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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渔业经济与管理研究论丛（套装全4册）》在《论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交易成本》中，
杨止勇博士就渔业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对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
中国，其自身文化和社会特色、从事捕捞业的渔民过多以及捕捞业的兼捕等，是导致渔业经济活动和
渔业资源管理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
实施该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必须努力降低该制度的交易成本，如减少现有捕捞．渔民的数量，或加
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提高声誉效应对渔民的约束，通过配额协作团队米增强遵守制度的积极性、降
低兼捕渔业中渔民遵守制度的难度。
为此，他提出了成立地方性渔民合作组织、通过合作组织加强渔民和渔村自治的管理思路。
　　在《捕捞限额制度研究》中，唐建业博士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规定的捕捞限额制
度从法律和制度两个方面进行r深入研究。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根据国内外政府改革和国际渔业管理发展的趋势，对渔业管理的概念进行重新界
定。
在此基础上，运用管理决策、新制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知识，分析捕捞限额制度的理论框架，并结
合我国渔业实际情况，提出捕捞限额制度任我国实施的设想，具有可操作性，可为我国政府渔业部门
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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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捕捞限额制度研究》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第二节
　本研究的意义及作用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其体系第二章　渔业管理与捕捞限额制度第一节　渔业管
理第二节　渔业管理内容第三节　渔业管理的发展第四节　捕捞限额制度第五节　讨论第三章　总可
捕量的确定第一节　渔业资源特征及其变动的基本原因第二节　渔业资源评估研究发展及其基本模型
第三节　总可捕量确定的原则第四节　总可捕量的确定第五节　不确定和风险分析第六节　讨论第四
章　配额制度的实施第一节　奥林匹克式自由竞争捕捞制度第二节　社区配额制度第三节　个体渔获
配额制度第四节　个体可转让渔获配额制度第五节　配额制度演进的理论分析第六节　配额制度的实
施第七节　讨论第五章　配额权的性质分析第一节　配额权概念及类型第二节　配额权性质分析第三
节　配额权内容第四节　配额权与捕鱼权的区别第五节　配额权的流转第六节　配额权的立法选择及
建议第七节　讨论第六章　捕捞限额制度制度在我的实施第一节　我国渔业概况第二节　捕捞限额制
度在我国实施的原则第三节　实施方案第四节　讨论第七章　要结论与讨论第一节　主要结论第二节
　讨论参考文献致谢《论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的交易成本》《上海现代渔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研究》《
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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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述对国内外配额管理制度或我国捕捞限额制度相关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对该制度的
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是从方法沦的角度对具体某个国家或渔业实施配额管理的灾证分析，或对某个国
家或渔业实施配额管理制度的过程进行介绍，并总结其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其他渔业管理提供
借鉴。
也就是，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渔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其配额管理的大致框架。
除此之外，还应对采取这种管理框架的理论依据或深层次的背景、原因进行分析。
只有如此，才能对渔业管理者在实施管理过程中所遇剑的问题或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但由于各国或各渔业具体的情况不同，同一个方法或措施在不同的渔业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效果是不同
的，如美国个体捕捞配额评估委员会等组织的研究所表明的月15样。
这不仪是方法或措施的问题，而是法律及制度等办而的问题。
如果不从法律及制度办面对配额管理制度进行全而的分析，则很难使管理者埘配额管理制度有一个准
确的、全面的、理论上的认识，往往他们觉得这种方法或措施有成功的例子，那种方法或措施也有成
功的例子，但具体到实际管理中不知道应采取何种办法，不知道麻相信哪个专家的建议。
此外，对于配额管理制度的有关权利的研究分析，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是笼统地把各种权利都归于捕捞
权或捕渔权，甚至于渔业权，然后任此基础就：利川各种分析上具，如经济学、法学等进行分析。
但在配额管理制度中，不仪存在捕捞权或捕鱼权这一种渔权利，而儿还应存在另一种相关权利所有告
对配额的权利，本文将之定义为配额权，具体内容可参见第五章的有关分析。
尽管这里的配额权与国外干有关学者研究中所提到的“quota ri ghts”的翻译相同，但任国外的相关研
究中，对这个名词的理解是，在实施配额管理制度中只存在一种权利，即为配额权，也就是它是本文
中所提及的捕鱼权与配额权的混合，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因此也就没有将这两者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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