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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的编撰本文件的编撰本文件的编撰本文件的编撰 

 本文件包含在罗马举行的关于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技术磋商会两次会议（2008 年 2 月 4－8 日和 8 月 25－29日）的报告。 该磋商会的目的是审议和通过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2007 年 3 月）的要求制定的《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草案），以便协助各国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持续地管理深海渔业，并执行联合国大会 61/105号决议。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起草和制定了《准则》，包括： 

 

• 关于公海深海渔业的专家磋商会（泰国曼谷，2006年
11月21－23日），对问题进行了初步审议，并确定了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差距； 

• 关于脆弱生态系统和公海深海渔业中破坏性捕捞的研讨会（罗马，2007年6月26－29日），澄清了脆弱性、破坏性捕捞和消极影响等问题； 

• 关于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的专家磋商会（泰国曼谷，2007年9月11－14日），修改并通过了《准则》初稿； 

• 关于公海深海渔业知识和数据的研讨会（罗马，2007年11月5－8日），讨论了《准则》中有关改进数据的问题，并审议了《深海渔业全球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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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际准则》的船长和船队管理者的研讨会（2008年5月25－29日），讨论了《国际准则》对拖网产业前景的问题；以及 

• 最后，关于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技术磋商会的两次会议（罗马，2008年2月的4－8日和8月25－29日），审议并通过了《准则》。 

 整个进程，包括召开技术磋商会，得到了日本政府以及澳大利亚、冰岛、挪威和美国政府的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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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农组织  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 罗马，粮农组织。2009年。22页。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的编纂工作是一个参与性过程，涉及的人员包括来自各国政府、捕捞业、学术单位、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渔业专家和渔业管理人员。这些准则旨在就管理要素提供指导，从适当的监管框架到良好数据收集方案的构成，而且还包括确定主要管理方面的考虑和必要措施，以确保目标和非目标物种的养护，以及受影响生境的保护。这些自愿性的准则是一个参考工具，旨在帮助各国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公海深海渔业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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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缩略语缩略语缩略语 

  

COFI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委） 

Compliance 

Agreement 

《促进公海上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粮农组织遵守协定） 

DSFs 深海渔业（如第 8段所界定） 

EAF 渔业的生态系统办法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IPOA 粮农组织国际行动计划 

IUU 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MCS 监测、控制和监视 

RFMOs/As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 

NGO 非政府组织 

The Code 1995年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渔业守则》） 

UNGA 联合国大会 

VME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VMS 船舶监测系统 

1982 UN 

Convention 

1982年 12月 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5 UN Fish 

Stocks 

Agreement 

《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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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