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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参与区域渔业管理

中国致力于扩大和加强区域渔业合作，全面履行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成员国义务。通过及时足额缴纳会费、自愿捐赠等方式，支持各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开展相关职能活动。积极组织主管部门、科研单位、行业

协会和企业代表参加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各项工作，参与研究制定养护

管理措施、渔业资源调查评估与科学研究等活动，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

力量。加强与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及各成员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

和提升区域渔业治理水平。

（三）开展双边渔业合作交流

中国致力于加强双边合作与对话交流，逐步建立双边合作机制，促进

互利共赢，共同打击非法渔业活动。与俄罗斯、韩国、日本、越南、美国、阿

根廷、新西兰、欧盟等国家（地区）建立了双边渔业会谈或对话机制，并与

印度尼西亚、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等国家（地区）进行沟通交流，议题涵

盖双边渔业合作、区域渔业治理、打击非法捕捞、兼捕物种保护、加拉帕戈

斯群岛等重点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与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

的 40 多个国家（地区）在互利互惠前提下开展渔业合作，鼓励支持合作企

业在相关国家投资兴业，积极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见专栏 7）
（四）推动发展中国家渔业发展

中国秉承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

进“南南合作”，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小岛国和最不发达

国家发展渔业及社区经济，在技术、人才等方面，力所能及地给予帮

助。推动发展中国家开展渔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调查、技术培训、手

工渔民和小规模渔业发展，帮助发展养殖、加工、贸易等产业。同时，中

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多边领域的合理主张，维护其发展权益。

（五）推动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

渔业对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以及沿海地区人民生计具有重要作

用，国际社会对此有高度共识。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倡

导通过发展水产养殖，增加食物供给，特别是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

全，减少对野生渔业资源的依赖。中国水产养殖产量连续 32 年稳居世

界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加工和出口国，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作

出积极贡献。

中国主张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完善多边磋商机制，深化科技交流，

扩大经贸合作，打击非法捕捞，促进全球渔业资源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

续利用，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造福沿海地区人民发挥积极作用；坚决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反对没有国际法

依据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

结束语

走向深蓝，是人类探索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的必由之路。中

国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积极实践全球发展倡议，

根据相关国际法和双边合作协议，加强多双边渔业合作和对话，努力促

进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国际渔业公约和养护管理措施的履

行能力，积极承担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国际义务。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

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海洋

及海洋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助力全球海

洋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注①：船旗国是指为船舶登记注册并授权悬挂其船旗的国家。

注②：指船旗国必须对给予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承担一定的义务，这

些义务主要包括：对船舶技术条件的控制、对船员特别是船长和高级船员

的适任管理、对船舶给予本国法律约束和保护、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