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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部湾渔业资源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变动出现严重衰退。本文在总结北部湾渔业资源研究现状的基础

上,结合北部湾渔业资源保护政策与制度的效果分析,提出今后除继续加强渔业资源保护的政策和制度外,应
以海洋牧场建设作为修复北部湾渔业资源的主要途径,并提出北部湾海洋牧场建设要重视统筹规划与科学论

证、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优先、科学选择增殖放流种类、加强管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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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渔业资源由于捕捞压力或环境变动严重衰退

后,如何保护和恢复北部湾海域的渔业资源,对当地

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渔业资源的保护和

恢复,必须从政策措施、增殖与养护、监督与管理等方

面制定科学的措施,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本文在分析

当前北部湾渔业管理措施效果和渔业资源现状基础

上,探讨以海洋牧场建设作为主要渔业资源修复措施

的必要性,以及海洋牧场建设与管理中需要注意的主

要问题,为北部湾渔业资源管理与修复提供参考。

1 北部湾渔业资源现状

  北部湾是我国著名传统渔场之一,鱼虾种类繁

多,渔业资源丰富。北部湾分布有鱼类500多种,其
中体型较大的经济鱼类30多种,包括经济价值较高

的红鳍笛鲷(Lutjanus
 

erythopterus)、石斑鱼、马鲛

鱼(Scomberomorus
 

niphonius)、二长笛鲷(Paerarg-
yrops

 

edita)等[1]。在广西沿海分布有虾类40多种,
其中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虾类10多种,包括斑节对

虾(Penaeus
 

monodon)、日本囊对虾(Marsupenaeus
 

japonicus)、长毛明对虾(Fenneropenaeus
 

penicilla-
tus)、墨吉对虾(Penaeus

 

merguiensis)等[1]。同时,
北部湾海域还有丰富的头足类和贝类资源[1]。但经

历了长期持续增加的捕捞压力后,渔业资源出现了明

显的衰退。王跃中等[2]分析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南海水产研究所1961—1999年期间5次底拖网渔业

资源调查的渔获率数据,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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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期间,北部湾海域底拖网渔获密度的下降非常显

著,分别下降72%和81%。孙典荣等[3]通过分析20
世纪60年代至2002年间的14种主要经济鱼类的调

查数据,发现其中一些优势种类如红笛鲷(Lutjanus
 

sanguineus)、条纹鯻(Terapon
 

theraps)、长棘银鲈

(Gerres
 

filamentosus)、黑 印 真 鲨 (Carcharhinus
 

menisorrah)和灰裸顶鲷(Gymnocranius
 

griseus)等
的资源已经严重衰退,其他种类的资源也呈剧烈波动

或处于衰退趋势之中。在对北部湾渔业资源的系列

调查研究中,均发现北部湾海域的渔业资源处于衰退

之中,并呈现明显的优势种演替趋势,体型大、经济价

值高、寿命长、营养层次高和性成熟晚的优势种逐渐

被体型较小、经济价值较低、寿命短、营养层次低和性

成熟早的种类取代[48]。孙典荣[9]认为,北部湾的渔

业资源均处于捕捞过度状态,沿岸海域渔业资源衰退

更为严重,海域现存渔业资源密度大致与最适密度相

当,由于过度捕捞引起的渔业资源种类更替现象非常

明显。

2 北部湾主要渔业管理政策措施的效果与

问题

  在北部湾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的背景下,我国为降

低捕捞强度、保护渔业资源实施,最主要的政策有伏

季休渔制度和促进渔民转业转产。

2.1 伏季休渔对渔业资源保护的效果

  出于保护南海渔业资源的目的,农业部南海区渔

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制订了“底拖网禁渔区线”
 

和“幼
鱼保护区”等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难

度,因而未能取得理想效果[3]。自1999年起实行的

南海伏季休渔制度,在保护北部湾海区幼鱼资源和提

高捕捞业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3],有效缓解了渔业资

源衰退的趋势[1011]。伏季休渔期间,北部湾北部的捕

捞强度显著降低,对恢复和养护虾类资源、优化虾类

种群结构、提高捕捞生产效益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

用[12]。因此,有必要坚持长期实施伏季休渔政策,保
护北部湾渔业资源。

2.2 渔民转产转业政策对北部湾渔业资源恢复的

效果

  捕捞压力过大是北部湾渔业资源衰退的主要原

因之一,基于此,我国为减少作业渔船数量、降低捕捞

压力、保护渔业资源,自2002年起先后制定出台了

《渔业船舶报废暂行规定》(2002年5月)、《海洋捕捞

渔民转产转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

7月)、《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

实施意见》(2003年11月)等一系列减少捕捞船只和

促进渔民转业转产的规定和意见,并在2000—2004
年期间设立了渔民转产转业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用

于实施渔船报废和转产转业的项目补助每年达2.7
亿元,并增加专属经济区渔政执法经费3

 

000万元。
北部湾沿海的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制

定了相应的渔民转产转业政策,并配套了相应的财政

经费予以支持。“十五”期间的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

实施,使海洋渔业捕捞能力的增长势头得到了遏制,
渔业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引导转移,渔业结构也得到

一定程度的调整和优化,从而保护了近海渔业资源,
渔业资源一定程度上得到休养[13]。但仍需要进一步

引导渔民转产转业来降低捕捞压力,促进北部湾渔业

资源恢复。

2.3 渔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2.3.1 北部湾捕捞压力仍旧较大

  尽管伏季休渔对北部湾渔业资源恢复起到了一

定积极作用,但北部湾渔业资源的整体衰退态势尚未

得到有效控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渔场捕捞强度过

大。伏季休渔的成效往往被开捕后巨大的捕捞强度

所吞噬[11]。截至2017年,北部湾沿岸地区(广东、广
西、海南)的海洋机动渔船为108

 

286艘,总功率达

4
 

599
 

693
 

kW,其中捕捞生产渔船96
 

542艘,总功率

达4
 

161
 

382
 

kW[14],对北部湾海域渔业资源仍保持

巨大的捕捞强度,这也是渔业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和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达到保护北部湾经

济鱼类渔业资源的目的,除了伏季休渔措施,还需要

适当减少捕捞渔船数量,降低捕捞强度[3]。

2.3.2 渔民转产转业困难

  北部湾沿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无法为转产

转业渔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加上转产转业渔民存

在老龄化、文化水平较低、观念保守等问题,在转产转

业补贴额度不高的情况下,转产转业遇到了不少的困

难[15],这是导致北部湾捕捞强度仍旧维持较高水平

的主要原因。我国北部湾沿岸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国
家大力支持发展海洋经济,这为减少近海捕捞业从业

人数和渔船数量创造了良好条件,通过发展海水增养

殖业、建设和管理海洋牧场、发展向海经济的相关产

业来吸引更多渔民转产转业,能有效降低北部湾捕捞

压力,促进渔业资源的保护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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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渔业管理政策措施缺乏国际合作与协调

  作为南海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最主要国家,我
国在北部湾海域实施的一系列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制

度和措施,如颁布实施了南海区伏季休渔令,与越南

划定共同渔区,实施增殖放流,设立渔业自然保护区,
削减捕捞渔船数量,规定禁渔区和禁渔期,禁用破坏

性渔具和渔法,通过限制捕捞网具网目减少小规格渔

获物的捕捞、限制捕捞能力的增长、限制渔获量等,对
北部湾渔业资源的保护与恢复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仍

未能扭转资源衰退的整体趋势。由于很多渔业资源

(尤其是寿命长体型大的种类)具有洄游行为和流动

性,而北部湾不是一个封闭的内湾,周边国家和地区

共同制定并落实协调一致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和修

复措施才能取得好的效果。陈明宝[16]分析了南海周

边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系列

渔业养护与管理措施的执行效果,认为导致总体效果

不佳的主要原因是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养护与管

理南海渔业资源方面尚未建立合作性的机制。只有

建立南海渔业资源的合作机制,才能实现南海渔业资

源的合作开发与共同保护[17]。中国和越南作为北部

湾渔业资源的开发国,不仅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补充议定书》《北部湾共同

渔区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的框架内开展渔业资

源的养护、管理和可持续开发,还要在休渔制度和实

施时间、增殖放流、渔业资源监测等开展协调与合作,
才能保证北部湾整个海湾内的渔业资源得到有效保

护与修复。

3 建设海洋牧场,恢复北部湾渔业资源

3.1 北部湾海洋牧场建设的必要性

3.1.1 海水养殖吸纳转产转业渔民潜力有限

  由于转产转业渔民更熟悉沿海环境,若能转产转

业到与海洋渔业相关的行业中,可能是一条较有吸引

力的途径[18]。陈文河等[18]分析了广东、广西、海南

在北部湾沿海的海水养殖资源优势,提出了引导从事

捕捞业的渔民转产转业到海水养殖业的建议,认为该

建议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实际上,在海水养殖产

品对捕捞产品有较好的替代时,不仅可以吸收转产转

业的劳动力,还可以满足部分海洋水产品的市场需

求,直接降低对这些品种的捕捞强度,促进渔业资源

的恢复。但北部湾沿海的海水池塘养殖主要以对虾

养殖为主,存在较大风险并且与近海的环境保护有冲

突。而沿岸的小型网箱养殖也与我国海水养殖业和

海洋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向不符,需要逐步淘汰与退

出。因此,海水养殖作为一个吸收转产转业渔民的产

业,需要逐步转变发展方向,沿海滩涂要以生态集约

化养殖为主要方向,网箱养殖则必须向深海抗风浪网

箱养殖发展。这显然对技术和资金有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对于普通转产转业渔民而言存在较大难度。目

前看来,依靠发展海水养殖来进一步削减捕捞压力,
实现渔业资源的养护与修复的潜力有限。

3.1.2 划定大型非渔业活动区可行性较差

  陈作志等[19]对不同渔业管理政策措施的研究进

行了评估,发现如果缺乏有效管理和渔民合作,禁渔

和伏季休渔制度对渔业资源的养护作用不显著,而通

过设立大型的非渔业活动区,可使捕捞强度有效降

低,渔业资源得到恢复。陈作志等[19]认为从渔业管

理的角度来看,将北部湾30
 

m等深线内的沿岸水域

划为非渔业保护区,对北部湾的生态系统的养护和渔

业资源的恢复更有利,但这一建议显然可操作性不

强。而通过规划在北部湾建设海洋牧场,斑块化地实

现设立非捕捞渔业区,不仅能够满足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与渔业资源的要求,还能更好地发展海洋经济,这
可能是北部湾渔业资源保护与恢复的主要有效措施。

3.1.3 海洋牧场建设是保护和恢复渔业资源的有效

手段

  袁华荣等[20]在对比北部湾东北部游泳生物资源

现状和历史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强人工鱼礁建设、
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来保护和恢复北部湾游泳

生物资源的建议。海洋牧场是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

和现代海洋工程技术,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在特定

海域科 学 培 育 和 管 理 渔 业 资 源 而 形 成 的 人 工 渔

场[21],人工鱼礁建设和增殖放流是海洋牧场建设和

管理运行的主要技术手段和措施。人工鱼礁是人工

置于水域环境中用于修复和优化水域生态环境的构

造物[21]。我国最早的人工鱼礁于1979年在广西钦

州地区投放[22],进入21世纪后沿海省区掀起人工鱼

礁建设热潮,2008年以来,全国建设人工礁区500
 

km2,投入人工鱼礁3.0×107 空方,投入资金约20-
30亿元[21]。增殖放流是指采用放流、底播、移植等人

工方式,向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等公共水域投放亲

体、苗种等活体水生生物的活动[23]。至2016年止,
我国花费资金超过30亿元,累计向海洋投放鱼、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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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贝等经济水生生物苗种超过1.2×1010 尾(粒),
不少放流种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1],海洋牧场建设

被认为是保护和恢复渔业资源的有效手段。

3.1.4 北部湾海洋牧场建设符合国家政策和需求

  自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海洋牧场也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截至2018
年,全国已建成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64个、海洋牧

场233个,合计用海面积超过850
 

km2,投放各类鱼

礁合计超过6.094×107 空方,产生了显著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4]。根据国家公布的四批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名单,位于北部湾内的只

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滩南部海域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3.153×106
 

m2,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1.010×108
 

m2,防城港市水产畜牧

兽医局),不仅数量少,总面积也较小,显然不能满足

北部湾海洋环境保护与修复的需要,对渔业资源的保

护作用也有限。农业农村部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全国

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现场会指出,要重点推进“一带多

区”(近海“一带”和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多区”)
海洋牧场建设,力争到2025年建设好178个国家级

海洋牧场示范区,到2035年基本实现海洋渔业现代

化[25]。北部湾沿岸地区要积极响应会议精神和部

署,科学合理地建设更多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和海洋牧

场示范区,促进北部湾海域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渔

业资源的恢复。

3.2 北部湾海洋牧场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国海洋牧场建设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一些问

题,包括海洋牧场的含义不明确、缺乏统筹规划和科

学论证、前期评估不足、生态意识欠缺、忽视海洋牧场

的生态作用、忽视海洋牧场的评估与系统管理[21,26]。
沿海省市的海洋牧场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技术,
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北部湾海洋牧场建设

刚起步,需要在集成国内外海洋牧场建设的先进技术

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其他省市的建设经验,吸取一些

海洋牧场建设效果不佳的教训。

3.2.1 事前统筹规划与科学论证

  由于海洋牧场建设尚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性规划

或标准,如何基于北部湾海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科学地规划和设计海洋牧场,对于北部湾海洋牧场的

建设与发展尤为重要。在规划北部湾海洋牧场时,必
须对北部湾的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等热带、亚热带

生态系统,生物资源的现状和演变进行调查与评估,

在优先保障这些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的保护与修复

的前提下,合理规划不同类型的海洋牧场,促进海洋

牧场建设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在进行海洋

牧场设计时,要进行充分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及生态系

统影响评估,使海洋牧场建设中的人工鱼礁投放、增
殖放流、配套设施等技术手段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和

生态效益。

3.2.2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优先

  北部湾海域分布有众多的红树林、海草床、珊瑚

礁等重要生态系统,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应当在海

洋牧场的规划与设计中,优先考虑保护或修复这些重

要的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红树林湿地、海草

床、海藻床、珊瑚礁等区域是大多数渔业资源繁殖和

育幼场所。刘超等[27]的研究表明山口红树林区能够

为近海鱼类育幼和摄食提供支撑作用,而这些稚幼鱼

对当地渔业资源具有补充作用。因此,海洋牧场与北

部湾海域内的这些特有生态系统衔接融合,充分发挥

这些生态系统在北部湾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中的作

用,能够更好地实现海洋牧场保护和修复海洋环境与

渔业资源的功能。

3.2.3 科学选择增殖放流种类

  增殖放流是海洋牧场建设中重要的增加渔业资

源的技术措施。放流一般选择的是放流区域资源衰

退严重,但能够人工繁育提供苗种的种类。近10余

年来,在北部湾海域进行了大量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放流的种类包括真鲷(Pagro-
somus

 

major)、黑鲷(Sparus
 

macrocephlus)、红鳍笛

鲷、紫红笛鲷(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赤点石

斑鱼(Epinephelus
 

akaara)、青石斑鱼(Epinephelus
 

coioides)、鲹 鲳 (Trachinotus
 

ovatus)、尖 翅 燕 鱼

(Platax
 

teira)、褐毛鲿(Megalonibea
 

fusca)、断斑石

鲈(Pomadasys
 

hasta)等鱼类,斑节对虾、长毛明对

虾、墨吉对虾等虾类,方斑东风螺(Babylonia
 

areola-
ta)、织绵巴非蛤(Paphia

 

textile)、缀绵蛤(Tapes
 

Literatus)、施氏獭蛤(Lutraria
 

sieboldii)、华贵栉孔

扇贝(Mimachlamys
 

nobilis)、合浦珠母贝(Pinctada
 

martensii)等贝类,中华鲎(东方 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等 珍 稀 濒 危 保 护 动 物,以 及 江 蓠

(Gracilaria
 

verrucosa)等海洋植物[2833]。放流种类

大多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对恢复渔业资源和当地渔

民增产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增殖放流种类

的选择,没有更多考虑北部湾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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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强等.北部湾渔业资源修复措施的探讨

  从目前对北部湾渔业资源与生态系统的评估研

究来看,1960年到1999年间,北部湾海域渔获物的

营养级从3.2降低到2.98,表现出“捕捞降低海洋食

物网”的现象[34]。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捕捞压力过大,使得寿命长、个体大和高营养级的鱼

类数量减少,而寿命短、个体小和较低营养级的种类

增多。如王雪辉等[8]的对北部湾鱼类资源的研究表

明,北部湾鱼类的优势种更替明显,总体变化趋势是

以红笛鲷和黑印真鲨等为代表的k 选择种类逐渐被

以发光鲷(Acropoma
 

japonicum)、鲾科和天竺鱼科

等为代表的r选择种类所替代。以往在选择放流种

类尤其是放流鱼类时,一般倾向于选择体型大、寿命

长、经济价值高的种类,这些种类一般也是具有较高

营养级的捕食者。北部湾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主要

以捕食食物链途径为主,其中无脊椎动物在能量从低

级向高层次转换中起关键作用,生态系统的动物生产

量只占系统净初级生产力的1.81%[35]。目前北部湾

海洋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扰动下,产生

了逆行演替,由“成熟态”
 

向“幼态”
 

发展[36]。在这样

的环境背景下,如果不从生态系统和食物网能量流动

的角度考虑如何构建更为完整的食物网链,尽可能增

加净初级生产力并促使其向渔业资源的转化,显然无

法支撑高营养级捕食性鱼类的资源量恢复与增长。
同时,在北部湾海域海洋牧场建设尚未取得一定成效

之前,放流的种类只在禁渔期有较短的几个月庇护

期,不能有效生长达到补充繁殖种群的效果。因此,
作为规模化的海洋牧场建成前的放流种类选择,应从

生态系统角度,选择能够尽量将北部湾初级生产力向

渔获产品转化的种类,而不仅仅是放流处于食物链高

营养级、个体大、寿命长、经济价值高的种类,促进海

洋生物食物网的发展,构建符合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

物质循环规律的食物网。黄世耿等[1]认为北部湾多

数的鱼虾种类性成熟早、繁殖力强,生长快、生命周期

短,种群更新快,资源恢复也快。而且北部湾属于一

个典型的半封闭海湾渔场,地处亚热带季风区,鱼类

具有明显的暖温带和亚热带特点,大部分鱼类在湾内

完成产卵、生长、索饵和洄游[3738]。因此,将具有性成

熟早、繁殖力强、生长快的特征的渔业种类用于修复

渔业资源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手段。

  基于这一认识,建议当前阶段的放流种类主要以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小型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为食的

低营养级鱼类、甲壳类和头足类,具体推荐种类包括

真鲷、黑鲷、黄鳍鲷(Acanthopagrus
 

latus)、红鳍笛

鲷、斜带髭鲷(Hapalogenys
 

nitens)、卵形鲳鲹等鱼

类,以斑节对虾、日本囊对虾、长毛明对虾、墨吉对虾、
刀额新对虾(Metapenaeus

 

ensis)、拟穴青蟹(Scylla
 

paramamosain)等 甲 壳 类,合 浦 珠 母 贝、大 獭 蛤

(Lutraria
 

maxima)、织锦巴非蛤等贝类。头足类是

北部湾价值较高且丰富的渔业资源[39],因此应当重

视虎斑乌贼(Sepia
 

pharaonis)、拟目乌贼(Sepia
 

ly-
cidas)、白斑乌贼(Sepia

 

latimanus)等头足类的苗种

培育与放流,以此来增加北部湾渔业资源的生物量,
促进北部湾初级生产力更多地转化为渔业资源。在

将来北部湾海洋牧场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和数量后,可
增加体型大、性成熟晚、寿命长的高营养级渔业种类

的放流,如石斑鱼类等,以形成稳定和完善的食物网,
支持高营养级渔业种类的资源恢复。

3.2.4 加强管理与评价

  忽视海洋牧场的评价与管理是目前海洋牧场建

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海洋牧场存在只重视

建设投入、可行性评估不充分、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评

价不完善、综合评价缺失等问题[21]。建设海洋牧场

来保护和修复渔业环境、恢复渔业资源,必须在对海

洋生态环境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地开展可行

性评估,保证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规划海

洋牧场的规模,测算增殖容量,制定管护措施和采捕

规范,才能有效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渔业资源的恢

复。海洋牧场建设完成后,要建立规范的资源与环境

综合监测技术,评估海洋牧场建设与管护措施的效

果,及时改进和优化相关技术措施,更好地发挥海洋

牧场改善生态环境和恢复渔业资源的作用。

4 展望

  伏季休渔和渔民转产转业对北部湾渔业资源的

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无法扭转渔业资源衰退

和渔业环境恶化的趋势。北部湾沿海省区只要长期

坚持渔业资源保护和渔业环境修复,并抓住国家大力

推进海洋牧场建设的机遇,科学合理地在北部湾沿岸

建设更多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和海洋牧场示范区,结合

海藻场、海草场、红树林、珊瑚礁等特殊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修复,为渔业资源的恢复和增殖提供更多的途径

和场所,一定能够实现北部湾主要渔业类群资源量的

恢复增长,支撑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和蓝色粮仓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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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result
 

of
 

overfish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the
 

fishery
 

resources
 

in
 

Beibu
 

Gulf
 

declined
 

severel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on
 

the
 

status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Beibu
 

Gulf,and
 

com-
bining

 

the
 

effect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and
 

systems
 

for
 

protecting
 

fishery
 

resources
 

in
 

Beibu
 

Gulf,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the
 

policies
 

and
 

systems
 

for
 

protecting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future,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ranching
 

should
 

be
 

taken
 

as
 

the
 

main
 

way
 

to
 

restore
 

fishery
 

re-
sources

 

in
 

Beibu
 

Gulf,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ranching
 

in
 

Beibu
 

Gulf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overall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give
 

priority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protection,scientifically
 

select
 

breeding
 

and
 

release
 

types,and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fishery
 

resources,job
 

and
 

industry
 

transfer,fishing
 

pressure,marine
 

ranching,Beibu
 

Gulf

责任编辑:符支宏

微信公众号投稿更便捷
联系电话:07712503923
邮箱:gxkxyxb@gxas.cn
投稿系统网址:http://gxkx.ijournal.cn/gxkxyxb/ch

7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