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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权法*明确了捕捞权和养殖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并规定其受法律保护$ 但依据我国

现有渔业法律制度!实施)物权法*有关保护捕捞权的法律规定还存在一定困难$ 通过比较分

析)物权法*和)渔业法*及相关法规对捕捞权的规定!考察造成捕捞权损害的主要原因!提出

了我国捕捞权保护制度的路径选择'"## 将近岸海洋渔场和内陆水域渔场按县级或县级以下

基层行政区域进行划分!确定给所属区域内的传统捕捞渔民专属使用!从而明确捕捞权主体和

客体!为建立捕捞权保护制度提供基础$ "%# 建立捕捞权损害评估体系!制定捕捞权损害赔

偿&补偿标准!规范捕捞权损害赔偿&补偿程序!健全和完善捕捞权损害赔偿&补偿制度$

关键词! 捕捞权% 物权法% 中国

中图分类号! W=%!7%% 0=!?&&&&&&&文献标志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0 #以下简称/物权

法0$在*用益物权编+规定"依法取得的使用水

域)滩涂从事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这在民法

上赋予了捕捞权*用益物权+的法律性质&# :%'

"并

为建设捕捞权保护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 在我

国"目前捕捞权的取得及其管理主要依据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0#以下简称/渔业法0$为基

础的捕捞许可制度"但现行捕捞许可制度尚不能

有效支撑/物权法0关于捕捞权保护规定的实施(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物权法0没有明确规定捕捞

权的客体和主体"而在现有渔业捕捞许可制度中

又存在捕捞权客体和主体过于宽泛或者不够明确

的问题"这就使得对捕捞权的保护难以实施( 本

文从比较分析/物权法0和/渔业法0及相关法规

对捕捞权的规定入手"探索建立我国捕捞权保护

制度的路径(

#&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捕捞权的法律性

质分析

()(*基于'物权法(的捕捞权法律性质分析

/物权法0*用益物权编+第一百二十三条规

定"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

权利受法律保护( 据此可以看出"这里的捕捞权

是指依法享有在特定水域进行捕捞生产的权利%

这种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

犯( 按照/物权法0有关物权保护的基本规定"妨

害物权或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

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

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

他民事责任( 按照/物权法0有关用益物权的一

般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

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

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此外"按照物权理论"用益物权可依法处分"

包括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在/物权法0

*用益物权编+有关土地承包权)建设用地使用

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的条款中"均对相关的

物权处分问题进行了规定( 但是"/物权法0并没

有明确规定捕捞权和养殖权的处分问题"只有针

对捕捞权和养殖权的保护性规定(

(),*基于'渔业法(的捕捞权法律性质分析

按照/渔业法0及相关法律规定"捕捞权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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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要有两种方式!许可取得和自由取得( 自由

取得主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

则0第十八条的规定!*娱乐性游钓和在尚未养

殖)管理的滩涂手工采集零星水产品的"不必申请

捕捞许可证+(

许可取得是获取捕捞权的主要途径( /渔业

法0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

可证制度+%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从事捕捞

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

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定

进行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

定+( 由此来看"基于/渔业法0的捕捞权来自于

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获得捕捞许可是从事

捕捞作业的前提条件%同时"捕捞作业必须符合许

可证规定的内容( 因此"依据/渔业法0所建立的

捕捞许可制度的重点是对捕捞作业的限制性

管理(

%&捕捞权所受侵害的主要来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水域开发利

用活动日趋频繁"由此造成的渔业水域面积缩小)

水域渔业功能退化的情况已十分严重( 在海洋方

面"由于海域被其他用海活动占用"或者污染造成

渔业功能退化"产生了渔民*失海问题+

&! :;'

( 其

中"有些情况显性较强"常见的有港口开发)铺设

海底电缆和管道)建设锚地以及浅海和滩涂围垦

等对海域的占用( 此外"还有*隐性失海+ #与水

域被占用的*显性失海+相对应的一种提法&"'

$问

题"最为突出是污染引起的水域渔业功能退化"尤

以近海和江河入海口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区域是

大多数经济鱼类产卵)育雏的主要场所"也是污染

最为严重的区域( 渔业功能退化了的水域从表面

上看没有被占用"但其养育渔业资源的功能实际

上已经衰竭"导致渔业资源持续衰退( 在内陆水

域"建闸筑坝等水利工程建设)挖沙采石)围湖围

堤)水域污染等造成渔业水体被占用或者水体渔

业功能被削弱"都是捕捞权所受侵害的重要来源(

在上述捕捞权受侵害)损害的情形中"由于目

前我国的渔业管理制度并没有赋予捕捞渔民排他

性利用水域的权利"渔民缺乏主张损害补偿或赔

偿的现实依据( 而且"目前我国渔民大多处于分

散经营的状态"缺乏组织依托"以个体形式经营生

产的渔民也没有主张这种补偿或赔偿的实际能

力( 对于政府渔业管理部门来讲"由于不是渔业

权利人"也无法代替渔民主张补偿或赔偿"只能从

公共资源补偿的角度"争取渔业损害补偿"再转移

支付渔民受到的损失"而渔民则处于被动地位(

!&实施/物权法0有关捕捞权保护的规定

的困难

>)(*捕捞权的主体和客体问题

按照/物权法0的规定"法律所保护的捕捞

权"是指依法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捕捞的权

利( 然而"这一权利所指向的客体具体是什么?

在/物权法0中并没有规定"只能服从/渔业法0的

规定( 按照/渔业法0的规定"捕捞许可的内容是

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 由

此可以推论"捕捞作业的类型)场所)时限以及所

使用的渔具数量)被核定的捕捞限额"既要符合捕

捞许可证的规定"也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物

权法0对权利的保护是对抗权利侵害或受到不利

影响而言的"而捕捞作业类型)时限)渔具数量属

于捕捞生产的投入要素"很难有被侵害的情形%作

业场所和捕捞限额是捕捞生产的资源环境基础"

正是前述捕捞权所受侵害的对象"应该是捕捞权

所需保护的客体(

据此分析"/物权法0所保护的捕捞权客体主

要是捕捞作业场所和捕捞限额( 按照/渔业法0

的有关规定"捕捞限额本质上是渔获量配额&?'

"

是将共享性的渔业资源利用权私有化分配的一种

形式&N :='

( 渔获量配额可以很好地体现捕捞权的

权利客体"这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冰岛)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渔业管理中已被广泛采

用&#$ :#!'

( 但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具体的捕捞限

额管理实施制度"目前讨论以捕捞限额作为捕捞

权客体在我国没有实际意义(

按照上述推理"能够作为捕捞权客体的"目前

只能是捕捞作业场所#渔场$"实质上包含了水域

及其中的资源( 根据前述捕捞权所受侵害来源的

分析"水域及其中的渔业资源损害"正是捕捞权侵

害的实际内容"这也与/物权法0所规定的*依法

取得的使用水域)滩涂@@从事捕捞活动的权

利+的本质含义相一致( 从有关国家的实践来

看"日本沿岸渔业权和内陆渔业权制度&#<'

"以及

菲律宾)斐济)萨摩亚等被称为领地使用权系统的

管理制度&#"'

"都是建立在渔场使用权基础上的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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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权制度(

如此一来"就需要考察捕捞作业场所作为捕

捞权客体的可行性( 按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

定0"海洋作业场所分为 ,)B)3)>四大类"在审

批发放捕捞许可证时对 B类渔区要明确核定渔

区)渔场或保护区的具体名称"内陆水域作业场所

要明确具体的水域名称%作业场所核定在 ,类渔

区或内陆水域的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水

域界限作业"核定在 B)3类渔区的"不得跨海区

界限作业( 尽管有上述渔区核定和不得跨界作业

的规定"但由于按照这种方式核定的渔区或水域

的范围太大"不具备保护捕捞权所需要的特定性

或指定性( 同时"由于捕捞生产者之间对水域利

用不具有排他性"这种大范围的作业场所的许可"

也导致特定水域的捕捞权主体十分宽泛"难以在

捕捞权保护诉求中予以明确(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捕捞许可管

理实践中"大量使用非机动渔船或简易机动渔船

以及不使用渔船的捕捞作业"并没有纳入捕捞许

可管理(

>),*捕捞权损害赔偿或补偿制度问题

尽管/渔业法0并没有关于捕捞权保护的直

接规定"但有关渔业资源增殖和保护的条款"在本

质上也是一种对正当捕捞权益的保护( 包括!禁

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

行捕捞%在鱼)虾)蟹洄游通道建闸)筑坝严重影响

渔业资源的"应建造过鱼设施或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禁止围湖造田%用于渔业并兼有调蓄)灌溉等

功能的水体应当确定渔业生产所需的最低水位

线%进行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造成渔业资源

损失的"由有关县级以上政府责令赔偿"等等( 然

而遗憾的是"/渔业法0除了对炸鱼)毒鱼)电鱼等

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外"对上述其他几个方面"

均没有相关的法律责任条款"也没有相应的损害

赔偿或补偿方面的具体规定"使得这些规定无法

付诸实施(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0

#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0$)/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0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0$"

也对渔业水域污染防治进行了规定"实际上也是

对水域渔业功能的保护"可以发挥保护捕捞权的

作用( 例如"/海洋环境保护法0规定"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之前"必须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

见%在依法划定的重要渔业水域不得从事污染环

境的海岸工程项目建设或其他活动"等等( /水

污染防治法0也规定"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

建)改建)扩建排污口"涉及渔业水域的"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求渔

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在重要渔业水体不得新建排

污口"等等( 在渔业水域污染事故处理方面"/渔

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0还规定"凡

污染造成渔业损害事故的"都应赔偿渔业损失(

但是"上述/海洋环境保护法0)/水污染防治法0

的规定多是原则性的"也没有配套立法予以具体

化"因此缺乏实际可执行性( 而/渔业水域污染

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0所规定的水域污染造成

渔业资源损失的"只能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代表

国家作为天然渔业资源的所有者进行赔偿主张"

而捕捞渔民并无法依此主张自己的权利( 尽管"

污染损害的直接对象是渔民的捕捞权所带来的实

际收益(

<&建立我国捕捞权保护制度的建议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捕捞权保护问题进行了

一些有益的探索( 刘舜斌&#;'提出"把我国现行的

海洋捕捞渔船功率指标分配由按渔船配置改为按

渔民配置"使*渔者有功率+"类似农民的*耕者有

其田+%王志凯&#?'则提出"渔业权可以参照农村土

地产权的实践"将集体所有的或国家所有由集体

使用的水域像土地一样承包给渔民"再在承包国

家所有的水域基础上"创设渔民的类似于佃农性

质永佃权#他物权$的永久渔业权( 这些观点具

有一定的启发性( 但问题是"保护渔民所持有的

渔船功率是否具有对抗捕捞权损害的能力? 而集

体所有的或国家所有集体使用的水域的范围很

小"并不是捕捞生产的主要场所( 更重要的问题

是"上述提法均缺乏系统的制度体系(

?)(*建立以渔场划分为基础的捕捞权保护制度

以渔场划分为基础的捕捞权保护制度"是将

特定范围的捕捞作业水域许可给特定的渔民群

体"由其排他性地专属使用该渔场从事捕捞生产(

通过渔场使用专属化"明确特定捕捞主体及其专

属使用的特定渔场的范围"使捕捞权主体和客体

得以明确界定"为实施/物权法0关于捕捞权保护

的规定提供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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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场划分&&将捕捞作业场所划分为两大部

分!以海洋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为界"向陆地

一侧的全部水域#包括海洋和内陆水域$作为一

部分%海洋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向海洋一侧

处于我国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和我国与有关国家缔

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渔区"以及南沙海域)黄

岩岛海域及其他特定渔业资源渔场"作为另一

部分(

对于海洋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向陆地一

侧水域"按照行政区域逐级划分并分配到县级(

县级以下是否再进行划分和分配"由各县级政府

依据本辖区内的渔场情况)渔船数量以及渔民数

量等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各行政区的渔场专属本

行政区渔民使用"严格禁止跨区域作业( 这样"较

小范围的行政区内的捕捞渔民拥有了专属自己使

用的渔场"使得渔场作为捕捞权客体具备了确定

性"所要保护的内容得以明晰(

在海洋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以外的海洋

渔场"仍然按照现行捕捞许可制度进行管理( 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前述捕捞权侵害"客观上主要发

生在海洋近岸水域以及内陆水域"对于远离陆地

的广阔的海洋渔场"难以产生因港口开发)航运)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锚地建设以及浅海和滩涂

围垦等产生的损害( 即使是污染产生的损害"也

主要是船舶碰撞)海上溢油等突发事故产生的偶

发性损害"而不是设置排污口)拆船等产生的持续

性损害(

捕捞权主体的确定&&在上述渔场划分的基

础上"还需要界定哪些人享有专属使用某一特定

渔场的权利"否则"仍存在捕捞权主体模糊的问

题( 按照现行捕捞许可制度"捕捞权主体就是捕

捞许可证持证人"捕捞权主体应是明确的)具体

的( 但实际上"在内陆水域以及海洋沿岸水域作

业的大量小型渔船以及不使用渔船的捕捞作业"

并没有纳入许可的范围"而这其中很多渔民是依

赖渔业而生存的"恰恰是捕捞权应保护的主要

群体(

如果以渔民为捕捞权主体"那么就需要对渔

民的范围进行界定( 但现实中我国捕捞渔民的构

成十分复杂"有的历史上就从事捕鱼"有的则是由

其他行业#例如农业$转业而来"还有的将捕鱼作

为兼业或副业"由此导致渔民的概念十分模糊(

若是只要从事捕鱼的就被认定为渔民"那么将导

致捕捞权主体的范围缺乏明确的限制性边界(

为此"本文建议使用*传统渔民+的概念界定

捕捞权主体( /水产辞典0对传统渔民的定义为!

历史上从事渔业生产"并依托渔业为生的渔民"隶

属于渔业乡)渔业村的劳动者( 但这一概念仍比

较模糊"*历史上+的时间尺度有多大? 依托渔业

为生的标准是什么? 在我国渔业统计管理中"对

传统渔民的认定基于户籍管理制度"即持有渔业

户口的居民"隶属于农民"但没有土地"也不享受

城镇居民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N'

(

显然"后者具有较强的确定性(

按照上述统计管理中对传统渔民的界定"在

上述渔场划分的基础上"将渔场划分所致的最小

行政区内的传统渔民组织起来成立渔民协会"作

为渔民自治组织( 渔民协会及其成员由政府进行

登记)公告予以确认"之后是否允许新的成员加

入"由协会自主决定( 在渔场利用上"协会成员对

非成员具有排他性( 也就是说"在某一行政区域

的渔场"只能由该区域传统渔民协会的成员从事

捕捞活动( 这样"协会成为特定渔场的捕捞权的

唯一权利主体(

?),*健全和完善捕捞权损害赔偿%补偿制度

上述以渔场划分为基础的捕捞权保护制度"

实际上只是明晰了捕捞权主体和客体问题"为实

施捕捞权保护提供了基础条件( 对于实际发生的

捕捞权损害"还需要在/渔业法0)/海洋环境保护

法0)/水污染防治法0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健全

和完善捕捞权损害赔偿)补偿制度(

为此"建议以下述内容为主建立捕捞权损害

赔偿)补偿制度!##$ 建立捕捞水域被占用)缩减

或功能退化产生的捕捞权损害)损失评估体系"包

括评估主体)程序)方法以及评估机构资格管理)

评估过程监督管理等%#%$ 制定公平)合理的捕捞

权损害赔偿)补偿标准%#!$ 规范捕捞权损害赔

偿)补偿程序"特别是要明确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和渔民协会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物权

法0赋予了捕捞权用益物权的法律性质的条件

下"更应突出渔民协会的权利主体地位"充分发挥

渔民协会的组织力量(

"&结语

捕捞权的保护问题极其复杂( 这种复杂性既

源于捕捞生产活动所依赖的作业水域的公用性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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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唐&议"等!基于/物权法0的中国捕捞权保护制度的探索 &&

多功能性"也源于捕捞活动本身对渔业资源利用

的共享性"其本质是资源)环境利用权以及由此产

生的收益分配和各方利益的平衡问题"是社会公

平问题在渔业领域的体现(

本文主要从确定捕捞权主体和客体的角度"

探索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建立捕捞权保护制度的

路径( 但这仍然是基础性的和框架性的( 文中提

出的渔场划分和传统渔民专属使用渔场的制度框

架"将对现有捕捞许可这一基本法律制度产生重

大的变革性影响"还需要相应的制度调整%而捕捞

权损害赔偿)补偿制度的建立也需要相应的立法

予以支撑"其内容和过程都将是十分复杂的"特别

是如何科学)合理地计算和认定捕捞损害或损失"

是关键环节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此外"渔民在主

张权益维护时的理性)政府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

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角色定位和能力"都将

影响捕捞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和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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