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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年二月九日

討論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透過推行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及保育本地漁業資源，以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最新進展。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2.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基金）於二零一四年設立，核准承

擔額為五億元，旨在提供財政支援予漁業界開展可持續發展的計

劃，協助漁業社群採用現代化及高增值的運作模式。

基金一般申請項目 

3.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底，基金共收到 44 宗一般申請，

並已批出 18 宗及正處理 3 宗申請 1。獲批項目涉及資助額共約

9,400 萬元，申請資助的機構包括漁業界、非牟利機構及大學。

4. 獲批項目一般能即時為業界提供支援，計有提供專業獸

醫的到診及處方藥物服務、研發以廚餘製造優質飼料等。一些項

目則為業界帶來發展方向，推動可持續發展，如現代化養殖培

訓，為業界提供體驗現代化養殖及實踐的機會。在捕撈漁業方

面，基金透過資助考察項目，協助本地漁民開拓商機。獲批項目

中有 14 宗與水產養殖有關，其餘 4 宗則與捕撈漁業、休閒漁業及

海鮮儲存設備有關。已經完成的項目有 7 項，受惠漁民／養殖戶

超過 400 人，有關項目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1
 有 16 宗申請不獲支持，另有 7 宗申請者自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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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設備提升項目 

5. 除上述一般申請外，為進一步促進本地漁業現代化，並

讓更多漁民／養殖戶直接受惠，基金於二零一七年年底設立漁業

設備提升項目，資助漁民／養殖戶採購可提升生產力及促進其可

持續發展的設備。現時可供業界購置的設備共有 32 項，包括船隻

動力或導航設備（如較環保的舷外機、雷達裝置）及自動化或輔

助捕撈設備（如自動投料機、探魚機）。至今共收到 10 宗申請，

已全數獲批，資助額共約 6,500 萬元，超過 1 700 名漁民／養殖戶

受惠。

優化申請程序及支援 

6. 基金自成立以來共批出 28 個項目，涉及資助額約 1 億

5,900 萬元。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不時審視基金的運作，

並已引入一系列措施改善基金的運作效率，包括簡化申請及審批

程序、加強申請程序上的支援、增加可受惠於基金的項目及購置

的設備等。此外，漁護署已加強宣傳，透過舉行聯絡會議、研討

會及工作坊、派發宣傳小冊子、利用網上社交平台發放最新資訊

等，向業界推廣基金，有關的優化措施詳情請參閱附件二。在實

施這些措施後，過去兩年平均每年獲批項目的數目是以往的 3

倍。

機遇及發展方向 

7. 政府一直積極支援本地業界轉型至可持續發展，包括推

動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及支援業界開發其他水域的捕魚場。有見大

灣區的發展機遇，部分本地漁民／養殖戶已作準備，到大灣區的

水域發展深水網箱養殖。另外，一些本地漁民亦有意在其他地方

發展過洋性捕撈漁業。基金會正探討提供相應支援，為本地漁民

／養殖戶帶來新機遇，開拓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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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本地漁業資源

監察及養護漁業資源 

8. 為監察本港漁業資源的情況，漁護署持續進行漁業調

查，以收集本港水域漁業資源狀況的科學數據。為評估自二零一

二年實施的禁止拖網捕魚及相關漁業管理措施對恢復香港漁業資

源的成效，漁護署於這些措施實施前後期間 2在香港水域進行監

察調查，並委託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就調查所得

的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有關措施實施後本港水域漁業資源普

遍呈現明顯的復甦跡象。漁護署會繼續監察本地漁業資源的情

況，以持續獲取數據並評估管理措施的成效。

9. 為提升本地的漁業資源，漁護署積極探討在合適水域進

行增殖放流，包括選擇合適的本地品種、幼魚管理和放養方式，

以及試驗放流後監察幼魚的新技術。漁護署於二零一九年在印洲

塘海岸公園的人工魚礁以小規模放養紅斑和石蚌等具商業價值的

本地品種幼魚作試驗，並以新的技術監察幼魚放流後的狀況，所

收集到的資料對將來推行較大規模增殖放流計劃具參考作用。

優化漁業執法策略 

10. 除養護本地漁業資源，打擊非法捕魚活動對保護本地漁

業資源亦十分重要。根據《漁業保護條例》（第 171 章）（《條

例》），使用未經登記的船隻(不論是本地或非本地船隻)進行的捕

魚活動，以及使用《漁業保護規例》(第 171A 章) (《規例》)所禁

止的器具進行的捕魚活動 3均為非法捕魚。

11. 漁護署一直致力打擊非法捕魚活動，專責執法隊伍會不

定時（包括凌晨時段）巡邏本港水域的非法捕魚黑點。該署會根

據巡邏所得的資料及情報，靈活調配資源打擊非法捕魚，並與水

警保持緊密聯繫，適時聯合行動，包括使用截船器截停拒絕停航

接受檢查的拖網漁船。漁護署去年執行了超過 1 530 次巡邏及 1

240 次檢查船隻，及與水警進行了 55 次聯合行動。過去三年

2 有關調查於 2010 至 2015 年在香港水域進行。 

3
 禁止使用的器具包括炸藥、有毒物質、產生或傳送電力的器具、抽吸器具、挖採器具及拖網

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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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 年），漁護署分別成功檢控 8、6 及 14 宗非法捕魚活

動個案。 

 
12. 不少非法捕魚活動均涉及內地漁船及人士，為加強打擊

跨境非法捕魚，漁護署與廣東省海洋綜合執法總隊（總隊）定期

交換情報及採取聯合執法行動。漁護署亦會把巡邏時發現在香港

水域非法捕魚的內地漁船的資料轉交總隊，以便他們跟進調查。

此外，該署亦委聘承辦商在執法人員監督下移除內地漁民於香港

水域放下的捕魚工具，盡量防止他們的捕魚活動及減少對本地漁

民的影響。 

 
13. 近年漁護署旨在打擊非法捕魚的海上執法行動遇到不少

挑戰，大多數從事非法捕魚作業的船隻均沒有按執法人員的指示

或警告而停下接受檢查，反而迅速逃離香港水域。在海上截停拖

網漁船亦存在一定困難。一般的拖網漁船的船身及輪機馬力均比

其他漁船大，海面不穩定時進行執法行動涉及大量資源，也有一

定風險。而這些船隻亦會遮蔽船隻的牌照號碼，使執法人員難以

追查。此外，非法捕魚的黑點亦由以往主要在香港南面水域，擴

大至西面一帶，以至東面果洲群島及北面大鵬灣等範圍。 

 
14. 為加強漁護署執法能力，食物及衞生局已向該署增撥資

源聘請人手，漁護署亦已增強和整合內部資源，成立上述專責進

行海上執法的隊伍 4 ，人手由過往的 18 人增加至 34 人，船隻數

目亦由 3 艘增至 7 艘，提高了打擊非法捕魚的機動性和應對能

力。另外，漁護署亦計劃在執法行動中應用科技，例如透過實時

衞星資料以助識別非法捕魚的漁船，特別是拖網漁船，從而得悉

非法捕魚的實時位置和涉及的船隻數目，針對性打擊這些活動，

提高執法效率。有關系統亦有助執法隊伍掌握這些漁船的資料，

如牌照號碼及過往航跡，以便跟進調查及追蹤。  

 
15. 此外，漁護署一直與漁民團體保持溝通，務求掌握更多

非法捕魚的資料，從而調整巡邏及執法行動的部署，提高成效。

署方計劃與漁民合作，由漁民使用他們的漁船在海上巡邏，協助

收集有關香港水域內非法捕魚的情報。由於涉及非法捕魚的漁船

對其他漁船的警覺性較低，漁民可更準確記錄非法捕魚船隻的位

                                                   
4
  專責隊伍主要負責執行《漁業保護條例》(第 171 章)及《海岸公園條例》(第 476 章) 的海上執        

⠀ 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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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時間，及涉及的船隻資料。漁民對漁業操作的認識亦有助執

法隊伍策劃更有效的執法行動及調查。 

 
 
16. 漁護署會繼續與水警緊密合作，研究可行方法，更有效

於海上進行執法行動，尤其針對拒絶停航的拖網漁船方面。漁護

署同時會繼續向廣東省農業農村廳、總隊及其支隊通報內地漁民

非法在香港水域捕魚的情況，尋求他們在源頭協助及阻止內地漁

民進入香港水域捕魚。漁護署亦計劃與總隊及其支隊定期檢視海

上聯合執法行動的部署及策略，提高執法成效。 

 
 
徵詢意見 
 
17.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內容提供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二一年二月 



  

附件一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獲批項目詳情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一般項目 

(i) ⠀｢圍海大網箱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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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漁民生態保育計劃（長洲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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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漁民文化及生態導賞員訓練計劃（新界東北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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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淨化生蠔項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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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建立自己的品牌、開拓銷售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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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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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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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項目 

(vi) 「魚排上建立示範及教育單位，展示商業上可行的循環海水

育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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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香港有魚：荔枝窩魚苗養殖及香港水域持續發展計劃」 
 
項目引入魚塘育苗技術，於鹹淡水魚塘孵化及育成海水魚魚

苗供應給本地水產養殖業。 
 

(viii) 「香港珍珠養殖中心」 
 

項目擬向養魚戶示範於本地魚排養殖珍珠及作出銷售，並舉

辦珍珠生態旅遊以推廣休閒漁業。預期可協助養殖戶轉型至

高增值的珍珠養殖業及休閒漁業，以提高業界競爭力。 
 

(ix) ⠀「高級廚餘飼料用於生產三種安全和優質海水魚」# 
 
項目擬利用本地廚餘生產飼料供應本地海魚養殖業，以促進

海魚養殖的持續發展，並讓環境受惠。 
 

(x) ⠀「改善香港的魚類健康和生產」# 
 

項目旨在透過提供獸醫培訓及支援服務、以及就常見魚類疾

病及治療方法進行研究和向業界推廣，協助業界有效控制和

預防魚類疾病，從而促進本地水產養殖業持續發展。 
 

(xi) ⠀「BEC × AFFS–意識提高與機遇」 
 

項目旨在透過「優質養魚場計劃」（計劃）在「食用安全、香

港製造、環保」方面的優質漁產品形象，發展一個銷售平

台、促進養魚戶與飲食及酒店業界的合作，及向公眾和業界

推廣計劃下的漁產品，以擴闊市場的需求。 
 



  

一般項目 

(xii) ⠀「改善放置海魚魚箱的耐用及強硬程度之可行性研究及試行

⠀⠀項目」 
 
項目旨在研究及開發促進保護環境及使用較安全物料的新型

魚箱、對新型魚箱的實用性和可接受性進行實際測試，以及

向漁業界及魚商推廣新型魚箱，並邀請業界試用，替代部分

傳統發泡膠魚箱。 
 

(xiii) 「設立促進香港蠔業水產可持續發展之蠔育苗場」 
 

項目透過引入現代化的蠔苗孵化及育苗技術，於本港成立首

個蠔苗孵化及育苗示範場，除了為本地養蠔業提供優質蠔苗

外，亦期望透過技術轉移，促進本地養蠔業界的孵化及育苗

發展，長遠向本地蠔民供應穩定及優質的蠔苗。 
 

(xiv) 「海產養殖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計劃」 
 

項目透過利用署方將設於東龍洲魚類養殖區的量產型大型養

殖平台，提供課堂理論及實地實習訓練，以協助本地養殖業

界發展現代化可持續發展海魚養殖模式。 
 

(xv) 「龍蝦養殖建議書」 
 

項目透過在本港成立首個龍蝦養殖基地，為本地養殖戶及對

養殖龍蝦感興趣人士提供示範平台，定期舉辦工作坊及導賞

參觀活動，分享龍蝦養殖知識和經驗。 
 

(xvi) 「遠洋漁業發展考察團（阿曼塞拉萊和阿聯酋杜拜）」# 
 

項目旨在透過考察團及研討分享會，讓本地捕撈漁民（包括

從事遠海捕魚的漁民）了解阿曼捕撈漁業的環境及實質操

作，以探討及評估本地漁民發展阿曼遠洋漁業的可行性。項

目同時提供機會讓本港漁民在阿曼尋找其他相關商機及促進

兩地漁民合作。 
 



  

一般項目 

(xvii) 「中藥剩餘物作為水產飼料添加劑的應用」 
 

項目旨在透過從中藥剩餘物（非藥用部分）提取有效成分作

飼料添加劑，提升養魚免疫力以降低治療成本及減少抗菌素

的使用，協助水產養殖業持續發展。 
 

(xviii) 「改善香港的魚類健康和生產 2020」 
 

項目旨在為水產養殖戶提供獸醫到場診治魚病服務及協助業

界改善養殖產量，並會研究治療魚病的新方法及藥性飼料的

應用。項目亦將培訓養殖水產獸醫、舉行有關魚類健康和魚

病管理的外展活動及支援漁民推展可持續發展計劃。 
 

 
# 已完成項目 

 



附件二

提升漁業持續發展基金（基金）成效的措施

精簡基金行政

 改善審議程序，由漁業持續發展基金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直接審議所有項目，取代由工作小組作初步審議申請項目

的安排，並已實施以傳閱文件方式而非於會議中審議一些性質

較簡單或涉及資助額不高於 100 萬元的申請項目。

 簡化漁業設備提升項目（項目）的申請及審批程序，包括把每

宗申請參與項目人士人數上限由 200 名調高至 400 名、預先為

每名合資格的參與項目人士批核資助額上限 3 萬元，供其購置

在經諮詢委員會同意的核准清單內的物品，以及以傳閱文件方

式審議項目申請。

 優化基金及項目的申請指引，以精簡申請程序。

協助及鼓勵業界提交基金申請

 為有意申請者在正式提交申請前安排個別諮詢會面，以支援撰

寫計劃書及填寫申請表格。

 簡化基金申請表格，只要求必須的資料及採用簡化格式，如以

填充及選項形式填寫。

 於基金網頁上載申請表格範本，協助申請者完成表格。

 與業界會面，探討可行的項目，鼓勵及協助業界使用基金作可

持續發展。

 定期更新漁業設備提升項目可購買的設備，以切合業界運作上

需要的轉變。自項目推出至今，在取得基金委員會的支持下，

可供漁民購買的設備由 16 項增至 32 項，新增設備包括舷外

機、高壓清洗機、輔助電能或發電設備、超低溫冰櫃或製冷

機、剪草機、油壓呔泵、推動漁業持續發展的捕撈漁具等。

加強監察獲批項目

 加強獲批項目的監察，以提升管理及監察獲批項目的進度及成

效。

 提供單據、收入支出表及資產負債表的範本予受資助者，以協

助他們提交相關資料。

 與受資助者進行會面，以了解項目進度及解釋所須資料或文件

的要求，以減省書信來往的時間。

基金宣傳及推廣

 透過不同渠道，包括組織或參與有關會議、研討會及工作坊等

宣傳基金，如與香港公開大學舉辦「漁業基金／農業基金申請



  

 書編寫技巧工作坊」、參與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的「中小

企資助基金推廣日 2019」及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初創企業協會舉

辦的研討會等。 
 印制簡單易明的基金宣傳小冊子，於不同渠道派發。 
 定期透過網上社交平台宣傳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