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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委 员 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2011 年 1 月 31 日－2 月 4 日，意大利，罗马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的决定和建议  
2010 年 4 月 26-30 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摘 要 

本文件包含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讨论的专题要点，并概括了其主要

建议。报告全文见 COFI/2011/Inf.8 号文件。请委员会审议该分委员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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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应阿根廷政府的邀请，于 2010 年 4 月 26-30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报告见文件 COFI/2011/Inf.8。 

会议的主要结果 

粮农组织与贸易相关活动的情况报告 

2. 分委员会赞扬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执行了与贸易有关的广泛活动。 

（第 10 段） 

3. 代表们祝贺粮农组织在改进世界海关组织的渔业分类方面发挥了作用。代表

们鼓励粮农组织继续开展该项工作，强调需要将鲨鱼和鳐鱼等品种也纳入分类范

围。              （第 10 段） 

4. 成员们强调了粮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特别是有关发展中国家小规

模生产者的市场准入和增值方面所做工作的重要性。      （第 11 段） 

5. 分委员会鼓励粮农组织继续使粮农组织与渔业有关的工作同粮农组织其他

技术部门的工作，经合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相

结合。分委员会还鼓励粮农组织积极处理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全球重大问题。 

（第 15 段） 

鱼品贸易近期发展情况 

6. 成员们强调鱼品消费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诸多好处，并提

到在这方面一系列国家政策和举措。         （第 18 段） 

7. 成员们强调水产养殖在生产、贸易和消费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必

要在今后工作中对此加以充分反映，包括养殖产品和野生产品在国际贸易和营销领

域的相互作用。            （第 19 段） 

8. 分委员会强调有必要创造扶持性环境，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公平地参与国际贸

易。分委员会支持粮农组织在提供技术能力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帮助解决包括

市场准入在内的贸易和营销相关问题并强化国家渔业资源所带来的好处和价值。 

（第 19 段） 

9. 分委员会欢迎粮农组织在鱼品价格指数方面的工作，有必要继续并扩展这方

面的工作，定期向成员提供信息。         （第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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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生态标签相关活动的情况报告  

10. 分委员会同意，粮农组织秘书处应制定一个评价框架，来评估公共和私人生

态标签计划与《粮农组织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相一致的情况。 

（第 24 段） 

11. 分委员会同意，作为该进程的第一步工作，秘书处应召开一次专家磋商会议，

以开展有关评价框架的工作，注意到有必要利用预算外资源召开专家磋商会议及开

展相关活动。一些成员表示愿意探讨财政支持的可能性。      （第 25 段） 

12. 分委员会同意，计划于 2010 年 5 月 25-27 日召开专家磋商会议，就有关《内

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草案所取得的成果将转交渔委进行审议。 

（第 28 段） 

审议市场准入要求 

13. 分委员会支持粮农组织在以下方面所做的工作：支持有关鱼和海鲜安全、质

量和可追溯性的食品法典标准制定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指导、培训和能力

建设，通过在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实施良好规范以确保鱼产品安全和质量，使这些

国家达到国际市场要求。           （第 30 段） 

14. 分委员会重申食品法典为促进协调和将最可靠的现有科学信息用于标准制

定和认证而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性。         （第 33 段） 

全面可追溯性的最佳规范准则  

15. 分委员会同意可追溯性举措是验证供应链完整性的有用工具，指出在渔业领

域这些工具主要用于帮助实现食品安全目标和可持续性目标。成员们认同全面可追

溯性要求的利益，并认识到食品安全可追溯性要求与可持续性的那些要求有所不同。

              （第 36 段） 

16. 分委员会同意，粮农组织应当在向实施可追溯性系统或努力整合其可追溯性

系统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方面持续发挥作用。粮农组织还应当监测技术发展情况及

评估其在可追溯系统中的适用性。         （第 40 段）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相关活动的最新情况  

17. 成员们赞扬粮农组织在处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范

围内各种事项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意这种合作将来应当继续开展。分委员会强调了

粮农组织在管理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方面的关键作用。      （第 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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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分委员会强调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根据其职责对渔业进行管理方面的重要

作用。             （第 41 段） 

19. 分委员会认识到 CITES 作为对列入其附录名单物种的国际贸易进行管理的

一个国际文书的作用。           （第 41 段） 

20. 分委员会对于粮农组织专家咨询小组（简称该小组）所作的有关对 CITES

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列入名单建议进行生物评估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赏，指出该小组

的审议和结论为 CITES 缔约方的决策过程提供了重要投入。     （第 42 段） 

21. 分委员会支持粮农组织秘书处为 CITES 所确立的闭会期间进程提供积极投

入，闭会期间进程是 CITES 为阐明对商业性利用水生物种所采用的列入附录 II 名

单的标准的解释而确立的；强调对这些标准进行一致的解释对于粮农组织专家咨询

小组正在开展的工作至关重要。          （第 44 段） 

22. 分委员会要求粮农组织对于国家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有关鲨鱼养护的、无论

是否正式列入国家行动计划的现有条例和活动进行整合。      （第 46 段） 

23. 分委员会要求秘书处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实施 CITES 条例及加强 CITES 所列

物种的养护提供援助。           （第 47 段） 

鱼品贸易与粮食安全  

24. 分委员会强调了加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在通过鱼品消

费、就业和贸易促进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方面的作用。      （第 49 段） 

25. 分委员会强调，为了实现国家粮食安全，除了技术方面的援助之外，机构能

力建设往往不可或缺。           （第 54 段） 

监督对《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第 11 条的落实工作 

26. 分委员会同意，专门针对贸易的问卷调查表应当每两年搞一次，与对《守则》

的总体落实工作进行监督的问卷调查表交替进行。       （第 56 段） 

渔业委员会鱼品贸易分委员会作为国际商品机构 及其与商品共同基金的关系  

27. 分委员会批准了提交商品共同基金供资的四个项目建议。成员们强调了妇女

参与价值链的重要性，对预计使参与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妇女收入增加的快速项目表

示赞赏。             （第 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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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事项 

28. 分委员会感谢 Nomura 先生对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部的出色领导和他对

渔委及其两个分委员会的奉献和支持。        （第 64 段） 

第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9. 第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将由总干事与主席协商并根据国际会议时间表 

确定。             （第 65 段） 

建议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30. 请委员会批准鱼品贸易分委员会的报告，并针对上述事项给予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