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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15845.htm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

国渔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年－2010年）》的通知

（农渔发[2006]3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渔业主管厅（局），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

管理局： 《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年~2010年

）》明确了“十一五”时期我国渔业发展的目标、中心任务

和指导思想，是以后指导我国渔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二六年十一月七日全国渔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年－2010年）目 录 一、“十五”

渔业发展主要成就 二、“十一五”渔业发展形势和任务 （一

）“十一五”时期渔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二）“十一五”渔

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三）主要任务 --确保水产品安全供给 --

确保渔（农）民持续增收 --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农村

渔区社会和谐发展 三、“十一五”渔业发展指导思想、指导

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指导原则 （三）发展

目标 --渔业经济 --外向型渔业 --水产品质量安全 --科技与推

广 --渔业管理 四、区域布局与发展重点 （一）区域布局 --东

部地区 --中部和西南地区 --东北和西北地区 --城市及城郊地

区 （二）发展重点 1、加快渔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体系建

设 2、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渔业建设 3、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渔业经济产业优化升级 4、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

渔业 5、全面实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计划 6、构建平安渔



业，提高渔业安全保障水平 五、重点工程 （一）水产原良种

繁育工程 （二）水生动物疫病防控工程 （三）远洋渔业工程 

（四）水产品质量监控工程 （五）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程 （

六）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七）渔港工程 （八）渔政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惠渔政策扶持，优化

渔业发展环境 （二）完善渔业管理制度，确保渔业发展质量 

（三）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改善渔业发展基础 （四）强化

公共管理服务，保障渔业和谐发展 （五）扩大渔业对外交流

，提高渔业发展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在认真研究我国渔业发展现状，深入

分析“十一五”时期我国渔业发展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

础上，编制《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一、“十

五”渔业发展主要成就 “十五”时期，全国渔业工作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围绕渔

业增效、渔民增收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积极应对

国际海洋制度变革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坚持“以

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深化渔业结构调整，开拓国内外

市场，加强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渔业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一）渔业经济较快发展，对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五”时期，我国渔业经济保持

较快发展，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2005年全国水产品

总产量达到5101.65万吨，水产品人均占有量39.02公斤，水产

蛋白消费占我国动物蛋白消费的1/3；渔业经济总产值

达7619.07亿元，渔业产值达到4180.48亿元，渔业增加

值2215.30亿元，约占农业增加值10%；全国水产品出口额78.9



亿美元，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30%；渔民人均收入5869元

，比“九五”末增加1140元，比农民人均收入高2614元。渔

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外向型渔业发展成效显著，世界

渔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凸显。“十五”时期我国外向型渔业快

速增长，水产品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水产品出口

额比“九五”末增加40.6亿美元，增长106.0%，年均增长率

达15.56%，连续四年居世界水产品出口贸易首位；公海大洋

性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增强。外向型渔业的发展提高了我

国渔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国内水产养殖、加工等产业的

发展。目前，我国水产品总量已占全球渔业总产量的40%，

连续15年居世界首位，养殖水产品产量占世界养殖总产量

的70%。 （三）渔业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资源利用趋向合

理。“十五”期间，我国渔业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近海捕捞产量实现了“负增长”，2005年全

国国内海洋捕捞产量1309.49万吨，较“九五”末减少81.44万

吨；养殖产品在水产品总产量中的比重从“九五”末的60%

提高到“十五”末的67%；渔业二、三产业产值占渔业经济

总产值的比重由“九五”末的31%提高到“十五”末的46%。

优势品种区域布局成效明显，对虾、罗非鱼、鳗鲡、河蟹等

养殖品种优势区域形成，带动了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快速

增长；水产品加工能力显著增强，我国成为世界水产品来（

进）料加工贸易的主要基地，在国际市场分工中占据了重要

地位。 （四）渔业体系建设逐步完善，支撑保障能力显著增

强。“十五”期间，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渔业的投入，仅中央

财政投入就达45.5亿元。各地积极推进水产原良种、水生动物



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和渔业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建立了渔政管理指挥系统，改善了渔政执法装备，为渔业经

济稳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渔业科研和水产技术推广体

制改革取得进展。渔业应急处置机制得到完善，制定并发布

了《渔业船舶水上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水生动物疫

病应急预案》，积极参与重大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渔业

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增强。 （五）重大管理措施得到强化，渔

业依法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启动了全国养殖证制度建设；制

定和公布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巩固和完

善了海洋伏休制度，全面实施了长江禁渔制度，沿海11个省

（区、市）、沿江10个省（市、区）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近百万渔民实行休渔禁渔；广泛开展了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活动，积极促进资源养护，“十五”期间，全国累计放流水

产苗种442亿尾（粒）、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100多万

尾（头）；2002年起实施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拆解

报废近海渔船1.4万艘，培训转产转业渔民8万人；首次开展了

全国渔港、渔船和水产苗种场普查工作，规范了渔业行政审

批和监督管理；加强了海域、界江、界河巡航检查，中国渔

政积极参与了双边协定水域和北太平洋渔业联合执法，树立

了我国负责任渔业大国的形象，专属经济区渔业管理体制初

步建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