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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两岸渔业经济合作

黄硕琳１，　董莉莉２
（１．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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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归纳总结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ＥＣＦＡ）和几个附件的内容，分析了 ＥＣＦＡ
生效之后，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清单对渔业动物产品进口的影响。研究认为，从台湾进口水

产动物产品税率的降低和趋于零，无疑将大大提升台湾水产动物产品在大陆的竞争力；早期收

获计划实施后，台湾出口到大陆的水产动物产品数量将会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无疑是对大

陆水产企业的一种挑战和冲击。只有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

下，大陆的水产企业才能应对这种挑战，承受这种冲击。在服务贸易方面，如果台湾能够在大

陆设立这些方面的企业，提供有关远洋渔业、水产养殖和水产品加工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开发服

务，必将推动我国大陆渔业技术的快速提升，促进渔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在投资与经济

合作方面，如果在ＥＣＦＡ的框架下，逐步减小双方投资的限制，从目前的侧重第一、第二产业的
投资扩展到全方位的投资，涵盖水产苗种繁育、水产品加工、水产饲料、远洋渔业、休闲渔业、科

技合作等领域，则必定促进大陆水产产业的整体提升，提高渔业经济的效益。作者对在ＥＣＦＡ
框架下的渔业经济合作，从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休闲渔业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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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
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在重庆
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ＥＣＦＡ）和
《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９月１１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通报双

方已完成相关准备工作，确认《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与《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于９月１２日生效。自此之后，两岸经济合作掀开
了崭新的一页。ＥＣＦＡ的生效无疑将进一步推动
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经经济的共同发展。

１　ＥＣＦＡ的主要内容

１．１　目标
加强和增进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

作；促进双方货物和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逐步

建立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及其保障机制；扩大

经济合作领域，建立合作机制。

１．２　合作措施
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

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

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提供投资

保护，促进双向投资；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产业

交流与合作。

１．３　货物贸易
在“货物贸易早期收获”基础上，不迟于本协

议生效后６个月内就货物贸易协议展开磋商，并
尽速完成。

货物贸易协议磋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关税

减让或消除模式；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非关税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性贸易壁垒（ＴＢＴ）、卫
生与植物卫生措施（ＳＰＳ）；贸易救济措施，包括世
界贸易组织《关于实施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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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的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保

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措施及适用于双方之间货物

贸易的双方保障措施。

纳入货物贸易协议的产品应分为立即实现零

关税产品、分阶段降税产品、例外或其他产品三

类。任何一方均可在货物贸易协议规定的关税减

让承诺的基础上自主加速实施降税。

１．４　服务贸易
在“服务贸易早期收获”基础上，不迟于本协

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就服务贸易协议展开磋商，并

尽速完成。服务贸易协议的磋商应致力于：逐步

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限

制性措施；继续扩展服务贸易的广度与深度；增进

双方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任何一方均可在服

务贸易协议规定的开放承诺的基础上自主加速开

放或消除限制性措施。

１．５　投资
在生效后６个月内，就下列事项展开磋商，并

尽速达成协议：建立投资保障机制；提高投资相关

规定的透明度；逐步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限制；促

进投资便利化。

１．６　经济合作
加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合作：知识产权保护

与合作；金融合作；贸易促进及贸易便利化；海关

合作；电子商务合作；研究双方产业合作布局和重

点领域，推动双方重大项目合作，协调解决双方产

业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双方中小企业合作，提

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推动双方经贸社团互设办事

机构。

１．７　货物贸易早期收获
对附件一所列产品实施早期收获计划，早期

收获计划将于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开始实施。双

方按照附件一列明的早期收获产品及降税安排实

施降税；但双方各自对其他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普遍适用的非临时性进口关税税率较低时，则

适用该税率；实施早期收获计划的产品适用临时

原产地规则。依据该规则被认定为原产于一方的

上述产品，另一方在进口时应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１．８　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
对附件四所列服务贸易部门实施早期收获计

划，早期收获计划应于协议生效后尽速实施。服

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列明的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

门及开放措施，对另一方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减

少或消除实行的限制性措施。

２　ＥＣＦＡ对大陆渔业经济的影响

２．１　货物贸易方面
ＥＣＦＡ附件一中列出的大陆方面早期收获产

品清单共有５３９种，其中涉及渔业产品共５类（表
１）。这５类都是水产动物产品，而未涉及水产植
物类，而台湾方面早期收获产品清单中无渔业

产品。

表１　大陆方面早期收获产品清单中的渔业产品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ｌｉｓｔ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ｏｆｃａｒｇｏｔｒａｄｅ

２００９年税则号列
ｔａｒｉｆｆｎｕｍｂｅｒ

产品名称（简称）

ｂｒａｎｄｎａｍｅ
２００９年进口税率（％）
ｉｍｐｏｒｔｔａｒｉｆｆｒａｔｅ

早期收获计划

ｅａｒｌｙｈａｒｖｅｓｔ

实施第１年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实施第２年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ｙｅａｒ

１ ０３０１９９９９ 其他活鱼 １０．５ ５ ０
２ ０３０２６９９０ 其他鲜、冷鱼 １２．０ ５ ０
３ ０３０３７９９０ 其他未列名冻鱼 １０．０ ５ ０
４ ０３０４２９９０ 其他冻鱼片 １０．０ ５ ０
５ ０４１０００９０ 其他编号未列名的食用动物产品 ２０．０ １０ ５

　　按照双方的约定，ＥＣＦＡ如在上半年生效，早
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时间为当年的７月１日；如在
下半年生效，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时间为次年的

１月１日。早期收获计划产品的协议税率在该计
划实施后不超过２年的时间内最多分３次降为
零，第１年开始降税时间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时，
第２年、第３年的降税时间为当年的１月１日。

所以，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从台湾进口活
鱼、鲜鱼、冷藏鱼、冻鱼、冻鱼片等水产产品税率将

降至５％，而其他水产动物产品的进口税率将降
至１０％。而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从台湾进口活
鱼、鲜鱼、冷藏鱼、冻鱼、冻鱼片等水产产品税率将

降至零；而其他水产动物产品的进口税率将降至

５％。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所有水产动物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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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税率都将为零。

从台湾进口水产动物产品税率的降低和趋于

零，无疑将大大提升台湾水产动物产品在大陆的

竞争力。台湾每年出口的水产品以冷冻鱼类占最

大多数，占产量的９０％和产值的８０％［１］。而台湾

水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日本、美国等，由于金融危机

的影响水产品市场出现萎缩的趋势。据报道，

２００８年台湾出口大陆的水产品３．６８万吨，出口
值为４６００多万美元［２］。２００９年闽台水产品贸易
迅猛增长，创历史最高纪录，仅前十一个月输台水

产品达到３．５万多吨，货值２．０８亿美元，比上年
分别增长５４％和１４４％。大量台湾水产品及台湾
渔船自捕水产品也通过福建东山、霞浦、晋江等口

岸入境输往大陆各地［３］。可以预计，早期收获计

划实施后，台湾出口到大陆的水产动物产品量将

会大幅度提高。

台湾的远洋渔业捕捞技术、水产养殖水平和

水产品加工技术都优于我国大陆，如果价格上由

于税率降低而下降，则台湾的水产动物产品将会

受到大陆消费者的欢迎。这种状况无疑是对大陆

水产企业的一种挑战和冲击。只有在不断提高产

品质量和安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大陆

的水产企业才能应对这种挑战，承受这种冲击。

此外，目前，出口水产品的企业大多得益于国

家的出口退税政策（交５退１３）。如果 ＥＣＦＡ实
施之后，出口税趋于零，这一优惠政策失去了实施

的前提，则可能会对水产品出口企业带来较大的

冲击，影响中国大陆水产品对台湾的直接出口。

２．２　服务贸易
在服务贸易方面，ＥＣＦＡ列出了服务贸易早

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及大陆方面非金融服务部

门的开放承诺。研究认为，其中商业服务下的研

究与开发服务（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和实验

开发服务－ＣＰＣ８５１０）与大陆渔业经济发展相关。
其具体的市场开放承诺分为３种：（１）没有限制；
（２）没有限制；（３）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大陆
设立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提供自然科学和工程

学的研究和实验开发服务。服务提供模式有 ３
种：（１）跨境交付；（２）境外消费；（３）商业存在。

在远洋渔业方面，台湾远洋渔业起步早，经验

丰富，技术先进，装备优良，同时建有６０多个岛外
远洋渔业基地，具有与世界渔业强国相竞争的实

力。在水产养殖方面，台湾非常重视选用高档优

质水产品种和采用机械化、高技术养殖管理措施，

使台湾有限鱼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台湾水

产养殖拥有先进的技术、优良的养殖苗种和丰富

的经验。在水产品加工方面，台湾企业在加工技

术、生产设备方面均占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台湾

能够在大陆设立这些方面的企业，提供有关远洋

渔业、水产养殖和水产品加工方面的科学研究和

开发服务，必将推动我国大陆渔业技术的快速提

升，促进渔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２．３　投资与经济合作
ＥＣＦＡ规定了建立投资保障机制，提高投资

相关规定的透明度；逐步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限

制，促进投资便利化等尽快磋商，尽速达成协议的

事项；并列出了几个加强合作的领域。

根据２００９年的资料，这几年仅福建省就有
５１４家涉渔台资企业投资福建，合同利用台资
８．１７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６．７亿美元。但是，总
体上说投资渔业企业的台资规模还不是很大，投

资的领域还不够广［４］。如果在 ＥＣＦＡ的框架下，
逐步减小双方投资的限制，从目前的侧重第一、第

二产业的投资扩展到全方位的投资，涵盖水产苗

种繁育、水产品加工、水产饲料、远洋渔业、休闲渔

业、科技合作等领域，则必定促进大陆水产产业的

整体提升，提高渔业经济的效益。例如，在远洋渔

业方面，台湾资金投资在大陆远洋渔业的还是很

少。如果两岸在远洋渔业方面的合作能够借助

ＥＣＦＡ之力，取得实质性突破，则可取得双赢的结
果。在形式上，一方面利用台湾方面资金和技术

的优势；另一方面利用大陆渔业劳动力的优势和

国际关系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３　ＥＣＦＡ实施后，两岸渔业经济合作的
思考

３．１　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是两岸渔业合作的重
点领域

ＥＣＦＡ在经济合作方面强调了研究双方产业
合作布局和重点领域，推动双方重大项目合作，协

调解决双方产业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对于渔业来

说，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两岸捕捞产业

合作的最重点领域。东海、黄海、南海，特别是台

湾海峡，是两岸渔业共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海洋

区域。但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生境破坏以及过

度捕捞等问题，近海渔业资源逐渐衰退。因而加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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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成为两岸渔业界所共同

关注的问题。过去，由于两岸政治现实因素，两岸

仅是就保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分别采取相应

措施，还未能通力进行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工

作，这不利于对两岸渔业共同作业区域渔业资源

的全面保护。在 ＥＣＦＡ的框架下，两岸应尽快加
强在这方面的合作，建立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合作

机制。

这方面的合作思路在去年的两岸渔业经济合

作论坛曾经提及，即：

（１）联合开展共同作业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
研究。两岸的科研机构可以联合开展对黄海、东

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沿岸渔场环境特征、资源生

物学基础及主要经济品种的种群组成、生态特征、

生长和数量变动规律、洄游分布等多方面的基础

调研，综合两岸的渔业科研力量，增进对渔业与生

态系统相互影响的了解，为实施良好的渔业资源

养护和管理打下扎实的生物学基础。

（２）建立渔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和渔业管理
执法人员互访机制，共同探讨渔业管理和执法中

的共性问题，寻求解决两岸渔业纠纷的最佳途径，

建立海上渔业执法的互信机制，避免海上渔业执

法和海上渔业生产的冲突。

（３）进行重要经济鱼虾贝类种苗的放流增殖
与管理的合作，共同开展近海海洋生物栖息地保

护，合作进行海域污染、海洋赤潮灾害的监测及

预报。

从长远处着眼，两岸在进行大量的渔业资源

调查和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订立渔业资源

养护共同行动方案，商定采取共同的渔业资源养

护和管理措施，建立有效的渔业监测、管制、监督

和实施机制，有效地管理共同的渔业资源［５］。

３．２　远洋渔业合作是两岸渔业合作的重点推进
项目

远洋渔业是台湾渔业的支柱产业，年产量８０
多万多吨。台湾的远洋渔业起步早，平均产值高，

发展较为成熟。目前有１０００多艘渔船从事远洋
渔业，生产活动已涉及世界三大洋及２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海域，并设立了６０多个岛外渔业基地。
台湾远洋渔业总体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四位，其中

金枪鱼、鱿鱼产量分别居世界第二、三位，而且台

湾远洋船队吨位马力大、设备先进、续航能力强、

基地分布广［６］。台湾的远洋渔业无论技术水平

还是生产规模均居世界前列［６］。台湾的远洋渔

业也造就了一批造诣深、实践技能娴熟的远洋渔

业专家。而大陆远洋渔业尚缺乏先进技术和设

备，海外基地生产规模也较小，但大陆发展远洋渔

业的优势在于大陆是许多国际渔业组织的成员，

具有广阔的国际政治空间，而且大陆劳动力充足，

具备发展远洋渔业的基础条件。

过去，大陆和台湾在远洋渔业方面的合作不

多，没有得到深化和推进。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

要是受限于双方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和国际渔业管

理的一些规则。在 ＥＣＦＡ实施的情况下，是否可
以考虑给予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远洋渔业企业以

“国民”待遇，以吸引台资投资，并利用大陆的渔

业劳工优势和国际政治空间，加上台湾远洋渔业

的技术和经验，两岸连手开发国际资源，争取更多

的国际配额权利，促进两岸远洋渔业更好发展。

福建渔工众多，劳动力成本较低，拥有相当实

力的多家远洋渔业龙头企业，仅福州就拥有中国

第一座十个泊位的远洋渔业专用码头，周边有近

十八万吨的冷库，福州现有水产加工企业三百三

十多家，年需要鱿鱼、秋刀鱼等大宗远洋鱼原料约

三十万吨，原料缺口较大，无论是区位优势、产业

基础、发展态势，还是原料需求，都具备承接台湾

远洋渔业技术、资金、设备转移的条件，是台湾进

一步发展远洋渔业的良好合作伙伴［７］。福建与

台湾仅一水之隔，民风相似、生活和饮食习惯相

近、方言相通，应该起到两岸远洋渔业合作的先行

和示范作用。

ＥＣＦＡ签订之后，有关省已开始行动起来，抢
占先机。例如，浙江海力生集团有限公司、舟山震

洋发展有限公司和台湾聚利顺贸易有限公司在舟

山共同投资建设“海峡两岸远洋渔业合作基地”

项目，定位为“一个中心、四大基地”，即两岸“远

洋水产品集散中心、远洋水产品精深加工基地、远

洋渔业技术交流推广基地、远洋渔业劳务基地、远

洋渔业补给基地”。项目核心为两岸远洋水产品

集散中心，目标是集聚台湾远洋水产品及舟山本

地远洋渔船渔获物，并进而吸引全国各地的远洋

渔获物在集散中心交易，逐步建设成为全国性的

远洋渔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和价格中心。项目预计

陆上用地面积（２．０～２．７）×１０６ｍ２、水域面积１００
ｈｍ２，港区岸线２～３ｋｍ［８］。所以说，有关省市也
可参照提出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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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休闲渔业是两岸渔业合作的主要发展方向
台湾自１９９０年开始实施减船政策。为进一

步引导渔业转型，适应隔周休二日制实施后公民

休假时间增加的需求，在沿海港口渔区大力兴办

休闲渔业。台湾渔业局从１９９８年起在基隆梧栖
等６个渔港，强化休闲设施投资，发展海陆休闲中
心，促进渔民走向多元化经营。休闲渔业中心的

设施，包括从事海上观光钓鱼的游艇码头、渔人码

头、海鲜美食广场、海钓俱乐部、海景公园、儿童娱

乐场及相应的旅馆和旅游服务设施。同年全岛有

９９处海港陆续开放休闲渔业，批准开放从事游乐
的渔船达 ７００多艘。为推进休闲渔业政策的实
施，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城市居民到渔港渔区观光

休闲，活跃渔区经济，还在梧栖等８处重点渔港开
设了鱼货直销中心，游人在欣赏渔港风光

'

观赏

渔村风情的同时可品尝和采购各种鲜美水产品，

适应游人和消费者的多样化要求。这种集生产
'

销售
'

休闲
'

观光于一体的渔港渔区，帮助了

“已近黄昏”的台湾沿岸和近海渔业“起死回生”，

被称为“建设现代化渔村和增强渔业活力的改

革”［９］。我国大陆渔业发展制约因素增多，面临

着新的转机。特别是海洋渔业，近海资源衰退，周

边渔场受制，渔船过多，捕捞强度失控，实施零增

长指标难度很大，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难以解决。

别的暂且不说，如何安排众多的渔船渔民转产专

业，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重现实问题，转向发展

养殖业和水产加工业固然是门路之一，但容量有

限。因此，需要开放视野，寻找振兴渔区经济的新

举措新出路。而根据渔业和渔区的特点和社会消

费的需求，在渔区兴办以鱼为龙头，发展旅游观光

和游钓渔业为主的休闲渔业，并以此带动其他产

业的发展，提高渔业经济发展质量，使之形成渔区

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当前今后渔业经济的一个重

要发展方向。但是目前我国大陆休闲渔业发展的

主要内容是养殖区垂钓、渔民生活体验和渔业文

化节庆活动，海钓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发展空

间；大陆休闲渔业发展类型单一，没有突出各地的

特色和资源优势，缺乏技术含量，在很多地区的发

展显得千篇一律，缺乏文化内涵与创新思路；同时

也缺乏整体规划与统一的布局，发展秩序混乱。

大陆人口众多，休闲渔业市场巨大，

台湾休闲渔业产业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与

模式，观赏鱼产业方面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广泛的

联系，而大陆有着广泛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

空间。ＥＣＦＡ实施之后，如果海峡两岸能够充分
利用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条款，共同发展休闲渔业

产业，则休闲渔业必将是渔业经济的一个潜力巨

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３．４　水产加工业的合作是两岸渔业经济合作的
必然选择

２００９年大陆的水产品总产量为 ５１１６．４万
吨，其中用于加工的水产品数量为１４７７万吨，占
水产品总量的２８．９％［１０］。大陆现有水产品加工

企业９６３５个，水产品年加工能力２２０９万吨［１０］。

我国大陆水产品加工企业一直以小型手工作坊式

占多数，中小型企业占全行业８０％以上，多数小
型企业的加工特点属于粗放型，技术含量低［１１］。

水产品加工质量的参差不齐，影响了水产品加工

品的声誉，制约了水产品加工业的健康发展。

２００２年出口虾仁的氯霉素事件，２００６年出口冻鱼
片的诺氟沙星事件就是例证。

在水产品加工方面，台湾企业在加工技术、生

产设备方面均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加工原料较为

缺乏。同时，水产品加工企业大多是一些劳动力

密集型的企业，而台湾劳动力成本却居高不下。

而大陆则因水产养殖的广泛分布，水产品加工原

材料充沛，劳动力成本低廉，但缺乏先进的加工技

术，因而很多水产品无法进军国际市场。因而，两

岸在水产品加工方面也呈现出优势互补的局面，

合作是两岸水产品加工业共同发展的最好选择。

４　结束语

ＥＣＦＡ的正式实施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构
建了合作机制，消除了合作的一些障碍和限制，为

推动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取得双赢的局面创造了

条件。对于渔业来说，由于对台湾水产品降低关

税或实行零关税，可能会给大陆水产企业带来一

些挑战或冲击；只要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上

下功夫，就能应对这种挑战。

ＥＣＦＡ的实施，为两岸渔业产业布局、重大事
项、投资、产业提升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便利。两

岸在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远洋渔业合作、休闲渔

业、水产品加工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或优势互

补的条件，只要两岸抓住机遇，诚心诚意地合作，

一定能取得双赢的丰硕成果。

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两岸合作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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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已经起航。只要同舟共济，这艘合作的航船一

定能驶向并到达中华民族振兴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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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第九届亚洲渔业和水产养殖论坛（９ｔｈＡｓｉａ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ｕｍ）由亚

洲水产学会和上海海洋大学共同主办，为期五天，从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到２５日，举办地

在上海海洋大学临港校区，届时第四届渔业资源增殖养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九届世

界罗非鱼协会年会和第三届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性别研究专题研讨会将作为分

会同期举行。

联系人：周婷婷

地　址：上海市临港新城沪城环路９９９号

邮　编：２０１３０６

电　话：０２１－６１９０００６２　　　　传　真：０２１－６１９００２８０

邮　箱：９ａｆａｆ＠ｓｈｏｕ．ｅｄｕ．ｃｎ或ｔｔｚｈｏｕ＠ｓｈｏｕ．ｅｄｕ．ｃｎ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９ａｆａｆ．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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