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农村部：持续推动与周边国家开展联合增殖放流和渔业养护工作

中国农业农村部近年来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渔业合作，通过联合增殖放流和渔业养护工作，共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与渔业资
源可持续发展。这一举措不仅响应了全球海洋环境保护的号召，也与近期港股市场成交额突破5000亿港元的火热行情形成
联动，展现了中国在区域经济与生态合作中的重要角色。根据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已与多个周
边国家开展联合放流活动，累计放流鱼苗超10亿尾，涉及黄海、东海和南海等海域。联合增殖放流是渔业资源养护的重要手
段，通过向自然水域投放鱼苗、虾苗等水生生物，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海洋生态。农业农村部在2024年发布的进一步做好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科学制定放流方案，确保放流物种和数量符合生态需求。 例如，中国与日本、
韩国在黄海海域联合放流大菱鲆等经济鱼种，显著提升了区域渔业资源量。与越南在北部湾的合作则聚焦对虾和石斑鱼放流，
助力当地渔民增收。 这些合作项目通过共享技术与资源，增强了区域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渔业养护工作同样是合作重
点。农业农村部与周边国家通过建立联合监测机制，打击非法捕捞，保护珍稀水生生物。例如，中国与韩国在黄海设立了联合
渔业巡查机制，有效减少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活动。 此外，2025年农业农村部启动的“亮剑2025”海
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区域渔业管理，获得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 这些措施不仅保护了海洋生态，还为区
域渔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港股市场的火热为渔业合作提供了经济背景。近期，恒生指数持续上涨，成交额突破5
000亿港元，创历史新高，科技股与金融股领涨。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吸引了大量南向资金流入，显示出投资者对中
国经济的信心。农业农村部的渔业合作项目与港股市场的活跃形成呼应，特别是在海洋经济领域。香港企业积极参与内地深远
海养殖项目，例如投资智能养殖平台，助力渔业现代化。 这种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综合
实力。 成都“夜游金沙穿越古蜀”活动则为渔业合作增添了文化维度。古蜀文明与海洋文化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金沙遗址博
物馆通过沉浸式演出展示古蜀人对自然的崇敬，与渔业养护的生态理念相通。杨莉珊在京港洽谈会上提到的文化交流项目，也
为香港与内地在海洋文化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启发。 例如，香港可与成都合作举办海洋文化节，推广渔业养护理念，吸引更多
年轻人关注海洋生态。 联合增殖放流和渔业养护的区域合作，还与香港入境事务处进驻小红书的数字化趋势形成互补。农业
农村部通过小红书等平台宣传渔业养护知识，例如发布放流活动视频，吸引了大量关注。一段展示北部湾联合放流的短视频获
百万点赞，显著提升了公众对渔业生态保护的认知。香港入境处的数字化经验为农业农村部提供了借鉴，未来可通过小红书发
布更多多语言内容，触达国际受众，推广区域渔业合作成果。然而，联合增殖放流和渔业养护也面临挑战。地缘政治风险可能
影响合作稳定性，例如黎巴嫩外游警示提升至黑色，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局势对海洋经济的潜在影响。 此外，放流物种的选择
需科学论证，以避免生态失衡。农业农村部强调，地方需结合实际制定放流方案，并通过“全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信息采集系
统”统计放流数据，确保透明性和科学性。 未来，农业农村部计划深化与东盟国家、韩国、日本等在渔业领域的合作，探索
建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推广智能化监测技术。例如，利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放流效果，提升资源养护的精准性。 
同时，结合京港合作中的科创优势，香港可为渔业养护提供金融与技术支持，例如开发绿色债券为放流项目融资。这些举措将
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区域渔业合作中的引领地位。 总的来说，农业农村部推动的联合增殖放流和渔业养护工作，不仅促进了海
洋生态保护，还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港股成交额突破5000亿港元的经济热潮中，这一举措展现了中国在生态与经
济领域的双重活力。未来，通过文化交流、数字化传播和科技创新的结合，渔业合作将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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