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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年五月十日  

討論文件  

 

 

立法會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最新進展  

（包括實行禁止拖網捕魚措施）  

 

 

目的  

 

 過去數年，政府一直推行一系列措施，以推動本港漁

業的可持續發展。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有關措施，包括 就

非法捕魚活動的執法、保護本地漁業資源的措施，以及支援

漁業界轉型至可持續作業的措施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  政府於二零零六年十二月成立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會），研究本地漁業的長遠發展目標，以及漁業可持續

發展的方向及可行方案。委員會在二零一零年四月提交的報

告中，建議了一系列漁業管理措施，包括禁止在本港水域進

行拖網捕魚（禁拖措施），藉此讓本港的海牀及枯竭的海洋資

源得以復原。報告亦建議政府 透過提供技術及財政支援，協

助漁業界發展或轉型至現代化並可持續的作業模式。  

 

3 .  政 府已 採 納 委 員會 提出 的建議 ，有 關的 主要建 議列 載

於附件一，並 成為 政 府 推動本港漁業可持續發展政策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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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漁業管理措施  

 

4 .  經修訂《漁業保護條例》（第 1 7 1 章）（《條例》）後，

禁拖措施已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正式實施。為配合

禁拖措施，並協助本地漁業 進一步邁向可持續發展，經修訂

的《條例》也為推行一系列漁業管理措施提供法律基礎。這

些措施包括設立本地漁船登記制度，以控制捕撈力量 ，以及

禁止非本地漁船在香港水域捕魚。 登記現有本地漁船的登記

申請日期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開始，並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完

結。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有 4  3 0 0 艘已登記本

地漁船。  

 

5 .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亦致力打擊非法捕魚活動 1

（ 包 括 拖 網 捕 魚 ）。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一 月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期

間，漁護署於本港水域執行了超過 2 0  0 0 0 次巡邏及 2 4  0 0 0

次檢查，詳細數字表列於附件二。漁護署會於日間或夜間在

全港水域範圍進行巡邏 ，亦會根據收集所得的情報進行不定

時的特別行動。  

 

6 .  為 打 擊 非 法 捕 魚 活 動 ， 漁 護 署 和 水 警 會 互 相 分 享 情

報，以及就調查及行動制訂策略，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自《條例》於二零一二年六月的修訂以來，兩個部門合共採

取了約 11 0 次聯合行動。為打擊跨境非法捕魚活動，漁護署

亦與廣東省漁政總隊及其屬下分部 透過定期交換資訊及進行

合作行動，維持緊密聯繫。  

 

7 .  在漁護署及相關機關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已就 2 7 宗拖

網捕魚個案，以及 5 0 宗其他非法捕魚活動個案成功提出檢

控。有關在二零一三至二零一五年的檢控數字及判刑的詳細

資料，載於附件三。   

                                                      
1
 非法捕魚活動包括根據《條例》所訂明， (一 )借助未經登記的船隻 (不論是本地或非

本地船隻 )進行捕魚活動，以及 (二 )使用《漁業保護規例》(第 171A 章 )所禁止的方法

而進行的捕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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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本地漁業資源  

 

恢復本地漁業資源  

 

8 .  為監察本港漁業資源的恢復 ／復原 情況，漁護署 一 直

有進行漁業調查，以收集有關本港水域漁業資源轉變狀況的

科學數據。自二零一零年起，漁護署定期進行捕捉底棲物種

及中層水域物種的調查，在香港不同水域收集所需數據。 漁

護署已委託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研究所） 2

就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  

 

9 .  研究所 現正就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四年期間取得 的數 據

進行分析。初步分析結果顯示，自本港實施禁拖措施後 ，底

棲物種的總捕獲量平均增加了超過 5 0 %。而商業品種，例如

牛鰍、沙甸魚及蟹，在 本港水域的數量亦普遍有所增加。在

禁拖措施實施前拖網捕魚活動相對較為頻繁的東 南面及西面

水域，捕獲量更增加了一倍。舉例來說，在禁拖措施實施後，

香港東南面水域錄得更多 ，而在西面水域

則錄得更多撻沙、䱛魚及䱽魚。  

 

1 0 .  我們需要更長時間監察有關情況 ， 以得出更確切的結

論。漁護署會繼續進行有關調查，收集更多數據，以便對禁

拖措施在恢復海洋環境方面的成效，作出更全面的分析。  

 

本地漁業資源放養  

 

11 .  漁護署正在合適的水域 進行魚苗投放計劃的準備工作

（包括尋找適合本地放養的品種，進行魚類健康管理和監察

調查），以提升本地的漁業資源。在二零一四年，漁護署在香

港東面水域的人工魚礁進行了小規模的放養試驗，放養了約

2  0 0 0 條紅斑幼魚。漁護署正檢視放養試驗的成效，作為將來

推行較大規模魚苗投放計劃的參考。  

 

                                                      
2
  研究所曾在二零零六年就本港水域的漁業資源進行過一項類似的科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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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指定漁業保護區  

 

1 2 .  為 保護香港水域內重要的魚類產卵和育苗場 ， 政府 將

會指定漁業保護區並正就此進行準備工作。我們亦會制訂漁

業管理措施，以控制漁業保護區內的捕魚活動。這些 措施包

括（一）限制捕魚方法或漁具；（二）限制捕捉魚類的大小；

（三）指定「禁捕」區；以及（四）實施「休漁期」。為準備

以上的工作，漁護署現正進行調查，在各 有潛力成為漁業保

護區的選址收集有關漁業資源及捕魚作業的最新資料，並會

就各項建議諮詢持份者。在指定漁業保護區 及制訂漁業保護

區內的漁業管理措施時，漁護署會考慮諮詢期 間收集所得的

意見。  

 

協助漁民適應環境的轉變及轉型至可持續的作業  

 

管理為受禁拖措施影響的漁民提供一次過援助方案的工作  

 

1 3 .  為協助受禁拖措施影響的漁民，政府 推 出了一次過援

助方案（援助方案），包括向受影響的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

津貼、自願回購近岸拖網漁船，以及向受影響 的本地漁工及

近岸收魚艇船東提供一次過援助。 政府於二零一一年成立了

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處理與申請援助方案有關的事

宜。  

 

1 4 .  工作小組已完成審批受禁拖措施 影響的拖網漁船船東

提出的所有特惠津貼申請，並已安排向所有合資格 申請人發

放特惠津貼。至於援助方案下的其他計劃 3，工作小組亦已處

理大部分收到的申請以及向合資格申請人發放款項。同時，

政府現正積極處理拖網漁船船東對工作小組就其特惠津貼申

請所作決定提出的 8 5 8 宗上訴。   

                                                      
3
  包括自願回購近岸拖網漁船，以及向受影響的本地漁工及近岸收魚艇船東提供一次

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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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 ，在援助方案下 所發 放

的款項的總額約為 9 . 5 2 億元，詳細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四。

約 3 . 5 5 億元已被預留以應付可能成功的上訴。我們會繼續加

快處理這些上訴個案。  

 

為受海事工程項目影響的漁民提供援助  

 

1 6 .  在規劃發展及 開展 工務 工程項 目前 ，政 府會充 份諮 詢

持份者，並務求盡量減低對不同持份者及相關水域的漁業資

源的影響。政府一直有機制向符合資格的受影響漁民發放屬

恩恤性質的特惠津貼，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為協助漁民更能

應 付 及 適 應 因 失 去 其 慣 常 作 業 捕 魚 區 而 導 致 的 作 業 環 境 轉

變，政府於二零一二年檢討相關機制，並於同年四月獲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同意把計算特惠津貼的基準大幅調高 4。過去五

年，政府向受海事工程影響的合資格漁民發放了約 5 , 9 0 0 萬

元的特惠津貼款項。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1 7 .  政 府設 立了五 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以協助漁民

採 用 可 持 續 而 高 增 值 的 運 作 模 式 ， 並 資 助 相 關 的 研 究 及 計

劃，以提高整個行業的競爭力。  

 

1 8 .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自二零一四年七月起 接受申請。截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漁護署收到共 2 3 宗申請，其中

六宗（四宗與水產養殖相關，兩宗為漁業生態旅遊 的項目）

已在漁業持續發展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會） 的建議下獲批

准予以資助，涉及資助額共約 2 , 8 3 0 萬元。獲批准予以資助

的計劃詳情載錄於附件五。在獲批資助的項目中，有三項已

經展開，其餘項目亦會即將展開。漁護署正聯同委員會繼續

處理其餘的申請。  

 

                                                      
4 按照新基準，如因海事工程導致永久喪失捕魚區，計算基準由受影響水域七年漁獲

的估計價值，增至 11 年；如因海事工程導致暫時喪失捕魚區，計算基準由受影響水

域三年漁獲的估計價值，增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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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漁護署會繼續 鼓勵 漁業 界或其他有興趣人士 善 用漁 業

持續發展基金，以提高行業的競爭力及推廣漁業的可持續發

展。  

 

漁業發展貸款基金  

 

2 0 .  為應付漁業界對信貸增加的需求，漁業發展貸款基金

的核准承擔額在二零一五年二月由 2 .9 億元增至 11 億元。不

少受禁拖措施影響的拖網漁船船東提出申請，以 建造新漁船

到香港以外較遠水域繼續進行捕魚作業。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在 1 6 2 宗收到的申請中，有 9 4 宗申請已獲批准，

涉及貸款額共約 7 .4 億元。  

 

 

為漁業提供支援  

 

新海魚養殖業牌照  

 

2 1 .  在二零一三年就委員會的建議進行檢討後，政府撤銷

了不再指定新魚類養殖區及停止簽發新海魚養殖業牌照的措

施。作為協助漁民轉型至可持續的作業模式的措施之一，我

們已推出一項先導計劃，在三個有剩餘承載力的魚類養殖區

批出十個新牌照。我們會監察新領牌魚場的運作情況及三個

養殖區的環境狀況。在先導計劃完成後，我們會評估新領牌

魚場對環境的影響，以及考慮會否在有剩餘承載力的魚類養

殖區簽發更多新牌照。  

 

2 2 .  我們現正着手擴 大 一個現有的 魚類養殖區，以期透過

減低養殖區內的整體魚排密度，改善養殖環境。漁護署亦已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 物 色 有 潛 力 指 定 為 新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地

點，以助海魚養殖業界長遠發展。 有關研究預計會在二零一

六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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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  

 

2 3 .  漁護署一直有提供特設的免費培訓課程，以協助漁民

轉型從事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或相關作業。 這些培訓課程包括

講座及實習環節，協助漁民學習最新的漁業知識，讓他們轉

型至其他可持續的作業方式，例如水產養殖業和休閒漁業。

自二零一零年起，漁護署為超過 1  7 0 0 名漁民舉辦了 9 0 多項

有關的培訓課程。為鼓勵本地漁民善用在中國南海休漁期的

時間，漁護署亦有於休漁期為漁民提供免費的培訓課程，以

協助漁民提升有關可持續漁業發展的技能和知識。  

 

2 4 .  為 協助漁民獲取與經營漁業相關的 生態旅遊業 務的 實

際經驗及知識，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已批出兩個在 新界東北及

長洲水域發展漁業相關的生態旅遊的資助項目。參與項目的

漁民會接受有關導賞團、業務經營及在提供與漁業相關的生

態旅遊服務方面的培訓。  

 

紅潮監察及管理  

 

2 5 .  為 減輕紅潮對海魚養殖業的影響，漁護署實施了 浮 游

藻類監察計劃。計劃旨在及早發現紅潮的形成及發出適時的

預警。在計劃下，漁護署一直每週到香港不同水域採集樣本，

分析水中的浮游藻類，每年檢測的海水樣本超過 3  0 0 0 個。  

 

2 6 .  在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底至二零一六 年二月中，紅潮在

吐露港引致大量養殖魚類死亡。 漁護署為相關的魚類養殖區

的養魚戶提供協助，並協調各相關部門 以執行應變措施，包

括協助養魚戶把魚排暫時移離受 紅潮影響的魚類養殖區、協

助養魚戶清理魚屍、向受影響養魚戶提供經濟援助 5等。   

                                                      
5
  政府向合資格養魚戶發放了「緊急救援基金」下的經濟援助，每戶的最高金額為

14,040 元。為協助需要資金復業的養魚戶，漁護署已獲得嘉道理農業輔助貸款基金

委員會的支持，放寬貸款基金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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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政 府 會 檢 視 在 日 後 如 何 進 一 步 有 效 地 處 理 同 類 型 事

件，包括改善預警機制及探討不同支援措施的可行性。  

 

推廣可持續的養殖作業方法  

 

2 8 .  為了加強海魚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 漁護署進行了有

關魚類養殖方法及新養殖品種的適應性研究，並把有關的技

術和技巧轉授養魚戶。 漁護署亦推出多項技術服務，例如有

關魚類健康管理及良好水產養殖方法的計劃等，以協助養魚

戶提升魚場管理和應付本港常見的魚類疾病。  

 

2 9 .  除此之外，漁護署積極 推廣優質養魚場計劃，以協助

本地養魚戶提升養魚場的生產水平及所養魚類的 質素。參加

計劃的養魚戶必須採用一套 良好的水產養殖業作業方法。所

養的魚類亦須通過品質保證測試，包括對魚類體內殘餘藥物

及重金屬進行的分析，以確保 所養的魚類在市場出售前已符

合食物安全標準。在二零一五年，共有 11 9 個養魚場參加了

這個計劃，而在計劃下出售的各種優質魚類則超過 1 4  0 0 0 公

斤。  

 

推廣本地漁產品  

 

3 0 .  為改善本地漁產品的營商環境， 漁護署 及魚類統營處

（魚統處） 6與業界緊密合作，發展和推廣本地優質漁產品 的

品牌，包括透過參與和舉辦各類宣傳活動 （例如每年一度的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拓展銷售網絡。此外，自二零一

五年六月起，魚統處與各個本地漁業協會合作，在魚統處轄

下的西貢魚類批發市場試辦假日漁墟，以推廣本地漁產品的

銷售。三個本地漁民團體、一個非牟利社會機構及魚統處均

有在墟市設置攤檔售賣本地漁產品及推廣漁民文化。墟市 深

受大眾歡迎，每周均吸引過百遊客前往。   

                                                      
6  

魚統處是一個根據《海魚 (統營 )條例》（ 第 2 9 1 章 ），為海魚能有秩序地在本港統

銷而成立的法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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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3 1 .  過去數年，本地每年的漁產價值均平穩地維持在約 2 5

億元。雖然本地漁業並非香港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在為本地

消費者提供穩定的新鮮魚方面，卻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

們會繼續上述的工作，協助本地漁業邁向可持續發展。  

 

 

徵詢意見  

 

3 2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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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主要建議  

 

 

建議  

( i )  禁止在本港水域拖網捕魚並加強漁業執法工作  

( i i )  控制本港水域內的捕撈力量（包括為本地漁船進行登記及禁止非本地漁船捕魚 ）  

( i i i )  限制新漁船加入  

( i v )  協助拖網漁民轉型至其他作業模式 （包括提供一次過援助及漁業發展貸款基金下的貸款） 

( v )  增加海洋資源（包括監察漁業資源）  

( v i )  指定漁業保護區  

( v i i )  設立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 v i i i )  推動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業採用現代化和可持續的作業模式 （包括提供培訓及技術支援） 

( i x )  檢討水產養殖的管理和規管制度（包括研究新的及擴大現有的海魚養殖區 ）  

( x )  推廣本地漁業產品（包括優質養魚場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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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為打擊非法捕魚活動而進行的巡邏次數及檢查數目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截至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

日 ) 

總數  

巡邏次數  5 839 7 361 6 542 313 20 055 

檢查船隻數目  7 933 7 777 6 908 1 439 24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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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打擊非法捕魚活動的成功檢控宗數及最高刑罰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 )  

 

 二 零 一 三 年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零 一 五 年  

 拖網捕魚  其他非法捕魚  

活動  

拖網捕魚  其他非法捕魚  

活動  

拖網捕魚  其他非法捕魚  

活動  

成功檢控  

宗數  

13(0) 7(3) 11(6) 7(0) 3(0) 36(12) 

定罪個案的

最高刑罰* 

罰款：85,000 元  罰款：2,000 元  

監禁：一個月，  

緩刑十二個月  

罰款：85,000 元  

監禁：四星期  

罰款：1,000 元  罰款：100,000 元  

監禁：兩個月，  

緩刑二十四個月  

罰款：10,000 元  

監禁：一個月，  

緩刑二十四個月  

 

 (  )   括 號 內 數 字 為 涉 及 內 地 漁 民 的 個 案 宗 數  

  

*  《 漁 業 保 護 條 例 》 (第 1 7 1 章 )所 訂 明 的 最 高 刑 罰 為 罰 款 2 0 0 , 0 0 0 元 及 監 禁 六 個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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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一次過援助方案下的申請宗數及已發放的特惠津貼款額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一次過援助方案  
收到的  

申請宗數  

獲工作小組評
定為合資格  

申請的宗數  

由申請人撤回
／被評定為不
合資格申請  

的宗數  

正在處理的  

申請宗數  

已發放的特惠
津貼款額  

(百萬元 )  

(a) 向 受 禁 拖 措 施 影 響 的

拖 網 漁 船 船 東 發 放 的

特 惠 津 貼  

1 117 978 139 0 941.1 

(b) 自 願 回 購 計 劃  25 9 15 1 1.1 

(c) 向 本 地 漁 工 發 放 一 次

過 援 助  

314 268 35 11 9.1 

(d) 向 收 魚 艇 船 東 發 放 一

次 過 援 助  

161 18 120 23 0.6 

總額： 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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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獲漁業持續發展基金批准資助的項目詳情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項 目  
資助款額  

(百萬元 )  

( i )  ｢圍 海大 網箱養 殖 ｣  

 

有 關 項 目 涉 及 採 用 由 海 面 延 伸 至 海 床 的 大 網 箱 養 殖

白 花 魚 (主 要 是 取 其 魚 鰾 製 成 白 花 膠 )， 並 同 時 養 殖

龍 躉 和 黃 鱲 䱽 。 這 種 養 殖 的 方 法 和 養 殖 白 花 魚 的 品

種，均屬 香港的 新嘗試。  

 

6 . 4  

( i i )  ｢漁 民文 化及生 態導賞員 訓練計 劃 (新界東 北水域 )｣  

 

有 關 項 目 旨 在 協 助 漁 民 掌 握 營 運 生 態 導 賞 團 所 需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 並 取 得 實 踐 經 驗 ， 以 助 他 們 發 展 或 轉

型至與漁 業有關 的生態旅 遊業務 。  

 

2 . 3  

( i i i )  ｢漁 民生 態保育 計劃 (長洲 水域 )｣  

 

有 關 項 目 旨 在 協 助 漁 民 掌 握 營 運 生 態 遊 所 需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 並 取 得 實 踐 經 驗 ， 以 助 他 們 轉 型 至 休 閒 漁

業 。 有 關 計 劃 亦 涉 及 規 劃 及 設 計 有 利 於 在 長 洲 水 域

發展休閒 漁業的 新生態遊 路線及 相關設施 。  

 

2 . 3  

( i v )  ｢淨 化生 蠔項目 計劃 ｣  

 

有 關 項 目 利 用 淨 化 過 程 和 監 控 計 劃 ， 改 良 本 地 生 蠔

的 食 用 安 全 及 品 質 。 有 關 計 劃 旨 在 建 立 自 己 的 品

牌 、 開 拓 銷 售 網 絡 ， 以 及 長 遠 而 言 ， 向 本 地 市 場 穩

定供應既 安全又 新鮮的本 地蠔產 品。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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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資助金款額

(百萬元 )  

( v )  ｢香 港 有 機 水 產 養 殖 業 之 認 證 推 廣 與 養 殖 技 術 的

支援計劃 ｣  

 

有 關 項 目 協 助 養 魚 戶 取 得 有 機 水 產 養 殖 的 認 證 ；

舉 辦 活 動 以 加 強 公 眾 對 有 機 水 產 的 認 識 ； 以 及 推

動發展有 機水產 品的高檔 次市場 。  

 

1 0 . 5  

( v i )  ｢魚 排上 建立及 示範循環 海水育 苗系統 ｣  

 

有 關 項 目 旨 在 魚 排 上 利 用 海 水 循 環 系 統 發 展 培 育

石 斑 魚 苗 的 技 術 ， 並 向 本 港 養 魚 戶 推 廣 有 關 培 育

技術。  

 

3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