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员，近年来，中国政府认真履

行负责任国家义务，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

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自 2017 年开始

推进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截至目前，中国近海实际

捕捞量控制在 1000 万吨以内，沿海 11 个省（区、市）已

全部开展限额捕捞管理试点工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自 1995 年开始全面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并不断延

长休渔时间、扩大休渔作业类型。目前除钓具外所有作业类

型均实施伏季休渔，休渔时间长达三个月至四个半月，涉及

渔船 10 万多艘、渔民上百万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十三五”以来，每年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达 300

余亿尾，在恢复渔业种群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以及促进

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2015 年以来，积极推进海洋牧场建设规范

化、科学化发展，截至 2022 年共建成海洋牧场 200 多个，

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 153 个，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

会效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以旗舰物种

为重点，加强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先

后制定中华白海豚、斑海豹、海龟等 7 个保护行动计划，并



支持成立 7 个保护联盟。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研究，

不断提升收容救护能力。利用水生野生动物科普宣传月、世

界海龟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认

真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严厉打击非法

水生野生动物交易。经过多年努力，水生野生动物旗舰物种

衰退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全社会参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良

好局面已经形成。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为

促进公海鱿鱼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中国在 2020 年在部分

公海海域试行自主休渔的基础上，从 2021 年起，在西南大

西洋、东太平洋等中国鱿鱼捕捞渔船集中作业的重点渔场正

式实施公海自主休渔政策。中方还将组织有关方面加强资源

动态监督评估，及时跟踪休渔成效，并将积极研究扩大休渔

范围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