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養漁協進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有關《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香港養魚業協進會意見如下: 

香港魚塘養殖大部份位於深圳河及后海灣旁邊, 大多數養殖戶在此一帶經營已

有六、七十年, 政府於 1995年將米埔沼澤區連同內后海灣列為拉姆薩爾濕地, 並

且對魚塘養殖實施管制。 

面對鳥類經常採食魚塘養殖的魚類, 在现行政府的規定, 養殖戶不可用有效的設

施去驅趕鳥類防止魚類被採食, 鳥類增加亦令到野生的青蛙及野生魚類減少, 鳥

類數量不斷增加在漁塘採食,養魚戶損失增加, 魚類被採食不能得到保護, 令養

魚戶生活出現困難, 行業的發展亦受阻礙。 

米埔的人工建設鳥類保護區, 在此餵飼雀島吸引候鳥到香港越冬是違反自然, 而

候鳥每年數量上升便是養魚戶損失的增加。 

保持生物多樣性策略與持續漁農業發展可說背道而馳, 目前實際情況是政府決

策部門已傾向保育多於漁農業發展, 在 2016 年 1 月 8 日至 4 月 7 日的《生物多

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公眾諮詢過去三次公開諮詢都是沒有提及新界首當其衝的

魚塘養殖業, 諮詢到今天已到尾聲, 公眾諮詢未有通知魚塘養殖戶及有關的團

體, 沒有養魚業的意見, 沒有顧及受影響的 1059公頃魚塘, 何為公眾諮詢? 

本會要求《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公眾諮詢期延續三個月, 全面向受影影

響的 1200個魚塘作廣泛諮詢。 

        此致 

新界養魚業協進會 

理事長 黎來就 

2016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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