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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国外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卢    洁1,2，  邹磊磊1,2*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上海　201306；
2.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RFMO)是当前国际公海渔业管理的主要机制，也是公海渔业
管理研究的重点之一。西方远洋渔业发展起步早，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关注 RFMO，开展了
大量的 RFMO理论和实践研究。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梳理了 RFMO国外研究，并以知
识图谱方式呈现国外研究进展与热点。定量分析结果显示，RFMO国外研究数量总体呈上
升趋势；研究领域涉及渔业、环境和国际关系等自然和社会科学；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等对研究的关注度较高。此外，关键词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学者比较关注 RFMO视角下
的渔业管理、南大洋等重要海域、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海洋保护区、海洋法等问题，研
究重点呈现出从生物资源生物学逐步转向公海生物资源管理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等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定性分析了 RFMO国外研究，发现 RFMO国外研究更敢于以创
新性研究视角探索传统的 RFMO研究话题，研究方法更趋科学性，注重研究的辩证性、
整体性、比较性和连续性，研究意识也比较超前，善于发现 RFMO研究的新领域。本文
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 RFMO研究文献，探究 RFMO国外研究进展，为国内学者切实提升
RFMO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供参考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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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远洋渔

业，从 1996年开始，先后加入了 8个区域性渔业

管理组织 (RFMO)，以履约为主参与 RFMO，致

力于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

然而，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逐渐意识到从“被动”
履约迈向主动参与 RFMO规则制定的重要性。但

由于国内学者对公海渔业的研究偏向自然科学，

针对公海渔业管理的研究非常有限，涉及 RFMO
的研究更寥寥可数，能为中国实质性参与 RFMO
规则制定提供的学术支撑有限，因此，加强对

RFMO的全面研究，特别是管理制度和法律研究，

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开始发展远洋渔业，占据

了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先机，也较早开始意识到

渔业资源的“有限性”及其过度开发问题，并提出

应通过开展全球性或区域性合作有效地养护和管

理渔业资源并保护其所处的生态环境。随着《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和《执行 1982年

12月 10日<联合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

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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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种群协定》)的相继通过，RFMO在公海

渔业管理中的作用越发凸显，也成为了国外学者

的研究重点之一。由于国外学者对 RFMO的研究

起步早，研究内容覆盖面广，研究方法比较科学，

至今已形成了针对 RFMO理论和实践较为成熟的

研究体系，产出了大量意义深远的研究成果，对

我们了解 RFMO机制、理解 RFMO制度、评估

RFMO养护管理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判断 RFMO
发展趋势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梳理 RFMO国外

研究，并利用知识图谱描述 RFMO国外研究的进

展与热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国外学者

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深入定性分析国外 RFMO
研究的特点，为夯实国内现有的 RFMO研究基础

并开拓更多的研究思路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首次以

国际法的形式推行基于区域性渔业机构的国际协

作，在 RFMO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另外，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

的区域渔业机构约 50个，中国加入了其中的 8个，

中国学者关于 RFMO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这 8个

RFMO。因此，为针对性地探寻可供国内 RFMO
研究参考的国外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以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数据库作为数据源，以

1982—2022年为检索时段，以 2022年 10月 5日

为检索时间，以 RFMO和中国加入的 8个 RFMO
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检索式为 TS=(“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r “RFMO” or
“Indian  Ocean  Tuna  Commission ”  or   “IOTC ”  or
“Western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or
“WCPFC”  or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
mission” or“IATTC” or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or ”ICCAT”
or “Southern Indian Ocean Fisheries Agreement” or
“SIOFA”  or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or “CCAMLR”
or “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r “SPRFMO” or “North Pacific Fish-
eries Commission”or “NPFC”)，共检索到文献 1 178
篇。鉴于本文旨在梳理 RFMO国外研究进展，经

手动筛选，去除由中国学者或中国科研机构主导

发表的英文文献，剩余文献 1 143篇。

 1.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软件 CiteSpace，基于合作

网络、关键词共现 (co-occurrence)、关键词聚类

(cluster)、关键词突变检测 (burst detection)等文献

计量和知识图谱的方法，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统

计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以直观了解

RFMO国外研究的文献概况及进展与热点。在此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与 RFMO相关性较高的重

要文献进行定性分析，以归纳总结 RFMO国外研

究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特点。

 2    结果

 2.1    发文量分析

基于对文献数量的统计分析可知，近 40年来

国外 RFMO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其中，1997年到 2013年间发文量缓慢增长，从 3
篇增长到 23篇；2013年到 2021年间发文量快速

增长，到 2021年达到峰值，为 56篇 (图 1)。
对文献所属的学科类别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

现 (表 1)，根据 Web of  Science的学科分类，与

RFMO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环境和国际

关系等学科领域，发文量及占比分别为 354(30.97%)、
213(18.64%)和 181(15.84%)。RFMO研究涉及的

其他相关学科还包括海洋与淡水生物学、环境科

学、海洋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养护、法律、

水资源等。由此可见，虽然关于 RFMO的自然科

学研究偏多，但整体而言，RFMO研究涉及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属于综合性研究。

在对研究机构发文量的统计分析中不难发现，

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是 RFMO
研究的主力军。其中，发文量排名前五位的分别

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8.40%)、英国自然

环境研究理事会 (8.31%)、英国南极调查 (8.31%)、
英国研究与创新部门 (8.31%)和澳大利亚南极局

(8.05%)，而发文量排名前十位的研究机构累积发

文量达总数的 60%，在 RFMO研究数量中优势较

为明显。

 2.2    关键词分析

在 CiteSpace中，关键词出现频次 (count)和
中心性 (centrality)是衡量关键词重要性的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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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现频次越高、中心性数值越大说明关键词

的重要程度和影响力越显著。对关键词进行统计

分析可知 (表 2)，词频超过 10次的关键词有 60个，

其中词频超过 50次的关键词有 6个，分别为

management(管理 )、 fishery(渔业 )、 southern ocean
(南大洋 )、 fisheries  management(渔业管理 )、 cli-

mate change(气候变化)等。在其余关键词中，词

频或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主要涉及生态系统、种

群评估、海洋保护区、南极磷虾及犬牙鱼等

RFMO研究的重要话题。此外，通过 CiteSpace对

这些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得到关键词共现图

谱 (图 2)，从图谱中各节点的大小同样可以看出，

渔业管理、南大洋、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海洋

保护区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较高，反映出这些话

题在 RFMO国外研究中的重要程度。同时，根据

各节点中不同的颜色还可以看出各关键词出现的

年份和在当年出现的频次，以此判断这些关键词

在不同年份的大致分布情况。

为进一步厘清国外学者在各个时期研究

RFMO时关注的重点和变化趋势，还可以对关键

词进行聚类分析和突变检测。在关键词聚类图谱

中 (图 3)，时间轴上的节点显示了 RFMO国外研

究长期关注的研究话题，包括海洋法、IUU捕捞 (
非法、未报告、不受管制捕捞)、海洋保护区等与

公海渔业管理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显示了 RFMO
国外研究关注重点的变化趋势，从早期聚焦南大

洋，包括 CCAMLR(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委员

会)、南极磷虾、南极犬牙鱼等，到开始关注人类

共同财产，再到近年来着眼于气候变化问题等。

从突变检测结果 (图 4)中也可以看出，RFMO研

究初期，国外学者比较关注 RFMO视角下的南极

磷虾、南极犬牙鱼等生物资源的生物学研究，随

表 1    RFMO研究文献所属学科类别 (前 10位)

Tab. 1    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of publications on
RFMO research(Top 10)

排名
rank

学科类别
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发文量/篇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占比/%
percentage

1 渔业
Fisheries

354 30.97

2 环境研究
Environmental Studies

213 18.64

3 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 15.84

4 海洋与淡水生物学
Marine Freshwater Biology

177 15.49

5 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s

152 13.30

6 海洋学
Oceanography

138 12.07

7 生态学
Ecology

117 10.24

8 生物多样性养护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81 7.09

9 法律
Law

81 7.09

10 水资源
Water Resources

38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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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 RFMO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annual publications on RFMO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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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的推移，近 5年开始突变的关键词包括 sci-
ence(科 学 )、 management(管 理 )、 policy(政 策 )、
framework(框架)、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habitat
(栖息地)等，反映出 RFMO研究关注重点逐步向

公海生物资源科学管理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等话

题推进。

 3    讨论

根据文献计量软件得出的统计结果可以大致

了解 RFMO(本文指中国已加入的 RFMO)的国外

研究进展和热点，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定的未来

研究方向建议，但对国内学者如何切实开展

RFMO研究的借鉴意义有限。因此，本文进一步

定性梳理和分析了相关文献，发现 RFMO国外研

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意识等三个方面

特点鲜明，对提升国内 RFMO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具有启示作用。

 3.1    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关于 RFMO的法律基础、产生与发展及职能

等基础性研究是 RFMO研究的“传统”话题，也是

表 2    RFMO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 (频次≥10)

Tab.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RFMO research (frequency≥10)

序号
no.

关键词
keywords

频次
count

中心性
centrality

序号
no.

关键词
keywords

频次
count

中心性
centrality

1 管理   management 118 0.07 31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17 0.01

2 渔业　fishery 103 0.10 32 种群评估　stock assessment 17 0.03

3 南大洋　Southern Ocean 70 0.13 33 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AMLR 16 0.02

4 渔业管理　fisheries management 65 0.06 34 蓝鳍金枪鱼　bluefin tuna 16 0.03

5 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58 0.02 35 南极软毛海豹　Antarctic fur seal 16 0.09

6 养护　conservation 51 0.09 36 南极犬牙鱼　Patagonian toothfish 15 0.03

7 影响　impact 45 0.03 37 印度洋　Indian ocean 14 0.01

8 南极磷虾　Euphausia superba 41 0.06 38 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vulnerable marine ecosystem

14 0.01

9 南极磷虾　Antarctic krill 41 0.12 39 兼捕　bycatch 14 0.01

10 鱼类　fish 38 0.07 40 海洋生态系统　marine ecosystem 14 0.03

11 丰度　abundance 38 0.07 41 死亡率　mortality 14 0.04

12 生态系统　ecosystem 36 0.04 42 阿德利企鹅　Adelie penguin 14 0.06

13 海洋　ocean 35 0.11 43 黄鳍金枪鱼　yellowfin tuna 13 0.00

14 海洋保护区　marine protected area 33 0.04 44 南设得兰群岛　South Shetland Island 13 0.01

15 生长　growth 33 0.07 45 执行implementation 12 0.01

16 模型　model 29 0.01 46 南极犬牙鱼　Dissostichus eleginoide 12 0.02

17 行为　behavior 25 0.06 47 金枪鱼　tuna 12 0.02

18 南乔治亚岛　South Georgia 23 0.04 48 治理　governance 12 0.02

19 海洋　sea 23 0.09 49 栖息地　habitat 11 0.00

20 公海　high sea 22 0.02 50 南极犬牙鱼　Antarctic toothfish 11 0.01

21 可变性　variability 21 0.02 51 种群结构　population structure 11 0.01

22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21 0.04 52 海冰　sea ice 11 0.02

23 大西洋　Atlantic 21 0.06 53 绩效　performance 11 0.03

24 科学　science 20 0.01 54 兼捕　bycatch 10 0.00

25 区域　area 20 0.04 55 磷虾　krill 10 0.01

26 斯科舍海　Scotia sea 19 0.02 56 政策　policy 10 0.01

27 罗斯海　Ross sea 18 0.03 57 资源　resource 10 0.01

28 动态　dynamics 18 0.03 58 IUU捕捞　IUU fishing 10 0.02

29 捕获量　catch 18 0.04 59 挑战　challenge 10 0.02

30 种群　population 17 0.01 60 水　water 1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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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的研究焦点。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种群协定》对 RFMO成立和发展的法理影响

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1]，因此常常被“默认”为
是 RFMO的法律基础。但部分国外学者在研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种群协定》与 RFMO
之间的关系时，并不预设前者是后者的法律基础，

而是通过将两者放在同一时间轴上进行梳理，探

究其内在关联。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在上述

两个重要国际条约通过之前已建立了数个RFMO[2-3]，

但由于当时没有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没

有明确的制度来保障 RFMO的有效性，因此

RFMO的管理效率低下，其公平性也受到严重质

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确立了专

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明确提出各国应通过设立

RFMO合作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使得 RFMO必

须改变其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此后，联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0

 
图 2    RFMO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2    Network map of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in RFMO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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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Cluster and timeline map of keywords in RFMO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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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又通过了《种群协定》，强调了养护和管理

生物资源的国际合作义务，并从法律上把 RFMO
这种渔业国际合作方式制度化 [4]，助推了一批新

RFMO的成立以及原有 RFMO的改革。由此可见，

并非所有 RFMO的成立都起源于《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和《种群协定》，但公约对于专属经济区

法律地位的明确和对开展区域性渔业合作的要求，

以及《种群协定》对 RFMO制度的补充和细化，

都为之后 RFMO的成立奠定法律基础，也为 RFMO
发展过程中的自我革新提供指导原则 [5]。外国学

者通过“追根溯源”，不仅证明了 RFMO的成立有

法可依，更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种群协定》对 RFMO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界定 RFMO职能时，学界通常以《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和《种群协定》等国际公约及协定

赋予 RFMO的职能[6-8] 为准。但作为框架性文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种群协定》仅起到指

导性作用，对 RFMO职能的描述总体较为“笼统”
和“刻板”。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开始尝试从 RFMO
“最佳实践”倒推其职能，以需求为导向，通过分

析 RFMO最佳实践效果和采取措施之间的关系更

具体地阐释 RFMO应有的职能 [9-10]，改变原本研

究“RFMO应该做什么”的思路，转而关注“RFMO
需要做什么”，进而对 RFMO的职能进行更为细

致、准确的定位。国外学者创新性地从渔业资源

的管理效果推断出对 RFMO的职能需求，更以“
最佳实践”为不同类型的 RFMO提供互相参考、

借鉴经验的途径，督促它们结合自身特点，及时

调整、优化、完善自身的职能。

RFMO作为重要公海渔业资源管理手段，其

有效性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各

RFMO制定的养护管理措施是管理公海渔业资源

的主要工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RFMO管理的有

效性，也成为了学界研究 RFMO的重点之一。而

国外学者在长期研究中逐渐认识到，RFMO管理

的有效性不仅与养护管理措施有关，还取决于其

成员间博弈后的决策。一般而言，RFMO各成员

的参与目标、权益诉求和管理能力均有所不同，

致使任何一个管理决策都可能是各成员综合考量

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后的结果，因此，研究

RFMO管理的有效性应基于科学但远不止于科学。

以金枪鱼 RFMO为例，Sinan等[11] 通过了解 IOTC
各成员国参与 IOTC的动机，研究不同动机对参

与谈判和决策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各成员国

对金枪鱼管理，尤其是制定和实施养护管理措施

的决策，除了考虑科学因素外，还掺杂了对国家

主权、他国外援等其他政治因素的考量，而这些

政治动机几乎能够左右 RFMO的运作和最终的成

败。Azmi等 [12] 认为促进 RFMO成员国有效合作

的先决条件是了解他们在不同渔业中的利益诉求，

以避免养护管理措施对成员国造成不成比例的经

济负担，从而降低其参与 RFMO和执行措施的意

愿。他以 WCPFC为研究对象，发现其成员在其

管理的四个主要金枪鱼鱼种上拥有的渔业利益各

关键词
keywords

突变强度
strength

突变开始
begin

突变结束
end

时间 （1982—2022年)

南极软毛海豹　Antarctic fur seal

南极毛皮海狮　Arctocephalus gazella

南极磷虾　Antarctic krill

南极磷虾　Euphausia superba

磷虾　krill

南乔治亚岛　South Georgia

裘氏鳄头冰鱼　Mackerel icefish

南极犬牙鱼　Dissostichus eleginoide

南极犬牙鱼　Patagonian toothfish

南设得兰群岛　South shetland island

南极犬牙鱼　Antarctic toothfish

影响　impact

海洋保护区　marine protected area

种群评估　stock assessment

模型　model

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CCAMLR

动力学　dynamics

科学　science

管理　management

政策　policy

西部　western

框架　framework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栖息地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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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突变检测的 RFMO研究的热点关键词

Fig. 4    Hot keywords in RFMO research based on burst detec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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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通过掌握相关信息能够推动 WCPFC在制定

养护管理措施的过程中从经济角度充分考虑并平

衡各方利益，筑牢内部合作关系。Wakamatsu等[13]

发现，作为 CCSBT核心成员国，日本对蓝鳍金枪

鱼的养护管理态度对 CCSBT成功开展养护管理计

划至关重要。虽然日本社会非常关注蓝鳍金枪鱼

的养护，但他们对 CCSBT通过禁渔政策养护金枪

鱼的做法非常反感，导致他们消极应对 CCSBT的

禁渔措施。相反，他们更希望 CCSBT在金枪鱼资

源即将达到不可持续水平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过

度捕捞。因此，CCSBT应尽早开始养护行动，避

免拖延到种群被过度捕捞或濒临灭绝之前突然出

台大幅减少捕捞或禁捕的措施，从而引发日本社

会的反对和抵触情绪，降低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 CCSBT从社会因素角度考量对

资源的养护管理。

近些年，还有国外学者开始探究 RFMO养护

管理措施的外延性，尝试通过扩大措施的应用领

域和适用范围来提升措施的效用。Dunn等[14] 认为，

由于 RFMO成员国的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在实施

渔业监测、控制和监管措施 (MCS)的过程中存在

不均衡的问题，削弱了养护管理渔业资源的效力。

该研究以 MCS措施体系下的关键工具—自动识

别系统 (AIS)为例，发现各国在应用 AIS上体现

出了明显的能力差异，影响了公海渔业信息和数

据的收集，因此，该研究建议可以通过将包括

AIS在内的 MCS措施引入联合国大会正在进行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生物多样

性 (BBNJ)谈判中，不仅可以为应对 BBNJ问题提

供参考，也可以借此机会制定 AIS应用的统一国

际标准，以减小各国在 AIS实施中的差异。

Papastavridis[15] 则关注到，气候变化将为北冰洋中

部在内的北极渔业开辟新的区域，因此在北极地

区存在 IUU行为的风险，该研究分析了包括港口

国和船旗国措施在内可用于渔业执法目的有效工

具，并讨论了其在北极的潜在应用。

 3.2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在研究 RFMO的过程中，针对 RFMO的发

展特性和组织特点等，国外学者采用比较科学的

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的辩证性、整体性、比较性

和连续性，不仅提升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提

升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辩证研究 RFMO法律基础　　一般来说，

对 RFMO法律基础的研究着重关注《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和《种群协定》等国际公约及协定作为

RFMO产生依据的合理性。但也有学者以辩证的

方法研究 RFMO法律基础对 RFMO发展的影响，

分析它们对 RFMO发展的限制以及给 RFMO发展

带来的机遇。Munro等 [1] 认为，《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强调公海自由和船旗国管辖权—使得在

公约基础上建立的 RFMO无法突破法律框架对非

成员国进行强制性管辖或强制采取非船旗国措施，

其潜在效力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另一方面，虽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各国有合作养护和管

理生物资源的责任，但内容过于“原则性”；《种

群协定》对“反对”机制和“退出”机制的简单规定

或将成为“漏洞”，加大 RFMO成员国据此逃避履

约责任的可能性。但也正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和《种群协定》“提纲挈领”但又“模棱两可”
的特点，在预防性办法、船旗国义务、联合执法

等方面的框架性条款留给 RFMO根据自身需求和

特点进行细化的自由，为 RFMO发展留出了极大

的空间 [3]。国外学者以辩证的方法研究 RFMO的

法律基础，在为 RFMO的发展提出建议的同时也

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种群协定》等国际

公约及协定的进一步完善指明了方向。

 　　分类研究 RFMO职能与发展特点　　国外

学者对 RFMO的职能与发展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发现尽管在国际渔业治理总体框架下，各 RFMO
遵循了治理原则，符合治理需求，承担了包括收

集信息、协调合作、制定措施、监督管理等在内

的基本职责，但由于在成立背景、发展需求、发

展路径等方面的不同，各个 RFMO之间存在个体

差异性。因此必须对 RFMO进行分类研究才能掌

握它们的共性和差异性，从而更有的放矢地制定

各自的发展策略。

Sydnes[16] 以 RFMO成员特点 (发达国家或发

展中国家)为切入口开展 RFMO的对比研究，发

现不同成员国参与的 RFMO在整体目标上存在明

显区别，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方向：由

较多发达国家参与的 RFMO往往以养护渔业资源

作为其管理的重点；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成员

的 RFMO则将成员国的能力建设、渔民生计等问

题作为优先考量 [17]。Sydnes[16] 在进一步研究中发

现，发展中地区 RFMO在适应国际海洋法和渔业

管理制度从“开放式”演变到“管理式”的过程中形

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职能演变来看，部分

卢洁，等 水产学报, 2024, 48(3): 039302

中国水产学会主办  sponsored by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 https://www.china-fishery.cn

7



RFMO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种群协定》

通过之前成立，其职能在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和《种群协定》的影响后，从最初的协调开

发转型升级为协调管理，经历了一个新老交替的

过程；另有部分 RFMO成立时间较晚，其职能直

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种群协定》的

要求确定，采用较为先进的理念，发展起点较高。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种群协定》生效之前还是之后成立的 RFMO都

以符合国际法要求为前提，核心发展目标是维护

以沿海国为主的成员国利益，但各 RFMO利用不

同的发展路径，或新建或改革，达到了“求同存异”
的效果[17]。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不同 RFMO的

管理制度发展特点，发现由沿海国和捕鱼国设立

的 RFMO管理制度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措施

的制定和通过基于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且过程

通常较为正式。而在类似太平洋岛屿论坛渔业局

(Pacific Islands Forum Fisheries Agency，FFA)这类

“小众”的 RFMO中，管理制度较为简单，部长会

议等形式在决定措施的制定方面则发挥着关键

作用[5]。

随着全球各类 RFMO数量的日益增多，对其

进行分类研究有助于了解不同 RFMO的运作规则，

预见不同类型 RFMO之间合作的障碍，挖掘合作

的潜力。

 　　系统研究 RFMO制度的影响因素　　

Hoel[18] 提出，渔业管理制度的演变既是外因影响

的结果也是内因促进的体现。研究外因和内因对

RFMO制度的共同作用才能看清全貌，深刻理解

RFMO制度形成的逻辑。整理外国学者的前期研

究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外因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

政治对 RFMO产生的外部压力，而大部分的内因

研究则聚焦于科学力量作为 RFMO的内部动力，

内外合力的作用以预防性原则为集中体现。

Hoel[18] 以《种群协定》为例分析说明了环境

主义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或改变渔业制度。研究

发现，受到环境主义的潜在影响，《种群协定》

在细化渔业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时，将国际环境

法基本原则中的“预防性原则”纳入其中，对之后

的的渔业管理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来看，

目前各 RFMO以《种群协定》为基础，格外重视

对预防性原则的应用，因此对收集数据、制定与

探捕渔业相关的养护管理措施、执行船旗国措施

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成员国的履约意愿和履

约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另外，预防性原则不仅

要求各成员国开展国际合作联合执法，还号召用

贸易手段加强渔业管理，以打击 IUU行为，无形

中增加了渔业管理问题中的政治不确定性。此外，

越来越多的 RFMO开始邀请包括国际环境机构在

内的非政府组织 (NGO)作为第三方参与其机制构

建 [19]，而这些机构在环境视角下的“建言献策”某
种程度上给 RFMO的管理带来一定压力。因此，

环境主义逐渐形成一种环境政治，对 RFMO的制

度形成带来了外部压力。

虽然科学在可持续渔业管理中的作用早已得

到承认[20]，国外学者也不断呼吁提升 RFMO中科

学和制度的关联度，将科学全方位纳入渔业管

理 [21-22]，但科学的作用往往只体现在资源评估和

特定措施制定的过程中，在 RFMO中的应用效果

仍差强人意。预防性原则的提出打通了科学影响

RFMO制度的路径，突显了科学作为 RFMO驱动

力的作用。预防性原则不仅为外部政治力量铺设

了主导 RFMO管理趋势之径，也促使 RFMO深刻

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Pope[23] 提出预防性原则应

作用于渔业发展的所有阶段，而不是与单一的管

理方法或环节相关联。为保证预防性原则渗透进

RFMO制度的每个环节，应当充分利用科学的多

种形式，促进渔业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以及利益攸

关方之间的互动，在制度制定和管理决策中纳入

科学咨询意见；发挥跨学科研究和各类科学信息

及数据的作用，制定合理的资源分配方案及科学

的养护管理措施；进行基于科学数据的定期审查

以评估 RFMO管理目标的达成度并做出及时调整

等 [24-25]。科学的作用通过预防性原则得到了极大

的提升，成为影响 RFMO制度形成的不可忽视的

内部因素，而科学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在一定程度

上又能消解由外部环境政治引起的主观性和不确

定性。

通过国外学者对影响 RFMO制度内外因素的

系统研究可以发现政治和科学在 RFMO制度制定

中的重要意义，而两者互相牵制的关系也为深入

研究 RFMO发展提供了思路。

 　　比较研究 RFMO决策机制　　当前公海渔

业资源持续衰退仍是不可否认的现象，为探寻对

此现象的合理解释和解决方案，国外学者不断深

挖 RFMO制度在发挥养护管理公海渔业资源作用

方面的问题和潜力。不少学者通过比较各 RFMO
的现行制度，发现 RFMO制度下的决策机制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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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决策效率和效力，进而实现 RFMO养护管理渔

业资源的目标至关重要。根据 RFMO法律基础，

各 RFMO成员国应达成一致，协同履行养护管理

渔业资源的国际义务。但法律基础仅对如何“达成

一致，协同履行”提供了框架性指导意见，在现实

中，RFMO“各显神通”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Leroy
等 [26] 分析比较了 12个主要 RFMO的决策机制，

总结了评估 RFMO决策机制有效性的 3个原则：

①对“反对”及“退出”机制的限制；②异议程序的

透明度；③采取争议解决程序通过养护管理措

施的高效性。根据上述原则，该研究得出结论：

SPRFMO采用的决策机制在“决策通过”和“反对程

序”上特点明显，是目前最先进、最具创新性、最

有效的决策机制。Schiffman[27] 和 Finny[28] 也注意

到 SPRFMO在决策机制上的独特性：不同于其他

RFMO的 “ 一 致 同 意 ” 或 “ 多 数 同 意 ” 原 则 ，

SPRFMO采取了“一致同意+多数通过”原则，该原

则在提高养护管理措施通过效率和措施执行效果

上有明显的优势。Serdy[29] 通过比较研究，证明

了 SPRFMO特有的“反对机制”能够有效保障各成

员利益、促进多方合作、提高决策透明度等。

国外学者对决策机制的比较研究为 RFMO研

究提供了一种“模版”，通过有针对性地比较各

RFMO，可以发现 RFMO现有制度的不足，同时

也可以为 RFMO制度的“更新换代”找到值得借鉴

的“最佳实践”。
 　　跟踪研究 RFMO面临困境　　RFMO的发

展过程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在发

展过程中，RFMO面临着法律基础缺失、措施实

施不力、改革创新受挫等难以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但是，

RFMO的发展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方

案以及解决过程都有助于推动 RFMO不断改革创

新。鉴于此，对 RFMO发展过程中的困境研究有

助于解决 RFMO困境，而且对困境的跟踪研究有

助于辨别 RFMO的根本性问题和阶段性问题，并

能有助于预测 RFMO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如果以《种群协定》的通过作为 RFMO发展

的开端，早期国外学者 Churchill[30] 最先关注到的

是 RFMO对第三方缺乏约束力问题：由于国际法

律的条约相对效力造成非成员国“搭便车”问题，

使得 RFMO陷入即便成员均遵守养护管理措施，

仍然无法保证公海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效果的困

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陆续有学者针对这一问

题进行了研究，有些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将已有成

员和新进成员需求均考虑在内的资源分配方案，

以激励多方合作，阻止“搭便车”行为[31-32]，有些通

过整合法律维度和生物学维度下对公海鱼类种群

的管理方法，开发模型，寻找最佳管理策略，以

降低“搭便车”行为的吸引力 [33]。但至今该问题仍

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 RFMO制度或许存在一定

的根本性问题，例如平衡国际法律和 RFMO制度

之间的关系始终是 RFMO发展的难点和重点。此

外，RFMO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面对阶段性

问题，例如近些年的 IUU行为、生物多样性、海

洋保护区、气候变化等热点问题，对这些问题提

出合理、有效、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都需要长

期深入的研究和大量历时性科学数据的积累。

 3.3    研究方向的前沿性

国外学者的 RFMO研究关注过去，注重现在，

更着眼未来。国外学者对研究动态的敏锐度和对

研究对象的长期跟踪研究使其能够对与 RFMO发

展相关的新兴问题和未知领域开展较多前沿性研

究，展现出研究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有助于他们

预测 RFMO发展方向，获得潜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国外学者在研究方向方面展现的超前意识对国内

RFMO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提出 RFMO绩效评估方案和改进策略及具

体举措　　近些年，公海渔业资源状况的持续下

降引发了各界对 RFMO作为国际渔业治理机制效

力的质疑，认为对其进行绩效评估势在必行。通

过对 RFMO进行系统性评估审查并辅以问责制度，

有助于追溯 RFMO的问题根源，提出有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提升其改革积极性，确保其作为渔业

治理工具的可持续管理能力 [7]。基于对 RFMO扎

实的研究基础、深刻且全面的研究内容、成熟的

研究方法，国外学者率先提出了评估审查 RFMO
的实施方法，对评估对象、评估方法、评估工具

等评估要素进行各种组合，形成功能和特点各异

的评估审查模式。目前较为成熟的评估审查模式

可以分为 3类：①对 RFMO整体表现进行绩效评

估—基于 Zino[34] 模型，Cullis-Suzuki等 [7] 制定

了评估 RFMO有效性的评价体系，从理论和实践

层面对 18个类型各异的 RFMO进行了评价，其

评估审查模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今后 RFMO
绩效评估研究具有指导性作用；②对 RFMO特定

表现进行评估—Ogawa等 [25] 采用 Haas等 [35] 基

卢洁，等 水产学报, 2024, 48(3): 03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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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Garcia等[36] 评价体系制定的分类标准，对 4个

重要的金枪鱼 RFMO在将预防性原则应用到管理

的各个环节的实践表现开展绩效评估，该研究在

前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评估手段进行了更新，

更具创新性和针对性；③对特定 RFMO进行评

估—Garcia等 [36] 对 CCSBT在 2009—2013年间

的进展以及表现进行了评估审查，该模式对特定

RFMO进行了跟踪评估，不仅可以评判评估审查

本身对 RFMO绩效的提升作用，并验证其有效性，

也可以为该 RFMO量身定制符合其特点的评价体

系，提升评估结果可信度。国外学者通过选取适

当的评估对象、制定系统的评估标准、构建合理

的评估模型得出了科学的评估结果。

基于评估结果，国外学者又先行一步提出了

相应的 RFMO改进策略和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的具体举措。Willock等 [4] 总结了一系列常见的

RFMO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涉及

RFMO实践的各个方面：①通过提高决策透明度

和优化体制结构、考虑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合

理分配捕捞机会，提升 RFMO及其成员国的政治

意愿和能力；②采纳科学咨询意见，制定科学的

管理战略和措施，促进预防性原则和生态系统方

法的全方位应用；③厘清管辖权重叠区域 RFMO
责任，建立 RFMO之间的国际合作机制等。对于

改进 RFMO绩效的具体举措，Nakatsuka[37] 提出应

引入先进的管理方法，例如管理策略评估 (MSE)，
MSE是可以用于模拟渔业制度工作并测试潜在捕

捞策略是否可以实现预定管理目标的工具。通过

确定不同的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指标，在不同管

理目标之间权衡取舍，进而在管理策略候选方案

中选择并实施最优策略；Haas等 [33] 提出应解决“
优先议题”，例如将预防性原则和生态系统方法作

为 RFMO决策和自我革新的首要考量； 也有研究

认为改进 RFMO的特定实践表现不足以提升

RFMO的整体实践效果，应当对 RFMO进行全面、

整体改进，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非政府组织

(NGO)对 RFMO制度的影响，分别研究了扩大、

深化和加强 NGO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RFMO的路

径[38-40]。

基于 RFMO绩效评估的改进策略决定了

RFMO的前进方向，而 RFMO的发展又会对全球

渔业治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国外学者对评估和

提升 RFMO的积极探索意义重大。

 　　辩证研究 RFMO法律基础　　对 RFMO研

究的深度和厚度使得国外学者能够在 RFMO框架

内开展深入研究，也能关注到 RFMO与外界的动

态互动，为 RFMO的发展提供落到实处的建议。

部分国外学者聚焦于探索在 RFMO管理中纳入其

他领域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可能性，例如引入

尽职原则 (due diligence)，并将相关的国际标准作

为对现有 RFMO法律基础的补充，推动各方主动

承担更多的资源养护管理义务，以此应对 IUU行

为等现代公海渔业挑战 [41-43]。随着气候变化影响

到社会各个层面，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

对渔业管理的长期影响。Rayfuse[44] 以生态系统复

原力 (resilience)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了气候变化

对南极渔业的影响。Pentz等[45] 制定了 28项标准，

以评估 12个 RFMO在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生物

资源波动方面的表现，发现各 RFMO均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局限性包括 ①将气候

变化视为一般而非独特的环境挑战，导致其制定

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养护管理制度的效力被削

弱； ②制度改革通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受气

候变化影响的海洋和渔业状况每天都在变化，导

致制度改革步伐始终跟不上变化速度而失去意义[46]。

2020年起，COVID-19的冲击逐渐延伸到渔业领

域，学界也立刻开始关注 COVID-19对渔业管理

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有学者发现，受 COVID-19
影响，数个 RFMO不得不推迟、取消常规会议或

改为效果欠佳的线上会议，阻碍了成员国之间的

沟通交流，极大地影响了决策的制定和养护管理

措施的更新，促使各 RFMO尽快研究出 COVID-
19下更为有效的决策制定机制和合作方法[47]。此

外，也有学者关注到 COVID-19给渔业带来短期

的秩序冲击和潜在的长期结构性影响[48-49]。

 4    结语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梳理了 RFMO国外

研究，并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研究进展和热点，

为国内学者直观了解 RFMO国外研究的文献分布、

研究趋势和重点提供了参考。在定量分析的基础

上，本文进一步定性分析 RFMO国外研究，发现

国外学者在研究视角上具有创新性，深刻剖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种群协定》在 RFMO
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利用 RFMO的“最佳实践”
倒推 RFMO应有的职能，多角度综合分析影响

RFMO管理有效性的因素，探索性研究 RFM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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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管理措施在其他领域和海域应用的潜力；在

研究方法上具有科学性，注重研究的辩证性、整

体性、比较性和连续性，对 RFMO机制的各个方

面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研究意识上

具有超前性，善于发现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具

有应用性和建设性的 RFMO评估和改进建议以及

RFMO短期和长期发展问题的应对方案。RFMO
国外研究为国内学者提升 RFMO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和研究思路。

中国正处于从以履约为主向深度参与 RFMO
规则制定迈进的关键时期 [50-54]，而就 RFMO的规

则制定提出合理、有效且具有说服力的方案需要

借助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管理制度和法律相

关的研究，包括对 RFMO发展历史的全面了解，

对 RFMO制度的深刻认识，对 RFMO未来发展的

正确预判，对 RFMO问题的及时诊断等，这无疑

对国内的 RFMO研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国内

学者应认识到 RFMO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充

分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着力开展对 RFMO的研究。

同时，中国应着力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将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注重培养复合型专业

人才，打造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推动

理论服务应用、实践带动研究的良性循环，形成

基于目标导向的创新型研究模式，为中国实质性

参与 RFMO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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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foreign research on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LU Jie 1,2,     ZOU Leilei 1,2*

(1.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10306,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10306,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  are  currently  the  main  mechanism of   interna-
tional high seas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high seas fisheries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t-water  fisheries  in  the  West  started  earlier,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started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RFMO research earlier than those in China. Due to the long history of foreign research on RFMO, a more
mature research system on RFMO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been formed, with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areas and
relatively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This 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far-reaching research result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RFMO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FMO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FMOs.  In  this  paper,  bibliometric  and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es  are  conducted  to  review foreign  research  on  RFMO and  present  the  research  pro-
gress and focus.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foreign RFMO studies has been gen-
erally on the rise, research topics have covered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fishery, environment, and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FMO
research. The results of keyword analysis show that the focus of foreign RFMO research includes fisheries man-
agement, the Southern Ocean, climate change, ecosystem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trend
of foreign RFMO research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biological research on biological resources to scientific man-
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ecosystem protec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ducts further qualit-
ative analyses and finds that foreign RFMO researchers tend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RFMO research topics from
a more innovative  perspective,  conduct  the  research in  a  more  scientific  method,  making the  research more dia-
lectic,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d continuous, and their research consciousness is so raised that they are always
sensitive to new RFMO research topic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RFMO foreign stud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tries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domestic  scholar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RFMO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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