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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海洋渔业资源原则上是一种公共资源，存在着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所固
有的被过度使用的倾向。
对海洋渔业捕捞进行限制，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十分必要。
WTO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将渔业补贴单列出来，也是考虑到渔业资源生态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和团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加
之多哈回合被定位为“发展回合”，因而对资源和环境的关注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之一。
通过制定渔业补贴协议的方式，对海洋捕捞进行限制从道义上占据了上风，任何想阻碍渔业补贴协议
达成的想法和行为都将被国际舆论所唾弃。
因此，达成WTO渔业补贴规则只是时间问题。
在是不是要通过渔业补贴协议对海洋捕捞进行限制和规范的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现在争论的焦点
集中在如何通过规范渔业补贴达到限制海洋捕捞保护渔业资源和环境的目的。
也就是说在规范的方式上，WTO成员将会分成不同的利益团体，在渔业补贴规范最终文本的内容上一
争高下，为自身和团体的利益进行紧张而激烈的长时间谈判。
　　中国是全球渔业生产和贸易第一大国，水产养殖产量占据全球水产养殖总产量七成以上的份额，
这次渔业补贴协议没有将内陆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包括在内，是考虑到中国等发展中成员现实情况。
可以说中国代表团在WTO渔业补贴谈判中以国家利益为重，联合其他发展中成员坚定而又灵活睿智地
促使各方同意将渔业补贴规范的范围仅仅限制在海洋捕捞领域，这对中国渔业发展和维护渔民利益意
义重大。
在明确渔业补贴范围谈判以后，中国代表团谈判的任务集中在既适应国际保护渔业资源和环境的趋势
，又保证中国渔业尤其是远洋渔业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力上。
　　渔业补贴协议现有文本的内容，主旨是不能扩大或无序增加现有的捕捞能力，即各成员政府不能
为增加或提高现有捕捞能力或捕捞强度提供任何支持。
任何直接或者间接导致捕捞能力增加或提高的补贴都将被禁止。
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也就是由来已久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问题。
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日和新西兰的海洋渔业特别发达，渔业捕捞渔船和相关装备已经很先进，捕
捞能力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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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个实践性和时效性比较强的研究报告，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作为国内较早的渔业领域研
究成果，对渔业补贴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观点、全球及国内外渔业生产格局、补贴形势、谈判进程及对
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剖析，提供了大量的全球渔业生产、贸易和补贴数据，为前方
的谈判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参考资料，也为谈判的进行提供了一些战略战术层面的思考。
不过也要注意到，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需要加强对渔业补贴问题的基础性和跟踪研究，因为日
本、加拿大、美国等WTO成员在渔业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能够为渔业谈判提供很好的参考资料
，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或者说刚刚起步。
希望本研究报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催生更多中国本土的渔业补贴研究成果，为中国渔业的谈判及
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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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渔业补贴的基本概念及理论依据　　二、补贴的分类　　（一）广义的补贴与狭义的补贴
　　从补贴的外延角度，可将补贴分为广义的补贴与狭义的补贴。
　　1.SCM协议定义的补贴是广义的　　SCM协议对补贴的界定是广义的，纯粹为国内经济服务的财
政补贴也包括在内。
只不过这种补贴一般属于不可诉补贴，一旦被贴上“不可诉”的标签，就不会在WTO框架下受到非议
了。
　　2.WTO各成员国内反补贴法所针对的补贴一般是狭义的　　WTO各成员的国内反补贴法所针对的
补贴则是狭义的补贴，即对国际贸易造成负面影响的应当抵消的补贴。
例如，2001年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3条规定：“补贴，是指出口国（地区）政
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机构提供的并为接受者带来利益的财政资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价格支持。
”　　（二）出口补贴与国内补贴　　根据授予补贴的目的不同，可以把补贴分为出口补贴和国内补
贴。
　　1.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是一国政府或同业公会向当地生产商或出口商无偿地为其商品出口在生
产、制造、加工、买卖、运输等过程中提供现金贴补或财政上的优惠。
授予补贴的目的在于鼓励出口。
出口补贴是最易引起国际纷争的，也是他国反补贴法最为关注的，极易造成市场扭曲。
在SCM协议里，出口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其附件《出口补贴例示清单》中详细罗列了12种出口补贴
的可能表现形式。
　　2.国内补贴　　国内补贴是一国政府就某类产品的生产给国内企业的补贴，不管该产品是否出口
，只要生产了按规定应当给予补贴的产品，政府就给予补贴。
授予补贴的目的并不在于鼓励出口。
广义上的国内补贴还包括其他意义上的财政补贴，不仅给予企业，还可能给予居民。
一般情况下，由于国内补贴不与国际贸易发生关系，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为进口替代政策服
务的国内补贴也会扭曲国际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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