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渔业资源保护、促进渔民增收、调整渔业 

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对于休闲渔业的规 

划、发展、管理等，由谁负责，如何管理，都是这项新型渔业所面 

临的深层次的问题。近日作者考察了澳大利亚休闲渔业，其规划、发 

展和管理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国内学习借鉴，从而保证我国休闲渔业 

快 速 、健康 发展 。 
一  澳大利亚休闲渔业基本情况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东濒南太平洋，西邻印度洋，海岸线长达3．673 

公里。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有关规定，该国有权要求管辖海域面积 

达160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是一个海洋大国。澳大利亚全国有 

1875万人口，大多居住在距海岸50公里以内的海岸带。近几年来，该国 

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 

澳大利亚的休闲渔业的兴起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据2003年澳大利 

亚所做的全国休闲渔业和本土渔业的调查，参加垂钓活动的游钓者越来 

越多，花在钓鱼活动中的费用达 1 8亿澳元。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都进行 

了一系列专项经济研究。带纹旗鱼是新南威尔士重要的比赛鱼种，仅这 
一

品种在休闲渔业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当于这种鱼在延绳钓业中价值的 

27倍。在所有的凋查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休闲渔业产生的价值比一 

般渔业生产创造的价值要高得多。因此，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推动休 

闲渔业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二 澳大利亚休闲渔业管理的政策框架 

1、管理的目标和定义 

在澳大利亚，一个多世纪以来，休闲渔业的管理已被列入了立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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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条例的管理之下。该条例明确规 

定了公众 “在海里、海湾、潮间 

带和所有的支流和河口钓鱼”的普 

通法定权利。条例还规定了公众在 

淡水河流和溪流里钓鱼的权利。 

在澳大利亚的立法中，休闲 

渔业和商业渔业是明确区分的。休 

闲渔业的定义是：“通过任何方式 

得到鱼，除购买之外”。休闲渔业 

的渔获物出售是不合法。在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休闲渔业所允许的 

钓鱼方式包括 ：竿钓、鱼叉、手 

提和用指定的网具捞鱼。用于钓鱼 

的鱼饵也被认为是休闲渔业的组成 

部分；在游船上的垂钓活动，也 

包括在休闲渔业之内。在澳大利 

亚，休闲渔业的立法是州政府的权 

限，国家政府在这个行业的日常管 

理不起作用。 

2、立法的目标 

1 994年渔业管理条例制定的 

最初目标是提供一个 “高质量的休 

闲渔业机会”。这句话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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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府有责任保护、保存和增 

殖休闲渔业的资源，并维持和提高 

公众参与休闲渔业的必趣。 

三、澳大利亚休闲渔业的 

管理手段 

1、限制手段 

(1)数量限制：在新南威尔 

士的休闲渔业中实行渔获物数量的 

限制。在39种一般用于游钓的海 

水鱼类中，数量限制的范围从2条 
～ 20条不等，限制也适用于22种无 

脊椎动物。除了有特殊限制外，一 

般的鱼和无脊椎动物的数量限制是 

20条。淡水鱼中，l0种土著鱼或引 

进鱼和2种无脊椎动物是有数量限 

制的。海水鱼的数量限制是对任何 
一 次游钓旅行而言，而淡水鱼的数 

量限制是在新南威尔士岛上⋯·次较 

长时间的旅游可以有两次的数量限 

制。 

(2)规格限制：l9种海水鱼和 

9种无脊椎动物有最小规格的限制。 

规格限制一般是以雌鱼最初大小成 

熟为基础，鱼的规格限制也适用于 

商业捕捞，只是商业捕捞的规格和 

游钓的规格是不⋯样的，商业捕捞 

的规格要受到市场喜欢的规格或网 

具规格的影响。 

(3)渔具限制：休闲渔业也 

实施渔具限制，在游钓活动中，不 

能使用超过4根钓鱼的线，每条线 

仅可安装3个钩，或三组钓钩。在 

淡水鱼的游钓上，线和钩的限制是 

更严格的。潜水者不能使用任何水 

中呼吸的工具或任何氧气设备，不 

能使用爆炸用品，在夜里不能用灯 

光叉鱼、不能用枪或火器打鱼，鲍 

鱼、龙虾等种类只能用手捉。 

(4)禁渔区和禁渔期：有许 

多地方对商业捕捞和休闲渔业都实 

施永久的或季节性的禁渔。新南威 

尔土对沿着海岸线的一些代表性区 

域的所有海洋公园实施一整套的保 

护。所有的海洋公园，包括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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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不允许钓鱼。这些区域也包括一些为保护当地鱼种或洄游鱼类所特 

别划定的海洋保护区。在淡水水域中，繁殖季节的鱼类是禁止垂钓的。如 

果违背了这些规定，将受到处罚。 

2、环境保护手段 

(1)渔获与放生：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游钓中，把渔获物放 

生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在新南威尔士，捕获的旗鱼有90％被放生。这 

些被放生的鱼都系上标签，以便提供生长和洄游信息。在许多淡水和海 

水鱼的钓鱼比赛中，都设定了有关钓上的鱼死 和钓上的鱼放生的规 

则。这种规则有助于更好地执行有关法规的规定，在与环境和谐的条件 

下进行休闲渔业活动。 

(2)休闲渔业专用鱼类：在新南威尔士，有一些鱼类是指定专门 

用于游钓的。在淡水鱼中，本国的鱼(除了一些被完全保护的品种以外) 

和鳟鱼是指定专门用于游钓的，商业渔民只能捕捞鲤科鱼类和一些甲壳类 

动物；在海水鱼中，所有金枪鱼品种都受保护，不得进行商业捕捞， 

还有其他⋯。‘系列品种是通过渔具限制实施部分保护。很多濒危鱼种是完 

全禁止进行商业渔业和休闲渔 的。 

四 主要思考与体会 

在研讨和考察中，给我们体会比较深的是：澳大利亚的休闲渔业管 

理法规比较完善，执法相当严格，公民的遵法守法意识很强，海洋自 

然资源的保护很到位。 

l、注重协调发展 

澳大利亚的休闲渔业规划都是通过州渔业管理部门进行海岸带资源管 

理和夫见划的，确定休闲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海岸带资源开发 

利用活动的指导原则，解决休闲渔业与商业渔业、休闲渔业与海洋环境 

保护的问题。把发展休闲渔业和野生渔业资源管理和区域性海洋养殖以 

及海洋保护区战略的制定相结合，统一一进行规划和部署。 

2、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工明确 

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海洋管理立法、对州政府的执法进行监督与协 

调、确定国家级海洋自然资源保护区、对特定野生鱼类资源和 ‘些洄游 

鱼类资源进行管理保护、对渔业资源实行严格的限额捕捞和总量控制制 

度，对3海里以外海域和专属经济区进行管理。 

3、海洋法制建设比较完善 

澳大利亚渔业立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已基本建立 

起海洋法律体系。在休闲渔业方面，澳人利亚对可用于休闲渔业的渔区、 

渔期、钓具、品种、规格、数量等各个细节，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4、加强宣传与实施 

澳大利亚休闲渔业的场所很多，执法人员并不多，但普法效果很 

好。休闲渔业的管理人员每年部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制作宣传于册，并进 

行普法教育。因此，公民的遵法守法意识和海洋保护意识非常强，对 

联邦和州政府发布施行的海洋法律法规，部很明白，执行也很自觉。 

五、几点建议 

1、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规划、组织、管理值得国内学习、 

借鉴。许多年来，我国不重视休闲渔业资源的管理，缺乏休闲渔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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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长远规划，渔业管理政策的制 

定没有整体性，从而导致我国休闲 

渔业的发展比较滞后。商业的无序 

竞争、资源的过度开发严重影响我 

过休闲渔业的发展。在澳大利亚， 

政府在开发之前都要进行调研和论 

证，设立一些渔业管理法规，进 

行宏观规划和控制。 

2、为休闲渔业的发展和规划 

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如果在政策制定时缺乏相应的 

科学依据，就不能体现出应有的科 

学性。切实贯彻 “科技兴渔”的战 

略方针，就要对开发与环境保护有 

充分的认识，对管理所产生的短期 

和长期经济效益进行充分的评估。 

要使休闲渔业发展成为既解决渔业 

发展中的存在问题，又要使其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这要求相关部门 

必须克服科技和管理滞后现象。 

3、重视观赏鱼的养殖技术研 

究和新品种开发 

海水观赏鱼生产者面临的问题 

更多，尤其是无法生产出品质良 

好，足以与野生品种竞争的观赏 

鱼，以至于高档次的特型、特色、 

特体、特质的名优种类培育工作基 

本上没有进展，这些从另一个方面 

制约着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因 

此，在观赏鱼的养殖技术研究和新 

品种开发的问题上，还需要投入更 

多的精力。 

4、对休闲渔业的配套设备没 

的研究和开发 

澳大利亚休闲渔业的发展带动 

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就新威 

尔南土州，其339万休闲渔业者支 

持着全国近4 0 0个渔具批发商， 

3000多个渔具店和800多个运动器 

材店，也给澳大利亚人提供了数万 

个就业机会，而我国的渔具和配套 

设备几乎60％以上都靠进口。 

总而言之，改变观念，加强 

管理，是休闲渔业发展的关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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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发展休闲渔业，一是要有科学的发展和管理观；二是要以人 

为本，人人参与管理，使休闲渔 真正成为可持续、负责任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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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 1：纲长度为975m，与各部网衣装纲缩结系数分别为0．72、0．75、 

0．75。下纲长度 l057m，与各部网衣装纲缩结系数分别为0．65、0．70、 

0．7 l。 

(3)又纲装配：前、后又纲各 l条分别穿入前、后网头的上、下边缘 

网目，与另一条合并分档结扎。前、后叉纲的眼环处分别通过卸扣、转环 

与网头绳、跑纲连接。前叉纲上、下部长度分别为4．6m、15．6m。后叉 

纲上、下部长度分别为 12．6m、37．8m。 

(4)括纲装配：括纲各部采用卸扣、转环连接。两端各用卸扣连接， 

以便能随时解脱。括纲一端与括纲引纲相连接。 

(5)底环绳装配：底环绳采用 “Y”字形结构，直接结缚于下纲上。 

底环绳装配间距8m，从下纲端头开始装起。下叉纲上不装底环。 

(6)浮子装配：浮予纲穿入浮子后，直接依次缠绕于上纲上。取鱼部 

上纲装浮子475个；第2部至第8部每～部网衣有540个；第9部 纲装 

浮子460个，共4715个。 

(7)沉子装配：取鱼部下纲装沉子375个，第2部至第5部数量相同， 

每一部网衣下纲装沉了488个，计1952个，第6部至第8部数量相同，每 
一

部网衣下纲装沉了549个，计1647个，第9部下纲装沉子480个，共 

计4454个。 

三 注意事项 

(1)纲索在装配前要预加张力，一般使锦纶纲伸长8．5％，乙纶纲伸 

长6．5％。扎纲线要拄意不同术于料下水后的伸缩程度，锦纶下水后伸长 

3％一4％，扎网前要浸水；维纶下水缩短 5％，扎网前不必浸水。 

(2)J叫衣并缝时要注意新、旧、干、湿状态对缝合的影响。横目使用 

的网衣与纵目使用的网衣相互缝合时，由于横目使用的网衣比纵目使J{j的 

网衣长5％～8％，所以不能一目对一目。 

(3)对丁规模较大的 具，为防止网衣破裂过大，各网之间应采用网 

条，以增加网衣的强度。网条高度应比被缝合网衣长5％。各段连接处的 

网衣要留2目～3目，以防止各段纲索间结节拉紧伸长拉破网衣。 

(4)缝合用线合理选择，最好采用与被绕缝网衣相同材料的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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