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伏休期专项捕捞成效如何？农业农村部：产值约70亿元

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是中国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重要举措，每年5月至9月，全国三大海区实施为期数月的休渔政策，以修复海
洋生态、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为平衡资源保护与市场供给，农业农村部允许在休渔期间开展专项捕捞，针对特定经济
品种和作业类型，确保“菜篮子”稳定。2024年，专项捕捞成效斐然，产量约40多万吨，产值约70亿元，堪称休渔期
的一大亮点。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一成绩？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努力？专项捕捞的成功，首先得益于科学的政策设计。农
业农村部根据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和农业农村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明确了2024年专项捕捞的品种和作
业类型。许可捕捞的品种包括海蜇、沙海蜇、口虾蛄、毛虾、鱿鱼、银鱼、丁香鱼、鸢乌贼和波纹巴非蛤等9种一年生资源。
这些物种生命周期短，若不及时捕捞，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作业类型则限定为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和灯光围网四种，确保
捕捞对海洋生态的影响最小化。据统计，2024年全国共有20386艘渔船获批专项捕捞，其中5834艘针对特殊经济
品种，12805艘为四种作业类型，另有1747艘捕捞辅助船提供配套服务。这种精准的分类管理，既保护了资源，又保
障了市场供应。高效的监管措施为专项捕捞保驾护航。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强调，专项捕捞的核心在于“管
好”，防止破坏资源和冲击休渔制度。为此，各地实施了严格的监管机制。例如，渔船需通过全国统一的渔船动态管理系统申
请许可，作业海域、时间、船数、捕捞限额和网目尺寸均有明确规定。科学观察员制度也是一大亮点，每天至少两名观察员随
船出海，监测渔获物幼鱼比例和兼捕情况，确保捕捞行为合规。船位动态监控系统则实时跟踪渔船位置，杜绝越界捕捞。20
24年，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安部、中国海警局开展“亮剑2024”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休渔秩序稳
定。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还为未来全面推行捕捞限额制度积累了经验。专项捕捞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同样引人注
目。2024年，专项捕捞产量约40多万吨，产值约70亿元，直接带动了渔民收入的增长。尤其在暑期旅游旺季，沿海地
区通过专项捕捞提供了丰富的海鲜产品，满足了游客需求，受到广泛好评。例如，浙江沿海某渔民透露，一艘获批专项捕捞的
渔船在休渔期可额外增收数十万元，显著改善了家庭生活。此外，专项捕捞还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相关加工、物流和旅游
产业从中受益。然而，如此亮眼的成绩背后，也隐藏着不少挑战。部分地区反映，专项捕捞的区域分布不均，东海区“一区两
制”的管理模式增加了执法难度。此外，观察员配备不足、部分渔船违规关闭船位监控等问题，提示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制度
。专项捕捞的成功，还得益于科技的支撑。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机构通过资源评估，确定了适宜捕捞的品种和时段，确保捕
捞活动不影响种群恢复。例如，海蜇等品种因其快速繁殖特性，适度捕捞不仅无害，还能优化资源利用。各地还推广了新型渔
具和环保网箱，减少对海洋生态的干扰。2024年7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专项捕捞在保障休渔期水产品供应的
同时，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的种群资源得到显著恢复，部分海域大黄鱼等野生种群已连续多年呈现回升态势。然而，专项捕捞的
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基层渔政部门透露，早期专项捕捞政策推出时，曾因渔民对休渔制度的误解引发争议。部分渔民担心收入
减少，对政策抵触情绪较强。为此，农业农村部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渔政执法举报平台和媒体宣传，普及休渔和专项捕捞的意
义。如今，渔民逐渐认识到，专项捕捞不仅保障了生计，还为海洋生态的长期健康奠定了基础。此外，专项捕捞的成功还离不
开地方政府的支持。沿海省份通过补贴渔船改造、提供技术培训等方式，激励渔民参与合规捕捞，形成了政策、企业和渔民的
良性互动。展望未来，专项捕捞将在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农业农村部表示，将继续优化捕捞限额制度，扩大
科学观察员覆盖范围，探索更多智能化监管手段。同时，针对东海区管理模式复杂等问题，计划推动区域协调机制，确保政策
执行更加统一。业内专家建议，未来可进一步增加专项捕捞品种，结合区域资源特点，因地制宜调整捕捞时限，以实现资源保
护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海洋伏季休渔期专项捕捞的70亿元产值，不仅是渔业经济的亮眼成绩单，更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
谐共存的生动实践。这场“休渔中的捕捞奇迹”，展现了中国渔业管理智慧，也为全球海洋资源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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