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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香港渔业的长远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策略

及方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的渔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员会) 于 2010 年提

交报告。委员会提出多项有关渔业管理措施的建议，该建议并成为推动香港渔业可

持续发展政策的蓝本。报告建议有大三方向，包括: (一)协助渔民发展或转型至现

代化和可持续的作业模式; (二)控制香港渔船捕捞力量; 及(三)保育和增加海洋资源。

特区政府已釆纳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並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香港水域实施禁止

拖网捕鱼的措施(禁拖措施)。为配合禁拖措施，政府亦推行一系列的渔业管理措施，

包括设立本地渔船登记制度、控制新渔船加入、控制本地非渔船活动及禁止非本地

渔船在香港水域捕鱼等措施，以协助香港渔业进一步迈向可持续发展。 

 

为评估禁拖措施对恢复香港渔业资源的成效，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以下简称:

渔护署）由 2010 年起在香港进行监察调查，以收集有关香港水域渔业资源的科学

数据。在 2010 至 2015 年，渔护署每两个月在全港各水域 16 个采样站位(分为东北、

东南、西南及西北 4 个水域)以单拖和虾拖渔船进行底层渔业资源调查。另一方面，

在 2011至 2015年，渔护署每季以围网渔船在香港东面水域 9个采样站位(分为东北

水域、牛尾海水域、香港岛南水域 3 个水域)主要进行中上层渔业资源调查。调查

所得的渔获物种、重量及长度等数据均被记录作分析之用。此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

香港水域实施禁止拖网捕鱼前后底层及中上层渔业资源和渔获中具代表性经济科种

变化。渔护署并委托对南海渔业资源研究具丰富经验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产研究所（研究所）就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禁止拖网捕鱼措施实施后对底层资源恢复迹象较中上层明显。

底层资源总生物重量有显着上升，不同水域反映出不同趋势，而东南跟西北水域的

生物重量在特定的季节上升比较明显。底层资源总生物数量上升则未见明显，显示

部分渔获的长度或重量可能有上升迹象。中上层资源方面，整体生物数量和生物量



未有明显上升迹象，可能与中上层渔业资源流动性较大有关。此外，调查结果反映

出渔业资源有较大的空间和时间变化，在不同季节和水域都显示不同的资源趋势。

收集及分析更长时期的数据将有助辨明渔业资源趋势和动态。 

 

在禁止拖网捕鱼措施实施后，个别代表性经济科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底层

资源方面, 鲬科(牛鳅)、鲾科(油力)及马鲅科(马鲅郎)的生物重量显着上升; 而鲷科

(𩶘𩶘鱼)及梭子蟹科(梭子蟹)的生物数量亦有显着上升。 中上层资源方面, 鲳科(䱽鱼)

和鲱科(黄鱼)的生物数量和生物重量有显着上升。个别物种的体型变化可反映渔业

管理措施对物种恢复的效用，而调查结果显示禁止拖网捕鱼措施实施后的三年内印

度鲬(牛鳅 Platycephalus indicus)及皮氏叫姑鱼(老鼠䱛 Johnius belangerii)在重量和

长度方面均有明显上升，反映香港渔业资源在实施渔业管理措施后的初步复苏。 

 

此外，个别代表性经济科种在禁止拖网捕鱼措施实施后在各水域的恢复程度

不一。在东北水域，鲷科(𩶘𩶘鱼)和带鱼科(牙带)的生物数量和重量;及金线鱼科(金

线鱼)的生物数量都有显着的增长。在东南水域，鲷科(𩶘𩶘鱼)、鲳科(䱽鱼)、金线鱼

科(金线鱼)和梭子蟹科(梭子蟹)的生物数量和生物量;鲬科(牛鳅)生物数量及石首鱼

科(䱛鱼)生物重量都有显着的增长。在西南水域，鲬科(牛鳅)及鲱科(黄鱼)的生物数

量和生物重量;及金线鱼科(金线鱼)的生物重量都有显着的增长。最后在西北水域，

鲱科(黄鱼)的生物数量和重量;及石首鱼科（䱛鱼）生物重量都有显着的增长。有些

科种的恢复情况受季节影响，例如在湿季，带鱼科(牙带)及虾蛄科(濑尿虾)的生物

数量和重量在东面水域录得增长，而在西面水域录得金线鱼科(金线鱼)及魣科(竹签)

生物重量的增长。在干季，在东面水域录得狗母鱼科(狗棍)及魣科(竹签)的增长;而

在西面水域录得鳎鱼科(挞沙)的增长。 

 

根据研究所于 2006 年（禁拖措施实施前）进行的分析，当时在香港水域的渔

船捕捞总马力约为 270 000 千瓦，几乎是当时可持续捕捞水平的两倍。这次研究结

果显示，根据 2013 至 2015 年（禁拖措施实施后）香港渔业相关的生产及渔船马力

统计资料，香港水域所能承受的最大持续产量约为 27 800公吨，渔船总马力应维持



约 166 000 千瓦以下。 现时，香港水域的可捕捞渔船总马力约为 136 000 千瓦，渔

产量约为 22 000 公吨，反映现时香港水域的捕捞力量和产量都维持在可持续的水

平。 

 

总括而言，禁止拖网捕鱼措施实施后，底层渔业资源比中上层渔业资源有较显

着的恢复迹象。中上层渔业资源未有明显上升迹象, 可能与渔业资源流动性、季节

性洄游分布和禁拖措施的影响较为间接有关。香港的渔业资源是受着不同因素的影

响，因此建议需要长期进行监察调查来评估香港渔业资源的变化。 

 

渔业资源监察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实施禁拖措施后及相关渔业管理措施的初期，

本地渔业资源有较明显的复苏迹象。现正计划设立的渔业保护区可进一步保护香港

重要的鱼苗、幼鱼和正在繁殖的鱼类的水域，有助长远增加渔业资源及推动香港渔

业迈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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