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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育議題、及有拘束力的多邊協定，也

是WTO成立以來達成的第二個多邊協定。該

協定將在三分之二的會員向WTO交存「接受

書」（instruments of acceptance）之後正式

生效。由於WTO會員在最後協商時未能將導

致「產能過剩」（over-capacity）和「過度捕

撈」（over-fishing）之特定形式漁業補貼納

入規範，只能階段性達成任務，仍須續就該

等未決問題進行談判，以期在第13屆部長級

會議時，提出進一步加強協定規範之附加條

款的建議1。

WTO漁業補貼協定現行規定與
續行談判之進展及問題分析

方瑞松／前駐外經貿機構主管、前產業公會   秘書長

《WTO漁業補貼協定》是杜哈回合談判歷經21年曲折後難得的一項成就，對全球環

境保育具有相當貢獻。但因漁業補貼議題複雜，WTO會員在第一波談判協議中，未能將

導致「產能過剩」與「過度捕撈」之漁業補貼納入規範。目前WTO會員正進行該協定的

第二波談判，倘無法在正式生效後四年內通過協議，除非「總理事會」另有規定，該協

定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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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2年 6月 1 7日，W T O第 1 2屆

部長級會議（MC12）通過

《世界貿易組織漁業補貼協定》（The WTO 

Agreement on Fisheries Subsidies），禁止有

害的（harmful）漁業補貼，標誌著向海洋可

持續發展的目標邁出重要的一步，蓋有害的

漁業補貼是世界魚類資源普遍枯竭的關鍵因

素。該協定是WTO的一項重要成就，是WTO

第一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