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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海洋渔业资源专业委员会暨学术讨论

会及《远洋渔业》编委会在穗召开会议

本会海洋渔业资源专业委员会
,

于 19 91 年 11 月 1 8 日至 23 日在广州召开了四届 四次委员会议 受

资源开发利用讨论会
。

在会议期间的 11 月 22 日
,

还召开了 《远洋渔业 》 编委会会议

这是一次综合性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
,

主要内容是 : 研讨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生态结

构
,

资源开发
、

监测
、

增殖和管理 ;交流外海和远洋渔业的开发和利用经验等
。

会议收到论文和摘要 2。余

篇
。

有 16 位代表在大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
,

介绍了南海和南沙海区渔业资源开发研究的历史
、

现状和

前景 ;东海区海洋捕捞作业调整与资源利用问题 ; 关于海洋水产资源增殖开发研究中若干问题
,

影响夭

亚湾鱼类牛产力的主要生物类群 ; 影响增殖对虾回捕效果主要因素分析及其对策等
。

与会同志从巾 得

到不少启发和教益
。

与会代表建议 :

( 1) 各级领导重视海洋渔业资源调查研究工作
。

进一步加强海区性和重点渔场
、

海湾的综合性渔

业资源调查和监测
。

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资源调查研究课题
,

增加资源调查经费
,

迅速改变科研滞后于渔

业生产的被动局面
。

( 2) 近海渔业资源增殖是恢复和发展我国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

当前应加强对渔业资源增 殖

的科学研究
,

囚地制宜地扩大增殖种类
,

选择能迅速向产业化转移的增殖对象
,

积极开展人工增殖放流
。

增殖基金应向科研倾斜
,

重点用于增殖技术的开发研究
。

要进一步密切资源增殖和渔政管理的关系
,

强

化增殖放流后的监测和管理
。

户

( 3 ) 尽快恢复和健全渔业生产资料统计制度
,

并在有关渔业法规中作出明文规定
,

凡从事海洋渔业

捕捞生产的渔船必须记好渔捞 日志
,

指定有关科研部门承担汇总整理工作
。

渔政船也应对生产船的渔捞

日志进行检查和监督
。

( 4 ) 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有利于减轻近海捕捞压力
,

保护近海渔业资源
。

近几年来
,

我国远洋渔业

取得长足发展
,

规模逐步扩大
,

不仅增加了我国水产品产量
,

也对转移近梅捕捞力量
,

减轻近海资源压力

起到积极作用
。

日前部份沿海省市的国营和群众渔船
,

积极开发利用南沙翼他陆架水域渔业资源
,

相继

向外海和远洋水域拓展
。

因此
,

应积极搞好远洋渔业的科技情报工作
,

结合生产进行外海和远洋渔业的

资源
、

渔场调查
,

及时提供渔场
、

资源
、

渔业祛规等信息
,

以促进我国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
。

会议期间
,

召开了 《远洋渔业 》编委会会议
,

总结了《远洋渔业 》 编辑部四年来的工作
。 《 远洋渔业 》是

国内唯一远洋渔业专业性刊物
,

自扮 87 年创刊以来
,

在中国水产学会
、

各级水产领导
、

渔政
、

生产部门的

关坏和大力支持下
,

先后共出版 15 期
,

刊文 2 06 篇
,

为领导和生产部门发展远洋渔业的决策
、

选择开发

悔区和对象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

随着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
, 《远洋渔业》 将继续努力

,

办得更好
,

井

使刊物从资料咨询发展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导向性刊物
。

会议得到了南海渔政局和南海水产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

保证了这次会议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