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根据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

关规定，为养护和合理利用共同关心的海洋生物资源，维护海上正常作业秩序，加强和发展渔业领

域的相互合作，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的适用水域（以下称“协定水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韩民国的专属经

济区。 

第二条 

  一、缔约各方按照本协定和本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准许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及渔船在本国

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 

  二、缔约各方授权机关根据本协定附件一及本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

船发放入渔许可证。 

第三条 

  一、缔约各方每年决定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在本国专属经济区的可捕鱼种、渔获配额、作业

时间、作业区域及其他作业条件，并通报缔约另一方。 

  二、缔约各方决定第一款所规定事项时应考虑到本国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生物资源状况、本国捕

捞能力、传统渔业活动、相互入渔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并应尊重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设立的中韩

渔业联合委员会的协商结果。 

第四条 

  一、缔约一方的国民及渔船进入缔约另一方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应遵守本协定及缔约另

一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缔约各方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本国国民及渔船在缔约国另一方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

时，遵守缔约另一方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措施及其他条件和本协定的规定。 

  三、缔约各方应及时向缔约另一方通报本国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措施

及其他条件。 

第五条 



  一、缔约各方为确保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及渔船遵守本国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海洋生物资源

的养护措施及其他条件，可根据国际法在本国专属经济区采取必要措施。 

  二、被扣留或逮捕的渔船或船员，在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担保之后，应迅速获得释放。 

  三、缔约一方在扣留或逮捕缔约另一方的渔船或船员时，应通过适当途径，将所采取的行动及

随后所施加的处罚，迅速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六条 

  第二条至第五条的规定适用于协定水域中除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所指水域以外的部分。 

第七条 

  一、下列各点顺次用直线连接而围成的水域（以下称“暂定措施水域”）适用第二款及第三款的

规定。 

  1. 北纬 37 度 00 分，东经 123 度 40 分之点（A1） 

  2. 北纬 36 度 22 分 23 秒，东经 123 度 10 分 52 秒之点（A2） 

  3.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2 度 11 分 54 秒之点（A3） 

  4.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2 度 01 分 54 秒之点（A4） 

  5. 北纬 34 度 00 分，东经 122 度 01 分 54 秒之点（A5） 

  6. 北纬 34 度 00 分，东经 122 度 11 分 54 秒之点（A6） 

  7. 北纬 33 度 20 分，东经 122 度 41 分之点（A7） 

  8. 北纬 32 度 20 分，东经 123 度 45 分之点（A8） 

  9. 北纬 32 度 11 分，东经 123 度 49 分 30 秒之点（A9） 

  10. 北纬 32 度 11 分，东经 125 度 25 分之点（A10） 

  11. 北纬 33 度 20 分，东经 124 度 08 分之点（A11） 

  12. 北纬 34 度 00 分，东经 124 度 00 分 30 秒之点（A12） 

  13. 北纬 35 度 00 分，东经 124 度 07 分 30 秒之点（A13） 

  14.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4 度 30 分之点（A14） 



  15. 北纬 36 度 45 分，东经 124 度 30 分之点（A15） 

  16. 北纬 37 度 00 分，东经 124 度 20 分之点（A16） 

  17. 北纬 37 度 00 分，东经 123 度 40 分之点（A17） 

  二、缔约双方为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应按照根据第十三条的规定设立的中韩渔业联

合委员会的决定，在暂定措施水域采取共同的养护措施和量的管理措施。 

  三、缔约各方在暂定措施水域对从事渔业活动的本国国民及渔船采取管理和其他必要措施，不

对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采取管理和其他措施。缔约一方发现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违反中韩渔业

联合委员会的决定时，可就事实提醒该国民及渔船注意，并将事实及有关情况通报缔约另一方。缔

约另一方应尊重对方的通报，并在采取必要措施后，将结果通报对方。 

第八条 

  一、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四年内，下列（一）及（二）各点顺次用直线连接而围成的水域（以

下称“过渡水域”）适用第二款至第四款的规定。 

  （一）中方一侧过渡水域坐标 

  1.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1 度 55 分之点（C1） 

  2. 北纬 35 度 00 分，东经 121 度 30 分之点（C2） 

  3. 北纬 34 度 00 分，东经 121 度 30 分之点（C3） 

  4. 北纬 33 度 20 分，东经 122 度 00 分之点（C4） 

  5. 北纬 31 度 50 分，东经 123 度 00 分之点（C5） 

  6. 北纬 31 度 50 分，东经 124 度 00 分之点（C6） 

  7. 北纬 32 度 20 分，东经 123 度 45 分之点（C7） 

  8. 北纬 33 度 20 分，东经 122 度 41 分之点（C8） 

  9. 北纬 34 度 00 分，东经 122 度 11 分 54 秒之点（C9） 

  10. 北纬 34 度 00 分，东经 122 度 01 分 54 秒之点（C10） 

  11.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2 度 01 分 54 秒之点（C11） 

  12.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1 度 55 分之点（C12） 



  （二）韩方一侧过渡水域坐标 

  1.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4 度 30 分之点（K1） 

  2. 北纬 35 度 00 分，东经 124 度 07 分 30 秒之点（K2） 

  3. 北纬 35 度 00 分，东经 124 度 00 分 30 秒之点（K3） 

  4. 北纬 33 度 20 分，东经 124 度 08 分之点（K4） 

  5. 北纬 32 度 11 分，东经 125 度 25 分之点（K5） 

  6. 北纬 32 度 11 分，东经 126 度 45 分之点（K6） 

  7. 北纬 32 度 40 分，东经 127 度 00 分之点（K7） 

  8. 北纬 32 度 24 分 30 秒，东经 126 度 17 分之点（K8） 

  9. 北纬 32 度 29 分，东经 125 度 57 分 30 秒之点（K9） 

  10. 北纬 33 度 20 分，东经 125 度 28 分之点（K10） 

  11. 北纬 34 度 00 分，东经 124 度 35 分之点（K11） 

  12. 北纬 34 度 25 分，东经 124 度 33 分之点（K12） 

  13.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4 度 48 分之点（K13） 

  14. 北纬 35 度 30 分，东经 124 度 30 分之点（K14） 

  二、为在过渡水域逐步实施专属经济区制度，缔约各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逐步调整并减少在缔

约另一方一侧过渡水域作业的本国国民及渔船的渔业活动，以努力实现平衡。 

  三、缔约双方在过渡水域应采取与第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相同的养护和管理措施，还可采取联

合监督检查措施，包括联合乘船、勒令停船、登临检查等。 

  四、缔约双方各自对在缔约另一方一侧过渡水域作业的本国渔船发放许可证，并相互交换渔船

名册。 

  五、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四年后，过渡水域适用第二条至第五条的规定。 

第九条 



  缔约双方在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暂定措施水域北限线所处纬度以北的部分水域及第七条第一

款规定的暂定措施水域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过渡水域以南的部分水域，维持现有渔业活动，不将

本国有关渔业的法律、法规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及渔船，除非缔约双方另有协议。 

第十条 

  缔约各方为确保航行和作业安全，维护海上正常作业秩序并顺利及时处理海上事故，应对本国

国民及渔船采取指导及其他必要措施。 

第十一条 

  一、缔约一方的国民及渔船在缔约另一方沿岸遭遇海难或其他紧急事态时，缔约另一方应尽力

予以救助和保护，同时迅速将有关情况通报对方的有关部门。 

  二、缔约一方的国民及渔船，由于天气恶劣或其他紧急事态需要避难时，可按本协定附件二的

规定，与缔约另一方有关部门联系，到缔约另一方港口等处避难。该国民及渔船应遵守缔约另一方

的有关法律、法规，并服从有关部门的指挥。 

第十二条 

  缔约双方为开展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科学研究（包括交换必要资料），应加强合作。 

第十三条 

  一、缔约双方为便于实施本协定，设立中韩渔业联合委员会（以下称“渔委会”）。渔委会由缔

约双方各自任命的一名代表和若干名委员组成，必要时可设立专家组。 

  二、渔委会的任务如下： 

  （一）协商如下事项，并向缔约双方政府提出建议： 

  1. 第三条规定的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的可捕鱼种、渔获配额及其他具体作业条件的事项； 

  2. 有关维持作业秩序的事项； 

  3. 有关海洋生物资源状况和养护的事项； 

  4. 有关两国间渔业合作的事项。 

  （二）根据需要，可就本协定附件的修改向缔约双方政府提出建议。 

  （三）协商和决定与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有关的事项。 

  （四）研究本协定的执行情况及其他有关本协定的事项。 



  三、渔委会的一切建议和决定须经双方代表一致同意。 

  四、缔约双方政府应尊重第二款第（一）款的建议，并按照第二款第（三）项的决定采取必要

措施。 

  五、渔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轮流举行。根据需要，经缔约双

方同意可召开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本协定各项规定不得认为有损缔约双方各自关于海洋法诸问题的立场。 

第十五条 

  本协定的附件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十六条 

  一、本协定经缔约双方履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自换文通知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有救期为五年，之后有效至根据第三款的规定终止为止。 

  三、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五年期满时或在其后，可提前一年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随时

终止本协定。 

  以下经各自政府授权的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二 OOO 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签订一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韩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大朝民国政府

代表 

                        唐家璇           权丙铉 

  附件一： 

  缔约各方根据本协定第二款第二款的规定，采取以下入渔许可措施： 

  一、缔约各方授权机构在接到缔约另一方授权机关发来的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的决定的书面通知

书，向缔约另一方授权机关申请发给希望在缔约另一方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的本国国民及渔船

入渔许可证。缔约另一方授权机关按照本协定及本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颁发许可证。缔约各方

授权机关发放许可证时可收回适当费用。 



  二、缔约各方授权机关应以书面形式向缔约另一方授权机关通报有关入渔的手续规定（包括许

可证的申请和颁发、渔获量统计资料的提供、渔船标识及捕捞日志的填写表）。 

  三、获得许可的渔船应将许可证置于驾驶舱明显之处，并明确显示缔约另一方规定的渔船标识。 

  附件二： 

  本协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按以下规定实施：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联络部门为管辖有关港口的港务监督部门。大韩民国政府指定

的联系部门为海洋警察部门。 

  二、具体联系方法在根据本协定第十三条的规定设立的中韩渔业联合委员会上相互通报。 

  三、缔约各方的渔船与缔约另一方指定的联络部门进行联系的内容有：船名、呼号、当时船位

（纬度、经度）、船籍港、总吨位、全长、船长姓名、船员数、避难理由、请求避难的目的地、预

计到达时间和通讯联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