 。 10 Ij11'[ 1:: '有關船船的國fE 、地位與船旗國的義務等的海

洋法規純笛，切可說話以海l街 ih. (Shipping Law) J '. á"}i商船規a血與白山貿易為前提， 為了

他{呆海卡 交通 自由所設定的國際法規範 。 11 例如 ， 常時在審議海洋法公的第 94 條之

時 ， 與會各國代表主要的關注焦與~!í在於海洋污染、海難事放 (marine casua l lies) 、公

梅奇1th 安全、船員的工作與社會條件等 。 11該 (~文中所規定的國際版則主要是指國際勞

t剝 l織 ( ILO) 9汪國際海事組織 (IMO) 所通過之規犯規則 。 1:) 海洋ìL公約第 94 條雖

然對於船旗國的義務做了詳細規定 ， 但是卻迦避對所謂的「真正的關係」做詳盡的解

..f"( ;Ni.羊 rl 公約;第 94 fl~ 6 !~l .. Ch ri s川)her J . Carr. "Rcccnt Ocvdopmenl il1 Compliance and Enforccment lor 

lnl crna<ional Fiher i凶可 Ecο仰的' 1.. (11\ - Qlw l'le l'ly ( Berkcley). Vo l. 24 ( I 吵吵 7).p . X49

è 1: x ttI!'I'， 月的知 (Fl呵。1ιonvcnicncc) (1'-) tfJ ,Uj- (J: I做夜以來雖然被;;;1 泛使用 ﹒ (11起(，聯介附 fi !>;'~ Im 發 自論

( UNCTAD) 以址縱們代的" II~J 發做悄 (OECD) 的巾 般大多位 111 r闊的在錄 (open rcg islry) J 

的叫~，~ .. {f 聯合闢內 l叫 i 年 II~I始亦採間 r lm恤金絲」 一詞 。 水 I~ -f之 「他浦路 TIH泣U船前it 的i

1' ，lt 叮 1川的 l其 ，']= (t I ~I!，f， 0)概念 ( 一 ) J ﹒店島法字 ( rMX:J ) 開 創刊 在于 2 1,) ( 1 (JlJ) 年 7 月 ) . (1 

!的2 進\1. 111 ﹒便宜宜結船論(版 Jj( , (.:1 1111 1 ﹒切的 '.f. 12 月 )' ([ 91 "

,i/: j) ~兒混 ,jij t峙;!: . n 1)2- ~，U .. Oavirl A. Ba 1ton. "Thc Compli,ulce Agrecrnenl ," in E l1 en H ~y. 

D的，，/υfJ llH' ll的 i11 111((.' 1"/叫“ο lIaf Pish的 ies /,aw (I-I aglle : Khl\\:er Law lntcrn“Li onal. 1991J) . p. 35. T巳d L 

M t:l)ofm叫1. Alexandcr J . 13olla. Douglas M. Johnson . 山、 CJ Jo l1l1 Duff. h"" ,.natùJlIll I 0ι凹111 '-0 11': A1，αleri“你

們1(1 ι。mmenlarÍes (C:'lrolina : Carolina Academic Prcss. 20U5) . p. 14 ~ 

,ìI' 10 州來 (í.!U、 山11 . r r (~T，制結晶H叫II且 」 叮時被H J .本鄉;主政紀要( * .. ~ ( ) . 卻 阱 ，寸 ( 2005 年 1 2

J-I )‘ 針 197- IQX' IT 2 11 . 從1經史的觀點來看 ， 海|→船的的地的 ~i!版組一開始就越1世 吼叫 í .l{艦 Ði! 1t甜

甜1航行的 l ' IIlJ所演變 l lli 來 ﹒ (j閥的俏的自 rtl !.!x .!l漁船的地的草木上:J2附胞在公正i 臼巾 yij側的I閥 1 0控

以川之卡的產物 。

á1: 11 [1; 紅衛 ﹒ 「的llfl 上屆叮/，可山的仙H凶 J ' 西南半i院大字法學論集(比i附 ) 的 2 1 @ 4 \} ( 1 1.J 89 年 3

1I )' B 31 . 
ti士 l /. Satya N. Nnn da l1 a llu Shabtai Roscllne‘ U nÎred NaliοI/S Cυ IJ l'e l/ ll削Jο11 ,/1(' L叫“ 0/ rhe Se(l I 少8:!: A 

Cu，叫咐11IC叮 (Boston : Martinu s Nij hoff PU訓 i s h e rs ， 19(5). Vo l. 111 (1 。“ 5). pp. 14 \1- 141 身哇，也只俗

作法公約m規定之國際 I~誰敢J卡拉Iß漁業資濁的責護1]-理所設恆的1到.c ﹒ Pa‘凶叫自t付r川'川n Birnie, .. Rc t1 agging 

。 r Fislling Vcsse ls 011 the Hi且11 Seas ‘仇~ \叫11' 0/ E llrof1“ 11 CO /lll/ lllni/ll o nd Inlel'lIllliollal 心川，圳m叭lIal

1.0“ (Ox ro rd) . Vo l. 2. Iss . 3 ( I ()I))). p. 274 

成 E 1:1 Nandan <l nd I{oscnnc , up. d/.. pp. 142、 143.145 and 14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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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生規定 。 M尚且，該公約第 94 條第 6 項規定「一個凶家去[兩明確理由相信對某一船

船未行使適當的管轄和管制，叮將這項事實通知船旗國。船旗間接到通知後 ， J!g對這

一事項進行調查 ， 並於適當時採取任何必要行動 ， 以補救這種情況 J '但是此一規定

能否礁實被遵守最終仍需憑靠當事國之誠實信義 o lJ 

為了將海洋法公約第 9 1 條與第 94 條乏規定進一步做具體性的規定， 1 986 年聯合

國貿易開發會議 (UNCTAD) 通過了「聯合國船伯笠錄要件公約 J ' 1G針對船旗國與

船船之間所謂「真正的關係」的要件內容設立國際法上的基準 。然而 ，此一公約因為

海運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對立 ， 因此無法達成消除權宜船的存在的目的 。 17海運業

界方面所存在的權宣船細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各關國內與國際上爭議的問題 。 18

二、權宜船籍與公海漁業

就本論文所探討的公海漁菜資源的護護管理而言 ， 漁業方面的權宣船問題與前述

海運方面的權宣船相較之下 ， 較晚成為國際性的關注議題 。 而漁業方面的權宜船問題

之所以較晚受到注意的一個背景是因為在公海自由的基本原則之下 ， 所有國家的漁船

均司自由地在公海上進行漁捕作業。在此理論原則之下，各國均主張公海漁業自由 ，

並未對公海漁業進行嚴謹的規範，因此漁業從業者並沒有必要將漁船移給到漁業規制

較為寬鬆的國家 。 19如上所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或是船船登錄要件公約上所規定的基

準與要件， 大多是以海運、商船的航行安全與海洋滾坡的保設為其主耍的規定對象，

往 14 自本健太自ß - Ijíj~1 文 ， 頁 2 02 0

說 J5 Nandan and Rosenne, op. cil.. p. 150 海洋法公約第 300 條既定「締約國總誠意版行很懷本公，y.'JiR擔的

字虛弱並總以4、致悄成濫川伽利的 /i '.ß. 行使本公約所承恕的11HrJ、付他惱和自由 。」

註 16 TU/K SI仁ONF/23

挂 17 林久沒 ﹒海洋法研究( 耳!R:、 H 本評論11: - 1 995 悍 的 H ) - 民 22-27 0 此公軒J '~'.效的條件是必須對

40 以上的區居家簽拼 ﹒ H司:1的總噸蚊羽的-'i' n型乏 25% ' OiM 2005 年為止H有 14 個關家簽苦孩公約﹒

it 站 在1M史上 ﹒ 從 1 8 世年Ö'I20 世紀之間 的於領草質問與稅念的高訟，美開祭酒iJ;令之賀施 ， 范事卜

的經濟封鎖以反船員 jfr f'i(r'J提高等因素 ﹒ 許多海迪公司為了節省此類經Y'I支出 土l立t扭捏相關風險，紛

紛梢的船登錄("，相關自間較位朧的閣家 用 囚此丹生此í'lìt甜咒的自白的制J丘 ﹒ 戰後。粉身>1國精登言己的檔

立 itllj說是凶際海速發)}昌 t屁幫目的特徵之一。 到 1 990 年代末期為止 ﹒權立船的高居關際悔迎市街

船股價的 46 ， 5% • 1T關注 15闊的論述，參煦~見其 自1j 10\ ，g ﹒ 林久沒 ﹒ 叫約書 頁 1 5 -38 . *-上干

之 ﹒ 「便有 i丘 f.l EW船自由ι 由1凶 t 仿間的真正，，-1划係叮慨~( 一 ) J ﹒J1;.島;去字( 反正手) ) ，第 17 爸

2 弓 ( 1 993 年 7 月 ) - tJ 1 6 1 -213 . 水上T 之 「便宜世籍 I9.. U船的 t 脫困 k 刃間仿真正毛主限l係叩慨

::? ( 一 ) J -店島;去半 ( IJQth ) 第 17 ~ 3 丹 ( 1993 年 11 月 ) ，頁 1 -44 .. A nderso n. οp. (.'If., pp 

139- 170 

註帥 向本世太郎 ﹒自lj 哥|文- r-i 211 - 212 . (.10海洋法的發展1M史過位中，有關漁業權利的主張主質是與以領

土路依據的翎海以及漁業/]<. Jex 8'0紛爭利做il'.' I:IJ 的關{品， 在公海說涵之 F較不受注意。 1î自 1軒，的可 1

文 只 3 1 ﹒ 此外 {j關 i.f(l ::iZ h面的俯首:船的使用鼠早['i!起源、自 17 世紀在紐芬I細水峙的英國漁船J:t r 
逃挫本闊的if(tJ直煩制，ni~時船研登錄 (ùJ;關之下 ﹒ j!J:兒(其 ﹒ (f;j I品古﹒ ÞÌ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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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以漁船為前要m範對象 。 m

但足 ， 隨著漁業方面國際組純的進展 ， 不少漁船為 f逃避倒際漁業規範或者為了

取得特定漁區之漁捕配傾而iJl仇恨船的國籍移峙主|付一?定國家 ( 特別是區域性國際漁業機

關的會員國 ) 之 F 0 111持此 ， 漁業的m!'l~一船納悶也在 1 980 年代開始隨著國際社會對於

船fiñl到管叫貞仟問題的 H湖南視而成為焦點課題之一。 1 98 5 年國際捕鯨機械 ( I W C ) 

通過捕鯨船船和登錄 ( R eg is le r o f Wh a l in g Vcssel s ) 之決議 ， 1呼車前 在生命ií1約國採取相關行

動防止捕鯨船移給主11國際捕!~車公約之亦締約|呵 。且 1 988 年英國民了防止漁船以國籍變

吏的方式取 í~f if.f.t 1隻配銜 ， 亦 J:!IJ 所謂配額移 Ií1 ( q u o t a hopp ing ) 吋 修改其海運法

( M e rch a nl S hipp in g Act) ， 比!的例J船將漁船納入 般由(1籍登餘的þ'\'~ íliQ制度 。 H

但是，也權宜自H制度之 1'; ， 許多凶際漁業協定的船旗閥且每務規定最後變為{壘起具

有宣示性效果的情文。 而 回 自(i b其國 ( 特別fEH矜持:船之船旗國 ) 對於確保本關漁船逍守

凶險規定的義務太多J采取消倆對腔:你Jt@皮 。 ~J 丙加上欠缺規範f陸社船的普遍性閥際規

範 ， 因此導致 1 980 年代開始漁船何意變史閥籍的傾向日趨般壺 ，對於公海漁業資源的

交接管理造成嚴虫的損吉 。由 (1 這傲的背;此之 1、 ， 1 990 年 代之後針對此一問題 ， 國際

社會開始π丘地 rtrí對並採取相關的行動 。

訣別 海內心公車'.)第 94 條也~， IIJJ 叮~ VJ)，!t. iHl可f}或足川l梁之 k尬 。 Pa tr叫 a Birnic. "New Approachcs 10 E n s urin且

ιom p l i ‘Il1 l' \，' at S口t: Thc FA O 八 g rc c l1l ent 1 們 P romo t e Compliancc with In tc rnationa l Con scrvation a nd 

M ‘lIl íl且C ll1 c n l Mc ‘ Is ures by Fishing Vessc ls on th c Hi gh Scas:' Rel'Íe u' nf J::uropeon Cο川I1I I /II i ()' a nd 

/"削 11(IIi0 l1al Ell l'iro llllh 川叫 Lil l!' ( 0 .,", ford )、 Vo l 趴 1 5S . J ( 19 1)9) -' P 的 另外以H 釗於 t!'p'立自il NHI"定

必 太多做學者都:.c從 /Í'] j單成 l甜甜j規鈍。1(11觀點來 )111以探討 。 水 1: T 之 『便宜世fñ h之U側的 t 臥凶

缸叮mJ仿真正在，閱(正的 H&念 ( ~ ) J . r! 16 2、 !你4

已主 11 Mo lctlna r. OfJ. c i l .. p 刊 1

J I: 11. Pntri c. i:1 Bi rni c. 1 111 1' /" 11 (1 1川 111 11 R(!j.: I/ I(l fio n I~l 川Ih alill f.! (N l.! w York : Occa na Pub lica li o l1 s. 1 9民5) . Vo l. lI

:t-t:川 1月 1吋 H 1', Jll. q ' j司 的盯l側的肌 肉rHI 糾 111 屯 1-: 凶的泣u盤問已制之後 -' 1:; (謀取做 1，:\祖共同的全必 m

( C01ll111 0 !l Fisheries Pn l i cy ) ←自闋的且他自己制 紛紛iI守漁船移姑且l哭叫之卜 o P~lt r i c i a 8irn ie. OjJ. cil 

p_ 273 

;UI 然 1111 ~ (f 蝴 i.~~! 自n ::tn 從閥「則需Jf)(的 /j 釗 (l歐 m"l 許會 n凶之1'1 1 是屬f!H伊l ﹒ H他的臨;間會自閥 n翩翩串n

闢裕的~Jq !依然你持收的 1' 1 巾 '，;H'!; n'-Jrf~策 的id

正E 泊 (i c rll l d M OO l ι En(n rce Il1l.' 川、，v i ll lO ll l Fo叫 c: New Tcchn iqllc .s in Compliu nc l.! C0 11 lrol I'o r Fore ign F i s h i n 包

Opcr:lI ion.s ß ased on Rc且帆)11 <1 1 ('oopc叫 l i D n OCl!lIl/ 。們 cIlJjJ lllenf (l l1d 1111('1'11" (;01101 Lo lI' ( Ncw York) 

Vo l. 24. No , 2 ( 1 9吵J ) , p , ] C 川

區土別 {列也11 . 1 '! XO 年代f主 IUI 行的~ (".k '1、汗，;] J!'I! JrIì側的x闊的船幾于甜i f.l\紹到Jt他闕笨 ， 這也是促使美關

1主咒控制戀其且fî ，((1.1位~ ~"J '1' T 1;! 閃泉之 。之健美閥~;!南太'f i下許品閥富在 'r;;，qtj划出4棋 i認 件均倒l\'JIβ蚵J

~~l划革íHII，J17~';!Hln ., Will iam T. l3 ur ke , "U llregulaled I Ii ι h Sca .s Fishi ng and Occa n Governance , " in JOI1 M 

Van Dykt.' . Durwond Z é] t.'l kc. nnd G ranl H I，，'\、' I S (l1l 山I s .. " 'I't!edu l1I 舟，. fll l! SI:咐結川 fll e 2 1昂 I CC:' l1lu門'，' O cea ll 

G川肘I'lIli l/ {'t! t llld 1:'I1 I1 I I'WHJw!l f(/ f /'{(l 1'1I1011.1 ' ( Washinglnn. D.C.: Isla nd Press. 1 吵吵-' ). rr . 23的 and 2 的 5 ， nut t: 

( 6 ) . '站外 ﹒ 19'i O iF (~ljiJIVI( I .lllr.ltk 凶手早漁業*Il純所 \"r IMUr.) 1): M小m躍 '1一的 1111金 ， 、和歐 1日 l 之 rm (1"Jtq, 
:!(!紛爭的小 - 不少的 I/ym 吋 ~Iil flij 11ü 吋的鼎的JHt bt!:船箱的 iJ.式纖緻 h 技水M進 ii if(l l， lì 作業 。

Roscnlary ( 吋 i l R:-. yfus..... NOII- I;'l lIg Srafe /:'/! (o /'n ' IJI í' 111 ;n Hi只" 可eo.\' Fi糾正~ I 叮叮 (Le iden : Mart inus N ij ho rr 

Pu bli s h c rs 向 ]004 ) . p ,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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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權宜船籍的運作模式與 IUU 漁業的問題

一、 IUU 漁業的定勢與形成背景

為了正確理解 IUU 漁業的問題 ， 首先必須了解怎樣的行為才會精成 IUU i.魚棠， ;fJ; 

郎，向關 I UU i.魚菜的定義問題 。

最早正式地提出 IUU 1魚業此 用語的是 1 997 年所研闊的「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

護委員會 ( 以下簡稿 ICCAMLR J ) 年會 。 在此會議中 ， 各國不僅對於非法 ( IIlega l ) 

漁業問題 ， 而且對於未報告 ( Unreported ) 與未受規範 ( Unregul ated ) 的漁業活動表示

了嚴重的關切。 1此後，不僅 CCAMLR ' 其他的國際漁業會議與國際文件的中開始頻

繁地使用此一用語 。

200 1 年 3 月， FAO 的漁業委員會通過了「預防、阻止與消除非法、未報告以及未

受規純漁業的國際行動計畫 (Intern a ti o na l Pl an Of Action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Ilega l, Unreported And Unregul ated F i s hi呵， IPOA-I UU ) 0 J 在此一行動計畫

當中 ， 首次針對所謂的 I I UU 漁業」做7以下的定義 。溫

「非法漁業J 是指下述活動﹒

l 在一國之管榕水域之內 ， 該國或外關船船在未經該國許可或違反該國法令的情

況下進行漁捕 。

2 . 懸掛相關區域性國際漁業管理組織會員國的國旗的漁船違反了該組織所通過且

對該閱有拘束力的養誰管理指施 ， 或者違反了所適用的國際法相關規定 。

3 包含相關區域性國際狗、采組織之合作闋的國內法規或國際義務的違反 。

「未報告漁業」是指 F述活動

1 . 違反國際法規 ， 未向相關關內機關串控告或進行虛偽之報告。

2. 在相關區域性闋際漁業管理組織的權限管理水戚之內 ， 違反該組織之報告程

序 ， 未報告或進行虛偽之報告 。

「未受規範漁業」是指下述活動

l 在相關區域性閥際漁業管理組織的規章E水域之內 ， 無間給船的l!x該組織之非會

民國之船白白或其他漁業實體 (fí shing entity ) 所從事之造反該組織之主是誰管理措

施或不符合該措施之活動 。

2 可適用之養護管理措施並不存在之水域內 ， 或者非益發管理措施適用對象的漁

業資源 ， 該漁業活動是以不符合國際法 t有關漁業生物資源之至是護之國家責任

的方式所進行 。

依據此一定義 ， 1 990 年代以來為國際社會所討論的種種漁業法規溢皮的問題 ， 一

註 叮 CCA MLR . report of 16th annua lmeet ing. 1997. item 5 

j主 Æ IPOA. IUU paras.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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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均確立以 I I UU i.i#，、采」此一用話來加以統梢 。 咒)俺就此 一 定義來看，公海上的未報告

旦旦采受規純潔[築雖然不令:然那足違法 ， 油但是由於JJ~令公海 |二的j魚、捕活動幾乎在各國際

性或區域性的j背面受到詳細nJ 1 具體的朋純，因此從車 I UU 漁業的活動已在闋際法與國

內tlutt中具有 (1(t定的違法阱 。 11

;牽涉 I UU 漁業的前由jπI以從三{悶悶悶;，IOJII以探討 ( 區I I ) 。耳首先是有關漁船的所

有你以反共船旗國登錄階段 。 其次為有關 I UU 漁業的消l111ì活動 (fish catching) 以及其

漁貨迎喻的方桶 。 此為Ti 際的漁捕行為以及支援該漁捕行為之街上行動 ， 亦即從漁11目

前動、漁船的補給 ( 包合食物的補給‘你上加 irll的服務與船員的更稽可宇 ) 以及漁質的

總收與 u才有販賣的整個過程 。 現在， ~/I 多的區域性的業協定與安排或國內沾上的所規

定的「漁業活動 (fi shing or fis h ing activities) J 均做7丘吉義的規定 ，除了 「採捕魚類

或與採捕魚類在結果上足可合!~! J卸的的只他們動」之外 ， I準 (前戒防l:f妥輔助此類活動

的海上作業活動」州、包合刊內 。 \1

最後則是國際貿易與fÍi均上的漁貨l商品的流通 ( logi s ti c s ) 與買頁， 此即為 IUU 漁

業活動之利益產令之處 。 從此一 IUU 漁業的運作架惜來看 ， 古人在探討 IUU 漁業問題

之際 ， 不僅是 I UU 漁業活動本身 ﹒ 與 I UU 漁業活動有關的一連串行動 ( operatio l1 s ) 亦

必須加以列入考慮 。 抽

站 訓 {且越 干j闕 I POA - IU U (I"JIM: . ;.j!譜的屯的慌 ， EC h 川 收不承認 IPOA-IU U 之外此一定正當的有效性 。

FAO Fi$hcr;es Rcporl No. 655. Jl3ra. 9R. "The Europt! an Communi ty rccorded it s cn !1c'.'rn thul thc dcfinÎ li on 

o f IUU lï shing in paragraph 301' thc I f>OA-1UU is not 巳llI i rel y appropriatc. but could he accc plcd in th~ 

intcr~st of s u pport川起 adop ti on of the IPOA wÎth thc undc rstandi ng (11<11 the Eu ropcan Commun ily woutd 

n01 rccognizc lhis ddïllil ioll as ha v i n g 刊 n y force ol he r than in the COntCX 1 of lhe JPOA. IUU 

;J t 神 Malth ew Gianni and Walt Si mpson , TII(' Chongi l/g NυfUI"I! 01 NiR I1 守。削 Fis l1 erie..... H I)H' F!t啃店 of

。1/11 酬iellce P/'ol'id" ('，圳 l'r fár IIIegal. Un叫，戶。rred 1IIu.1 Unregula/ed Fi阱ìng (Aust ra lian Dcpurt ll1cnt of 

Agricult ll rc ‘ Fishcrics and Foreslry. Inlcrnal ional Tran spon Workers' F~d‘!ral Î on . and W \VF Intcrna liona l. 

2IJOS) , p.J 

111: ~l ft.'jlIU .JJ)( ， 海洋管理的法律問題( f,' jt 立了v. g )"j , 2003 勾三 ) • n 121 ' 

J f. :tl Olav Schran、 Stokkc :l nd Davor Vidas. "K egu la ti n且 I UU Fishing or Com bat in且 I UU Opcral ion." in QEC D 

Fish Pirtl( I': Comhmillg IlIef!.ol. Um叩nrled alld Un l'egmmed FisJ，川19 ( Paris: OECD‘ 20<l4 ) , pp. 2 1- 22 

拉 :(1 CCS日 1 公約第 2 條( b ) 安JtI!瓜公約約 2 條 WCPFC 公約m l 條 d J)'l 北太司、 iY' iì'll i可↑'1 晶宮il品作

公約第 2 11革 3 劇 。 11 耘的 「有關外闢人的采糾前'J之 il;rjt J !l'í 2 條 25ft' r本泣Jfr!íIì之 『漁業』 ﹒ 僻、

紡車 1'1，' !M納物的tHIì"1i按照的事業 ( 包r"iì iPr，業 7f附閱行仿 ﹒ ) < J 同條 J Jj'j' r 來 11'所稱之 I漁業

':'f ~H凶 l rn J ' f利H附 f;，jJ 於 水亦必l1ú物的tHi由或貧如之探;>li 、 ~，((I. 、 i.(~I. ;亞物的f~級 !JX蚵I 仁 • if~I，她製

『1川

J L Ji SI Cl kkc nnd Vida 頁 01' . r fl . .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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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模糊線

海上}JD袖

海上魚貨轉載

魚釘進鬥、加工、再也口

( 通常經由仲介國 )

最後進口國

df/ • \費者
經銷筒

圍 1 IUU 漁業的運作流程

資料來源 Oavor Vidas可‘ I UU Fish ing or IUU opera ti ons? Somc Observations on Diagnosis and Current Treatmen t." David 0 

Cωa盯afOl。凹on、 and H卅a叩叮叮y N. 5ch恍、le剖伽 ed由s 可 B品，川11叩n唔gM峙'ewL臼0仙酬句" .‘γ. /帥ο O伽ce叩'"叫t川W，附v抖v"叫仰"仿e叮 {札Le創叫t站d由en: Ma叩訓圳口巾巾1口mu凶5 N ij加圳圳jl戶川h岫\0叫。f叮rpu咄bl i帥s討h、er低 20酬o徊4) 、

p. 129 

根據 OECD 的報告， IUU 漁業得以持續不斷經營有其經濟上與規範上的因素與背

景 。五

在經濟因素方面 ， 首先是有關於漁業投資超過市場需求導致漁捕能力過剩

( overcapac ity )的問題 。 漁船的所有者一方面少有進行船隊減船的意顧，另一方面是

因為合法漁業所獲得的利益有限，卻必須背負龐大的經營成本 。因此為了滅經此種龐

5土 耳 OECD. Why Fish Pirac:y Pers;s rs: The Economics 01 '"ega/. Unrepo ,.,ed and Unregllta led Fishif倍( Paris 

QECD. 2005). pp.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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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經營負擔，各漁業經營者莫不挺而走險 ，選擇從事 IUU 漁築 。

其次 ， IUU 漁業主要的對象魚梅 ，特別是因館 (Patagonia n toothfi sh) 和鱗魚等市

場上屬於高單償的漁貨 ， ~J於漁民來說仍是屬於符合其經營成本的魚種。例如 ， IUU 

漁業問題首次在 CCAMLR 當中被提起 ， 其主要的背景即在於 CCAMLR 的規制水域中

的固館的市場價格，從 1 996 年一公斤 6 美元升值到 2000 年的一公斤 11 美元 。 在 I UU

漁業的漁捕對象當中是屬於高單位的魚極 ， 具有龐大的商機 。 因此成為非法捕魚的對

象魚類 。 在 CCAMLR 的規制水I或中 ， 從 1996 年到 2000 年之間，以 IUU 漁業所捕獲

的固館的經濟利益為 5 億 l 千 8 百萬美元 ， 反而超過了同時期合法捕魚的漁、發銷售額

(4 億 8 千 6 百萬美元 ) 。 加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監視 、 管理與監督等各種漁業規範當中所存在的缺陷與不

足，均無法根絕 IUU 漁業的活動 。 在違法捕魚的高獲利與不具效果的處罰體制之下 ' Jl

從事 1 UU 漁業的相關主體 ( 漁船、水產公司與水產製品進出鬥業者 ) 均繼續利用法律

上的漏洞，持續從事 IUU 漁業的活動 。

二、權宜漁船和 IUU 漁業

據統計 ， 在 2005 年世界上大型漁船筒中 ， 大約有 的%為懷宜漁船或是閥籍不明的

漁船 ( 參照表 1 ) 。 胡

表 1 漁船的船旗國登錄狀況與權宣國籍國田

年 船旗闕
超過24m的漁 (占總數 漁船 佔總噸數之 平均 平均

船艘'1& 百分比 ( % ) 總噸數 百分比 總噸盟I 船齡

所有國家 19578 10 ，537 可690 538 ,2 27 
1999 

14個做有船旗闕
(Jun , ) 1368 7,0% 1,043 ,169 9.9% 762.6 26 

航)1得不明 11 府4 5.6% 392,3 12 3.7% 355 .4 34 

所俏凶站f 19527 10,363 ,926 566.3 26 
200 1 

14個權宜船旗國
( Oc t. ) 

1309 6.i CYo 1, 11 8,584 10.8% 854 .5 26 

的將不rlfj 1227 6. ]% 535 ,6 14 5.2年也 436 .5 32 

所G關家 1977 1 10,902,500 551 .4 26 
2003 

14個他宜船旗國
(Dec. ) 

1277 6.5% 1,030,631 9.5% 807. 1 25 

船緒不I明 1483 7.5% 6 18.2 12 5.7% 4 16.9 29 

技 :"i Ocn zil Mill e r、 ' P atagon ian ToothlÏ sh: Tne Storm Gathers." in OECD. Fish Piracy: C'omhat;ng Ilfegal. 

Unreporled and Ul1 regu!aled Fismng ( Pari s: OEC D, 2004) , pp. 105- J 4的

J:1: J'( ' U.R. Sumaila. J. Alder, and 1-1. Keith. "The Cost of Be ing Apprehcnded for Fi shing Illcga ll y: Empiri cal 

Evidcncc <l nd Po licy Implications‘ in OECO. ibid.. pp. 203 - 204 

說 :即 2005 年時 ﹒ 千7超過 1 200 艘的迫悴的船位j笠錄 ú， IIß曰:國家 。 同時 ﹒ 閱悶不明的述作的身ü於 1 999 年之

後 ' j{蚊虫增加 r 50% ﹒ 在 2004 " 1 時ll!超過了 1 600 艘 ﹒ G仙ni nnd Si 自11pson. up. CÎ/. . p. 3 

詮甜， 該去Mrj-r所謂的 14 個樽'íi月廿朕關是1M Bclizc. 80Ii\'ia. Carnbodia. Cyprus. Eq llatoria l Guinea. Georgia. 

l-I u nduI 倒可 Marshall Islands. Muuritius. Netherlands Anti llcs. Panama , 5t Vinccnt and the Grcnad incs. 

Sicrra Lconc and Vanual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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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S.5% 

963.31 3 9.4% 

8. 1% 

527 .4 

760 .3 

504.9 

鈞
一-
u
-
n

所有國家

1 4個慨宜船旗國

船緒不明

19482 

1267 

1656 

10 .27 5.07 3 

836.048 

資料來iÐï， : Matthew Gianni and Walt Si mpson. The Ch叫人gi/Jg Aí. tfllrt' oI High Seas Fish r!ries: Hο\\ ' FI愕s o[ COII Vellil~lJ ('e PrQ\'ide 

COl'er}υr II/egal. UIII 叮}o川自1 alld Ullregulared Fishi l/g. Australian Dcpanmenl or A皂ricu l ture. Fîsheries and Fo叩stry

l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cdera ti on. and W\VF I nternation叫 2(川5可 p. 15 

當然，並非所俏的權宜漁船都在從事非法的 I UU 漁業 。 4。但是實際上 ，權宜漁船

確實削弱了各區域性漁業組織反相關國家為消除 IUU 漁業所t采取措施的有效性，因而

IUU 漁業和權宣漁船之間的關係成為關際魚、美議題上注鬥的焦點 。 事實上 ， 在 1 999 年

FAO 漁業部長級會議所通過的 「有關貿施負責仟漁業行動規範之羅馬宣言 ( Rom e 

Declaration of the lmplementation of the C ode 0 1'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 h eries) J 語;

中 ， ~i1對於 I UU 漁業與權宜洲、船之間的關係提n\警 倍。 ~ I

權宣船制度司以說是俺護 IUU 漁業的一個手段 c 取I!H灸為了拯救漁業資源、避免其遭

受絕種枯竭的危機，國際社會形成了不少國際性規範與管聞機制 。 但是從事漁業工作

的漁民為了規避這些漁業管理規範 ， 紛紛以移轉船籍或利用權宣部i的方式有海上作

棠 ， 造成了國際漁業管理上的漏洞 。 這些權宜漁船無視於區域性JH1美管理組織所訂定

的漁捕作業規定， 持續地在海上從事 IUU 漁業 。 結果就是權主漁船所從事的 I UU 漁茱

更加讓公海漁業資源的生態狀況更加惡化 ( I詞 2) 。

資源們揭

IUU 漁業 國際視範

制fg. ~甘 ~r~

圍 2 漁業資源枯竭的惡性循環

拉 40 JUU ~.f1\:;真的問題所 t:Þ汝之缸闢比1盟有船川l起來作址:隨 ﹒ 因此 I UU 漁采泣 /11 諸 般認為上tt控宜船神

業( FOC 漁業 ) 來得適當 o MoJ en aa r. op. c il.. p. 501. note ( 11 2) . Marcll s Haward. " IUU Fi shin g 

Contemporary Prac ti ce." in Alex G. Oude Elferink and Dorw ld R. Rothwcll eds ‘ 0 "‘"!Cl I1S 1\4tlllagemenl in 

the 2 F'I Cewllrv: InS IÎ川的l1al F， αmell 卅 ks ( lIId Resl附Ises ( Lc idcn:Martinu s N圳off Puhli s he眠 20(4).p

n . note ( I ) 

言t 41 Rome Dec Jaralion of the Imp leme ll!:1 tion of the Code ()f Condu cl for Rcsponsiblc Fishcri cs. para s. 2 and 12 
) J ( 



公海漁業資源之管理1m也伊!Ji、對策 以他宜漁船伊! IUU ;'(1'';甚為中心 的

許多權宣船國家那是屬於開發中國家 ， 1J 11[可|、表 2 和 3 所顯示的一樣 可 H盟Wi 、

巴掌馬、宏都拉斯和學文森 4 倒向 1 997 '1 以來均 l的市於漁船阱，自關家的前凹名 。，1/

這些國家為 1;5絡本關之經濟市場，採取悅;[; 11 [司 的優惠措胞林簡化漁船之船bjt!到 TE錄的

手續， 1 
營者則利用機且漁船，企由|合法化其從事的 IUU if~、菜。

表 2 1997 年與 200 1 年之權宜漁船數量與其占總船船數之比例

做l家 1997 20() 1 

漁船蚊 市所向 1的淵之上U9i1% ;，(IJ圳股 (i戶i;j千州\rufl之比例%

1.i: 阿拉拉斯 423 33.2 3吵6 33.5 

巴 '(.，1月 422 5.2 229 3. 7 

貝虫斯 145 18.8 4自 l 3 1.7 

也已文森及恰Ji有 !:II i了 130 9.7 165 12.5 

赤道幾|句 lllT 55 75.3 5 1 X5.0 

哥哥呵Iì~各自1 35 2.2 6 1 4.3 

萬]那位 27 11.5 55 17 .4 

1甘íI話泣，地列 l!lí 14 10 .2 24 13.6 

JZ紹爾的民 11 5.5 10 n 
M& r:何f也 9 0 .6 H 0.6 

峽局 7 24. 1 3 42.9 

l'.O n自jld 前 。 5 6 。 5

巴貝多 5 的 5 5 7 .4 

新加坡 4 。 2 4 0.2 

中i!í比瑞I1)1 J 。 l 4 。 3
行慕達 2 1.4 0.8 

曼品 0.5 1l.4 

安地瓜與巴布達 。 2 。 1
中國香港 。 () 0.2 

前'mml沱 。 。 1.3 

台計 1299 1507 

11科b任何 : Judith Swan. Fi shing Vt!sse ls Opcrating Und l:r Opcn Rcgisters and thc Ex(，-rcisc 叫 Flag Stall' RI.!Spullsibi!it il.!s 

In t'ormatiÖ!l :.lI1d Optinns‘ F AO Fis herics Circu lar N \l. 9XO. RO l1l c 到)02

缸 中/ 很快 2003 1V- ~i1 2005 'rf. ()".]調有給民 此問他闕家之間的j)1 名 mnf，;雖然 1i" ，ifjI(略 ft ' (n.l斗仇 杭 州 l ìiì 山

的 。 Gianni !lnd S imp s ull 叩叫 pp. 1 3、 16 . 1 ('(封市件個調拌機梢的調兩岸耳撓1::;11 1 的菜做有叫串的排名

順序旦旦有變化 ﹒ 們是卓有怎樣此四個回家 l J' t 月1足府 h士的回扣 。 (引J1IJJ' WW1 以& (ireell p e~~c(' n'-) 

l 吵吵吵 作統計哼， 中 。 開i得到申IJI司的結從 .. hnp: l/a rch i ve . gree叩e ，lcc . org/ocea肘Ip i ral叫 i s h ing/dodgingrll l凶

I1 lm l (as of200XJ I IIOl ) 

J1' ,J:1 OECD可 11'11\ ' Fis h Pi/'tI('l. /)(' 1 可 ;sls : TI/{' Eco l/mnics (f lll r?go l. Um叮附川凹I ( l!Id U I//"í'p' IIIOled F川hill.f!. 于 1、 40



44 問題與研究寄:的谷第 4 期民囡 99 '1' 1 2 月

表 3 登錄在權宣國家之漁船噸數分佈一覽表

r~ c-j一間 I I-I J
100- 150- 200- 30(J - 4吵9 - 1000- 15011- 4000 10000-

>300日。
149 l 吵吵 2吵9 4 lJ9 1000 1500 400。 10000 30000 

巴'f-:馬 66 42 62 63 4g 12 25 3 。 。

注:自r:1.~Wj 1 4日 36 79 12g 。z 2 9 。 。 。

!'l 'f! j1們 33 、3 41 30 37 10 30 7 。 。

聖艾森、拉
斗。 11 l~ 

“ 
12 J 一、 15 14 。 o 

格瑞蚓」丁

且也t.ff;干| J、"' 。 o 9 11 4 J 、 。

馬紹í:1~ li手 f;'h 11 () 。 () 吵 。 。 。

時!比f而且 o () 。 。 。 。 。 。

總數 292 113 10 1 23 1 19R 39 93 27 。 。

發 I'l 來 iff/ : Judith 吉、叫 111. Fi shi n且 V的惚b Opnilting Umh:r Op~n I站起的ters ~l1d the Exercisc 01 刊訓且 S t a te R的pom. i bili t ies

Inf，οrm臼 liO I1 and Optio l1 s. FAO Fisheries Ci rcuJar No. 9X(). Ro!m'. 2( 州2

外以I i魚J丘，抖得有:\守其漁船令錄tJ=這峰開發中關家 ，然而這些開發中倒家卻未必對

於這些 ifnJJn 兵打充分的宵理能力 。 結果，權宜船制度的惡用讓國際漁業管理規純產生

管理 卡的死 f{J ~HJ漏洞 ， Fi~發中岡欲 l!iJ以白山奇錄制度與寬鬆的管理體制 ， 成為 I UU 漁

業的混床 o 11 

現代i舟、美資源的ù護tp;現 ﹒ 大多透過~t域們的漁業管理組織所進行 o 在這類國際

性的漁業組織訟中‘待會Ll閥透過交涉的方式掃墓於區域性國際漁業組織所獲得相關

漁業資源的科學資料 ， 決定每作的漁蚓、漁J隻敏tt以及各會員國的漁捕配飯，之後各

會員閥再 :1守其間已額分問己給其閥內的船隊 。 近年來由於漁業資源柏竭的狀況持續惡化以

及新加入占 (new entra nts ) 的競爭，各區I或 (1'，) i魚、獲數最及配額有逐仟減少的傾向 。 在

此情況之下，如果洲、船(1'，)船主;:JX終營者，對於 1之所屬國家所分配的漁捕配額懷有不滿

時，即司自EIE 山)將船籍移串串到其他閥家 ( 特別是區域性漁業管埋組織之非會員閻 ) 來

逃遊閥際m施，持的在公加 L從車不受捌際或各國規純的i甜的活動，品|材此形成所謂的

搭便車 (free rid e r : ]3即在j!、宇成果 IÍli不履行義務 ) 的問題 。 叫例如 1 980 年代起 ， 西班

牙利葡萄牙的漁船妥:r.iì: rrifJ人將其所M俏的漁船登錄 (1: 巴拿馬、只.tt!.斯、獅子山共和

國以反萬 jjjl杜等國家以便逃迎國際的1美規純，繼續干'F NAFO 的規範水域位繼續從事非

Jr 11 丘此凶惡針。士傲的 1'. UÌ'的船 L HI'J計 悄 ~1! ffr資等 I 作 11創下 ‘ 國內法 J.:(fJ規定位J 很 1".i 11且 用í ËUM口登

且已位研miÎ弓 f吐"Jf (J'.) ~~f.兒均幸而 i" W 站的 11iJ'!-!" I，J引兌悅的待遇 吾

註 b Erik Jaap l'vloknaar‘ R l'芒 1 011 <1川句 i s hlTi l' S M叫呼叫l c: nl Organi za tions: Issucs 0 1' Pa rti ci p<l ti on. Al loca tion 

and Unr..:guhl1cd F i sh in皂 A l c.'\ G. Q lI de Elrer ink :l ncl LJ ona ld R. Rothwe ll eds. . 0ζ('(//}s A4anagemenl in rhe 

] / " (酬的t川 Ins 1 i, 111 io nal Fram(-'l \ 'orks 叫1d H.espollses ( Leiden: Marti nu s Nij hoff Pu bl ishcrs , 2004 ) 、 pp

7 (卜 72

u 叫 r t~i蚣 f l( J (1',) (FT， 業是指間隙晶業制 l繭的 JI' 神 的 凶的漁船立lt米的他參與成遵守該漁業制絨之聲誨的

』坦 問1 1'1 字，主 1，'， 1;: b~ ti 漁業 :rr J!H 制 織起泊者 ilJít之 成果 " Robin Church ill. "Legal Uncerta intîes În 

Imcrrw lional 1-1 可 h S\:.'1\ 5 F i s h叫 it's Ì\'l allagem叫1 1." FA() Fisherie.'i Research ( R omc) 、 No. 37 (1 998). P 

21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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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魚捕。叫目l之地. tI\t自漁船lll l米的了取得區以性漁采管HIWi織之侖旦、闊的法(.frlì許叮 ‘

亦司以將H 前的肉片給移科主IJ談[Trl~!.或性漁業信用組織之會員國 。 例如 Iff CCAMLR 的規ítifi

水域齒，中，即有從事 I UU 漁業的水庫公司將由此枉!方汰取得 CCAMLR 會員國的漁業

許可 ， 以明顯的例子j訓等船斜變史為 CCAMLR 會只因此村毛的阱'I~I:船 ， ft~此怖護其rr

CCAMLR 視中fi /Jdl!x 仁的非法漁村 o ~且

在這樣的背丘之下，從事負責柯:漁業的會員叫做HOE!叫|三會民國漁船之間，間l產生

了4、公小的結果。此時不公平的現象 ， 使得漁船移裕的Jl~象更 ))11拍敝tillf巴化 。 把1這樣的

不公平與小43年 [ JOJ時也削弱 n采取積{i~i i'lc昂的國致的好力效 :1~ . 議原本欲的恆參與國

際漁業資源長誰管理的國家的立即大11 折扣 。間

三、 IUU 漁業規範之國際動向

除非船旗國能1=J 敘地，有王山其漁船 ， 有則從 'F~立 ff (1") iY"，史的其他|刻以;待會為 [j}j止

I UU 漁業承擔更多的代伯與更大的負擔 。 :1 1 {在十有惜闌r.J iJ已4ω漁(仰假.\(、菜資 d妳泉的J持JιJ細↑性4焦i發j性展1災毛划f仔的￠旬j捌際介 ('1作/午← i進佐

行之H川].: ，如船}旗國的義務及]其-±t H版援行r刃亦}、須力亦圳[[ 以以、可

1 I叩u几u 漁茉的問題在 l內99卯9 年的聯合國秘7芹?長蝦告;汗1q? 以及i絲眉綁卡K巴合T閥大會決議 54/3立2 當5當』3'I|扣

具甘體盟地被提』歧孟 。川"仆1 999 年聯合國可持組發展委貝會 (UNCSD) 為了 [I;j fJjiJ 1 U U ifü主義問

題，特別強調船旗國與靠港國所扮演角色的前要↑牛 。 如此的發展自[l顯11 ;;山 IUU 漁業問

題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係的事頃 。

於 2001 "f召開的 FAO 第 1 20 屆會WJ'，缸中，通過了 I I UU i!的足之|約| 卡 、抑制與滅

絕之行動計畫 (Interna ti ona l Plan of Action t o Preve n t . D e tcr a nd E lirn in a t e I UU Fi shin皂、

以下問稱 I I POA- I UU J ) J 。 曰 :你以 1 992 作坎昆吭言為主的 系列公你的美的國際法

,J31 此楠 i tnf!.é IV J rHI，業(r、JfJ\J包干何 1，: N川、0 之行I'(! ，)'M ' (,: ' CCA l 方 1 t 他的r.\，'~ l!!~ 1't;，((!，朵 .ì"í 川l制1織的小

'11、常提 I-j7. 0 1M".. p. 230 

~ 1:" 18 仁ii a nn i <l nd Simpso l1 υp . cir. . pp. 26、27

~.E" !~ David A. Ualton.οp. cil . . p. 35 

Jl' !的 傲自守悶，可 ， I的 J~.~采約仍幼慎的~.*她已向 l 才 τ| ﹒蚓l)J~t 11 : i{î編 圍際社舍的組綠化 c5去 一 內 田久

司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目Z)~ \ 們 1 1 1 11: ' '~9的 作 10 月 ， 11 10 1 。

計 ':)1 此種í'l他 111分為例如 ~1一是 If海 1 '，飢沿 U )JU i'i但僻的民 IÜIN， 啦 。 前 1.J j^-l n I U U 泌來Ji[r ji1 jJ兒 fì- r.L

漁業收 fu~(!'.J品位的矢 。 Matthcw G ia l1 ni and Wah Sim pson . "Flags 0 1" ('nn vc nÎcn c: c. Tr‘111個 hip l1l Cn l . Rc

su ppl y 山ld At-S~" 1 1l rra S lrUL~l u rc il1 rc: la tÎo n \0 IUU Fishing:' 111 OECD. Fish I 句，‘ 1("\ ': C川I/ hillil/g Illegll l 

Um叮肘I" led allrl UllregIl ICII (:'(/ Fishillg. p. 97 

a ;)/. , Report of Secret í1 ry-GeneraL A /54/249 (200()). pa ra 只 249-259. I做什間大什仿(，ì~ >j(: 1榔 fT制公泌的且在質

施 1t6址:白 "J打仗賞自個 肉此要求 IMO Wi) FAO 以J主區凶們的/1.1. :揖行月1*11織針對 IJ} ) liÚ: 化的身H ~i! )1; 自a lift凶

之間內i!f!Uf!tíl'J 自") rlé Ó"J I制係 ill i ， 合作 o UN(ìA Rcso lu tiOll ‘ A /RESf54 /32 (200()) pre‘Imh 1c pam s. ~. l) 

and 10. http: //ww叭。ccd .o rgJdoc lI mcn t/ 24/0 可 3343 可 l: 11 2 的49 J .\9() I 234602-l K 1 I 1 I 圳1. I1 tm (肘。1

21l0XII 0110 ) 

ril: !d' IPOA - IUU El半是你訂10 I 1:1 的 CO刊 第 24 nl:'r 會圳市中通過 1日址 ， 1 1I 於哼!扭 j'JJ ιOF I J.J FAO !ífl~I"H~ 

之 1、的一 i問委U'，丹﹒山 II，T此案後來X l í'J FAO JIH* 會促 !l \ . ，仲 rtl FAO 月 ' Ji 自 II ~ J:\: h iJ.:: Jill j且才倫比 ﹒

lPOA- I UU 的成立過料 、 拍參I個 Wi l 1i a川 Edeso l1 . '.Th~ lnlc rIl叫 10川 I Pl an 叫仇110 11 川 Ilkμ 1. U nreport巳d

tlnd Un n::gu latcd Fi shin只 Il l e Le!.!.1I Conll，:叫刊 r a Nllll.L I:.'坐 al l y B i n tJ in且 I nSl r U II1I:.' IJ I." 111( (:' 1"1川liullal .1υ /II"/1lI 1 

ο(M(II 川t: !I肌I C!JW'III / Lall' ( LUlldun). Vu l. 16. No. 4 (2圳 11 ) . pp. (， 05 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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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11互訪中 可 IPOA- I UU 司就是向公海漁、美實施協定與負責任漁業之行動規範通過以來，

最新且最虫耍的凶際漁業管理文件 ，.1 ( 參照表 4) 。

表 4 1 995 年後有關 IUU ;魚業問題的國際發展

11 于附 關際1百;Jì}J 成果

1997. 10 CCAMLR年度會議 首次提及 I I UU漁業」

1999.3 FAO漁業部長級會議 負責任漁業之羅馬宣言

1999. 11 聯Ç~[:刮大會 大會決議54/32 ( 提及 I UU漁業 )

2000.5 hl蚓 I UU漁業之專家會很 I POA- I UU 草案

2000.10 有關I UU漁業之FAO技術協議會活 I POA- IUU草案

2001 .4 COF I第24屆白山i 通過I POA一 I UU

2001. (, FAO第 1 20líLi會問 通過I POA- I UU

2002.Q 口fn續發展卅:界向你會 實施計，造

2日05.3 FAO ;而槳[?口長級會議 Iu u i魚榮耀15宣言

I POA -I UU 第 4 古巴乃是此 行動計畫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其中 ， 在 I UU 漁業

的對策方 l前，其詳細地規定 f所有國家之義務 、船旗關之義務、沿岸國所應採取之措

施、靠進|讀所J存採取之措施、基』全國際協議之相關貿易措施、研究調查的獎勵以及區

域性國際漁業管Jf~細織之角色等 。 在此 ， 主要將電點放在與本文主題有關之權宜船的

的防止與凶家管轄權行使的部分 。

有關船攸關之義務 ， I POA -I UU 的規定在於針對漁船船旗國的管理責任，強化從事

漁捕作三位的國民 ( naliona l s ) 之國給國責任，也就是強化海洋法公約第 11 7 條至第 11 9

條所規定的對於本國國民之管理責任 D ;()所有閥家必須確保其漁船不從事且不支持 I UU

漁業 ， 以及在許可漁船登錄本國國籍之前， 並未從事 IUU 漁業 。如同 FAO 遵守協定

第 3 條第 3 頃之規定，任何國家對於許uIf含有從事 I UU 漁業紀錄的漁船登錄其國r~f之

IJ寺 ， 荷;必須J采取通:慎之態度 。 |口j阱，該協定亦要求賀施傭船的管理、 防止國籍的重新

發錄以及起半狗肉(}紀錄tfli漁業許可的制度 。

的岸國必須確保在其管轄水域內的所有漁船均是在取得漁捕作業許可、證照與承

認之後A 得以進行作業 。 漁船在申請入港之際 ‘ 必須向入治國提出漁獲許司書或有關

漁獲量之桐I~目前J錄 o 獲得入准許可之漁船如令充分證據顯示其會從事 IUU 偽、菜 ， 入治

國 nJ以集止其進行漁貨的搬運上岸或將紋 。 入治國在儉盒入港的漁船之後 ， J您向該漁

船之船旗國或於適當的時候向區域性?魚、美組織通報相關資料 。 所有國家應透過區域性

漁業管且組織採取阻止 I UU 漁業之相關執行或取締措施 。 其再次強調國家間以及國家

計~! I hid. p. 603 

~ !: : ~ J IPOA- IUU par‘Is.l X- 1 \). ;.1，:凶凶 L心的特郎腿上L 11' ],1. ifi自由1 為 1豈能對象的權背他制反+ 10J ' iJ!，.IM)(Ý-J受位所

有 人iHI忱的人為tJHiìi.íH象 3



公/勾漁業資源之它也I gJ:~與共對策以權首漁船與 I UU i甸、業為中心 的

所1 FAO 之間的游、提貸款l的交流與交險 。 : ~，

I POA- I UU 是屬於不.t=~強制) 1IY'JI到際文件 。 前不少巨耳欲在簽署 I POA- I UU 之時，均

附fTFJE: 可或似的，強調 I POA- I UU 之JtJ虫fljlj性質 。 油 (品管士賞，小具強制力 ， 但此類規定大

多已經反映在具有強制力的漁業條約只協定!!J(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的決議當中 。 總

之 . IPOA- I UU 不{是再次 li!li紹了悔洋fl公約、 FAO 遵守，協定、 聯合閥漁業資施協定與

負占任漁業之行動規純;也 rl ' 的4年文規定 ﹒ 1M 11 此之前的相關規定更加詳細且具體。 M吉

吐!這些規定，今後rr有\Î 115jj;lîlj I UU 的'*問題的各種措施與行動仁 ， 其提供更加明他的

指導方針或更具憾的臉~UFi I~I 與迫H~:Îi (loolbox) 0 (;0 

四、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與歐盟實施 jPOA-IUU 之相關

措施

如上所述. 1- 1 IÌÎJ (F. 1"l 1劍|約 11 、過!他以以消明 I UU i.魚、菜的國際規純上，最為 m婆的

基本文件即是 I POA - IU U ‘ 因此進入 2 1 liHc之後 ， 后少同域性漁業管迎組織均透過締

約國會議通過不少執行 I POA- I UU Ü"J只做決議Bi扑1'11鍋措胞 。 以 F 就|司前主要的區域性

漁業管理組織為落實 IPOA- I UU 所t采取的Hm措施進行說明 。 1;)

CCA MLR 於 2002 作通過決議，安4之會反倒~ 11-.其國民從事或涉入與 I UU 漁業街

~j之任何行為 ，悅 目必禎|彷土fí I UU 法(，;K月7捕獲氣質的自口與'1，峰j逛。甘JfS促進非會員國

漁船能遵守， CCAMLR 之漁業正在護措胞 ，既定是、煩他在 IUU 漁業船隻名單，並於每年

年會筒中進行儉汁 。 ω

印皮 i洋洋{何倘h叫的H1矩飢知江叫[(1保白白F妥「吭1 ~仰f升~ ( J-:)以、 |卡、柄們筒3汁4柄向 I I OTC J川) 片守巾±才i 在 l內99則8 年即i通通過娃議采 , 耍求會

員國與合{作牛j非卡會具闢 ( Co∞ope叫:叫a叫仙1I山i叫川11且 N0 11】 - COI1川、1 1叫r問ac叫1 i川1 11呵1屯且 Pa切a盯l叮r仙ll e臼s ) &:必、 z豹須R頁;登錄、.1((交換其超過 24

Iy~之洲、船名冊 ， 包含權!正J: ifi\肉。在內: “ |而J 1J~lfll乎能l會員國減少其包含權宣J舟、船在內之漁船

的人:倒賄iTflJ笠泣 。 品在 I POA - I UU 泌過之後，要求會主i閥遵守 IPOA- I UU 規綴，校區建

立: 1 0TC 之地 I I 檢有:?; r. ill以& IUU i'((\ ~從之漁船名單，師以;進 一步防止 IUU 漁船進行洗

，11 叩 I PO八 I UU para , XI 

汀， 叮 IPO八 - I UU pam ....L (/. IPOA - IUU ',,;1;' 11. 自哇 ，ttiæJIJ r shouldJ - ;;';1 。 、Vî ll iam EdesOll , op. cil . . p. 6υH 

tt 油 FAO CO l1ll11 î!tcc nn r:ï~ h l' r jes. R eport υr 111\.' 24,h SCSS;ØIl . 200 1. FA口 Fislæries Repurt 人.'0 . 655 ( Romc 

F AU. 2üO I ). para s 吵s- 1( 1υ 

;i!: S!J rpO A-1UU . para. 5. Wil l;a 1l1 1~ dl' SO Il .flp . CIf.. pp. 612 - (i 17 

，:， 1 州 FAü‘ l 的hillg Vt'的èls Operatinι undcr (片)cn Kcgislcrs and lhè Ex c" n.:i sè 01' Flag S I叫e Responsibil ities 

l 仙汀111訓 ion ~lIl d OP1ÎO IlS:' F;J() Fi.，/l('ri('~ (Ïn:叫刊rN，υ 糊。( RO l1lt,: FA O, 20()2). p. 16 

JJ-: ~I 此 "'11~ J} I ~ ')f.l-:1. ~恥 1.1 1 ~~ f!j ~J IJf:U立之 1，'，，'，1.圳 ' 1 : l.íft， 5I?:行~f!制 l織的抖|關措施l~t ﹒ 例如 可 ICCAT flil CCSßT 之

中1I16NI汁。恆的川、 iili;

而H7. Rcs. I9/XX I (2002) 

，i! 叫 Consc: rV3 1 În ll MC<lsure I 11-07 ( 21103) 

~ [心 R ecommend叫 rO r1‘) H /O~ ( ) lNH ) 

J I 仙 l之ecomm c: nda lion 1)9/0) ( 1 吵c) 9 ) 

,:1= I~ ' KL'C \ltl1tllCndalÎo ll 02 1付 1 (2002). R\!C t)11l 111~ l1 ùalÎo n 01J04 ( 2υU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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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行為。前

美洲熱帶鱗類委員會(以下簡稱 i IATTCJ) 於 2003 年通過決議，建立各會員國

超過 24 呎之漁船名冊， 曲藉此有效管理在公約適用水蛾上作業之船隻並排除 IUU 漁

船 。 同時 ， 為擴大公約規範之適用，必須積悔建立有關合作非會員國之資格與條件基

準，讓其他國家或漁業實體能以合作非會員國之地位納入公約規範。的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 以下簡稱 iWCPFCJ) 於 2002 年通過決議，召開有關防

止 IUU 漁業與限制漁業能力之預備會議，確認 IPOA-I UU 之重要性並決定敦促會員國

與漁業實體採取適當措施 ， 並且強化 IUU 漁業資訊的交流 ， 以便有效防止、過阻以及

消調 WCPFC 公約適用水域上的 IU U 漁業 。

除此之外，如下述的大西洋鱗類資源保育委員會 ( 以下簡稱 i ICCAT J ) 與南方黑

鱗保育委員會 ( 以下簡稱 iCCSBT J ) ' 亦通過許多有關防止 IUU 漁業之決議以及具體

作法，例如加強處罰的有效性以及漁貨的流通管制 ( 包含統計證明制度與漁貨證研制

度 ) 等。另一方面，在區域性的漁業管理上，歐頭亦扮演著極為重要之角色地位，因

為歐盟是全球最大的水產品進口地區 ， 而長期以來歐盟在打擊 lUU 漁業方面一直採取

堅定立場 ， 透過歐盟 IUU 相關法規之實施， 包含禁止歐盟會員間進行 IUU 水產品交

易 ，以j魚、變認證機結iJf空管進口水產品來歷及流通管道、港口國管控機制、建立歐盟

IUU 漁船名單等 ，建立歐盟市場的 IUU 漁業防止機制 。神

綜觀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之 IUU 漁業防止措施，基本上均遵循 1 995 年上述 IPOA

IUU 當中所指示的規範方向，例如再次強調船旗國的責任 ，從事 IUU 漁業國民之圓籍

國責任以及有效管理漁船資料並透過國際互通交流，以便有效防止漁船船籍任意變更

等。

肆、 ruu 漁業問題的防制對策

權宣船從事 IUU (魚業的問題如果從其活動的過程來看的話 ， 大致上可區分為漁船

的船旗國登錄，海上的作業活動 ( 包含漁貨的總裁和上岸 ) 以及漁貨的國際交易ill三

個階段 ( 參照國 1 ) 。因而 ，要徹底防止並恨絕 IUU 漁業 ，就必須從此三個階段來要

求船旗國有效地履行其責任。以下的篇幅就從漁船的船籍管理與過剩漁獲能力乏關

係、對於非法捕魚的處罰措施以及漁貨的國際交易規範等三方面來儉討船旗圓的管理

責任。

2主 前 Rccommendalion 02/07 (2002) 

註晶 Rcs . C-03-07 (2003) 

\11 的 Res. C-03- 11 (2003) 

:芷神 創維J品擇， r歐自 1 IUU 法規 BIJ 將 t路 」 國際漁業資訊( 台北 ) ，第 205 期( 2009 叫一 ) ，貞

43-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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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漁船的船籍管理與過剩漁獲能力( overcapacity )的

削j咸

如同前述，現存漁船的梅、獲能力已經大幅度地超越各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決定

的漁獲總量 。因此，漁船的受益所有權人 ( benefïc ia l owner ) 藉由讓超出本國 ( 當船船

旗國 ) 漁船配額數量的漁船轉移其船籍至IJ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的非會員國 ( 新船船旗

閻 ) 的方式，繼續從事違法的 IUU 漁業。此種權宣漁船所從事的規範外的 IUU 漁業行

為使得各海域的漁獲量統計無法正惚地被掌握，對於區絨性漁業管理組織的養護管理

措施的有效性造成不良的影響 。

1 995 年的「負責任漁業之行動規範」規定「各閻應當採取措施防止或消除過剩的

漁獲能力，並確保捕魚作業章與漁業資源的持續利用相符，以此作為保障保護和管理

措施發揮作用的手段。 J n 為了回應此一規定 ， FAO 在 1 99R 年所主辦的「有關漁雄能

力管理的技術工作會議 (Technica l W o rkin g Group on the Man agem en t of Fi s h in g 

Capacity) J 當中 ， 通過 了 「漁獲能力管理的國際行動規能 (lnternational Pl a n of 

Actions for Management of F is hin g Cap ac ity) 0 J 依據此一規範，所有國家必須於 2003

年 ， 最遲者應於 2005 年底達成漁獲能力的有效、平衡與透明的管理目標 。 另外，所有

國家應採取國內的、兩國間或適當的情況下自多數國之間為了使漁獲能力能與持繳利

用的水準相符合進行削減的努力。 tl'在大型賄釣j魚、船方面 ， 其要求削減百分之二+到三

十的漁獲能力 。口而為了削減漁獲能力所進行的滅船措施可以說是漁業在「產出管理

(output co n tro l) J 方面的一頃 。 ' 74 具體的措施方面包含了以補助金 ( s ubsides ) 的提

供來貸回 ( buyback ) 漁船或者進行拆船 ( scrap ) 。有亦即，透過為了讓漁獲能力能夠

與目前的漁業資源的狀況相符合所進行的滅船措施 ，此種的街、獲能力的管理力圖能夠

使漁業資源能夠逐漸回復 。 以下就鱗魚漁業的兩大國 日本與我國的鱗魚延繩釣漁船的

誠船行動進行檢討。有1

說 71 負責任你梁之行動既0Iii! 7. 1.8 0 

~t ?L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lions for Managcment of Fi shing Cupncity 、 para 40 

2土 'rJ Repur' ι毛r Ihe FAO T，此:hnica l Work川g Grolψ 01/ ,l1e Mcmagem enl of Fishing Capacì/J九 La Jolla. Un ited 

States of Ame rÎca. 15.1101. April 1998. FAO Fisheries Repo叫 Nο586 ( Rome: F AO. 199R ) 

ifl '74 在融業管閉的主要/i ~t當 中 ， 一般來說有採取漁船噸敏、 if~ )的 1月的恆的限制等1:>巨的「投入管理

( input control) J ﹒ 以位以漁磁盤的分配比例與誠如措施等為主的 r 17f !B rf .8~ (output 

叩nlro l) 0 J 張正抖 . r A PEC 管理;，r({j持能力研討會將於 5 月陷1 ú: I~Jj lí.ft [j月肘， 國際漁業資訊( 台

北) . 第 1 60 )的( 2006 年 3 月 ) . w: 37 • 

3主 f拓 Do叫自

Relrospec t and Pr閃。s叩pect.可、， in Myron 1-1 . Nor吋dqu i s l and John N。凹rt怕。 n Moore e缸吋巴d s. ， Cl削Irrenl Fis叫h悶e臼ries Issue削河

α1/(叫ιd 1泊h吋e F，οοd α叫n叫d Agri阿C叫tμ叫，μ/1“川t“fre O"gal1削"臼za叫"οf1 o/ Ih e Uni fed Nations (Leiden: Martinus Nij hoff Pub lishers. 

2000). p. 575 

註f站 2005 年I!t拌上!lfi魚的總漁獲益為 1 96 甜的97 噸， 日本人就WJ ï:( (其中的同分之一 o 2006 年 ， jf主U

到門本市場的節1訊前中1ï約三成是烏拉闢漁船所liIì鍾的辦魚。參照 7'/7太平洋資料 e/' 少一水產

資源研究舍， r 7" 口 - 1 :; 1) 文 A時代l己 打付毛 7 7"口壘的("吾漁槳 遊殖/流通/企 J ' 2007 年 I立

調查制;對者，頁 9- 13 0 Avai lable al http: //www.pan: .jp .org/ kenkyuu /2008/sakana .html( 2008/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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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為了呼路上述的行動~ I 查 ， 將其國內的胸釣漁船數是削減 132 艘 ，相當

於其總數量的百分之二十。 71 2000 年起 ， 我國與日 本的「負 主主任賄漁業推進組織

(Organization ror the Pro m o ti o n of Respon s ible Tun a F帥的 ies ， OP RT) J 進行雙邊合

作，採取共同滅船的措施 。司在接受 日本方面的協助之← ' 我國對回籍為我國國籍的

39 艘權宣船進行拆船措施 。 不過的奄 2004 年為止 ， 以我因為船旗國的 24 公尺以上的

大型延繩賄釣船仍侷 6 14 艘 ， 占了全世界總數的約百分之四十 。叫我國為了規遊來自 區

域性漁業組織的制裁 ， 正努力於削減本國過剩的漁佳能力 。個

對於我國而言 ，除了本國緒的漁船之外，更加嚴重的漁業問題是本國凶民所投資

經營的權宜船之管理問題 。 實際上 ， '}Ji國早在 1997 年開始就因為此極權宣漁船的管理

問題 ， 在 I CCAT 的國際場合中迎受到來自世界各國的貞難 。 亦即， 大多數我國國民將

其所i~!街經營的漁船轉移其船籍主其他國家 ， 藉此來 1>'1.迦國際漁業管理規純而從事非

法的 IUU 漁業。 依據 2005 年的躍伊f忠、船籍協會船船名附 ( L1oyd 's Regi s ter of S hips ) 

的紀錄 ， 登錄於以宏都拉斯等國家的我國漁船達到 147 艘 ， 居於第一位 。自1據世界自然

基金會 ( WWF) 的調盒報告 ， 在我國所建造的漁船街火部分都登錄於權宣船國家 ， 缸而

我國的受益所有人所經營的權宣漁船州、時常被捕位從事 IUU 漁業 。 gl

2005 年 ICCAT 的年會中 ， 由於我關政府針對權宣漁船所造成的 I UU 漁業問題所

付出的改善努力並未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 ， 因此我國政府不懂漁獲自己傾遭到 ICCAT 的

削減 ， 同時被要求採取具體有效的改善措施 。 SI 有關機有:漁船的問題 ， I盡管我國並非漁

註 77 Q PRT Report. O PRrs Work 10 Rctri ct a nd Redu cc Tuna Long line Fi s hin且 Capac it y ( IA rrc Wo rk shop 

Dctorber 10- 12. Sa n Oie怠。) . a va i labl c at http s: /lwww . iattc . o rg/PDFFi 1e s2 /0 PRTs-Work - IO - R凶tri c t - and 

RcduccTu n3 Longl i 11 C F ish i ngC a p叫“y . pdf (as or 20U~/ lI 1(4 ) 

:王 祖 ICCAT !β 2000 作要求 H 本科IJ其間進行懼，庇延繩釣漁船的i戚青n .. ICCAT. Supplemenl Reso lut ion 10 

Enhancc the EfTectÎ ve ness of thc lCCAT Mcasures 10 Elimi na h: I lI e名叫 ， U nrc且 ul a t ed <l nd Unreport ed 

Fi shillg Acti vilics by Large Scal e Tun <l Longlin e Vc語言已 J s in lh l: Con 、' ctltion Arca a nd Olhcr A reas , adopt t::d 

叭 叭e I ] lh Spcci :t l Mec t i n起﹒ 1 3 - 20 No、 c l11 be r 20011 . FA口、 I mp l e l1l f' I1 t<lt io n o f lhc Inlc r natiυ叫‘ I Plan of 

ACl ion fú r Ih l! Ma nagcmelll 0 1' F的h i n g Capaci l)' ( IPOA-Capacc ity ) : Re圳 C\\ ,1nd Main Iss lIcs. para .43 

A vaila b Ie at ftp : /l ft p . fao.org/行 IDOCUMENT/t c - iuu -cap/2004/d e ra u lt . hlnl (200X1l 1129) 

,;{?I H I伏倫 r r 1 你;認為台 4月純的~41也危險 」 ﹒國際漁業資訊 ( 台北 ) . m 1 制 制 ( 2υ06 作 .1 Jl ) 

n 27 。

控制 臼 20()5 年到 2006 年的 2 年1月 ' x.進行了 l削 做的大明鱗魚船~ô'.) i戚船 ﹒ 張tI二 于J. • AÎj引文 ri 37- 38 • 

茲別 G悶 1111 ; a l1 d Simpson. The Clwng ing "、.10 ""宮 。，. N igh 品:>1I.'i Fis !Jer i('s: HOlγ Flags (~r Co m 'enìe1lce P，恥，抗，

Cο I'(!r Jv r 1l!C!們，. UnrepO/ 的d圳Id Ullreglllaled Fi.çlt i /lg , pp. 73 、 76

cll 阻 11: WWF (1')剝持到 (!' 巾 2001 i早到 2003 付之[11) • IO~國內f l.主治(1'.) 5 1 艘起i i/:l 24 1呎的λ型的船訓中 ‘

1'0 2003 年底f\止刮 到 艘h!.幽於 1扭 (1 闋的閥 Mi ﹒ 1罰 11 1 艘 Id Jx閥凶諂 .. l hid.. p. 4 , 15 and 20 

控制 JJ1凶漁船 H 1 990 年代起將船研移叫到 ICCAT (nJI，會員闊 的此從事 I UU 漁業 ﹒ 之俊仇的 I UU iPt業

月卅日 J盟的J(1質的民成我國內iÞ漁船的的貨 ﹒ I用規Ó!Ì區域性的~管內組織的w.r<血與取締 。

控 制 例如l ﹒ 技間被~(求 fdl 誠 向且逃出UI一 i J :捕魚 ~il進行械制的話H~ ~ lCCAT , Re r.: ommendati on 05-02 by 

JCCA T Regard ing Cont ro l of ι hir、e S è Ta ipe ï s Atl a lll ic Bi且eyt.' Tune Fisher ies , adoptcd at the 191h Regular 

Mee ting , 14-20 December 20υ5 . 1"1勝切 、 夏翠鳳 ﹒ r l CCAT 釗段凶大廿蚵jAc幫iW lj區懲罰性削減」 ﹒ 國

際漁業資訊( 台北 ) 第 l 到 l的 ( 2006 ;1三 ) • 11 2 5、2 1} 0 林草能， r攸關述洋漁業而臨之 11可是ñ lfi!對

策 」 ﹒國政研究報告( 台jt • M岡山人倒在政策的f咒茲 :ð:會叫家成策 可 21106 悍 的 月 ) .. Ava ilable at 

htlp :/lo ld .np f.org.tw/ PUBLl CA T IONIT E!095/T E-R-OlJ 5-02 0.htm ( as of2 () (卅11 1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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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所}朕園， I旦足透過受位所有人的本國漁民的管理 ， )述是口J以達到抑制技凶權宜漁

船從事 I UU 漁業的效缺 o 這樣的理論是來向於之前所強調的，現代漁業資源的 ，反護管

鹿illi '}i'僅是漁船航}!iH闋的責任，從事漁業的漁民的凶箱倒;)'j;須分擔管凹的責任 。 IPOA

I UU 針對所有國家之貞任 ，做 f以下的規定 。

1 8 依據 1 982 年聯合國海洋，去公約的相關規定，在不侵 害到公海土船旗

國之基本義務之下，所有的國家庭.位可能地為了 ~函告中全卡白布函良不支持且

不從事 I UU 漁業 4采取措施或進行合作 。 所有的國家應相互合作以從定從事

I UU 漁業的決必為企金去A受益所有人乏函良 。

19 所有的國家應阻止讓共自良為 LA必去懸扮怠忽船旗國義務的國家的國

旗 。 ( 以上強調榜 首已為筆者所加 )

因此，我凶止的可必須透過嚴格的漁業作業規定的街效執行， J;J便改善本國漁民逍

守闊際漁業規定的狀況，確保本闋的漁船與漁民品11能夠誠實地遵守國際的與國內的漁

采規飽 。 鬥|淌 ，我凶-/j即將級賓施獎勵iFiX船拆船的補助<i2 flìlJ度 ， 只 方閣將出立法

手段通過「投資經營非我閥籍狗、船管且IT f,* (9IJ J 的國內法規， 點以力11強對於故國國民所經

營Wi宜漁船之ffi:迎 。 然f(lj ‘ 我因此頃 立法i'F fi)f議草案階段 ， 即受到法w與漁業貿務界

的強烈質疑與批汗 ， 蚓此未來此一法律能 'iHJ 敘執行立在藉此降低過剩洲、獲能力 ，質有

H封f!'1(之餘地 。 制

無論如何 ， fl:考量到漁業資源的持續發展的國際則待之 下， 各國都街必要努力削

減國內漁民的過呆IJ漁佳能力以反避免過度的i的藍競爭 。 2004 作，在向 FAO 的「有關

IPOA -I UU 以及 1 POA-Capacily 的檢討與實施的技術的制f<r議 (Technica l Co n s ulta li o n 

to R ev iew Prog ress a ncl Pro mote the Fu ll Im p le mentation 0 1' the IPOA- IUU a nd IPOA

Capaci ty ) J 所提卅的報告書包中指出，在 FAO 的會員國當中 ， 已經令，不少關家開始

貫施「 ifh j質能力管凹的閥家行動 ;] 1 畫 (Nali o n a l Pl a n s Of Ac ti o n For C apacity 

Managemcnt 、 N POA -Capac il y ) 0 J 前

" t 8:) 征條例b'.; 叩開 Q' 1 2 }J 2 [ 1 於的主防范古j[且必全文 1 '1 條 約總統於 200的 '1 '. 12 n 17 U ﹒ 以市總

品1< 2;1'1 U9700271591 仰公 布他行 ﹒

,; 1: I!I j .-ì主 l'革例 : 扣除(1，成 :\11之外 竹行圳糾則必二 例如倒人從 'H祝Pt 古 處，l 、 n 以仁三 1f.以卡布 l叫徒Iflj

i' ! fJ H HJí "';('，'!'l → H時正以 卜 立，1金 ( ;r; g 條 ) . 申案階段甚至蹤，主處以 .:: 'rt:J. 1. 1 可以下 fil的徒刑 。

然 ).Jd:: ri .(j . e、 '!t' 11 ót: l'.t 7i; ì于內 fi~以戲l /f1J WI1出l 引發帶$渝 ﹒ 再仟 ， .fQ 閥人的!快投資之外凶 ;，((1，部 i 內的的t閥

|泊之下如何佇立立 '11f J11l . 正在漁船向海外M!誼之質際t7ì i~è ‘ tQ凶 Ali不一定能仿效于':Ib! . 法 1 1\ 執行 1-. 有

所 1 1'1服等Ilt " 手 。 參 !!'t~Ai志神 ﹒ 「評投ñ科研)1 拉國詣的圳海外從 'H漁業科理條例」 ﹒ 存在長於國際 (11

洋iL與漁業問凶風險 6lfH仰 ， 日股市政 ifi 凶 ;1 湛的加洋大概海洋iH'lt側 ，比所 坐灣閥際i.t學什 l

t牌 ( 拍攝 tU09 年 1 2 月 ) . k4 1 圳 、 1 7 6 e 

11!', ~l 超過 付 之， 白'.J (~ ~\ • .!I 111: 已經開始險昌、I 此 做 管理歧策的'Ør fi區 ﹒ FAO ， [mp[cmcntat ion or Ihe 

Jntcrnational Pl ~n of Acti on for the Manugcmenl of I司的hin且 Capac il y (1 POA-Capuccit y ) : Rcview and 

Main I叫les. panl.20. A 、.' ai labJc叫 ftp : // ftp. rao . orglfi/DOCUMENT/tc- iuu叫p/2004/de f3u h . htm (200X/ I 1I29 ) 

FAO. RC[lort nr 1111:: T ,-=c l1 niC i..d Consuhation lO R\:.' vicw Progress ;}nd PrOlllotc th c Full lmplementat ion 0 1' the 

In to.: l1wliu l1 ol Pl;11l of Anion to PrCv l.' l1 l. Detcr and Eli lll inalc 11Icgal ‘ Un reported and Un rc且u l:ncd Fishing 

:lIld thc Inlcrnaliorwt l'lnn of AClion for I h ~ Management of lhe Fi sh ing Capac“y. FAO F的hcr i \.!s Reporl No 

7 予 3 . par泊 ~.-l 74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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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上漁業活動的共同規範

(一)管理名冊的作成與合作管理

有關 I UU 漁業的對策方面，最初是將不進守國際愛護管理措施的漁船資料造冊列

管 ， !lrJ所謂的黑名單 (blackli st) 或負聞名單 (negative li st) 。阻但是 ， 一般認為逗些

名單中的漁船在移串串船籍或變更船名之後，仍然可以繼續從事違反的 I UU 漁業行為。由

有鑑於此，相關國際漁業管理組織乃改以製作確貨遵守護護管理措施的漁船的名冊，

即所謂的正規許可J魚船名單或正面名單 ( posi t ive list) ， 凡是未列入該名單中的漁船的

漁捕行為都受到嚴格的規範與管制，此種方式或許比前者更為令效 。 m

有關此種正面名單的倡議最早是起於 2000 年 ICCAT 的決議 。由於考坡到大型延

繩鱗釣漁船的高流動性 (high mobili ty) , ICCA T 要求其所侮會員國提夾在條約規範水

域內被許司捕獲鱗魚的漁船的名單 0 2002 年 ICCAT 為了防堵 IUU 漁業所捕獲的漁貨

進入國際市場，因此正式設立此種把被合法授與漁捕許司的漁船造冊列管的正面名單

制度，藉此稚認在條約規範水戚內作業的合法漁船 。 91 另外 ， 在 ICCAT 的提議之下，

IOTC 和 l ATTC 也同意規重採用此種正聞名單制度 。但至於 WCPFC 和 CCSBT 貝 IJ 已經

開始採用此一制度 。

為了讓此正面名單制度得以有效實施 ， 日本政府自 2003 年起參照 ICCAT 、 I OTC

與 lATTC 的正面名單制度 ，開始採行綿類J魚、貨的交易監視與管理的制度。由亦即 ，唯

有在正面名單中的漁船所捕獲的漁貨才得以進們到日本市場 。 透過正面名單制度的引

進以及國際貿易方面的限制與規範，期望可以通阻非法漁船逃避國際漁業規範而從事

IUU f.魚、笑 。

2007 年 l 月 ， 五個主要的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的秘書處M以及其會員國在日本神

戶市召開國際會議，商討國際漁業資證管理的未來方主|與政策。在此會議所作成的行

動方針詣，中， 自要求未來應該整合正面名單制度與負面4"，舉制皮 ， 抽並在經過發合之後

註昭 區域性漁業管內組織的會員凶必須做恕與 IUU 漁業有關之 )1'會員國 if~船 ， 必將該漁船資料通報;主管

區域性漁業佇組組織的秘首屆 ﹒ 平巴1} f造成妥員會主防ft'JWj~，;生名單要求該漁船的船航回合作 ﹒ 除了

NAFO 輛 I NEA FC 之外 ， f"J1i CCAMLR 、 I CCAT 、 ITOC ' CCSBT 以歧 WC I' FC /lf\採取此值名單管

理 ﹒ 水上千之 ﹒現代的海洋法( 束后t 行(，:;堂尚文仗 ，切的行 5 H ) ， 頁 32 • 

註閻 例如 . fJ~ 管，\\道幾內~l從 199 7 可起的 3 年 Wd所取得的 ICCAT l(~j擅自己做的需 . fEl ß卻山口 T -flj 當數

量的J且最有魚 ﹒ 林百l盒 ， 前引文 貞 49 • 

:正由 http: //www 叩門前 jp/仁c 1 8_frame . html (as of200 8/ 11/02) 

~f 91 Recom mendation by JCCAT ConcernÎng the Establ ishment of ét n ICCAT Rcco rd of Vessels Qver 24 Meters 

Authorized to Operate in the ConventÎo l1 Area (Re f. 02. 22) 

註阻 Katsuma Hanafusa and Nobuyuki Yagi. "Effons 10 Elim in ate lU U Largc-Scale Tuna Longline Vc時此，

OECD, F，刊h Piracy: CombatÎl1g I /legol. U l1reporfed (1 f1d Unregulllfed Fìsh川g， p. 269 

2主由 Ib;d., p. 270 

註 91 ICCAT. IATTC. I OTC‘ CCSBT同 圳d WCPFC 

註!lï Report of thc .J oÎnl Meetin巴 of Tuna RFMOs. January 2226. 2007. avai lnble at hllp :f/www.luml

org. orgl Doc u men t 5/ 0 1 ht! rl F i na I Rc pon -A ppcn d ic的 ptlf (::\50 1' 1 0υ~/ 11 /05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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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面名 f'(l. fj) l)皮話中 ， 賦?該名單巾的漁船永久的4屬號傌 (f列車II IMO 號碼 ) 。正面

名單膠、包含支援們漁船 ( 例如1加 irll船或運輸船 ) 在內 ，採取史為嚴密的 I UU 漁業防衛l

對策 。 軒在此次神戶漁業會議中所作成的行動方針當巾， 具體的作為之一就是目前所街

的區域性漁業管內組織的正面名單那里輩份於國際怖類管J.!ll綱站 ( www.t un a-o rg.o rg ) 

仁 ， 隨時 uJ(jj、檢雪后查閱 。

(二) 海上取締與處罰的有效性

局的 1ff1闢在公海上的取締行動因為受限於地理與技術 |二的|河絮 ， 未能有效地實施 。

船旗國~h'它確實主主持:本國漁船的遵守情況 ， 也、釣台中貝他圓的合作 。 街關此精海上取締

的國際fT作，去日前所述 ﹒ 主要是透過區以性漁采管控制織進行有關漁船監控系統

( V c sse l Mo n itor ing Sysle m , VM S ) 的改iiq 、船的的通報義務的強化、提高傲視員的採

川J率以及在條約既能水域 '-1" 登船儉盒等儉節1) 的主E Li;等等 。

.(1:收約措施筒中 ﹒ 啥時{}撿查雖然足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更 )JIJ重要的是對於非法作

業的漁船或相關人員必須f采取有效的處罰 。 為了能夠街效地抑制 I UU 漁業 ，除了必須

採取能夠消除助公 I UU 漁業的紋濟因素的琪的措施之外 ， 賞你必嬰落實具有懲罰效果

的正斬釘j)1)裁制度 。 間

有關違法J的f.(r，行為的 *1)&兒， FAO 遵守協定1月I時ffT國公海狗、業u施協定規定，此種倚1)

必「必須在他保z2守土fi奴 ( c fTeclive ) J illU 1. ["足以剝奪違法者從其進法行為所獲得

的利益以及科J;)、迫|而不法，杭州其不法行為所生之利益 。 J . 111 然「肘，賀!際上有計多國家並

未採取何以fi效過阻 I UU i，~企業的處罰或Hi l) 裁扔施 。間在此種情況之下 ， 對於那些從車

I UU 漁業的漁船或受往所有人 ， 間際社會要採取怎樣的處罰與制裁揹施才得以有效地

剝奪或追因其犯拉利益 ， ) ')足綠J」f未來的海洋漁業秩序的關鍵所在 。

對於 j主i'.t漁船的處罰， 一般而言都是 J采取撤銷該漁船的船和或科以到金 ( 表

5) 0 lil.J.J: '由{)斜的做主1')域 ，可j金自僻、 卡-足而足一何對於漁船所伯人或經營者造成影響的

制裁，則成為問題 。 因為漁船的甜的結即使被撤銷了 ， 在目 前 íj的船llJ嗨!錄制度之下 ' 5:主

漁船仍可以輕易地取得其他國家的團結 。 101'另外 ， I H航 一次所獲得利益因為遠遠超過

;土 !Xi Ihid ‘ App t.'nd間 t o.l. Cou r~e 0 1' A t.: IÎons I(lr RFMO~ rrom th t.: Knhe Mecling 0 1' .l o int Tunn RFMOs. scction 

1 , pnra 7 

~I!rl Jbid.. sec tion 11 

ii主!yd Kristina M , Gjerde ﹒ H i 巴 h SC é\ S I、 i s hcrÎes Managemcn t unde r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 f the Sca ," in 

D‘IvÎd Frces tone , RÎ l: hard ß arn l.! 5. Hnd Da vid M. Ong cds. , T!Je La\l' rl f/ie Sea: I'rogress {/J1d PrOsp(!c/s 

( LOOll.on: Oxford UnÎvc rs ity Prcss , 2006). p. 30 1. 

;主!!) FAO j里 '.J'協定第 3 條軾的J:..(位聯合凶公海i.(~':;fj 白施協:..i::J.n 1 9 條 2 1ft .. 

:主酬 。 E('O. Wlty Fish flimcy Pers isfs : The [(ο IIO II/ IC ，\" υr J1legal. Ullrepo l'red {l ml Unreglllafed Fislring. p. 39 

~t. 1 岫 以臨 11 '1 1 1 1 Jr'i(t'-J fj式 . o J 以自 24 小時以內 JjU: rr 1 取得新的船錯 。 Cì ianni and Sirnpson , TI1e Clw Jlgillg 

仙的/re of lIig h St.' ~IS Fis!u.' ,,;c,\" 的) 11' Flags of COI/ I'(!niem:'(! Provide CO l'''1' 101' IlIegal , Unrepo l"red fJnd 

U削啥叫叫叫 F川hing， . p. 72. foot \l otc 1 0X 雖然行幾個h~~，， 1Þ:倒給 11I1.足昂的向(I IU量的的用與布t~ ， 以抑

制Jl他凶頂的漁船有電車 l適'1 '消制賄，小過1拉伯拉不大 .. S. S i n且h.R ell t on . "Flag 0 1" Conven icnce and thc 

Largc Pelag ic 1- 的 hi ng Industry:' C RI:-M ßitlllllll“I Ne ll'.\le fl er ( 2004) .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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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的吉íl袋 ，在仍有利司聞之下 ，非法捕魚仍然存在茗龐大的兩業利益在 。 根線一項案

例研究的結論，各國必須大大地提尚 目 前所規定的罰金金額 ( 表 6) . 才能有效過阻

IUU 漁業的猖厭 。 時

表 5 權宜船團最近所執行的處罰措施

船旗國 違反事'['\' 場所 l起到

貝盟斯 違反 1CCATú'.)規定， 不~月 J的t甜甜m

貝盟斯 ~I'i上捕獲隘l阱 澳洲郭j島經濟同 51克美金昂l命

貝里斯 非法捕獲閻健 模里西斯 3比美金 ;\ìJ金/1散銷船ZE

貝里斯 違反 1CCAT的規定 安哥忱的部水域 1 7iï美 #i: f\'r1金/撤銷船給

貝里斯 {ECCAMLR~見[陀水坡內非法捕魚 CCAMLRJJd歧 J做銷自甘 11\

島湖沖i {1 哥哥止水域內非法捕魚 CCAM LRJj(域 撤銷I船絡

資料來源 OECD Secretariat. IfIh\' Fi.çh Pimc\' Pe川，它的 The En U/omics uj '!legal 的re，.圳rlcd and Unregll !tm'd F的hing.OECD

2005. p. 152 

表 6 各團對於違反公海漁業之本國漁船所規定之罰金金額 ( 美元 也 )

比利時

112360 

、質洲

35483 

凶班牙

335900 

紐茵!話l

14450 

資料來il車 OECD Sctretari t“. 11'111' Fislt 刊'。可. Pe川府的 The E(酬IOm;c，\' of IIlegal. Unreported 帥，d Unregnloæd F.叫'1i11g . OECD. 

2005 周 p . 117 

令天 ， 公海i魚、捕作業必須透過漁船取得作業的認證 、許可或承認來加以管理 。 閃

此所有的船旗間都必須將漁捕認證、許可或承認的中止或做銷作為處分與信1Jî我從事

I UU 漁業的方式之一。 但是 ， 不管怎餒 ， 為J的作業許可的中止或撤銷終究只是*IJ裁措

施的一個部分 ， 所謂「有效的處罰」則必須同時考撞到「足以剝奪違法者因違法行為

所獲得的利益在」並且 配合其他的制裁措施 ( 例如漁船或漁貨的沒收甚至做禁等 ) . 明

才能令所成效 。

對11:非法捕魚的有敘處罰，美關所J采取的措施值得借銳 。 美國依據萊商法 ( Lacey 

Act) 、面防制走私法令、輸盜法令以及洗錢法令等多項國內法 ， 對於從事 IUU 漁業

扭 曲 U . R . Surnaila. J . Alder. and H. Ke it h. "The COSI of 8ei月 Apprchendcd for Fi shing IIl e但 lI y : Em pir ical 

Evidcnce and Pol icy Implications:' 111 OECD. F，的 h PiraCl ζ 'ombatillg IIlegal. Unreporred ( l/Id 

Unreg l/ faJed Fis hin只. pp. 201 、230

3上 間 ES li ma t c d rate 0 1' thc year 2003 SCl by thc OEC D Ecvnomic Our/ook No. 74 

dt 制 (01 極 fjil!r的 l1il 消 4 腦有效之處罰i 可 並不 存在具體的判斷標吶， (日是“ 認為必須l的慄準 1，\1 f 1 民 曰“íj的

24 (ð • "n刮過的的處罰N.lJl .. Sumai la. Alder. and Keith. op. c il. . p. 203 

dl 自 般來話t ﹒ 漁船或漁間的從收且比起如!命來得刮過阻效恥 ﹒ OECD. Whv Fish PÙ'(lC\ ' Persi,H,t. : TJ吋

Eco仰lI ics o[ 'I/egal. ωwepo，.，ed (l耐 心"悍的led Fishing. p. 39 

;王 1% 萊茵泣;)i規純哺乳動物 、 鳥類、 魚顯改兩悽動物等對圭亞的物的進fH I 1 .lfiJ.i單 i萃的美~間內 iL " 200X 

可三 美國間會修 TI :該法 . :恃森林的非法砍伐亦納入 1混為規把對象 。 h t tp : //www. mofa . go.j p/mol吋/gaikol

kankyo/bassaνgh_08. html (2008112/02) 美閥是少做除了以行成湖之外 ﹒ 封以!Hl ~ij處告可曲 Ui 'l平志私的

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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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刊壘起捕魚行為 . ，/]、包合非 11、 i-f!.t貨的退出口 ~H哎哎行為等 ) 的關民進~ J 起訴 。面在

200 1 ' 1'- FJT起訴的兩件笑例常中 . j!q名違法 (j 因為非法捕獲tjM段故走私進入夫國反內 ，

而合計被科以 80 萬美元 ~i 12 1 1捌丹的拘役 。 另 4案例則是街三人閃以貨才IT!ï走私人聲龍

蝦干LI 固位;而分呵IJfHi處以 46 、 30 Ð月'1 12 1例月的拘役以及合計共 740 萬美元之對我 。見

三 、 漁賞的流通管制

在漁業資源的瓷誰?27月!措施忙，最1.1 1 引進貿易 "f-{' llil措施的是 1 992 年 I CCAT 所通

過的黑綿統計且在明你IJ皮 (B l lIefïn T lI na Stati s tica l Document ) 。 此一flj lJ度重fi .:J之黑怖的進

I 1 商街義務在拉克貨 1- 附力日 E己赦令 jdj鍵技i的貨之漁船資訊11iHrtlJ隻地點的證明文件 。 結Ll I

此一倍IJJ玄 ， 凡是未依據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規定乙方式捕獲的ì，f!.t貨都被排除於該組

織會員闊的國內市場之外 。 月前 ， 你做魚的間際交易市場上 ， 已經有 CCSBT秘 ( 2000 

" 1二 ) 、 I OTC ( 200 1 年 ) 與 I ATTC (2003 作 ) 引進此 一制度 。

1999 年 . CCAMLR 參考了上述 1CCAT 的制度 ， 設立了洲、貨證明制度 ( Catch 

Doc umentatio n Scheme • C DS) .凡是rr CCAMLR 會員國之間流通的固賠都必須附加

證明其漁徑來源的;割肉文 1'1 。 所布會員間與參與此制度的國家 r1']漁船均由其船旗國賦

予其載有號碼的iRl質投 rU J文件 。 於海上1'1<糙的漁船凡是亦將漁貨上岸或是的迪之時 ，

若漁貨的內容易i拭被許叮的內辛辛枉! 符合的話，所1旗閣會再給予其一個認話號碼

(CoMir l1l a ti on N lImber) 。 總迷船隻亦足此i(fJ 貨;哲明制度的適用對象 ， 因此在海上轉

過回憶的科運船船長必答~I怯受漁船所給予的漁貨 Ii合明書 ， 立t且 有:你認內谷之後在iq明

dZ上簽名 。

最後在該iih貨 1- 岸之際 ，在治 11執勤的公務只必第融認上岸的魚、貨是社-? tJ月話 Wf~文

件所記敘之內谷 致 。 此一漁貨設明文f'i'在進口與出口的所有過程;唱中都必須附加其

巾 。 漁貨說明的影本必須送交船旗國與 CCAMLR 的秘書處 。 QW布會負圓的港口中進行

洲、貨上作時 ， 除非確認放j魚貨話胡文件戚。效 . í至于則縈 l 仁誡漁貨進行仁岸fqJ Z主 o 如 IciJ

囝 3 所示 ， 藉 111 i!魚質的貿易規箱 ， 包含現在fI附南京1、作業在內，所有的漁貨的流通都加以

透明化，促進漁菜資源的何效管用 。的

61: 1研 Diane Erccg. "l)clcrr;ng I UU I 的 hin品 t h rough State Conlrol Qvcr Nutiolla ls." I呵'，，";/Ie ?o /icν((ìuildford) . 

No. 30 ( 2 00的). p. 17.1 

J卡 岫 u，川P川iled 可盯r川"削圳'a叭fe仰，吶R 帆阿.\'. A4，公4('/'\1'川"叫，川巾h and UI州lif仲&υ叫'd

d抗主 間 CCS BT "泣吐立 { i t'討1 肋 f封R咒!.訓訊(削b削IJ/垃立 ( Ir叫‘a叫l d c i刊川E叭1 for們川r鬥rma仙t lO 11 S缸叫ch忱1吋eme叫) J • r所前 4“1 兩/打i自餅血的進 l川l 必剝削l上 1 1:縱 11 計

制記載 f j~~f:\阪訝的投l明文 1'1之後 取得打Iì J哩該做魚的漁船的峭的L凶材 116\1 rr. I~ ((J 且.'2，~在 ﹒ 微言之 位

沒 何向 1 !".11c "世 Ii曇花服d況 II) ) 文件丹 - 如何約0Jl必 l([~ Ir. JU((t t宜的 jffin ﹒ ßarbara Kwiatk owska 

1 1/ 1肘 1101;0 1/0/ 口r~ (l/ II=(tI IUI的 lIIul Ihe Lu\\ ' o{' Ihe Sea DOC lllllell仙 1)1 y~的1rhook }Oο2 (Leidcn : MartinllS 

NijholT Publi s her長‘ 2( 11) 5 ) . p. 1023 

JE 110, [) ..J . Agnew. "Th t' I lI c 位刊 I and Unregulatcd I可 s h c r y ror TO()lhfi sh ;11 th c.: Southcrn Occan、 a nd thc CCA MLR 

C叫ch Om:umenlal icl1 1 日 c h C: lllc 可 ，，\'!lI ri l1l! Po!i(:r (Guildford) , Vo l. 24 ( 2000) , pp . 3后 7- 36K

言主 III htlr : 11ww叭 。r rt. o r.j r/n t" WS 200X 1 023. h11111 (山， \) f200~1I 1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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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貨

l層檢查

延繩釣船 小型漁船

將H盟

2層儉查

l'L 

卸貨 登岸

交易或運送

多層檢查

多重交易

查驗

l屑儉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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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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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關之圍內市場

圖 3 CDS 的流程

資料來il，ÿ. : CCSBT. Report of Ihe I ~( Meeting of th e Compliance Comminec Workin且 Group . 2日 07‘ avail abte at hIlP:!lwww 

ccsbt 軒的p~docs/j p_meel i ng_r. h tm l ( as of 20081\ 1 川 1 ) 

不同於證明文件是在漁貨上岸時才發行的統計證明制度 ， 漁貨證明制度是從漁捕

作業的 fI"f點開始 ， 漁船的船長就必須將漁貨證明附加在漁貨上 ， 之後不管是歷經幾次

的總還或上岸 ，此一證明文件都必須隨著漁貨由收受人進行內容的確認。 此漁貨證明

制度目前在 CCAMLR 的條約規範水域以及之外的公海水域均適用之。@目前， 與圓騁

的國際貿易有關的幾個主要市場國家 ， 例如會員國的美國、 EU 和 日本以及非會員闋的

新加坡與賽席爾群島都是漁貨證明制度的參加閣 。 。

CCAMLR 的漁貨證明制度一方面位認了國館的交易流程，另一方面藉由追蹤其交

易流程的方式來過止 IUU 漁業的漁貨進入漁業貿易市場 ， 以斷絕 IUU 漁業的利益來

源 。 因為在漁貨證明未被確認的情況之下 ， 該i靜、貨必須被相關當局所扣押或者祭止其

上岸 ， 如此一 來即可防止 IUU 漁業的漁貨的進出口與商業交易。 透過此種貿易流程上

的監視與把闕，使得 IUU 漁業遭到取締的風險提高 ， 讓權宜漁船與其受益所有人承擔

t土1m Davor Vidas, " IUU Fishing o r IUU ope rations? Somc Observa tions on 0也gnos i s and Curre nt T reatment ," 

În Da、l id D. Ca ron and Harry N. Sche ibe r eds. . Bringing New Law 10 Oceo l1 Wmers (Le iden : Mart in us 

Nij ho ffPubli she rs. 2004) . p. 14 1 

詰 l已 開放給 CCAMLR 的會員關和非會員國 . CCAMLR 的 34 個會貝國的中，有 EU 和其他 2 1 個國家參

!Jn C 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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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經營成本 ， @)以期達到嚇阻的效果 。

此j魚、貨證明制度是繼 ICCAT 的統計證明制度之後 ， 在關際漁業管理方面所創設的

第二種國際貿易的規範措施。最近，其他的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亦陸緻開始檢討採用

此極為、貨證明制度。 ICCAT 於 2007 年成為第一個決議採用 CDS 的區域性鱗類漁業管

理組織 ， illll並於 2008 年 6 月正式開始質施 。 @)CCSBT 在 2008 年 1 0 月的年度會議中

亦通過了南方綿的「漁貨證明制度J ' 預計於 20 10 年 l 月 l 日正式賀施 。@

為了很絕 I UU 漁業對海洋漁業資源所造成的危害 ， 從船籍登錄到漁貨的市場流通

的各個階段 ， 國際社會思考了各種的防制對策。統計證明制度與漁貨證明制度可以說

是 I UU 漁業的獲利過程巾的最末揣的一道防制對策 ， 藉此防止其漁貨進入市場 ， 阻止

I UU 漁業漁船的受詮所有人取得不法利益 。 此制度可以和入港國家的檢查相輔相成 ，

以彌補海上登船檢查之不足 ， 更能有效打擊 I UU 漁業 。 qjJ)

欲防止 IUU 漁業 ， 需要多角化策略的同時並行。因為眾所遇知地 ， 一項法律執行

的結果 ， 可能使得不法者為了規迎該法律的適用 ， 而利用其他手段或法律漏洞以便繼

緻其非法的行為。@因而統計證明制度或tm貨證明制度與有關j漁貨進出口有關的貿易

制裁或許有所成效 ， 但是要能完全根絕 IUU 漁業的生存空間 ，仍需仰賴更廣泛的關際

合作 。 IPOA -I UU 即在國家問合作關係上作了以下的規定 。

9 . 3 具備概括性與整合性的方法策略﹒防止、阻止與根絕 IUU 漁業的措施必

須給討處理對漁業造成影響 的要 因 。 在採取此一對策之時，所有 國 家均

應採取靠港國措施 、 沿岸國措施 、 貿易相關措施以及禁止本國國民從事

IUU ~魚業的措施 、 船8萬國之基本義務的設定與依據國際法行使管轄權

等 。 。于籲所有國 家在適當 的情況之下應實施土述所有的措施 ，並且一體

適用 。 行動計畫應該檢討 IUU 漁業對於經濟、 社會與壞境所造成的影

響。 (上標符號為筆者所加)

隨著上述正面名單制度的普遍性採用 ， 各種預防措施必須強體性的加以運用 ， 例

如;需治國對於漁船或運輸船所進行的港口檢查 ， 若有違反情事則叮以拒絕其將漁貨上

岸或進出口 ， 並向其船旗國通報等一連串措施 。

另外 ， 上述整個防制 I UU 漁業的過程 ， 大多是從對供應方 ( s uppl y-s ide ) 的管制

j.F. (四、 V 自 das舟。'p. cif .. p. 142. Agnew. op. ci l .. p. 368 

說l'1B lCCAT Rec.07. 1 O. Rccommenda tion by ICCAT on an ICCAT Bluefin Tuna Catch Documentati on Prog:ram 

~:t: ill61 lCCAT News letter No. R. Sep te mber 2008 . Availab le at hll p :/Jwww.icca t. int/ Documents/ncwslc ttcr/ 

NE WS LETTER_ ENG.pd f ( 2008/1 1/ 11 ) 

說Qiþ CCS BT , Rcsolut ion on the Implcmcntation o f a CCS BT Calch Documentation Scheme , pnra .9 .1. CCS BT 

Report of the 15,11 Annuna l Meeting of the Comrniss ion . Attachment 9. 2008 . availab le a1 hllp :llwww 

ccs bt .o r且Id ocs/meetîng_r . hlm l (as o f 200~1 [ I11 1 ) 

在~I~ V id as . op 叫， p. 143 

rt你 Kcv in W. RiddJe , "l l1 ega l. Unrcporled. and U nreg叫aled Fi s hin且 1 5 Inl ernalional Cooperation 

Contag ious? .. Ocell l1 D evelnpmf'l1 f olld I叫別 l1arirHJal Low ( New York ) , Vol. 37 , No. ) .4 ( 2006 ) . p. 2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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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加以思考 。 然而 ， 在整個漁業資源保育養殺的僚系上，仍必須從布求fj (demand

s i de) 加以考量 ， 也就是對於市場國應採取的相關措施 。 因為 ，在漁業資源問臨柏繭的

危機之下，若只是甫一方面的減少漁業闋的採捕 ， 見 一方 rm卻未能釘效掌猩市場方的需

求與管制作為的話，在街利可閑之卡，將致使更多鍵而且三險的非法漁業 。 因此 ，在此

方面，市場關被要求配Tt i采取相關具胞的胞，例如 I CITES rn''J最保際籤倡議 ( eco

labe ll ing ini li a l ives) 以及 WTO F 的荒地追蹤規定 ( req u i rem凹的 of traceab il ily ) 等 ， ~1 

均是試困透過漁業市場上嚴柄的貿易傲視，達到只手1fTt去 tllì獲的魚貨才能仁市的日

標 ， 目前已有不少區域性漁業管同組織J采取這類措施 。 111

f五 、結論-

在本章的開頭已經捉到， í公海自由的原則 J W í船旗國主義J 自傳統國際法時

期以來即是維持海洋法秩序的兩頃最基本的原則 。 其中 ﹒ 船旗國主義在今 u仍然在海

上國家管轄權分配上居於基本原則的地位 。 JUHK後，特別足 1 990 年代以來 ， 在有關海

洋漁業資源的規範方前 ， 公海法秩序已經-þj很大的特變，此:llli從上述對相關漁業規範

的論述巾可獲得了解 。 l呼應國際漁業規組成策的總變 ， 有關漁業的國際管理模式亦開

始被重新儉討 。 其中 ， 從上述的論述巾 nJ以窺見有關船旗國的權利與義務方面的騁

變 。

船旗國的權利與義務在 1 958 年的公海公約，鼠， 巾中-何一設!單純l關規定 。 11)但是，隨著

戰後國際法的發展 ， 船旗闊的專屬↑化權利雖然在海洋法相關條約中受到重復與確認 ，

但是在船旅國主義之下 ， 船旗~對於登錄{[其下的漁船究竟j進擔負怎樣的貞任與義

務 ， 在閥際法規上卻不見得有非常明確的規定 。 I:J 權宜船!有衍生山來的研i種問題很明

顯地接跨出內合在甜的旗閥宅義之內的制度們缺陷 。 因此 ， 崗前為止的漁業凶際規範

( 不論是否具布拘束力 ) 比起船旗國的lPIi利，應該主!:: }J[I if(視船旗闌干王各方面上的義務

與責任 。 軍此種!N於船旗國義務與責忱的市視i'婪U映ú漁業資源的養護管開措施與

IUU 漁業的對抗揹施上 。 現缸 ， 閥際社會且不否定權宜甜的的存在，相反地是在認可權

吉它 J!I Judith Swan. "Pùn Statc M凹su re s To Combat IIJU Fì shing: Illlerna tional And Re且 ion al Dcvc lopmcnls. 

S l/slainable Del'elopm自11 Law & Pofìcy. Vo1. 3~. No. 7 (:?ü06) 可 p . 4() 

~! Út Jud ith Swan. Inrer l101iollal (lCI;O I1 and Respnll.'ìes 1:川 R(!~ional Fi.\"hery Bodies οr A rro l1}!emel1 lS /() p，叭叭"。

Deler (md Elimi l10fe IlIegal. 0'11川:-p(Jrf(!d fl lIl l l./lIl'egulat的 I FÎsl， ill史 FAO Fi sheries Circu lar no. Y96. 2004. p 

的4

言t !~ 卜松一郎 「公甸的樂呵蛻市11t 因為'(~ ~r.lí池 J . H ，Mí C 山、生~ I~~們也編 固家管緒繪一固際法企固

肉法 山本草三先生古稀記念 ( 東k 5111 J',ï ,1: J月 19lJ?o:年) 吋i 110 • 

沾自 公海公約第 5 條以及m 6 條 -

2主I:J 逸姐回 RIjj，持 I I ~ , íl 267 0 

2主 l~ F AO . Fishing Vessels Operali l/g u l/tJer 0 1'(' 11 R(!gis lers Gnd Ifle C.一、 ercise of Flag S/a(e Respomibililies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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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船存布的前提下 ，促使各權宜船國家力11 人各隨域性漁業柄，聞組織，就各會主i凶來

說，貝IJI懲制定得以抑制 JUU 漁業的適當懲罰與取締體制 。

強化船旅l副主J生Lifh船的管理責任可以就是 I UU 漁業對策方針 l 旬的一環 。 所品~J強化

並非追加服予船旗關就其漁船的管理仁憐街新的權限基礎 ，而是設法使得船旗國能夠

11位女地依據國際法執行其原木就已具街的海卡管轄權 。 總之，漁船的國籍幣2主管理、

國內已甸、獲能力的管理、非法捕魚的取締與處!li1 以及仲、貨的流i!lí交易管理 需 都足2f .:Jt船

旗國必須能夠般格地履行其rrL述各方面的責任和義務 。 在漁船傾向利用權在船f1jIJ [Q'

的同時，強化船旗國的義務逐漸成為各國際漁采柯:即組織的會員閥之間的共識 ， 立主斗

納入了各國際漁業規範與組則 r~; 巾 。 此外，有關懷宜船的對必管內 ‘ 除了依據「船

f i:î J 強化船旗國對「船帕」的管士學之外，對於本國國民以及受益所有人的手j 敘管王丹!

等 ， 萃於對「人」的管將權所行使的管理措施，亦是未來凶際漁業管理 l 必須再有宜的

重點所在 。 I~I

* * * 

( 收('1 叫 作 "川 2 1 11 . I妥受 。q '1二 l 片 15 11 兵(J:校1'1 目 :it家的 )

àll~ ，;甘苦的m.t捕魚 fi Ft ri~~~ !".Y.:oJl芷弘人或足干'1， ~::Il 1有 n.. 此時 ﹒ 也須進 步追究拔私人 ~Î! 犯而有1.f (J~ J 閥

將值的管挫貞任 ﹒ 4 能更加lì!d且漁業益護管沌的 11IÆ:僻 !t ，位遵守 們 líll ，1.口 可 n忱的企 可 rí 2訓 。 i山丘 ，

!的本閥的處凱克H止過)甘 fβ(i~li l且外從生Jì IUU i.(f!::Iln'.)來凶鷗鼠的做11: ( 白訓，品，晰 IIß(J'.)有!1IJ!.x外泊 111) ~ 

受到法 1 1 的發展 ﹒ 例 ~n . ，G班H 科 l納悶胡小(中'illl 對本間漁船 ﹒ 甚去受偏於從事 I UU 漁業航船的幸;

國關 I正亦納入國內法J起月'il (1'.) 對象﹒ OEC D . lVhl' Fish Ph “叭I P.;，.sÎ... ，.~ : TI仇， Eco咐')II/{叫 of Jlleg叫，

u，川，帥，此'd lIIul Um叩叫川ed FishÍl啊， p. 11 7. fï 降臨棚h 漁船的î'f l'j! . 1 I liiWI: {船品(j，1自主此之外 透過

強化受ia所甸人的凶Ef闊的 -~l 任 U組成為新(1-) ,'1 f，~ tln 行忱的方式與}JÎ I， W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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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ies Management - On Flag of 

Convenience and IUU Fishing 

Shih-hsiung Chiang 

Assislant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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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lra l Police Unive rsity 

Abstract 

It is often menli oned that some fish stocks have been perched on the 

edge of ex tincti on becallse of over-fish ing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measllres 

of tì sheri es managemenl and conserva ti on. 1 n o rder to enab le a slIstai nable 

deve lopment of fi she ry resoll rceS , internationa l comllllln ity tries 10 establi sh 

vari o ll s Illanagelllent and enforcelllent llleaSllres against illegal tìshing 

acti vities at seas. However, the e lTect iveness of SOllle of these llleaSllres is 

frequcnt ly quest ioned and criti c ized such that nowadays the fis he ry isslles 

and lhe ir cOllnlermeasures or po li c ies havnig to be rev iewed and redefi ned 

Illorc c learly. 

Spec ifica lly, thi s paper a illls to discllsS the ro le of Ilag state on the hi gh 

seas I'i shery manage lllent and conserva li on, and 10 illllstrale and ana lyz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lag of conveni ence and the so-called IUU fishing 

(1I I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ll lated fi shing) . Based on th巴 perspecti ves on 

dut ies and obli ga tions of Ilag states fishi ng vesse ls, the paper exalll ines the 

effec tiveness of hi gh seas li shery managelllent and discusses poss ible 

llleaSll res that Illay deter IUU tish ing on hi gh seas , 

Kcywords: I-l igh Seas Fi s hin且 ， Fla且 of Convenience ， IUU Fishing, the Law of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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