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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编写 

 

本文件为 2010 年 12 月 10 日在罗马通过的关于制定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

际准则的技术磋商会报告。 

 
 
 
 
 

粮农组织。 

关于制定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的技术磋商会报告，2010 年 12 月 6－10

日，罗马。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报告第 R957 号。罗马粮农组织。2011 年。33 页。 

摘  要 

本文件包含关于制定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的技术磋商会报告。技

术磋商会于 2010 年 12 月 6－10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总干事根据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建议召集。技术磋商会在 2010

年 12 月 10 日最后确定了《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文本草案。技术磋

商会由挪威政府和粮农组织正常计划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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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及安排 

1. 根据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简称渔委）第二十八届会议的建议，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先生召开了“制定兼捕管理

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技术磋商会”。该次技术磋商会于 2010 年 12 月 6－10 日

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由挪威政府和粮农组织正常计划出资。 

2. 出席该次磋商会的有：35 个粮农组织成员，1 个粮农组织准成员，来自联

合国机构的一名代表和 4 个政府间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代表和观察员名

单见附录 B。提交磋商会讨论的文件见附录 C。 

3. 磋商会秘书 Francis Chopin 先生宣布会议开始。 

4.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助理总干事 Árni M. Mathiesen 先生代表总干事

致开幕词，他提及对鱼品作为食物和生计来源的迫切需要、气候变化影响及世界

渔业资源现状的严重关切。他指出，对于渔业及依赖渔业作为食物、收入和生计

来源的人们而言，兼捕和丢弃物不只带来一个问题，而是带来许多问题。在这方

面，Mathiesen 先生指出，只有当我们能够对捕捞造成死亡率的所有主要来源进行

管理时，我们才能确保以负责任、长期可持续和符合生态系统渔业方法的方式利

用渔业。Mathiesen 先生指出，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提出了兼捕和丢弃物问题。最

近在 2009 年，联大1敦促各国和其他方面根据国际法及相关国际文书，包括粮农

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减少或消除兼捕、丢失或丢弃网具的渔获、鱼品

丢弃和捕捞后损失，包括幼鱼。Mathiesen 先生指出，该次技术磋商会是更加有效

地管理渔业、采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

方面，他鼓励磋商会还审议实施《准则》的最有效手段。他的讲话见附录 D。 

选举主席 

5. Steve Karnicki 先生（波兰）被选为本次磋商会主席。他在就任主席时对磋商

会选他担任这一职位、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磋商会同意主席的提议，即所有讨论

都将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不过需要时可以设立非正式开放性工作组讨论具体问题。 

通过会议议程和安排 

6. 磋商会通过了附录 A 所列的议程。主席然后概述了磋商会工作时间表，指

出需要有一定灵活性以便最佳利用本次会议可用资源。 

选举副主席及任命报告员 

7. Ramiro Sanchez 先生（阿根廷）、Poul Degnbol 先生（丹麦）、Vishnu Bhat

先生（印度）、Purnomo A Chandra 先生（印度尼西亚）分别被选为第一副主席、

第二副主席、第三副主席和报告员。 

                                                 
1 UNGA A/RES/64/72 第 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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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审议《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草案 

8. 请代表们就提交技术磋商会的文件进行初步发言。许多成员表示，对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专家磋商会的文本做了结构

性调整以及详细拟定了《守则》的相关部分，这为磋商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

起点，对秘书处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9. 为了支持这一方法，主席同意利用秘书处的工作文件附件作为磋商会工作

的基础。 

10. 技术磋商会通过的《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见附录 E。 

后续行动 

11. 技术秘书告诉与会者，本次技术磋商会结束之后的程序是，技术磋商会通

过的《准则》将纳入本报告并提交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批准。 

其他事项 

12. 应主席的邀请，成员提出了关于实施准则的许多行动，注意到将《准则》

纳入国家法律和计划以利于实施的重要性。磋商会建议，粮农组织通过建立和保

持该主题的专家名册，促进实施《准则》中的兼捕管理和丢弃物减少措施。此外，

磋商会还要求粮农组织提供关于最佳方法的实例研究，包括关于风险评估及在缺

乏资料的渔业和资料丰富的渔业中实施和监测措施方面的实例研究。 

13. Derek Staples 先生（制定《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草案技术磋

商会主席）提请成员注意报告 TC-BM/2010/Inf.4 提出的建议。因此，成员建议粮

农组织的优先重点行动应当包括对全球兼捕和丢弃物估计数进行更新，制定和传

播与兼捕管理和丢弃物减少相关的最佳方法，需要开展国家和分区域项目对《准

则》进行试用，特别是兼捕管理计划要求的步骤。 

14. 成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粮农组织两年度问卷调查表对《准则》的实施进展情

况进行跟踪极为重要。 

15. 粮农组织秘书处注意到并赞赏拟议的行动提交渔委审议，提请磋商会注意

若要全面而有效地实施这些行动则提供充足预算外支持很重要。 

通过报告 

16. 技术磋商会报告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通过。 

 



 

 

3

附录A 

议 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 

3. 通过技术磋商会议程和安排 

4. 选举副主席并任命报告员 

5. 制定并审议《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草案 

6. 其他事项 

7. 通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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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代表和观察员名单 

 

委员会成员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MEMBRES DU COMITÉ 

MIEMBROS DEL COMITÉ 
 

ANGOLA 
 

Carlos Alberto AMARAL 
Conseiller 
Représentant permanent suppléant auprès de 

la FAO 
Représentation permanente auprès de la FAO 
Ambassade de la République d'Angola  
Via Druso, 39  
00184 Rome, Italie  
Phone: +39 348 8142566 
Fax: +39 06 772695241 
E-mail: gab@embangola.com 

 
ARGENTINA – ARGENTINE 
 

Ramiro Pedro SANCHEZ 
Director Nacional 
Dirección Nacional de Planificación 

Pesquera 
Subsecretaría de Pesca y Acuicultura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Ganadería y Pesca 
Buenos Aires 
E-mail: rasanc@minagri.gob.ar 

 
Carlos Federico TAGLE 
Ministro 
Dirección de Temas Económicos Especiales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omercio Internacional y Culto 
Buenos Aires 
Phone: +54 11 4819 8124 
E-mail: cfs@mrecic.gov.ar 

 
Gabriela Susana NAVARRO 
Coordinadora Gestión de Pesquerías 
Subsecretaría de Pesca y Acuicultura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Ganadería y Pesca 
Buenos Aires 
E-mail: ganava@minagri.gob.ar 

 

María del Carmen SQUEFF 
Minist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epresentación Permanente ante la FAO 
Encargado de Negocios a.i.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Piazza dell'Esquilino 2  
00185 Roma, Italia 
Phone: +39 06 48073300 
Fax: +39 06 48906984 
E-mail: faoprarg1@interfree.it 

 
Agustín ZIMMERMANN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epresentación Permanente ante la FAO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Piazza dell'Esquilino 2  
00185 Roma, Italia 
Phone: +39 06 48073300 
Fax: +39 06 48906984 
E-mail: faoprarg1@interfree.it 

 
BULGARIA – BULGARIE 
 

Ivan KONDOV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Via Pietro Paolo Rubens, 21  
00197 Rome, Italy  
Phone: +39 06 3224640 
Fax: +39 06 3226122 
E-mail: faobulgaria@yahoo.it 

 
CANADA – CANADÁ 
 

Angela BEXTEN 
Head of Delegation  
Assistant Director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200 Kent Street, Ottawa, Ontario, KIA 0E6 
Phone: +1 613 9933050 
Fax: +1 613 9909574 
E-mail: angela.bexten@dfo-mpo.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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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ANNAND 
Director 
Special projects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PO Box 1035 176 Portland  
St Dartmouth 
Phone: +1 902 4263514 
E-mail: chris.annand@dfo-mpo.gc.ca 

 
Marc CLEMENS 
Program Officer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200 Kent Street 
Ottawa, Ontario, KIA 0E6 
Phone: +1 613 991 1233 
E-mail: marc.clemens@dfo-mpo.gc.ca 

 
Jake RICE 
National Senior Ecosystem Science Advisor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200 Kent Street, Ottawa, Ontario, KIA 0E6 
Phone: +1 613 990 0288 
Fax: +1 613 990 9574 
E-mail: jake.rice@dfo-mpo.gc.ca 

 
CHILE – CHILI 
 

Jaime BASCUNAN J.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Encargado de Negocios a.i.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Via Po, 23  
00198 Roma, Italia 
Phone: +39 06 844091 
Fax: +39 06 844091 
E-mail: jbascunan@chileit.it 

 
Alejandro COVARRUBIAS 
Jefe Asuntos Internacionales 
Servicio Nacional de Pesca 
Valparaiso 
Phone: +56 32 2819301 
E-mail: a.covarrubias@sernapesca.cl 

 

Marisol PEREZ 
Primer Secretari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Encargado de Negocios a.i.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Via Po, 23  
00198 Roma, Italia 
Phone: +39 06 844091 
Fax: +39 06 8841452 
E-mail: mperez@chileit.it 

 
Héctor BACIGALUPO 
Gerente General Sociedad Nacional de Pesca 
Santiago 
Phone: +56 2 2692533 
E-mail: hbacigalupo@somapesca.cl 

 
Maria BALTIERRA 
Abogado 
Subsecretaria de Pesca 
Bellavista 168, Valparaiso 
Phone: +52 32 250812 
E-mail: mbaltierra@subpesca.cl 

 
Italo CAMPODONICO 
Biologo Marino 
Subsecretaria de Pesca 
Bellavista 16, Valparaiso 
Phone: +56 32 2502763 
E-mail: icampodo@subpesca.cl 

 
CHINA – CHINE 
 

Handi GUO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Embass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a della Caffarella 9 
00179 Rome, Italy 
Phone: +39 06 59193124 
Fax: +39 06 59193130 
E-mail: guohandi@agri.gov.cn 

 
Huilai ZONG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Embass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a della Caffarella 9 
00179 Rome, Italy 
Phone: +39 06 59193128 
Fax: +39 06 59193128 
E-mail: zonghuilai@agr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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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g NIE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Embass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a della Caffarella 9 
00179 Rome, Italy 
Phone: +39 06 59193136 
Fax: +39 06 59193130 
E-mail: nie-chuang@hotmail.com 

 
Ms Ming ZHANG 
First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Embass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a della Caffarella 9 
00179 Rome, Italy 
Phone: +39 06 59193123 
Fax: +39 06 59193130 
E-mail: zhangming@agri.gov.cn 

 
Yan YAN 
Third Secretary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Embass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a della Caffarella 9 
00179 Rome, Italy 
Phone: +39 06 5919311 
Fax: +39 06 59193130 
E-mail: chinamission@chinamission.it 

 
COSTA RICA 
 

Jorge REVOLL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epresentación Permanente ante la FAO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osta Rica ante 

la Santa Sede  
Via G.B. Benedetti, 3  
00197 Roma, Italia 
Phone: +39 06 80660390 
Fax: +39 06 80660390 
E-mail: misfao@tiscali.it 

 

Greta PREDELLA 
Asistente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lterno ante la 

FAO 
Representación Permanente ante la FAO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osta Rica ante 

la Santa Sede  
Via G.B. Benedetti, 3  
00197 Roma, Italia 
Phone: +39 06 80660390 
Fax: +39 06 80660390 
E-mail: misfao2005@yahoo.it 

 
CYPRUS – CHYPRE – CHIPRE 
 

Christina PITTA 
Alternat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Agencies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yprus to the 

Holy See  
Piazza Farnese, 44  
00186 Rome, Italy  
Phone: +39 06 6865758 
Fax: +39 06 68803756 
E-mail: cpitta1472@gmail.com 

 
DENMARK – DANEMARK – 
DINAMARCA 
 

Egill BOCCANERA 
Agricultural and FAO Attaché 
Royal Danish Embassy 
Via dei Monti Parioli 50 
00197 Rome, Italy 
Phone: +39 06 9774831 
Fax: +39 06 97748399 
E-mail: egiboc@um.dk 

 
Poul DEGNBOL 
Director 
Head of Advisory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H. C. Andersens Boulevard 44-46 
DK-1553 Copenhagen 
Phone: +45 33386763 
Fax: +45 33934215 
E-mail: poul.degnbol@ices.dk 

 



 

 

7

Soren SKAFTE S.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Royal Danish Embassy  
Via dei Monti Parioli, 50  
00197 Rome, Italy 
Phone: +39 06 9774831 
Fax: +39 06 97748399 
E-mail: sorska@um.dk 

 
EUROPEAN UNION (MEMBER 
ORGANIZATION) – UNION 
EUROPÉENNE (ORGANISATION 
MEMBRE) – UNIÓN EUROPEA 
(ORGANIZACIÓN MIEMBRO) 
 

Patrick DANIEL 
Advisor  
Directorate-General 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 
European Commission 
J-99 01/20 B100 
Brussels, Belgium 
E-mail: patrick.daniel@ec.europa.eu 

 
FRANCE – FRANCIA 
 

Nicolas GORODETSKA 
Bureau des affaires européennes et 

internationales 
Direction des pêches maritimes et de 

l'aquacultur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e l'alimentation, 

de la pêche, de la ruralité et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3 place de Fontenoy 75007 Paris 
Phone: +33 1 49 55 82 54 
Fax: +33 1 49 55 82 00 
E-mail: 
nicolas.gorodetska@agriculture.gouv.fr 

 
GUATEMALA 
 

Ileana RIVERA DE ANGOTTI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Adjunto 
Representación Permanente ante la FAO 
Embajada de Guatemala 
Via dei Colli della Farnesina, 128 
00194, Roma, Italia 
Phone: +39 06 36381142 
E-mail: misfao.guatemala@gmail.com 

 

GUINEA – GUINÉE 
 

Ibrahima Sory TOURE 
Conseiller principal 
Ministère de la pêche et aquaculture 
BP 307, Conakry 
Phone: +224 68 412973 
E-mail: ibrahimasorytoure65@yahoo.it 

 
HONDURAS 
 

Mayra REINA TITTA 
Ministro Consejer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Adjunto ante la 

FAO  
Encargado de Negocios a.i.  
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Via Giambattista Vico 40, int. 8  
00196 Roma, Italia 
Phone: +39 3337942650 
E-mail: mayrareina@libero.it 

 
ICELAND – ISLANDE – ISLANDIA 
 

Kristjan HELGASON 
Special advisor 
Ministry for Fisheries and Agriculture 
Skulagata 4, 112 Reykjavik 
Phone: +354 545 8300 
Fax: +354 552 1160 
E-mail: kristjan.freyr.helgason@slr.stjr.is 

 
Eythor BJÖRNSSON 
Director of Fisheries 
Directorate of Fisheries 
Ddalshraun 1, 
220 Hafnarfirdi 
Phone: +354 569 7900 
Fax: +354 569 7990 
E-mail: eb@fiskistofa.is 

 
Kristjan THORARINSSON 
Population Ecologist 
Federation of Icelandic Fishing Vessel 

Owners 
Borgartuni 35, 105 Reykjavik 
Phone: +354 591 0300 
Fax: +354 591 0301 
E-mail: k@li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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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 INDE 
 

B. Vishnu BHAT 
Fisheries Development Commission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1 Animal Husbandry, Dairyng 

and Fisheries  
Krishi Bhawan  
Dr. Rajendra Prasad Road 110 011 
New Delhi 
Phone: +91 8800174275 
E-mail: bhatbvishnu@gmail.com 

 
INDONESIA – INDONÉSIE 
 

Purnomo Ahmad CHANDRA P.A. 
Counsello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FAO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to FAO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Via Campania, 55  
00187 Rome, Italy 
Phone: +39 06 4200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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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arta 12770  
Phone: +62 21 3519070 
Fax: +62 21 3523028 
E-mail: endroyono_semm@gmail.com 

 
Sakimin SUPRAPTO 
Deputy Director 
Inland Waters Fisheries Resources 

Manage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of Capture 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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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文件清单 

 

TC-BM/2010/1 议程和时间表 

TC-BM/2010/2 秘书处有关制定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的工作

文件 

TC-BM/2010/Inf.1 文件清单 

TC-BM/2010/Inf.2 与会人员名单 

TC-BM/2010/Inf.3 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助理总干事讲话 

TC-BM/2010/Inf.4 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专家磋商会（2009年11

月30日－12月3日，意大利罗马）报告 

TC-BM/2010/Inf.5 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交的权限和表决权声明 

 

 



 

 

17

附录D 

 

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 

助理总干事 Árni M. Mathiesen 的开幕致辞 

 

尊敬的各位代表、朋友和同仁： 

我很高兴代表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先生欢迎各位来到罗马来到粮农

组织参加本次技术磋商会。 

渔业，包括水产养殖，是全世界当代和子孙后代粮食、就业、娱乐、贸易和

经济福利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应当以负责任方式进行。各位都知道，在我的祖

国冰岛，渔业是主要产业，提供我国外汇收入中的40%左右。除了负责任捕鱼和

可持续利用我们的商业鱼类种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我们的长期繁荣。 

在这方面，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要求可持续利用水生生态系统，

并要求捕鱼时适当考虑到环境。《守则》还促进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保

护和保存，尽量减少渔业对非目标物种和整个系统的影响。然而，尽管粮农组织

全体成员在1995年通过了《守则》，但是人们仍严重关切过度兼捕和丢弃威胁渔

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从而加剧粮食不安全问题，不利地影响

依赖鱼类资源的数百万渔民和渔工的生计。 

过去粮农组织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努力包括制定海鸟和鲨鱼国际行动计划，

关于减少海龟与渔业互动的准则，对世界渔业丢弃物程度的全球性研究，为支持

减少兼捕和丢弃而与各国开展的伙伴关系项目。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世界上许

多渔业中不想要的往往不报告的大量兼捕和丢弃物问题仍然存在，包括具有重大

经济价值和生态上重要的鱼类的幼鱼捕捞。据粮农组织在2004年估计，当时全球

丢弃的渔获量大约为700万吨。由于各种原因，很难估计包括丢弃物在内的全球兼

捕总量。 

国际社会多次明确欢迎关于编制《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的举措。

在联合国系统内和系统外的许多论坛，包括通过关于可持续渔业的联合国大会决

议，都表明欢迎这种举措。联大第64届会议敦促各国、分区域和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减少或消除兼捕、丢失或丢弃网具的捕获、丢弃鱼类和捕

捞后损失，支持研究工作以减少或消除幼鱼兼捕。联大会议还欢迎渔业委员会在

其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支持制定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及粮农组织为制定

此类国际准则召集磋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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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技术磋商会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兼捕和丢弃物

给予渔业和依赖渔业资源作为粮食、收入和生计来源的人们不仅带来一种问题，

而是带来多种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能够对捕捞造成死亡率的所有主要来源进

行管理时，我们才能确保以负责任、长期可持续和符合生态系统渔业方法的方式

利用渔业。 

本次技术磋商会的目标明确而紧迫：按渔委的要求编制《国际准则》文本。

为了促进该项工作，秘书处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专家磋商会的协助下编写了一个

工作文件以作为起点和讨论的依据。我促请各位尽最大努力商定《国际准则》最

终文本以便在明年初提交渔委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我相信渔委对会议报告、

《准则》和各位关于适当后续行动的建议很感兴趣。 

我希望各位在本次磋商会期间的讨论活跃及富有成效。如果我的同行或我本

人在今后五天可以做点什么，请告诉我们。 

非常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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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草案 

 

 

 

概 要 

 

《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由 2010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在罗马举行的粮农组织技术磋商会制定和通过，旨在帮助各国及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根据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管
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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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1.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1995 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简称《守则》）要求可持续利用水生生态系统，并要求以注意环境的方式

开展捕捞。《守则》通过减少渔业对非目标物种以及对总体生态系统的影响，

促进维护、保全和养护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但是，尽管该《守则》由粮

农组织所有成员通过，人们日益关注兼捕和丢弃物所造成的捕捞死亡程度威

胁许多渔业长期可持续性和许多领域生物多样性维护，从而导致粮食不安全

问题更加严重，不利地影响依赖鱼类资源的数百万渔民和渔工的生计。 

1.2 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包括联大第 64 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可持续渔业的

A/RES/64/72 号决议，要求对兼捕和丢弃物采取行动，各国、分区域和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被要求减少或消除兼捕、遗失

或丢弃的网具导致捕获、丢弃鱼和捕捞后损失，并支持减少或消除幼鱼兼

捕研究。 

1.3 粮农组织在努力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制定 1999 年粮农组织《减少延绳钓渔

业中误捕海鸟的国际行动计划》及其相关最佳方法技术准则，1999 年粮农

组织《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和 2009 年粮农组织《减少捕捞作业

中海龟死亡率准则》。尽管有这些努力，世界上许多渔业中不希望和往往

不报告的兼捕和丢弃物依然问题很多，包括捕捞经济上有价值和生态上重

要鱼类的幼鱼。2004 年，粮农组织估计全球丢弃量大约为 700 万吨。由于

许多原因，难以估计全球兼捕量和丢弃量。取决于所使用的定义，兼捕可

能超过 2 000 万吨。 

1.4 在 2009 年 3 月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简称渔委）第二十八届会议上，粮农

组织报告了兼捕和丢弃物情况，重申：在管理不善的渔业中，不报告和不

管制(i) 兼捕上岸量，(ii) 丢弃物，(iii) 捕捞前损失是主要关注的问题。在

同一会议上，渔委同意粮农组织应当通过专家磋商会以及随后的技术磋商

会制定《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国际准则》。 

1.5 因此粮农组织采取措施制定《准则》，协调(i) 200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专家磋商会制定《准则》草案，(ii) 2010 年 12 月 6 日

至 12 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技术磋商会最后确定《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国

际准则》（简称《准则》）。 

1.6 《准则》按照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 年联合国公

约）所述国际法相关规则解释和应用。此类准则不影响各国依据 1982 年联

合国公约所述国际海洋法的权利、管辖权和义务。 

1.7 《准则》还可解释并适用于对《减少延绳钓渔业中误捕海鸟的国际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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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及其相关最佳方法技术准则，《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划》以及

《减少捕捞作业中海龟死亡率准则》所涉及的兼捕措施予以补充。 

2. 范围、目的和目标 

2.1 范围 

《准则》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包括所有海洋和内陆水域的所有渔业活动。 

2.2 目的 

《准则》目的是，通过有效管理兼捕及减少丢弃物，协助各国及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和安排实施《守则》和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2.3 目标 

《准则》的目标是通过以下方面促进负责任渔业： 

(i) 尽量减少无法以符合《守则》的方式加以利用的物种和规格产品的捕

捞和死亡率； 

(ii) 为更有效管理兼捕并减少丢弃物的措施提供指导； 

(iii) 改进、报告和记录包括兼捕和丢弃物在内的渔获量的所有部分。 

2.4 兼捕的特点 

2.4.1 不可能确定关于兼捕的国际标准定义，因为世界渔业大不相同，各

国在如何确定兼捕定义方面历来不同，与兼捕相关的术语模糊不清

以及个体渔民关于如何使用其渔获物不同部分方面的选择。还有对

兼捕的功能性解释，即包括渔民不打算捕捞但无法避免、往往不想

利用或选择不利用的渔获物。还有在渔业管理计划中对兼捕的管理

方面解释，此类解释不一定一致。 

2.4.2 在有渔业管理计划的渔业中，可在计划中指明兼捕物种和规格。如

未指明，兼捕系指总渔获物中不符合该计划的那部分。兼捕还可以

指该渔业中禁捕的渔获物。 

2.4.3 在网具选择性差和捕捞的大部分物种得到利用的多物种 /多网具渔

业中，兼捕系指渔获量中由于产生不利的生态和 /或经济影响而不

应当捕捞的那部分渔获物。 

2.4.4 在具体渔业中兼捕带来广泛问题这一点已得到公认，部分实例特别

包括捕捞： 

(i) 渔业中未具体指明的物种和规格； 

(ii) 受保护、濒危或受威胁的物种； 

(iii) 幼鱼； 

(iv) 不打算利用的生物。 

2.4.5 有些国家在其兼捕法律定义中包括捕捞前死亡和幽灵捕鱼，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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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则没有。可能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捕捞的这些其他影响，

在《准则》第 8 节中审议这些措施。 

2.5 丢弃物的特点 

2.5.1 丢弃物系指总渔获物中被扔掉或滑脱的那部分。丢弃物可包括单个

或多个物种，可以是活的或死的。在本《准则》中，丢弃物系指扔

掉或滑脱的死鱼和放掉后可能不能存活的那些鱼。虽然目标是减少

不会利用的水生生物资源的捕捞，但是某些捕捞无法避免。在这种

情况下，目标应当是活的放掉，通过减少放掉后的死亡率尽量增加

其存活率。具体渔业的丢弃问题的一些例子特别包括： 

(i) 通过丢弃死鱼改变食物链生态； 

(ii) 丢弃就是浪费鱼； 

(iii) 若丢弃量未纳入渔业的状况评估中和相关管理计划的实施

中则视为不可持续的捕鱼。 

3. 管理框架 

3.1 治理框架 

3.1.1 各国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文书作为船旗国、

港口国、沿岸国或进口或出口（市场）国，或者对其国民进行管辖

时，应当根据相关渔业管理部门的建议，为实现兼捕管理和减少丢

弃物的目标作出贡献。 

3.1.2 各国应当确立和实施国家政策、法律和体制框架，有效管理兼捕和

减少丢弃物，包括其作为成员或合作非成员参与的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和安排同意的措施。治理和法律框架尤其应当能够： 

(i) 应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ii) 采用有效的投入物控制措施和 /或产量控制措施，特别是在

兼捕和丢弃物问题严重的渔业中； 

(iii) 酌情对渔业进行联合管理和社区管理，更好地管理兼捕并

减少丢弃物； 

(iv) 实施国际公约、国际议定的准则和其它国际渔业文书中所

述措施和行动，以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 

3.2 体制和管理框架 

3.2.1 各国应当确保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措施符合《1982 年联合国公

约》以及《实施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跨

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 1995 年协定》（简称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和其他国际文书（包括《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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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各国应当根据以下各项采用和实施确保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所需

的措施以作为渔业管理的一部分： 

(i)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 6 条以及《守则》第 6.5 条和

第 7.5 条所述的预防性办法； 

(ii) 《守则》所规定的负责任鱼品利用； 

(iii) 最佳科学和技术信息并考虑渔民的知识。 

3.2.3 各国应当促进能力建设，以更好地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包括酌

情参与对渔业的联合管理和社区管理。 

3.2.4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 

(i) 制定或修改渔业管理计划，使此类计划包括利用和管理含

有兼捕和丢弃物的渔获量，且与《守则》相一致； 

(ii) 鼓励渔民参与制定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措施，承认其

知识和经验的价值； 

(iii) 促进采用适当激励措施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确保这些

措施足以鼓励采用和遵照管理措施。 

3.2.5 各国应当加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的能力建设，以便管理兼捕

和减少丢弃物，将国际法和国际文书的相关原则和规范纳入这些组

织或安排中。 

3.2.6 在国家管辖区域和国家管辖区以外附近水域捕捞某个物种时，就该

物种的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所采取的行动若适合这些水域则效果

更佳。 

4. 兼捕管理计划 

4.1 管理计划 

4.1.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确保在渔业管理计划中涉及渔

业捕捞死亡率的所有重要来源，此类计划应以渔业生态系统方法为

基础，与《守则》相一致。 

4.1.2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确定出现兼捕和丢弃物的渔业

并对这种渔业进行评估，明确管理行动的要求。此类评估若可行尤

其应包括： 

(i) 开展或考虑开展的捕捞类型信息，包括船舶和网具类型、

捕捞区域、捕捞强度、捕捞期、主捕和兼捕物种及其规格，

特别是受威胁、濒危或受保护物种； 

(ii) 风险评估，确定渔业中兼捕和丢弃物的具体特征和范围，

以作为优先排序和制订计划的基础； 

(iii) 对于为解决风险评估中所确定的兼捕和丢弃物问题而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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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有行动实效进行审议； 

(iv) 对于为解决风险评估中确定的兼捕和丢弃物问题而采取的

其他方法的潜在效益进行审议； 

(v) 对于兼捕管理和丢弃物减少措施对捕捞活动和（就国家而

言）生计的影响进行评估，以确定落实行动的潜在影响以

及推进实施所需的支持； 

(vi) 对于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的措施实效性的定期监测系统

进行审议，对照管理目标进行评估； 

(vii) 定期评估计划和管理措施，酌情进行调整。 

4.1.3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根据《准则》第 4.1.2 段中的评

估和确定情况，为需要采取兼捕管理行动的所有渔业做出兼捕管理计

划。该项计划应当包括目标、战略、标准以及旨在管理兼捕和减少

丢弃物的措施。兼捕管理计划应纳入到更广泛的渔业管理计划中。 

4.1.4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确保兼捕管理计划包括兼捕管

理和减少丢弃物最佳做法，并与有关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最佳做

法若可采用则应特别包括： 

(i) 确定当前的兼捕和丢弃问题； 

(ii) 审议与兼捕和丢弃问题有关的社会和经济背景、驱动因素

和目标； 

(iii) 列出量化和可核实的短期和长期管理目标并说明理由； 

(iv) 在需要解决兼捕和丢弃问题的地方，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措

施，根据每种渔业的特征调整，同时努力增加应用于同一种

群或同一渔业的不同管理措施之间的相容性和一致性： 

(a) 通过空间和/或时间措施尽量减少潜在兼捕； 

(b) 通过调整网具和捕捞方式尽量减少兼捕； 

(c) 兼捕活体释放最大化，同时确保捕捞人员的安全； 

(d) 减少丢弃物；和/或 

(e) 以符合《守则》的方式，对于按照这些措施继续捕到

的兼捕产品最大程度地加以利用。 

(v) 使渔民成为减少措施的制定和测试及其绩效评价过程中的

正式伙伴； 

(vi) 依据商业捕捞条件支持控制措施试验，调查减少措施的实

效性； 

(vii) 通过渔民、科学工作者、业界、资源管理者、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协作，鼓励创新； 

(viii) 鼓励有渔业兼捕和丢弃问题的各国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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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促进和提高公众对成功减少渔业兼捕和丢弃问题的行动的

认识。 

4.1.5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在兼捕管理计划阶段应当确定充足

供资和人力资源。 

5. 数据收集和兼捕评估 

5.1 数据收集、报告和评估 

5.1.1 作为兼捕管理计划的一个部分，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

当尽可能并考虑到渔业规模和类型： 

(i) 开发适当和可靠的监测和评估技术，以便(a) 确定兼捕和丢

弃物如何影响水生生物资源， (b) 评价兼捕管理和减少丢

弃物措施的绩效，并使其完善； 

(ii) 实施适合渔业规模和类型的数据收集程序和规程，考虑到

《准则》第 4.1.2 段中所述的风险评估结果，包括利用观察

员、标准日志和船位监测系统； 

(iii) 考虑利用对渔民、资源管理者和科学观察员的国家和区域

培训计划，改进兼捕识别、数据收集和报告；以及 

(iv) 确保数据收集计划特别包括上岸量价值和捕捞业就业的社

会经济调查以及管理措施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5.1.2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为长期收集适合渔业规模和类

型的准确数据制定战略，考虑到对管理特定渔业和特定品种的总渔

获量估计、渔获量中鱼体规格分布、丢弃物以及兼捕和丢弃物死亡

率的空间和时间上变化的重要性。 

5.1.3 必要时，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努力实现足以提供渔

获总量、丢弃物和水生生物资源误捕量化估计数的观察员计划水平

和范围。 

5.1.4 为了使兼捕和丢弃物数据收集工作标准化，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和安排应当： 

(i) 确定每种渔业的研究和管理优先重点； 

(ii) 寻求渔民、科学工作者、业界、资源管理人员、政府间组

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兼捕和丢弃物数据收

集标准方面提供投入； 

(iii) 设计和试用采样规程，以最低成本提供理想的准确和精确

数据； 

(iv) 评价数据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及其对估计兼捕和丢弃物程度

和特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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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使经济和社会信息（如业务费用、船队规模和船舶特点）

收集工作与海洋和生物信息收集工作相结合。 

5.1.5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确定现有信息类型和质量，包

括考虑到渔业参与者、资源保护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提供的专

业知识和信息，确保所有相关信息来源完全用于《准则》第 4.1.2

段中所述的风险评估以及对兼捕和丢弃物死亡率影响的评估中。 

5.1.6 因此，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评估兼捕和丢弃物的影

响以及兼捕管理和丢弃物减少措施的生物和经济影响。 

5.1.7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适当考虑这一事实：由于兼捕管

理和减少丢弃物往往要求来自许多来源的不同类型数据，因此可能

需要改进整合系统来合计、管理和分析数据。应当考虑公开提供兼

捕和丢弃物数据以提高兼捕管理方面透明度。 

5.1.8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认识到，在一些多物种、多网

具渔业中报告渔获量的完全物种组成可能不切实际。因此，可能要

采用替代办法，如指标物种报告等或其它适当替代办法。 

6. 研 发 

6.1 各国和适当时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应开展并促进对规划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

物工作十分重要的研究。信息不足而无法开展《准则》第 4、第 5 节所述风

险评估和其它分析时，应对兼捕物种生物学、网具和减缓措施的绩效，管理

兼捕和降低丢弃物死亡率的措施和技术的社会经济后果进行额外的研究。 

6.2 应当在商业捕捞条件下测试以网具和捕捞方式为基础的措施，利用适当的受

训人员，并在测试开始阶段到整个实施阶段与捕捞业界进行合作和协作。 

6.3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酌情在有关物种分布的整个范围内评估

兼捕和丢弃问题。 

6.4 在《准则》第 4.1.2 段所述风险评估查明存在兼捕和丢弃问题的渔业中以及

在没有有效的减少措施时，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就可操作、

安全、有效和社会经济上可行的，且有助于可持续管理所涉物种的选择性

更强的网具或替代性捕捞方法确立研发计划。 

6.5 为了支持减少兼捕和丢弃问题的管理措施，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

排应酌情绘制海床生境、兼捕物种分布和范围图，尤其是稀有、濒危、受

威胁和受保护物种，以摸清兼捕物种与捕捞努力量可能重叠情况。 

6.6 需要额外资源来确立或实施兼捕研究的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和

捕捞业界，可与负责捕捞业发展的机构、适当的研究提供者和基金会包括

私人基金会结成伙伴或进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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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措施 

7.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确保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措施： 

(i) 有约束力； 

(ii) 明确而直截了当； 

(iii) 可衡量； 

(iv) 有科学依据； 

(v) 基于生态系统； 

(vi) 生态上有效； 

(vii) 切合实际及安全； 

(viii) 社会经济有效； 

(ix) 可实施； 

(x) 与业界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 

(xi) 全面实施。 

7.2 应当定期审议管理措施以确保其仍然符合各项目标。 

7.3 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手段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提供一系列工具来管理兼捕和减少丢

弃物。此类工具特别包括： 

(i) 投入物和/或产量控制； 

(ii) 改进网具和兼捕减少装置的设计和使用； 

(iii) 空间和时间措施； 

(iv) 限制兼捕和/或实行兼捕配额； 

(v) 酌情禁止丢弃，规定留存的产品不能活的放掉，要以符合《守则》

的方式加以利用； 

(vi) 采取激励措施使渔民遵照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措施。 

7.4 投入物和产量控制 

7.4.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审慎考虑在存在兼捕和丢弃物

并带来严重问题的渔业中实施捕捞能力和努力量控制。若打算采取

行动，则应当遵循 1999 年粮农组织《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

的规定。 

7.4.2 控制捕捞强度和努力量来处理兼捕和丢弃物问题，应当以产生这些

问题的渔业为目标。 

7.4.3 从一个渔业 /区域/时间段排除过剩的能力和强度不应当导致其他渔

业/区域/时间段增加兼捕和丢弃物问题。 

7.4.4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认真考虑采用产量控制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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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 

7.4.5 可以在渔业管理计划框架内制定和实施产量控制措施，如个体或船

队的允许兼捕的配额和/或限制。 

7.4.6 可以根据与主捕物种渔获相关的兼捕或丢弃物死亡率估计数调整主

捕物种配额或船队或者渔业的配额。 

7.5 改进网具和兼捕减少装置的设计和操作 

7.5.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考虑利用技术措施加强选择性

及减少兼捕和丢弃物，特别包括： 

(i) 改变网具设计、索具和配置（例如网目规格、钩勾规格、

目标拖网）； 

(ii) 安装兼捕减少装置（例如海龟逃生装置、分级格、方网眼

板、延绳钓上的惊鸟绳）； 

(iii) 在捕捞期间采用作业技术减少遇到兼捕物（例如在围网期

间的收网靠梆）； 

(iv) 采用使释放的捕捞物提高存活可能性的设备、方式和操作

技术； 

(v) 采用降低兼捕的替代网具； 

(vi) 适当利用综合的船舶和网具位置监测和生境制图系统。 

7.5.2 在制定基于网具的规则时，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确

保其与其他措施相兼容，例如最小的合法上岸规格以及了解和接受

实施这类规定的后果。 

7.6 空间和时间禁止措施 

7.6.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考虑减少与特别脆弱的兼捕物

（例如幼鱼，稀有、濒危、受威胁或受保护物种）相互作用的措施，

根据现有最佳科学信息和国际法，确定限制或禁止使用所有或某些

网具的区域。 

7.6.2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考虑采用适应性空间休渔期来

减少兼捕问题。 

7.6.3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鼓励在渔民和管理者之间分享

信息，确定有兼捕问题的区域/时间段，以便渔民有效避免兼捕。 

7.6.4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根据现有最佳科学建议作出禁

渔决定，审慎考虑这类措施的潜在间接和不希望的后果。 

7.6.5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考虑采用离开兼捕问题严重水

域这一要求的可行性。 

7.7 对兼捕和丢弃物实行限制和/或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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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考虑确立适当的无丢弃机制及

兼捕无法避免的那些渔业中单独或船队的兼捕限制，以作为渔业管

理计划的一部分。 

7.7.2 在实施兼捕限制和 /或配额时，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

当考虑： 

(i) 渔民按新限令作调整所需时间； 

(ii) 采用提高实效可能需要的互补措施（例如报告要求）； 

(iii) 实现充分守法所需的监测类型和水平； 

(iv) 此类限制和/或配额的可转让性。 

7.7.3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在适当情况下尽可能确保船队

的所有配额合计反映该船队在作业区域的预计渔获构成。 

7.7.4 在确定各种渔业可主捕和兼捕的某一物种配额时，必须确保该物种

的主捕和兼捕配额纳入总的限额。 

7.7.5 兼捕种群信息有限时，兼捕限制和配额应根据谨慎预防方针确定。 

7.8 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经济激励措施 

各国应当考虑这一事实，即：如果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捕捞技术能够

提高收入、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提高操作效率和 /或安全，渔民则更可能遵守

管理措施和采用这些技术。此外，还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i) 提供或限制捕捞机会，是刺激遵守减少兼捕措施的一个强有力的经

济手段； 

(ii) 按照有关补贴和关税的国际规则，通过给予补助 /贷款和对兼捕减

少技术投资的优惠关税和税收待遇，适当时可降低渔民在采用这类

技术方面的成本； 

7.9 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其他措施 

7.9.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努力取消或调整那些可能削弱兼

捕管理和丢弃物减少措施的激励性制度措施。 

7.9.2 在必须释放兼捕物种时，可能需要在充分考虑捕捞人员安全的同时，

进一步开发实现水生生物物种释放后最大程度存活的技术。 

7.9.3 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应当通过开发捕捞后处理技术予以支持。 

7.9.4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认识到，为减少某一物种兼捕量

采取的措施，可能造成其他物种兼捕量的增加。 

8. 捕捞前损失和幽灵捕鱼 

8.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考虑采取措施处理捕捞前损失和幽灵捕

鱼对水生生物资源的影响。可能采取的评估和减少这种影响的行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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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渔业管理政策和计划中确定目标尽量减少捕捞前损失和幽灵捕鱼

所引起的死亡率； 

(ii) 改进关于捕捞前损失程度和原因及幽灵捕鱼影响方面的科学信息，

从而将其纳入种群、渔业和生态系统评估； 

(iii) 发展技术及制定措施，对捕捞前损失和幽灵捕鱼所带来的死亡率和

影响予以量化和减少。这可以包括对各类网具所造成的捕捞前损失

进行估计的方法，改变网具和捕捞方法，确定网具所有权，减少网

具损失，制定网具检索程序和计划，减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丢

失网具的捕鱼能力，例如通过使用可降解材料。 

8.2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考虑到国际海事组织目前就修订经 1978

年议定书修改的《1993 年预防船舶污染国际公约》（简称 MARPOL 73/78）

附件和与减少丢失网具影响相关的《附件 V 实施准则》所开展的工作。 

9. 监测、控制和监督（MCS） 

9.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酌情和尽可能： 

(i) 要求报告与兼捕和丢弃物有关的所有信息； 

(ii) 对所有捕捞活动，包括渔船上的捕获物处理和港口的上岸，进行监

测、控制和监视。 

9.2 各国应当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国家政策以及法律和体制框架，以便为管理兼

捕和减少丢弃物对各种渔业进行有效监测、控制和监视。 

9.3 这可包括在捕捞作业开始前对渔船、网具的检查，并在适当时考虑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和安排的相关规定。 

9.4 为了促进更大程度地自愿遵守兼捕管理措施及改进兼捕管理措施的实施，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鼓励渔民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自我

管理（例如通过联合管理和社区管理）。 

10. 认识、交流和能力建设措施 

10.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提供可靠信息，提高渔民、政府、政策

制定者、其它相关各方以及公众对兼捕和丢弃物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

所需措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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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就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问题，与利

益攸关者、各级管理当局以及其它机构和组织建立形成长期合作的工作关

系的框架，包括提供涉及兼捕问题、规定和活动的准确而及时的信息。 

10.3 各国应寻找机会开展合作规划，以减少从地方到国际各级管理框架之间的

不一致问题。 

10.4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收集和分享最佳实践方法，以监测、估计

和管理兼捕活动，减少丢弃物，制定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有效交流和培训。 

10.5 各国应当为渔业管理人员提供机会，增加对有关兼捕和丢弃问题及其潜在

解决方法的了解。还应向决策者提供有关兼捕和丢弃问题、其社会经济影

响、其潜在解决方法的信息、建议和备选方案。 

10.6 各国还应当确保网具技术人员在用于减少兼捕和丢弃物的技术措施方面接受

特别培训，并应在使用和维护开发的技术和方法方面为渔民提供充分培训。 

10.7 各国需要采取若干行动，以促进合作，推进采用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的

措施，包括： 

(i) 在有效减少兼捕和丢弃物措施中考虑渔民的观点和建议； 

(ii) 就渔业中为何要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不这样做的后果以及采用

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措施的好处向渔民做出明确解释； 

(iii) 就导致兼捕和丢弃的原因和条件、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计划的演

进、研究结果和有关物种的状况定期与渔民交流； 

(iv) 协调和加强渔民合作社、公司和类似组织的活动和计划，以管理兼

捕和减少丢弃物； 

(v) 在使用和维护管理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技术和方法，渔民自己开发

解决办法的技术，捕到的活体兼捕物种的处理、恢复和放生，基本

法律和政策，以及向适当目标受众说明便于其开展管理兼捕和减少

丢弃物工作的交流技术方面，为渔民提供充分培训。 

11. 实施《准则》的考虑 

11.1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协作处理共同问题，例如确立旨在促

进实施《准则》的兼容的标准、手段和信息。 

11.2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在必要时与粮农组织和其他相关组织协

作，使兼捕和丢弃物监测和报告程序标准化。 

11.3 各国及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向利益相关方和公众通报为改进兼捕管

理和减少丢弃物采取的行动。 

11.4 粮农组织应当基于向渔委提交的两年一次的现有问卷调查的结果，审议在

实施《准则》方面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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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在实施《准则》时，应特别考虑责任性、适应性、实效性、实用性、社会

经济问题、及时性和透明度。 

12. 对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的特殊考虑 

12.1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承认处理兼捕和丢弃问题的重要性。 

12.2 参加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的国家，应确保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的

相关工作组包括具有相关专长的科学家，以便组织和评价兼捕与丢弃问题

评估及提出的减少战略。 

12.3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在可能时，应为支持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进

行相互合作，包括开发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为收集数据、评估兼捕和

丢弃物状况、开展潜在能力建设活动而进行协调和合作的长期能力。 

12.4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应当为解决兼捕和丢弃问题，与相关政府间组织

协作与合作。 

13.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13.1 各国、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间组织应当根据国际法和《守则》，考虑

通过在研究、数据收集、关于兼捕管理和减少丢弃物的社会经济研究、技

术转让、培训和科学合作方面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增强发展中国家管理

兼捕和减少丢弃物的能力。 

13.2 粮农组织应当特别考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包括为应用《准则》

促进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包括在数据缺乏的渔业领域。在以下领域可能

产生需要： 

(i) 制定管理框架； 

(ii) 制定有效兼捕管理计划； 

(iii) 数据收集及兼捕主丢弃物评估； 

(iv) 兼捕和丢弃物的监测和报告； 

(v) 制定和实施与兼捕管理和丢弃物减少相关的措施； 

(vi) 捕捞前损失和幽灵捕鱼； 

(vii) 开展有效监测、控制和监督； 

(viii) 研发； 

(ix) 认识、交流和能力建设措施； 

(x) 支持实施粮农组织《关于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国际行动计

划》、《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鲨鱼养护和管理国际行

动计划》和《保护海鸟国际行动计划》以及粮农组织其他相关最佳

方法技术准则。 



 

 

 

 

 

 

 

 

 

 

本文件包含 2010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 
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关于制定兼捕管理及减少丢弃物 

国际准则的技术磋商会报告。技术磋商会是根据 2009 年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 
要求、为制定国际准则而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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