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海渔〔2019〕121号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加快水产养殖业

绿色发展十三条措施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

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农渔发〔2019〕1号）精神，加

快推进我省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

意，提出如下措施：

一、严格落实规划制度

推进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落地实施，2019年底之前完成市

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发布。2020年底之前全面清退禁养

区违法养殖和限养区不符合规定的养殖设施，加强水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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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法，建立健全防止违法违规养殖反弹的长效管理机制。

对符合规划养殖的使用者必须依法予以核发水域滩涂养殖

证，做到应发尽发。

二、优化养殖空间布局

各地要根据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和绿色发展要求，每两年

公布一次重点港湾、近海、淡水大中型水面的养殖容量情况，

逐步调减近岸、港湾小网箱养殖规模和密度，有序扩大深水

抗风浪网箱养殖规模。积极探索深远海的大型智能化养殖和

贝藻类养殖，开辟我省外海养殖新空间。积极发展稻（莲）

渔综合种养，实现稳粮促渔、提质增效。鼓励发展淡水大中

型水面不投饵的生态养殖。

三、发展绿色养殖方式

全面开展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创建，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健

康养殖模式。设施渔业专项资金支持标准化池塘养殖（每亩

补助2500元）、稻（莲）渔综合种养（每亩补助4000元）、工

厂化循环水养殖（每平方米补助600元）、贝藻类浮筏式养殖

（按浮球数量补助）、环保型塑胶渔排养殖（每平方米补助

170元）、深水大网箱养殖（按周长每口补助10-40万元）等

绿色养殖模式。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单柱半潜式深海养殖平

台”、“振鲍一号”等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平台研发。

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利用设施渔业专项资金，支持传统养殖海域和淡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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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水域木质渔排、养殖泡沫浮球的淘汰替换和升级改造，

2022年底之前改造传统养殖渔排40万口以上，不符合规划养

殖全面清退。以宁德市海上养殖升级改造为示范，全面推进

全省传统养殖的转型升级，实现海上和淡水大中型水面养殖

的集约化、生态化、景观化。充分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升级水产养殖设施装备，推进智

慧水产养殖的快速发展。

五、推进养殖污染治理

依法开展水产养殖项目环评。加强养殖尾水排放治理，

支持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场的进排水、

生物净化、人工湿地等技术改造，开展水产养殖连片集中区

养殖尾水监测与评估，2022年底之前规模以上水产养殖主体

实现尾水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综合治理养殖水域漂浮垃

圾，对网箱网围和筏式、吊笼养殖用木质渔排、泡沫浮球、

毛竹撑杆等拆除后的废弃物实行收集处置。加强养殖水域滩

涂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建立健全补偿机制。

六、开展渔业生态修复

开展海淡水渔业资源调查，持续开展海域和内陆渔业资

源增殖放流，每年全省放流水生生物保持在20亿单位以上。

有序发展滩涂和浅海贝藻类增养殖，鼓励湖泊水库发展滤食

性、草食性鱼类增养殖，净化和修复近海、港湾和淡水大中

型水域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连江黄岐湾、莆田平海湾等海



- 4 -

洋牧场建设，构建良好的立体生态养殖系统。

七、壮大水产种业规模

持续实施水产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不断壮大大黄

鱼、鲍鱼、海带、紫菜、花蛤等特色优势品种的种业规模，

构建我省特色优势品种的水产原良种体系，建设一批规模

化、现代化、良种化的水产种业基地和现代水产种业龙头企

业，2022年主要养殖品种的良种覆盖率达到70%以上。开展

海带、紫菜、鲍鱼等养殖新品种、新品系研发，积极申报国

家新品种。创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点保护宁德

大黄鱼、长乐海蚌、长汀大刺鳅等渔业种质资源。

八、加强水产疫病防控

建立健全水生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从2019年开始，按照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县（市、区）要组织实施水产苗种产地

检疫试点，建立检疫申报点、渔业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队伍，

加强技术培训和水产养殖用疫苗推广。完善水产养殖病害测

报网络，加强水产养殖病害预警和风险评估，提高重大病害

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九、强化投入品管理

严格落实饲料生产许可制度和兽药生产经营许可制度，

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落实水产养殖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兽药、水环境改良剂等投入品的使用管理制度和质量监管，

依法建立健全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记录制度。持续开展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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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精准减量用药行动，组织开展养殖投入品生产、流通、

使用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药和违法违规使用

其他投入品等行为。落实水域生态防控措施，严格限制冰鲜

幼杂鱼等直接投喂于养殖生产。

十、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监管职责和生产经营者主体

责任。组织开展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风险监测和

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与底质环境关联度监测、评估，加强养

殖水产品风险隐患排查，到2022年产地水产品抽检合格率保

持在98%以上。加快推进“一品一码”追溯体系建设，将工

商登记在册的养殖企业、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全面纳入追

溯平台，实施有效监管。推进养殖标准化生产和优质水产品

认证。

十一、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围绕我省大黄鱼、石斑鱼、鳗鲡、对虾、鲍鱼、牡蛎、

紫菜、海带、海参、河鲀等十大优势特色品种，将养殖产业

向全产业链拓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种苗、养殖、

加工、流通、营销和休闲旅游、互联网+渔业等新产业、新

业态，延长价值链，2022年十大品种全产业链产值超1100亿

元。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经济落后等地区发展特色水

产养殖，增加低收入人口收入。持续实施水产养殖品牌战略，

进一步扩大全国性、区域性特色品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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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实施，鼓励和支持渔

业龙头企业利用我省在境外建立远洋渔业基地的优势，积极

开展海外水产养殖项目投资和技术合作，壮大海外水产养殖

规模和综合经济实力。借助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等

平台，提高我省水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贸易水平。

十三、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各地要因地制宜落实水产养殖绿色发展具体措施。鼓励

政策性渔业互保机构开展水产养殖保险，以及与之相关的设

施财产险、污染责任险等政策性保险覆盖范围。支持工厂化

循环水、养殖尾水和废弃物处理等环保设施用地，保障深水

抗风浪养殖、深远海大型养殖设施用海，养殖用海依法依规

免征海域使用金。加强统筹协调，落实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用水用电优惠政策；对因公共利益需要退出的水产养殖，依

法给予补偿并妥善安置养殖渔民生产生活。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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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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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19年 7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