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洋漁業發展法 
 

［2017 年 4 月 22 日施行］［2017 年 3 月 21 日第 14741 號法，部分修訂］ 
 
 
 
 
 
 
 
 
 
 
 
 
 
 
 
 
 
 
 
 
 
 
 
 
 
 
 
 
 
 
 
 
 
 
 
 
 
 

www.law.go.kr 
2020.10.23 

 



「遠洋漁業發展法」 

 
遠洋漁業發展法 

 
［2017 年 4 月 22 日施行］［2017 年 3 月 21 日第 14741 號法，部分修訂］ 

 
 
 

第 I 章 通則 

第 1 條（目的）本法目的在透過合理養護、管理、開發與利用海洋生物資源，以及推動

國際合作，促進遠洋漁產業之永續發展與國家經濟成長。 

＜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2 條（定義）本法用語定義如下：＜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遠洋漁產業」係指第 2 款規定之遠洋漁業活動，以及第 3 款規定之遠洋漁業相關

行業； 

2. 「遠洋漁業」係指大韓民國國民單獨或與外國人共同進行（限大韓民國國民所持已

繳股份或表決權超過總統令指定標準者；後同），於國際水域從事海洋動植物捕撈

或採集行業； 

3. 「遠洋漁業相關行業」係指大韓民國國民單獨或與外國國民共同進行，從事遠洋漁

業漁產品運送、加工、配送、銷售等業務，及於外國透過總統令指定投資方法所生

產之漁產品運送、加工、配送、銷售等業務（包括水產養殖及附屬業務）； 

4. 「遠洋漁產業經營者」係指從事第 2 款之遠洋漁業者（下稱「遠洋漁業經營者」），

或從事第 3 款之遠洋漁業相關行業者（下稱「遠洋漁業相關行業經營者」）； 

5. 「遠洋漁產業從業人」係指受遠洋漁業經營者僱用從事遠洋漁業者（下稱「遠洋漁

業從業人」），以及受遠洋漁業相關行業經營者僱用從事遠洋漁業相關行業者； 

6. 「漁業作業活動」係指遠洋漁業活動或與其相關之活動，例如搜尋與採捕魚類；保

管、儲存與加工漁獲；運送漁獲或其製品（下稱「漁業作業」），以及供應船舶必需

品； 

7. 「國際漁業組織」係指依條約、國際公約、協定等文書（下稱「國際法」）設立之國

際組織或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8. 「養護管理措施」係指依國際法採行與應用，養護或管理一或多種海洋及漁業資源

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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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船旗國」係指為指明國籍，漁船懸掛之國旗所表示的國家； 

10 .「海外水域」係指除日本海、黃海、東海、太平洋北緯 25 度以北，東經 140 度以

西區域外之海域； 

11.「觀察員」係指由相關國家或國際漁業組織指定，於船上監控或監督漁撈作業遵從

國際標準或進行科學研究之人員； 

12.「非法漁業」係指以下任何漁業活動： 

(a) 於任一國管轄之水域，由該國或外國船舶進行漁業作業或漁業活動，且未取得

該國許可，或違反該國法律； 

(b) 由國際漁業組織會員國之船舶進行漁業活動，且違反該國際漁業組織具有法律

拘束力之養護管理措施，或違反相關國際法； 

(c) 違反相關國家（包括國際漁業組織合作非會員國）之國內法或國際義務； 

13.「未報告漁業」係指以下任何漁業活動： 

(a) 於任一國管轄之水域進行漁業作業，未向相關機關報告，或向相關機關提出不

實報告，而違反該國之國內法； 

(b) 於國際漁業組織管轄之水域進行漁業作業，經國際漁業組織認定未提出報告或

提出不實報告； 

14.「不受規範漁業」係指以下任何漁業活動： 

(a) 於國際漁業組織管轄之水域，由無國籍、該國際漁業組織之非會員國或實質非

會員國船舶進行漁業活動，且違反或不符合該組織之養護管理措施； 

(b) 於不適用國際漁業組織養護管理措施之水域，或規避國際法之海洋生物資源養

護義務，就漁業資源進行漁業活動； 

15.「沿海國」係指領土邊界鄰接海洋之國家； 

16.「海外海洋資源」係指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指定，由遠洋漁產業生產或加工之海產品，

包括新再生能源發展使用普及推動法（Act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Use 

and Diffusion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第 2 條第 2 (f)款規定，用於取得生質能

源原料之海產品； 

17.「轉載」係指為運送目的，將全部或部分海產品（包括以海產品為原料或成分所製

造或加工之產品）由一漁船轉移至另一漁船、運搬船或支援船保管。 

第 3 條（與他法之關係）除本法明定者外，遠洋漁業許可等事項應受漁業法（Fisheries  

Act）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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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章 擬訂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 

第 4 條（擬訂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1) 海洋及漁業部長應依總統令規定，每五年

擬訂一次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下稱「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海洋及漁業

部長擬訂計畫前，應徵詢相關中央行政機關首長意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應包含以下事項：＜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合理養護、管理、開發與利用海洋生物資源相關事項； 

2. 國家遠洋漁產業之目標及策略及各階段實施計畫； 

3. 海外海洋資源、水域環境變化及相關展望； 

4. 提升遠洋漁產業競爭力及推動、協助遠洋漁產業相關事項； 

5. 遠洋漁產業專業人力資源訓練及技術開發相關事項； 

6. 與沿海國、國際漁業組織等之國際合作相關事項； 

7. 限制非法漁撈活動、未報告漁撈活動及不受規範漁撈活動相關事項（下稱「非法、

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活動」）； 

8. 其他有效推動遠洋漁產業之必要事項。 

(3) 與第 5 條之遠洋漁產業發展審議委員會討論後，海洋及漁業部長應確定與公布遠

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4) 擬訂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之必要事項及其他事項，應由總統令定之。＜由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5 條（遠洋漁產業發展審議委員會之設置及運作）(1) 應於海洋及漁業部轄下設置遠

洋漁產業發展審議委員會（下稱「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以下遠洋漁產業發展相關

事項：＜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1. 擬訂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 

2. 遠洋漁產業均衡發展； 

3. 決定遠洋漁業許可配額； 

4. 改善遠洋漁業結構、提升遠洋漁業競爭力、鞏固遠洋漁產業發展基礎之必要事項； 

5. 遠洋漁產業發展之行政及財務協助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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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及漁業部長提出之其他遠洋漁產業發展相關重要事項。 

(2) 審議委員會應由委員最多 20 人組成，含主席一人。 

(3) 審議委員應由海洋及漁業部長自以下人員中選任：＜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1. 相關中央行政機關首長級或同等職位之公務人員； 

2. 具備豐富之遠洋漁產業知識及經驗者； 

3. 國會之主管常務委員會所建議者。 

(4) 主席應由海洋及漁業副部長擔任。＜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5) 現任審議委員應有多數自非公務人員中選任，任期應為兩年，得連任一次。 

(6) 主席應代表審議委員會，並主持審議委員會業務。 

(7) 除本法明定者外，審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之必要事項，應由總統令定之。＜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5 條（遠洋漁產業發展審議委員會之設置及運作）(1) 應於海洋及漁業部轄下設置遠

洋漁產業發展審議委員會（下稱「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以下遠洋漁產業發展相關

事項：＜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7

年 3 月 21 日第 14741 號法修訂＞ 

1. 擬訂遠洋漁產業發展綜合計畫； 

2. 遠洋漁產業均衡發展； 

3. 決定遠洋漁業許可配額； 

4. 改善遠洋漁業結構、提升遠洋漁業競爭力、鞏固遠洋漁產業發展基礎之必要事項； 

5. 遠洋漁產業發展之行政及財務協助相關事項； 

6. 擬訂根除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活動之政策，並實施該等政策； 

7. 高風險船舶之特別管理； 

8. 推動國際漁業合作專案； 

9. 協助推廣遠洋漁產業之新科技及技術； 

10. 海洋及漁業部長提出之其他遠洋漁產業發展相關重要事項。 

(2) 審議委員會應由委員最多 20 人組成，含主席一人。 

(3) 審議委員應由海洋及漁業部長自以下人員中選任：＜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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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中央行政機關首長級或同等職位之公務人員； 

2. 具備豐富之遠洋漁產業知識及經驗者； 

3. 國會之主管常務委員會所建議者。 

(4) 主席應由海洋及漁業副部長擔任。＜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5) 現任審議委員應有多數自非公務人員中選任，任期應為兩年，得連任一次。 

(6) 主席應代表審議委員會，並主持審議委員會業務。 

(7) 除本法明定者外，審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之必要事項，應由總統令定之。＜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III 章 遠洋漁產業 
第 1 節 遠洋漁業許可等事項 

第 6 條（遠洋漁業許可及報告）(1) 有意從事遠洋漁業者，應就各漁船取得海洋及漁業

部長許可。有意修改許可事項者，亦同；但就總統令指定之非重大事項，則應提出報

告。＜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2) 縱有第(1)項規定，若漁船依漁業法第 41 (1)條取得近海漁業許可，得依與外國或

外國人間之漁業協議或漁業合作協定（下稱「國外漁業合作」），於外國管轄之水域從

事漁業活動，海洋及漁業部長得授予第(1)項之許可，不適用第(8)項之遠洋漁業許可標

準。＜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3) 有意依第(1)項取得遠洋漁業許可者，得依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根據漁船結構及性

能，就以同一漁船進行之其他業務申請許可。＜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

增＞ 

(4) 海洋及漁業部長授予遠洋漁業許可，應將漁業作業區分為太平洋、大西洋及印度

洋區；但得根據遠洋漁業類型，於一許可中，將太平洋、大西洋及印度洋視為一漁業

作業區。＜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5) 縱有第(4)項規定，海洋及漁業部長若認定有其必要，得於透過國外漁業合作進行

調整後，就漁業作業區授予許可。＜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6) 若認定為國外漁業合作、保護海外漁業資源或公共利益所需，海洋及漁業部長得

於授予之許可中指定該漁業適用時間。＜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7) 有意透過與外國人共同於海外設立之當地法人從事遠洋漁業者，應向海洋及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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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提出報告。有意修改報告事項者，應提出修改報告。＜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8) 必須依第(1)項申請許可之遠洋漁業類型，應由總統令定之，許可之必要事項、許

可標準、修改許可、第(1)項之非重大事項報告、第(7)項之報告及修改報告，應由海洋

及漁業部法令定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9) 除以下情況外，海洋及漁業部長應授予申請人第(1)項之許可：＜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1. 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所規定之申請文件（例如遠洋漁業營業計畫）有瑕疵； 

2. 許可適用第 7 (1)條所列限制； 

3. 申請人符合第 8 (1)條所列不適格事由； 

4. 申請人不符合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所規定之遠洋漁業許可標準，例如漁船尺寸； 

5. 超過第(10)項規定之遠洋漁業許可配額； 

6. 許可違反本法或他法之其他限制。 

(10) 若有必要，海洋及漁業部長得根據海洋資源狀態、深海漁船數、其他自然及社會

情況等因素，設定遠洋漁業許可配額。＜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修訂＞ 

(11) 依第 7 (2)條取得新遠洋漁業許可者，應視為繼受原遠洋漁業許可適用之行政處

分、負擔、條件等。＜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12) 第(10)項所定遠洋漁業許可配額之必要事項，應由海洋及漁業部法令定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

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6-2 條（收回遠洋漁業許可）(1) 依第 6 (1)條取得遠洋漁業許可者若有以下情況，得

依海洋及漁業部法令，向海洋及漁業部長申請收回許可；但未依第 10 條提出歇業報

告者，不得申請收回許可： 

1. 相關漁船已沉沒或全毀； 

2. 相關漁船已廢棄； 

3. 因不知相關漁船所在位置，不可能從事漁業活動。 

(2) 收到第(1)項之收回遠洋漁業許可申請後，海洋及漁業部長應於海洋及漁業部法令

所指定且自申請日起算之期間內，通知申請人是否收回許可。＜由 2017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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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741 號法新增＞ 

(3) 若海洋及漁業部長於第(2)項指定期間內，未通知申請人是否收回遠洋漁業許可，

或是否依申請流程相關法令規定延展處理期間，應視為自依第(2)項所定期間屆滿後之

次日起，至申請人所申請之收回期間屆滿止，延後授予新許可。＜由 2017 年 3 月 21

日第 14741 號法新增＞ 

(4) 收到第(1)項之遠洋漁業許可收回申請後，海洋及漁業部長應於自該漁船沉沒、全

毀、失蹤或廢棄日起算不超過兩年之固定期間內，延後授予替代相關漁船許可之新許

可；但若漁船仍在建造或進口中，或於收回期間屆滿時，發生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指定

情況，收回期間得延展最長兩年。 

(5) 若抵押權人提出漁船抵押權行使通知，海洋及漁業部長應自收到通知日起，至漁

船得標款繳清日後三個月內，延後授予替代相關漁船許可之新許可。 

［本條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第 7 條（遠洋漁業許可限制）(1) 依第 6 條授予遠洋漁業許可時，或取得許可之船舶有

以下各款所載情況，海洋及漁業部長得限制船舶之遠洋漁業許可，收回遠洋漁業許可，

或限制船舶停泊、進入或離開港口：＜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國際漁業組織通過資源養護管理決議； 

2. 遠洋漁業許可不符合公海漁業相關國際標準； 

3. 沿海國或國際漁業組織要求限制； 

4. 設立中之國際漁業組織採行自願或試驗措施； 

5. 相關漁船於沿海國管轄之水域進行漁業作業，且該國經認定未依其漁業相關法令規

定之方式，有效授予執照、許可、授權或監控、監督、管制外國漁船進行漁業作業； 

6. 管理海外漁業資源等事由所需； 

7. 相關漁船之遠洋漁業許可曾依第 11 (1)條註銷； 

8. 遠洋漁業許可曾依第 11 (1)條註銷等處分之船舶無正當理由變更名稱； 

9. 第 15-2 條之高風險船舶曾遭特別管理； 

10. 船舶列於或曾列於國際漁業組織或沿海國之涉及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船

舶名單； 

11. 海洋及漁業部長認定具有充分證據懷疑船舶係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或因公

共利益而有必要對該船舶設定特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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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洋及漁業部法令規定之事由，例如預防漁業活動相關意外事故等。 

(2) 若有必要，對於取得總統令指定遠洋漁業新許可之漁船，或替代許可漁船，得設

定漁撈區域、船齡等限制。 

第 8 條（不適格事由）(1) 以下人員無資格取得第 6 (1)條之遠洋漁業許可。由以下人員

擔任主管之法人亦同：＜由 2009 年 4 月 22 日第 9627 號法；2014 年 3 月 18 日第 12486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受監護之無行為能力成人； 

2. 因違反本法、漁業法、漁業資源管理法（Fishery Resources Management Act）或漁船

法（Fishing Vessels Act）遭判徒刑以上確定，自執行完畢（包括徒刑視為執行完成

者）或免執行起算尚未屆滿兩年； 

3. 因違反本法、漁業法、漁業資源管理法或漁船法遭判暫緩執行之徒刑以上確定； 

4. 自許可依第 11 (1)條註銷起算尚未屆滿兩年（除許可係因第 8 (1) 1 條所列情況而註

銷者外）。 

第 9 條（遠洋漁業許可之有效期限）第 6 條之遠洋漁業許可，有效期限應為五年；但若

有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指定情況，例如租用漁船，得縮短有效期限。＜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 10 條（遠洋漁業歇業報告）(1) 依第 6 (1)條取得遠洋漁業許可者，或依第 6 (7)條提

出遠洋漁業報告者，若結束或無法繼續經營業務，應向海洋及漁業部長提出歇業報告；

但依第 11 條收回遠洋漁業許可，或因船舶疑似從事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而

遭調查者，於收回處分期間屆滿或調查完成前，不得提出歇業報告。＜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

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2) 第(1)項歇業報告之方法、程序、期限及其他必要事項，應由海洋及漁業部法令定

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修訂＞ 

第 11 條（遠洋漁業許可註銷等處分）(1) 若有以下情況，海洋及漁業部長得註銷遠洋漁

業許可，或命令收回遠洋漁業許可不超過六個月之特定期間；但若有第 1 款之違規行

為，應註銷遠洋漁業許可：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遠洋漁業發展法」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許可； 

2. 違反第 6 條之許可條款或條件； 

3. 依第 8 條不具資格； 

4. 遠洋漁業經營者違反第 12 條； 

5. 違反第 13 條之規則。 

(2) 若遠洋漁業從業人違反本法，或依本法發布之命令，海洋及漁業部長得要求相關

行政機關首長註銷或收回其幹部船員執照，或向幹部船員發出警告。＜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3) 收到第(2)項之要求後，相關行政機關首長應遵照辦理。 

(4) 第(1)項所定措施之標準、程序及其他必要事項，應由海洋及漁業部法令定之。＜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 12 條（停業報告）(1) 若依第 6 條取得遠洋漁業許可者，有意停業至少一年以上，應

決定停業期間，並事先向海洋及漁業部長提出報告，停業期間不得持續超過兩年。＜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若依第(1)項提出報告者，於提報之停業期間屆滿前，有意繼續從事遠洋漁業，應

預先向海洋及漁業部長提出報告。＜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 12-2 條（國民管控及管理）(1) 大韓民國國民不得於海外水域從事非法、未報告或不

受規範漁業，應遵守第 13 (2)條之遠洋漁業經營者等規則。 

(2) 若大韓民國國民疑似從事或協助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海洋及漁業部長

應於不妨礙相關國家履行義務之範圍內，採取預防該等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

再度發生所需之適當措施。 

(3) 海洋及漁業部長應與國際漁業組織或沿海國合作，盡力預防任何人從事或協助非

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 

［本條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第 13 條（遠洋漁業經營者應遵守之規則）(1) 遠洋漁業經營者及遠洋漁業從業人（下稱

「遠洋漁業經營者等」）應於作業許可範圍內，審慎進行漁撈作業，並遵守國際漁業組

織通過之資源養護管理決議，以及公海漁業相關國際標準。＜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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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 號法修訂＞ 

(2) 遠洋漁業經營者等不得於海外水域從事以下重大違規：＜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進行漁撈作業時，無船旗國或相關沿海國核發之有效執照、授權、許可或登記證； 

2. 未依國際漁業組織要求留存捕獲量及相關細目紀錄（包括漁船監控系統傳輸之數

據），或就容許捕獲量提出不實報告； 

3. 於國際漁業組織或沿海國設置之海洋保護區進行漁業作業，於禁漁期進行漁業作

業，或進行漁業作業時，無捕撈配額或超過捕撈配額； 

4. 直接進行經暫時或永久禁止之漁業，無論何等資源； 

5. 使用禁止或未經授權漁具進行漁撈作業； 

6. 偽造或隱藏漁船身分標示/識別符號及登記事項； 

7. 隱藏、損壞或移除登船檢查相關證據； 

8. 於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管轄區域內，違反該 RFMO 之養護管理措施； 

9. 與國際漁業組織列為從事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活動之船舶，進行轉載或共

同漁撈作業，或協助此類船舶； 

10. 干擾觀察員執行職務，例如移動、登船、離船及檢查； 

11. 干擾港口國或船上檢查員登船、離船、進行船舶檢查及聯絡，或於港口國檢查後

違反任何措施； 

12. 未裝置漁船監控系統，或故意不開啟已裝置之漁船監控系統。 

(3) 海洋及漁業部長應採取必要措施，改善韓籍船舶上之非韓籍船員工作條件，避免

侵害其人權，並確保遠洋漁業經營者等遵守該等措施。＜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4) 除第(1)至(3)項之規則外，遠洋漁業經營者等應遵守之規則，得由施行國際協定、

漁業資源永續使用等相關海洋及漁業部法令定之。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5) 若認定為國際漁業組織之養護管理措施所需，海洋及漁業部長得要求遠洋漁業經

營者等配合登船檢查，並依國際漁業組織規定之程序採取必要措施。＜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

法修訂＞ 

(6) 若遠洋漁業經營者等違反第(1)至(4)項之規則，海洋及漁業部長得暫停對從事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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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之公司提供第 25 條所列協助，或第 26 條所列補助或貸款，亦得剝奪經營者取得

該等協助、補助或貸款之資格。＜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7) 遠洋漁業經營者等若於國外取得沿海國之執照、許可或授權，或違反第(1)至(4)項

之規則，應向海洋及漁業部長報告相關事實、理由等。＜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8) 針對遠洋漁業經營者等是否違反第(1)至(4)項規則之調查，以及針對違規行為之處

分，應儘速辦理。＜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9) 若發現遠洋漁業經營者等違反或疑似違反第(2)項規則，海洋及漁業部長應立即對

其採取以下措施：＜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1. 立即停止漁業作業； 

2. 進入指定港口； 

3. 禁止卸下或轉載漁獲。 

(10) 依第(5)項採取措施、第(7)項所定報告程序之必要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由海

洋及漁業部法令定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13-2 條（要求提交資料）若為調查遠洋漁業經營者等是否違反第 13 條規則所需，海

洋及漁業部長得要求遠洋漁業經營者等提供相關資料及資訊，除具特殊理由者外，遠

洋漁業經營者等應遵照辦理。 

［本條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第 14 條（港口國管制檢查）(1) 若裝載海外漁獲之船舶有意進入國內港口，應於預計進

港前 48 小時，依海洋及漁業部法令規定，向海洋及漁業部長提交進港報告，以及載

明漁獲名稱及數量之相關文件，例如漁獲證明書。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2) 若有充分證據顯示，依第(1)項提交報告之船舶，從事或協助非法、未報告或不受

規範漁業，海洋及漁業部長得禁止該船舶進港。＜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

新增＞ 

(3) 若有以下任何情況，海洋及漁業部長得指示依海洋及漁業部法令主管港口國檢查

之公務人員，登上依第(1)項提出進港報告之船舶，針對疑似涉及非法、未報告或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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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漁撈活動之漁獲、日誌、文件或其他事項進行檢查，並盤問相關人員：＜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1. 船舶裝載國際漁業組織管理之魚種； 

2. 船舶經國際漁業組織或外國政府列為涉及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活動船舶； 

3. 海洋及漁業部長收到國際漁業組織或外國政府通知，表示船舶疑似涉及非法、未報

告或不受規範漁撈活動，並請求檢查該船； 

4. 船舶之船籍國經外國政府指定為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國家； 

5. 船舶裝載之魚種，受與外國政府簽定之預防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協定所規

範； 

6. 海洋及漁業部長有證據懷疑船舶涉及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活動，或認定有

必要進行特別檢查。 

(4) 若依第(3)項進行港口國管制檢查後，發現船舶涉及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

活動，海洋及漁業部長得禁止其進入、離開及使用港口，或設定卸下、轉載、包裝、

處理漁獲；供應燃料及用品；利用保養和維修等港口服務等限制。＜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

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5) 依第(3)項進行登船檢查之公務人員，應攜帶並向相關人員出示記載其權限之身分

證明。＜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6) 第(2)及(4)項所定禁止進港及離港、第(3)項所定檢查及盤問之必要事項，應由海洋

及漁業部法令定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15 條（裝置漁船監控系統）(1) 依第 6 (1)條取得許可之漁船離港前，遠洋漁業經營者

應於船上裝置漁船監控系統。＜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修訂＞ 

(2) 依海運法（Marine Transportation Act）第 24 (2)條登記為漁產品運輸業之海外貨運

經營者，應裝置漁船監控系統。＜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3) 第(1)及(2)項之船舶監控系統要件及其他事項，應由海洋及漁業部法令定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

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15-2 條（高風險船舶之特別管理）為根除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海洋及漁業

部長應將以下船舶列為高風險船舶，以進行特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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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之遠洋漁業許可依第 11 條註銷，或最近三年內遭許可收回處分達兩次； 

2. 船舶於行政處分或因疑似涉及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而受調查期間，售予第

三人或船籍變更為第三國； 

3. 船舶所屬之大韓民國國民違反第 12-2 (1)條規定。 

(2) 海洋及漁業部長應就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之高風險船舶，制定與施行特

別管理計畫。 

［本條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第 16 條（漁撈作業結果報告）(1) 依第 6 (1)條取得遠洋漁業許可者，或依第 17 (1)條取

得探勘漁撈核准者，應向海洋及漁業部長提出相關漁業經營現況、捕獲量、卸魚量、

轉載量或銷售量報告。＜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2) 依第 6 (1)條取得遠洋漁業許可者，或依第 17 (1)條取得探勘漁撈核准者，若有意轉

載漁獲，應預先取得海洋及漁業部長許可。＜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3) 適用第(1)項報告之漁業，以及相關報告程序及方法之其他必要事項，應由海洋及

漁業部法令定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

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4) 第(2)項所定轉載許可之詳細必要事項，應由海洋及漁業部長決定並公布。＜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第 16-2 條（遠洋漁業經營績效檢討）(1) 海洋及漁業部長應依海洋及漁業部法令，進行

遠洋漁產業經營績效檢討，尤其是包括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活動等事項（下

稱「績效檢討」），並公布檢討結果。 

(2) 依第(1)項進行績效檢討之方法及時程、結果公布方式及其他相關程序，應由海洋

及漁業部法令定之。 

［本條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新增］ 

第 17 條（探勘、研究及訓練漁撈）(1) 為於國際水域開發新漁具、漁法或漁場，有意進

行探勘漁撈者（下稱「探勘漁撈」），應依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擬訂探勘漁撈計畫，並取

得海洋及漁業部長核准。＜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若海洋及漁業部長根據國際漁業組織及沿海國規定，認定需開發新漁具、漁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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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場，得要求取得探勘漁撈核准者，與測試及研究機構共同進行探勘漁撈。＜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3) 縱有第 6 條第(1)及(2)項規定，有意於海洋及漁業部長指定之研究機構、漁業技術

訓練及推廣機構、訓練機構或教育機構進行研究或訓練漁撈者，得進行該等研究或訓

練漁撈。＜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4) 第(2)及(3)項所定探勘、研究或訓練漁撈之必要事項，應由海洋及漁業部法令定之。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 17-2 條（司法警察權）主管漁業監測、偵查及管制之公務人員，以及主管港口國檢查

之公務人員，應就違反本法或本法所含措施之行為，依執行司法警察職務人員及職務

範圍法（Act on the Persons Performing the Duties of Judicial Police Officers and the Scope 

of their Duties）規定，執行司法警察職務。 

［本條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第 2 節 國際合作及研究發展 

第 18 條（推動與協助國際漁業合作專案）(1) 海洋及漁業部長應擬訂相關政策，設立國

際漁業合作制度，為遠洋漁產業確保國際水域之海洋資源，並推動國際漁業合作。＜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海洋及漁業部長得依總統令規定，於預算範圍內，全部或部分補助執行以下國際

漁業合作專案所生費用：＜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修訂＞ 

1. 與國際漁業組織、外國政府或外國漁業相關機構或組織進行遠洋漁產業相關協商及

簽定協議； 

2. 遠洋漁產業相關國際資訊、技術及人力資源交流； 

3. 遠洋漁產業相關國際技術標準化、共同調查與研究及技術合作； 

4. 舉辦遠洋漁產業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國際展覽； 

5. 海外漁產品之市場研究及分析，以及系統化發布所蒐集之遠洋漁產業相關資訊； 

6. 外國船員及幹部船員培育； 

7. 遠洋漁產業國際合作之其他必要事項。 

(3) 為促進國際漁業合作，海洋及漁業部長得提供國際漁業相關機構及組織活動所需

之行政及財務協助。＜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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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修訂＞ 

第 19 條（設置遠洋漁產業綜合資訊系統）(1) 為推動遠洋漁產業再生，海洋及漁業部長

得設置與運作遠洋漁產業綜合資訊系統。＜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刪除。＜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 

第 20 條（推廣遠洋漁產業相關新科技及技術）(1) 為協助提升遠洋漁產業相關新技術，

海洋及漁業部長應擬訂相關措施，以系統化且全面之方式，管理與發布相關技術資訊。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海洋及漁業部長得建議遠洋漁產業經營者引進與使用新科技及技術，並得對其提供

所需行政及財務協助。＜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 21 條（協助國際水域海洋資源調查及研究）海洋及漁業部長應執行以下專案，例如

國際水域海洋資源調查、推動遠洋漁業研究、提升遠洋漁業科學及科技等：＜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國際合作調查與評估漁業資源； 

2. 於國際水域開發新漁場及養殖場； 

3. 執行觀察員計畫； 

4. 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 

第 22 條（實施榮譽海洋漁業官計畫）(1) 為有效推動遠洋漁產業，海洋及漁業部長得指

派於主要沿海國從事遠洋漁產業者擔任榮譽海洋漁業官。＜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於預算範圍內，得向依第(1)項任命之榮譽海洋漁業官支付津貼。 

(3) 榮譽海洋漁業官資格、任務及津貼之必要事項及其他事項，應由海洋及漁業部法

令定之。＜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4) 刪除。＜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 
 

第 3 節 推動遠洋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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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提報遠洋漁業相關營業計畫）(1) 有意從事遠洋漁業相關行業者，應依總統令

規定，向海洋及漁業部長提報營業計畫。有意修改已提交之報告中總統令所指定重大

事項者，亦同。＜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

修訂＞ 

(2) 收到第(1)項之報告後，海洋及漁業部長得依總統令進行必要調查，若認定為公共

利益所需，並得建議提報營業計畫者調整或增補。＜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

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3) 第(2)項之調查事項、詳細調查程序、營業計畫調整與建議相關事項及其他必要事

項，應由總統令定之。 

第 24 條（共同提報等事項）(1) 兩名以上有意共同依第 23 條提出同一遠洋漁業相關行

業報告者（下稱「共同提報者」），應指定一代表向海洋及漁業部長提交一份報告。＜

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共同提報者應指定由其單獨或共同依大韓民國法成立之法人為代表，從事遠洋漁

業相關行業。 

(3) 第(2)項之指定代表，應就政府相關事項代表共同提報者。 

(4) 若兩人以上競相經營相同的遠洋漁業相關行業，海洋及漁業部長得就避免重複投

資等必要事項，對競爭者提出建議。＜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 25 條（協助遠洋漁業相關公司）(1) 若經依中小企業結構法（Framework Act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第 2 條歸類為中小企業之遠洋漁業經營者，設立另一公司經

營遠洋漁業相關行業（下稱「相關公司」），海洋及漁業部長得依總統令規定，協助該

等經營者成立與經營公司。＜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

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政府得允許遠洋漁業經營者設立之相關公司優先使用以下設施： 

1. 港口法（Harbor Act）所定港口腹地複合設施中之物流設施； 

2. 總統令指定之其他設施。 

(3) 若遠洋漁業經營者設立之相關公司，符合總統令指定之船齡等要件，海洋及漁業

部長得優先授予該等公司第 6 條之遠洋漁業許可。＜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

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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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補助及貸款）(1) 若有協助相關公司發展之必要，政府得依總統令補助以下費

用： 

1. 為執行專案之調查所生費用； 

2. 符合國際標準及安全管理所生費用； 

3. 為執行專案之國際合作及與外國技術交流的必要所生費用； 

4. 總統令規定之執行專案所生其他費用。 

(2) 若遠洋漁業經營者等經營以下業務，政府得補助或貸放全部或部分所需資金，或

協助取得場址：＜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

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購入專案所需漁船（含運搬船）或漁具，或設置與運作設施； 

2. 租用或購入專案所需土地之資金； 

3. 專案資訊化、標準化及合作； 

4. 高科技發展與應用； 

5. 推廣專案漁產品，以協助該等產品銷售與進入海外市場； 

6. 國際漁場資源調查及海外養殖場開發專案； 

7. 海洋及漁業部法令指定之其他有效管理遠洋漁產業所需業務活動。 

(3) 若認定為改善遠洋漁業業務管理結構所需，政府得拆解或減少漁船，或補助因此

所生費用。＜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4) 第(1)及(2)項所定補助、貸放資金與第(3)項所定拆解、減船之標準、條款及條件相

關事項，應由總統令定之。＜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第 26-2 條（遷葬於國外死亡遠洋漁業船員等事項）(1) 政府得於預算範圍內提供所需協

助，以維護受僱遠洋漁業船舶期間於國外死亡且埋葬於外國之船員墓地，或將死亡船

員遺體或遺骨遷葬於大韓民國。 

(2) 第(1)項所定協助之資格及範圍必要事項，應由總統令定之。 

［本條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新增］ 

第 27 條（特別免稅）政府得依特別稅務限制法（Restriction of Special Taxation Act）及

其他相關法規，免除全部或部分所得稅、企業稅等稅捐，以促進遠洋漁產業。 

第 28 條（設置韓國海外漁業協會） (1) 為推動海洋漁產業之健全發展，並追求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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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遠洋漁產業經營者得依總統令規定，於取得海洋及漁業部長授權後，成立韓國海

外漁業協會（下稱「協會」）。＜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

第 11690 號法修訂＞ 

(2) 協會依第(1)項之設立授權辦理設立登記後，應屬正式成立。 

(3) 協會應為法人。 

(4) 除本法明定者外，協會應準用民法（Civil Act）之社團相關規定。 

(5) 海洋及漁業部長得向協會提供發展遠洋漁產業所需協助。＜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

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6) 協會義務及章程應記載事項，應由總統令定之。 
 

第 IV 章 附則 

第 29 條 刪除。＜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 

第 30 條（委任或委託）(1) 海洋及漁業部長得依總統令規定，將本法所定權限部分委任

予所屬機關首長。＜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

法修訂＞ 

(2) 海洋及漁業部長得依總統令規定，將本法所定權限部分委託予第 18 (3)項之協會

或國際漁業相關機構或組織。於此類情況，海洋及漁業部長得補助全部或部分委託業

務所生費用。＜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修訂＞ 

第 31 條 刪除。＜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 

第 32 條（聽證會）若海洋及漁業部長有意依第 11 條註銷或收回漁業許可，應舉辦聽證

會。＜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 V 章 罰則 

第 33 條（罰則）(1) 有以下各款所列情況者，應處五年以下監禁勞役，或科下列罰款：

(i)不超過海產品價值之五倍，根據三年平均批發價計算；或(ii)不超過十億韓圜，以較

高者為準；但若於五年內違規達兩次以上，應處五年以下監禁勞役，或科下列罰款：

(i)不超過海產品價值之八倍，根據三年平均批發價計算；或(ii)不超過十六億韓圜，以

較高者為準：＜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遠洋漁業發展法」 

1. 未依第 6 (1)條取得修改許可即從事遠洋漁業，或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式取得遠

洋漁業許可； 

2. 違反第 12-2 (1)條規則（不含已於相關國家因違反同等規定而受罰者）； 

3. 從事第 13 (2)條之重大違規； 

4. 未依第 16 (2)條提出捕獲量、卸魚量或轉載量報告，或提出不實報告； 

5. 未依第 16 (2)條取得轉載許可，或以詐欺方式取得許可。 

(2) 有以下情況者，應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兩千萬韓圜以下罰款：＜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未依第 14 (1)條提出進港報告； 

2. 未依第 6 (7)條提出初始或修改報告即從事遠洋漁業，或未依第 23 (1)條提出初始或

修改報告即經營遠洋漁業相關行業； 

3.依第 6 (7)條或第 23 (1)條提出初始或修改報告後，經營報告目的以外之業務； 

4. 依第 6 (7)條或第 23 (1)條提出之初始或修改報告不實。 

(3) 有以下情況者，應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一千萬韓圜以下罰款：＜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訂＞ 

1. 未依第 13 (7)條提出報告； 

2. 未依第 13-2 條之要求提供資料及資訊，且無正當理由。 

(4) 針對第(1)至(3)項所列情況，得併科監禁勞役及罰款。 

(5) 針對第(1)至(3)項所列情況，罰款應與相關違規嚴重程度相當，以有效剝奪相關人

等因違規而獲取之經濟利益，並遏止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業，若同時發現兩項

以上違規，應累計各項違規之相關金額；但處罰程度不得侵害遠洋漁業從業人之合法

權利。＜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新增＞ 

第 34 條（共同受罰）若法人之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員工，或個人，因法人或

個人業務而有第 33 條所列違規行為，不僅違規者應受罰，對於該個人或法人，亦應

科處相關條款規定之罰款；但法人或個人已善盡注意及監督義務，防止違規行為發生，

且無過失者，不適用之。 

［本條由 2010 年 3 月 17 日第 10122 號法全文修訂］ 

第 35 條（沒收(入)）(1) 若有第 33 條所列情況，得沒收(入)犯罪行為人所有或持有之漁

獲、產品、漁船、漁具、爆裂物或有毒物質。＜由 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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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依第(1)項沒收(入)犯罪行為人之全部或部分所有或持有物不可行，得按價值對

犯罪行為人加科罰款。 

第 36 條（行政罰鍰）(1) 有以下情況者，應科五百萬韓圜以下行政罰鍰：＜由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修訂＞ 

1. 未依第 6 (1)條提出報告； 

2. 未依第 10 條提出報告； 

3. 未依第 12 (1)或(2)條提出報告即停業或從事遠洋漁業；  

第 4 及 5 款刪除。＜2015 年 1 月 6 日第 13001 號法＞ 

(2) 第(1)項規定之行政罰鍰，應由海洋及漁業部長依總統令規定科處與收取。＜由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法；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法修訂＞ 

第(3)至(5)項刪除。＜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法＞ 
 

附錄 ＜2008 年 2 月 29 日第 8852 號＞ 

第 1 條（施行日） 

本法應於公布日生效。（條文刪除。） 

第 2 至 7 條刪除。 
 

附錄 ＜2009 年 4 月 22 日第 9627 號＞ 

第 1 條（施行日） 

本法應於公布日後一年生效。 

第 2 至 10 條刪除。 
 

附錄 ＜2010 年 3 月 17 日第 10122 號＞ 

本法應於公布日生效。 
 

附錄 ＜2013 年 3 月 23 日第 11690 號＞ 

第 1 條（施行日） 

(1) 本法應於公布日生效。 

(2) 刪除。 

第 2 至 7 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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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1982 號＞ 

第 1 條（施行日） 

本法應於公布日後六個月生效。 

第 2 條（遠洋漁業歇業等報告之適用） 

第 10 (1)條之修訂條款，應自本法生效後，永久停止第 6 (2)條所定遠洋漁業或無法繼

續營業之首人開始適用。 

第 3 條（遠洋漁業經營者協助限制之適用） 

第 13 (6)條之修訂條款，應自本法生效後，違反第 13 (1)至(4)條規則之首名遠洋漁業

經營者開始適用。 

第 4 條（漁船裝置船舶監控系統相關過渡措施） 

於本法生效前具備第 6 (1)條之遠洋漁業許可，但未裝置船舶監控系統之漁船，應於本

法生效後六個月內，依第 15 (1)條裝置船舶監控系統。 

第 5 條（懲罰性附加費相關過渡措施） 

縱有第 29 條之修訂條款，本法生效前之違規行為，應適用原懲罰性附加費徵收規定。 

第 6 條（罰則相關過渡措施） 

縱有第 33 條之修訂條款，本法生效前之違規行為，應適用原罰則。 

第 7 條（行政罰鍰相關過渡措施） 

縱有第 36 條之修訂條款，本法生效前之違規行為，應適用原行政罰鍰科處規定。 
 

附錄 ＜2013 年 3 月 18 日第 12486 號＞ 

第 1 條（施行日） 

本法應於公布日生效。 

第 2 條（無行為能力人等相關過渡措施） 

第 8 (1) 1 條修訂條款之「受監護之成人」，包括無行為能力或準無行為能力宣告依第

10429 號法民法部分修訂條文附表第 2 條維持有效者。 
 

附錄 ＜2015 年 1 月 06 日第 13001 號＞ 

第 1 條（施行日） 

本法應於公布日後六個月生效。 

第 2 條（處罰相關過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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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生效前之違規行為，應適用本法之原處罰條款。 

第 3 條（行政罰鍰相關過渡措施） 

本法生效前之違規行為，應適用本法之原行政罰鍰科處條款。 

附錄 ＜2017 年 3 月 21 日第 14741 號＞ 

第 1 條（施行日） 

本法應於公布日後一個月生效：但第 5 條之修訂條款應於公布日後六個月生效。 

第 2 條（收回遠洋漁業許可之適用） 

第 6-2 (2)及(3)條之修訂條款，應自本法生效後，首件遠洋漁業許可收回申請開始適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