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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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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主席 

 

郭主席鈞鑒︰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有關海魚養殖業持續發展的意見 

現時漁民和漁業在政府近年的政策及措施下，面對不少困難。例如︰水質不

佳、面對外來養殖魚產品的挑戰、接踵而來的海事工程、魚排的規管方式過時、

休閒漁業在養殖條例下的格格不入，以及政府支援不足。故在近日與漁民的會面

中，不少漁民也紛紛反映︰在目前的困境之下，政府推出養殖標準，不少漁民也

認為過於突然，導致缺乏信心。當然，部份養魚戶現時仍然有能力和信心達從事

養殖，這是因為他們仍有無比的決心和膽量，不過部份養魚戶在如此局面下仍要

重新養殖，確有一定困難。 

 

不過，我們聯會作為一個面向社會的漁會。面對現時香港不論在陸上還是海

上，與空間有關的資源均極度緊張的情況下，養魚排的繼續閒置，產值及產量低

下，已經引來不少人士的議論，也確實與牌照下「積極地維持魚排從事海魚養殖」

的條文產生衝突。而由於養殖空間緊絀，部份有志從事養殖漁業的人士無法入行，

閒置的情況也引來他們質問為何會「有排無魚養，有魚無牌養」。我們也聽到有

議員對於養魚業界的產量表示質疑。故保持現狀繼續閒置是否合適及漁業持續發

展之道？值得反思。 

 

其實，漁護署調整政策一事確有實際需要，也證明政府也認為漁業若得到適

度的改革，必然可以大有可為，但問題在於，究竟如何改善才是合情合理，既可

支持漁業及漁民的持續發展，又可以回應社會對養殖業及閒置情況的不滿？我們

聯會的看法有四︰一、我們認為政府應先暫緩向休閒魚排推出標準，並且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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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積極誘導行業轉型為具特色的旅遊項目，將休閒與養殖的條例分拆，予業界充

足的生存空間；二、水質問題對傳統養殖業有決定性的影響，應官民合作作出改

善，相信可將養魚成活率提升到 6 至 7 成；三、政府和漁民應積極研究新的養殖

方式和注入新的元素，以補傳統養殖模式的不足；四、政府應強化休質養魚場品

牌的支援和推廣，協助將品牌宣傳至社會及街市，予魚戶銷售渠道。 

 

本會堅信，只有通過官民合作，才是讓漁業持續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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