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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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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会议 

2010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纽约 

 
 

2010 年 5 月 20 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和

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向秘书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致意，并谨提及在 5月 24日至 28日举行的下次《执

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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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种群协定》)审查会议。 

 在这方面，签署本照会的各国常驻代表团谨通报，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南

太常委会)、拉丁美洲渔业发展组织(拉美鱼发组织)和中美洲渔业和水产部门组

织(中美渔业水产组织)的成员在 2010 年 5 月 5 日于利马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

就《鱼类种群协定》审查会议签署了 2010 年 5 月 5 日《利马声明》(见附件)。 

 南太常委会的成员为：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拉美鱼发组织由

下列成员组成：伯利兹、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

圭亚那、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拉美

渔业水产组织由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和巴拿马组成。 

 签署本照会的各国常驻代表团请秘书处将本照会及其附件作为审查会议的

文件分发为荷。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0 年 8 月 4日重新印发。 



A/CONF.210/2010/6  
 

10-38410 (C)2 
 

2010 年 5 月 20 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和

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2010 年 5 月 5 日《利马声明》 
 
 

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拉丁美洲渔业发展组织和中美洲渔业和水产部门组织成

员国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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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会议续会(2010 年 5 月 24 日

至 28 日 ；纽约)的联合声明*，** 
 
 

考虑到： 

 1. 依照《纽约协定》第 36 条的规定和 2006 年审议会议第一部分的决定以

及后来的协议，在 2010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审查会议； 

 2. 依照上述第 36 条的规定，我等国家应邀与《协定》缔约国一道参加审

查会议续会； 

 3. 在 2006 年审查会议上，南太常委会国家以及拉美鱼发组织各成员国以

及阿根廷通过普通照会提出了一项声明，其中要求审查会议正式表示对《协定》

第 4、5、6、7、21、22 和 23 条的说明或解释标准； 

 4. 2006 年审查会议产生了一项《最后文件》，《协定》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后

来举行了四次非正式协商会议，在粮农组织的支持下拟订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报

告，这一份文件提供给审查会议续会，以协助会议履行其任务规定； 

声明： 

一 

 1. 重申必须适当和有效地管理公海的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 

 2. 因而表示关心《协定》并表示愿意协助《协定》趋于完善，使更多的国

家能够参与，并推动其普及性以及决定参与其审查进程； 

 3. 在这方面表示其主要观察，但不损害其在适当时机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其

立场的机会。 

 

 
 

 
*
 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过 2010 年 5 月 21 日的普通照会通知秘书处，表示危地马拉常驻联

合国代表团愿意支持在审查会议上分发的 2010 年 5 月 5日《利马声明》的内容。 

 
**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过 2010 年 6 月 8日的普通照会通知秘书处，表示古巴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愿意重申支持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拉丁美洲渔业发展组织和中美洲渔业和水产部门组

织成员国关于《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审查会议续会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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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首先重申上文指出的2006年 5月 22日声明中的八项要点，特别是关于： 

 (a) 要求审查会议不折不扣地遵循《协定》第 4 条的明文规定，即《协定》

应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并以符合《公约》的方式予以解释和适用(第

4 条)； 

 (b) 要求对第 5、6 和 7 条的解释不得损害沿海国在国家管辖的 200 海里内

勘探，利用、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主权权利；不影响

所述第 4 条和《海洋法公约》第一一六条的充分实行(第 5和 6 条)； 

 (c) 要求重申港口国对其海洋港口拥有完全主权(第 23 条)； 

 (d) 要求就第21和22条中登临和检查的问题考虑设立别的监测和监督机制

(第 21 和 22 条)； 

 (e) 要求重申《海洋法公约》中的基本原则与《协定》第 7 条的基本原则互

不抵触，特别是关于公海和不得在公海适用措施损害沿海国对跨界鱼类种群和高

度洄游鱼类种群采取的措施的效力方面的基本原则。 

三 

 1. 关于上述 2006 年 5 月普通照会中的第一项重要的请求，通过 2006 年审

查会议以《最后声明》为首的有力申明表达了其认可，其中明确表示： 

 (a) 《海洋法公约》和《协定》为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

种群提供了法律框架； 

 (b) 审查会议回顾指出，《协定》的所有规定应在《海洋法公约》范畴内并

以符合该《公约》的方式予以解释和适用； 

 (c) 重申必须按照 2006 年《最后声明》第 56 点(f)的规定开展“持续对话”，

以解决有些非缔约国特别就《协定》第 4、7、21、22 和 23 条提出的关切问题。

这项对话尚待进行或尚未结束，因此必须成为这一阶段工作的一部分； 

 (d) 注意到了《最后声明》中关于港口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互不抵触主题的

内容虽然不够充分，但符合众多沿海国或纯粹关注养护资源的国家提出的立场； 

 (e) 同时赞赏非正式协商报告、特别是第九次非正式协商会议报告以及联合

国秘书长在粮农组织的支助下编写的报告的内容；这份报告说明渔业管理区域组

织作为各国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手段的重要性。在这方

面，一项重要而正面的发展是特别提到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参加与区域有关的渔业

管理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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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认为亟其重要的是，这些报告强调指出粮农组织关于港口国预防、阻止

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其中

为港口国通过有效措施确定最低标准，认为这一《协定》是 2006 年审查会议之

后最重大的一项成就之一。 

四 

 兹就 2010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审查会议续会临时工作方案的一些重点提出

下列考虑： 

 1. 关于第一节，即有关“在哪些领域适当实行 2006 年审查会议的建议”： 

 (a) 认为就港口国为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必

须独立自主地实行措施通过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是一项积极的事

态。尤其是港口国除了所述的粮农组织《协定》列明的措施外，还可以采取其他

措施； 

 (b) 又强调指出，粮农组织作出努力，以便拟订一个世界渔船登记册，并制

定渔船的特别识别编号和完善捕获量统计和其他统计。在这些统计工作中，粮农

组织发挥了非常相关的作用。又确认中美洲区域为拟订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渔

船登记册所作的努力； 

 (c) 呼吁各国采取国家、区域和国际措施，以帮助不同的渔业管理区域组织

实现其设立的目标，因此，认为缔约国必须在每一渔业管理区域组织的本身工作

方面作出更大承诺；这些措施必须确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因而

必须差别对待发展中国家； 

 又必须确保严格遵守《协定》第 24 条第 2 款(c)项的规定，其中强调有必要

确保这些措施不会造成直接或间接地将养护行动的重担不合比例地转嫁到发展

中国家身上； 

 (d) 认为有利于海洋的适当治理的一项发展事态是建立了新的渔业管理区

域组织，如所述的最近一致达成协议的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此外，还有

对第九轮非正式协商会议提出的呼吁； 

 (e) 重视对渔业管理区域组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的评价进程，并强调需

要完善这项评价工作； 

 (f) 感兴趣的着重在执行防范标准方面取得的进展，以长期养护跨界鱼类种

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并强调必须明确生态系统分析概念和

实施这一概念。 

 



 A/CONF.210/2010/6

 

510-38410 (C) 

 

 2. 关于第二节，即有关“在执行建议方面少有进展的领域”： 

 (a) 从 2010 年 1 月 4 日秘书长和粮农组织的报告看来，特别是对于南太平

洋国家来说，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以及相关鱼种的现状令人深表关

切；该报告中指出,一些鱼种，例如智利鯵鱼和其他鱼种受到过度捕捞,情况危殆； 

 (b) 惋惜没有按照 2006 年审查会议关于急须减少世界捕捞能力的呼吁取得

进展；在这方面，对于与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无关的补贴问题也没有取得多少进

展；因为根据秘书长的报告，这些补贴还助长捕捞过度和在公海作业的大型捕鱼

船队能力过剩； 

 (c)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国家不顾第 5 条(k)的规定，对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

的科学研究很少提供奖励，因此，很少有内容能够确保养护和管理措施是以可靠

的科学数据为依据的； 

 (d) 确认在船旗国活动的相关管制方面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惋惜至今未能

开展措施商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以便能够有效执行《海洋法公约》

和《协定》对船旗国规定的义务，同时仿照粮农组织关于港口国措施的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协定》案例达成的范本。必须采取措施加强船旗国与悬挂其国旗的船

舶之间的真正联系； 

 (e) 关切地注意到对渔业管理区域组织作用进行的评价报告指出，一些渔业

管理区域组织在实现其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其管理的资源这一目标方面出现重大

问题，主要原因是其缔约方没有有效地执行其规定； 

 (f) 重申公海捕鱼权必须考虑到沿海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 关于拟议方案第三节，即有关“加强《协定》条款内容和落实条款方法

的可行措施”： 

 (a) 按照 2006 年 5 月 22 日《声明》关于第 4、7、21、22 和 23 条以及所述

其他各条的提议，提供说明或解释； 

 (b) 建议如前述商定一项关于船旗国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实施《海洋

法公约》及其《协定》规定的义务； 

 (c) 呼吁在渔业管理区域组织范围内减少捕鱼能力的措施不能损害正在发

展渔业的国家的利益； 

 (d) 敦促参与区域合作机制的国家依照《协定》第 5条(j)的规定,及时提供

明确的数据，说明渔业活动和资源的生物方面，以便能够对资源状况进行评价，

采纳适当有效的养护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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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敦促渔业管理区域组织优先注意加强科学研究，以通过基于可靠证据的

措施，以便最终能够依照第 5 条(b)的规定，使种群维持在或恢复到能够产生最

高持续产量的水平； 

 (f) 呼吁在每项渔业分析中列入社会经济要素以及相关的渔业政策； 

 (g) 认为根据提议，审查会议必须敦促粮农组织关于港口国措施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协定》早日生效；敦促参与者使南太平洋渔业管理区域组织生效；同时

严格执行临时措施；呼吁公布和完善粮农组织收集和储存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关

于鱼获量的统计数据。同时，推动制定粮农组织指导方针，以评估评价建议的作

用和实施评价建议； 

 (h) 最后呼吁促进通过 2006 年报告和秘书长及粮农组织当前提交的报告中

提出的其他措施； 

 (i) 最后，关于有关工作拟议的持续性问题，认为宜在四年后继续举行审查

会议。 

 

2010 年 5 月 5 日，利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