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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内陆渔业大多是生计渔业，太湖的刺网作业是典型的家庭经营模式的生计渔业。本研究对太湖
地区主要专业渔村刺网渔船进行调查研究，旨在探讨太湖生计渔业的发展现状。研究结果表明：（１）８０％以
上的刺网渔船渔业渔民年龄大于４５岁，老龄化现象明显；（２）刺网渔船渔业渔民受教育水平最高为初中，
６０％以上的渔民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渔民受教育程度较低；（３）所调查的渔船中，若不考虑人力成本，有９８％
盈利，但是小功率渔船（６．４６８ｋＷ）和较大功率渔船（８．８２０ｋＷ）平均利润差别较大。太湖刺网渔船渔业的渔
民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经济状况较差，面对亏损又不能放弃捕捞渔业。因此，应从可持续生计渔业的角度来

制定生计渔业的管理制度，维护太湖捕捞渔业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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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关于生计渔业的定义并不统一。有学
者［１］认为，捕捞渔业按照作业的经济目标可以分

为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生计渔业主要是为家庭

成员的生存需要进行生产作业的渔业，商业渔业

追求投资回报，作业目的是最大化商业利润。另

有学者通过研究渔民收入构成提出，生计渔业是

指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通过渔业生产获取的，

从事渔业生产以保障正常的日常支出，并提出传

统渔业基本属于生计渔业的范畴［２］。有部分学

者［３］围绕小型渔业展开研究，将生计渔业称为小

型渔业。小型渔业的定义因所在区域的不同而

有所变化，就我国目前的渔业发展来看，内陆渔

业和使用４４．１ｋＷ渔船进行渔业生产的近海渔
业均属于小型渔业。为便于制定管理效率更高

的渔业管理政策，可以从作业方式、作业区域将

小型渔业进行准确量化［４］。因此，生计渔业应具

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通过渔业活动获取的收入

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二是作业水域为

内陆或沿海近岸；三是渔船长度一般不超过 １２
ｍ。

据统计，２０１６年，我国内陆捕捞渔船２４６３２０
艘，非机动渔船 ３５０６７９艘，渔业专业从业人员
７５６．５８万人，其中从事捕捞的渔民１７２．６６万人，
淡水渔业专业从业人员７２．４５万人，有相当一部
分从事家庭经营为主的生计渔业［５］。我国内陆

捕捞渔业相较于海洋渔业，不仅严重受到作业水

域的限制，而且渔业资源的补充途径单一，主要

通过自然生长的方式，相对于海洋渔业缺少不同

水域间资源流动补充的方式，使得内陆渔民对于

渔业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在内陆捕捞渔业的发展

过程中，渔业资源属于极度稀缺资源。随着我国

市场经济的逐渐放开，为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

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捕捞努力量逐年递增，渔业

资源状况趋紧，相关渔业管理部门为应对渔业资

源的新情形，出台了相应的渔业管理政策。就内

陆渔业而言，由最初的自由进入的管理方式转变

为限制进入，实施了捕捞许可证制度［６］；为有效

养护渔业资源，实施了增殖放流、禁捕休渔等制

度［７８］。这些管理制度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渔业

资源的衰退，但并未扭转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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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为实现对渔业资源的进一步养护，相关部

门提出建议，到２０２０年，在长江流域的重点区域
实现常年禁捕。渔业管理政策的有效实施极大

地保护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水生生物的多样

性。但同时，相关政策的实施对渔民的生产活动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渔民的作业时间、作

业方式受到限制；其次，渔民的作业区域受到约

束。对于从事生计渔业的专业从业人员而言，在

渔业资源养护要求不断趋紧的情况下，其能否有

效解决家庭收入问题？水生生物保护、生态环境

修复等生态意识的发展，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同

时，对于传统的生计渔业从业人员将会产生怎样

的影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生态保

护和生计渔业的矛盾问题？

在我国推进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捕捞渔业

追求高利润，有不断提高渔船吨位和功率的偏

好［９］。生计渔业为传统渔民提供食物和收入的

作用受到较大影响和极大压迫，也对传承和保护

传统渔业文化、社区稳定和社区可持续发展带来

不良影响［１０］。探讨研究太湖家庭生计渔业的经

济社会问题，对保护太湖传统作业模式、传统渔

业文化和渔业社区的稳定发展有积极意义。

１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１．１　太湖捕捞渔业现状
太湖地处长江三角洲南部，是我国著名的五

大淡水湖之一，地跨江苏、浙江两省，北临无锡，

南濒湖州，西接宜兴、长兴，东近苏州、吴江。湖

泊面积２３３８ｋｍ２，湖岸线长达３９３．２ｋｍ。太湖
湖内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太湖捕捞渔业年均产量为３３３４１ｔ，捕捞渔业产
值平均为１６０９５万元。鱼类是太湖捕捞渔业的
主体资源，约占总捕捞量的８５％ ～９５％，为周边
城市、乡镇提供了优质安全的水产品［１１］。太湖渔

业资源丰富，主要有湖鲚、银鱼、
,

、鲤、鲫、鳊、

草、青、鲢、鳙、鳗等鱼类资源以及青虾、白虾、蚬

子等品种。其中：鲚为太湖产量最高的品种，占

捕捞总量的５５．０％；鲢鳙是太湖增殖放流的主要
品种，占捕捞总量的１７．２９％；鲤、鲫是太湖土著
鱼类，占捕捞总量的１０．４６％。

太湖渔业人口涉及江苏、浙江２省４市的５７
个行政村（社区）共１１５８８户３７８０３人。太湖专
业渔业行政村（社区）４８个（江苏 ４３个，浙江 ５

个），共有渔户１１３４５户、渔业人口３７３４２人；农
兼渔业行政村９个（苏州７个，无锡２个），计２４３
户，４６１人。太湖渔船依作业性质分为拖、围、刺、
敷、钓和簖渔具等６类，刺网在５ｔ以下。太湖地
区的刺网渔业是以生计为主的家庭渔业，是典型

的生计渔业。

１．２　问卷设计及实地调查
在对太湖地区进行初步调研后，结合所要分

析问题，进行问卷设计。正式调研的问卷包括基

本信息、船员基本信息、船长及船员情况、捕捞成

本、捕捞收益、家庭收支、资金借贷及对不同组织

形式的认知共８个部分，总计２７个问题，涉及６９
个变量，本文主要涉及基本信息部分包含６个变
量，渔船基本情况包含１４个变量，船长及船员情
况包含１５个变量，捕捞成本部分包含１０个变量，
捕捞收益部分包含５个变量。
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期间，先后４次

对太湖地区专业渔村的经济社会现状进行了田

野访谈、社会调查。第一次调研主要是通过与渔

民一对一深入的交流及自身的观察，形成初步的

了解；第二次预调研主要是校验问卷的有效性；

第三次正式调研，在主要的渔业生产码头随机发

放调查问卷；最后一次为补充调研，完善调查信

息。在经济社会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家庭

作业模式的小规模刺网渔船进行成本收益研究，

研究家庭生计渔业的经营状态。太湖具有捕捞

许可证的刺网渔船数量（１１１１艘）占总入湖渔船
（仅指具有捕捞许可证的渔船）的２７．１２％［４］，主

要在苏州市管辖区域内，在通安渔业社区、光福

镇渔港村、金庭镇庭山村、东山镇太湖村以及胥

口镇箭泾村。针对刺网渔船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１０２份，收回１０２份用于人力资源现状分析。成
本收益分析则是结合社会调查和对问卷数据的

真实性及有效性判断（部分调查问卷缺失产值与

成本）的基础上，从１０２份调查问卷筛选５８艘渔
船进行收益分析。

太湖刺网渔船主要为６．４６８ｋＷ和８．８２０ｋＷ
两种，据此将刺网渔船分成小功率渔船（６．４６８
ｋＷ）和大功率渔船（８．８２０ｋＷ）２组进行统计分
析，其中６．４６８ｋＷ渔船３４艘，８．８２０ｋＷ渔船２４
艘。渔民的社会属性主要分析年龄结构和受教

育水平结构。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刺网渔业的作

业以及渔民的社会地位等问题。渔船生产效益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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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刺网渔船的直接成本参

数主要有冰及燃油费、折旧费、维修费、伙食费、

资源费和渔具损耗。利润分别采用总产值减总

直接成本支出计算利润１和用总产值减去总直
接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计算利润２。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太湖刺网渔业生产
调查得知，６．４６８ｋＷ 渔船折旧期 １０年，

８．８２０ｋＷ渔船折旧期２０年。作业时间周期一般
为４～８个月，刺网（丝网）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
新发展的渔具，分布范围广泛，有３层丝网和单
层小丝网两种，由尼龙胶丝编结而成，单船作业，

每船１００～２００串，连成长带状，浮于水面，也有沉
入水下１～２ｍ，随风漂移，拦截鱼道，使鱼类触网
后刺缠捕获，前者以中上层大中型鱼类为主要对

象，后者可捕捞银鱼。捕捞品种为鲢、鳙、草、鲤、

青、鳊、鲫、
,

等。由调查数据，刺网渔船为夫妻

经营，没有雇工。

太湖刺网渔业对捕捞技术要求较高，刺网渔

船船长拥有丰富的捕捞经验，调查与统计表明，

刺网渔船的船长平均捕捞经验为２６年，捕捞经
验最短的至少１０年。
２．２　刺网渔船经济效益

在分析刺网渔船经济效益时，调查数据均为

年度数据，并将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其中直接成本包括：冰、燃油费、渔船维修费、渔

船折旧费、伙食费、资源费以及渔具损耗，其中资

源费是指由渔业部门征收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

费，间接成本在这里主要是指人力资源成本。作

业渔船功率的不同表明了捕捞强度的不同，因此

在进行刺网渔船经济效益分析的时候，将渔船按

照功率分为６．４６８ｋＷ和８．８２０ｋＷ两类，对成本
结构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单船比较时８．８２０ｋＷ
渔船的直接成本（３．５７７万元）是６．４６８ｋＷ渔船
直接成本（２．６２万元）的１．３６倍，８．８２０ｋＷ渔船
每千瓦直接成本等于６．４６８ｋＷ渔船每千瓦直接
成本均为０．４０５万元。见表１。

伙食费是刺网渔船渔业的最大单项成本支

出，６．４６８ｋＷ和８．８２０ｋＷ的刺网渔船其伙食费
用的支出分别占总成本的 ４７．８１％和 ４３．６４％。
冰、燃油费支出仅次于伙食费支出，６．４６８ｋＷ刺
网渔船的冰、燃油费占总直接成本的 ２８．９７％，
８．８２０ｋＷ刺网渔船冰、燃油费占总直接成本的
２１．８６％。６．４６８ｋＷ和８．８２０ｋＷ刺网渔船的渔
具损耗成本分别占总成本的１４．２７％和２３．８２％。
６．４６８ｋＷ的刺网渔船折旧费、维修费和资源费分
别为总成本的１１．３４％、２．９４％和２．２１％，８．８２０
ｋＷ刺网渔船折旧费、维修费和资源费占总成本
的分别为５．１４％、６．５１％和４．８１％。总体上，伙
食费用和冰、燃油费是影响刺网渔船收益的主要

成本支出，折旧费、维修费和资源费对刺网渔船

的收益影响较小。

表１　２０１５年太湖刺网渔船平均捕捞成本和收益分析（万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ｓｔａｎｄｒｅｖｅｎｕｅｆｏｒ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ｇｉｌｌｎｅｔ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２０１５（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ｙｕａｎ）

渔船功率

Ｐｏｗｅｒ／
ｋＷ

总产值

Ｇｒｏｓｓ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ａ

冰、

燃油费

Ｉｃｅ，
ｆｕｅｌｆｅｅ

渔船

维修费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ｆｅｅｓ

渔船

折旧费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伙食费

Ｆｏｏｄ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资源费（依

法征收）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ｅｅ

渔具损耗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ｅａｒｌｏｓｓ

总直接成本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ｓｔ

人力资源

成本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ｓｔ

利润１
Ｐｒｏｆｉｔ１

利润２
Ｐｒｏｆｉｔ２

６．４６８ ５．５８８ ０．７５９ ０．０７７ ０．２９７ １．０５５ ０．０５８ ０．３７４ ２．６２ ２．４ ２．９６３ ０．５６５
８．８２０ ９．９６ ０．７８２ ０．２３３ ０．１８４ １．３５４ ０．１７２ ０．８５２ ３．５７７ ２．４ ６．３５８ ３．９８３

注：利润１为总产值减去总直接成本所得；利润２为总产值减去总直接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所得
Ｎｏｔｅｓ：Ｐｒｏｆｉｔ１ｉ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ｍｉｎｕ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ｓｔ．Ｐｒｏｆｉｔ２ｉ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ｍｉｎｕｓｔｏ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ｓｔ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ｓｔ

　　用总产值减总直接成本支出得到的利润结
果是：６．４６８ｋＷ刺网渔船平均利润为 ２．９６３万
元，８．８２０ｋＷ刺网渔船平均利润为６．３５８万元，
后者比前者高３．３９５万元；６．４６８ｋＷ的单位功率
平均利润为４５８１元，８．８２０ｋＷ的单位功率平均
利润为７２０８元，大功率渔船的单位功率产出明

显高于小功率渔船；不计算人力资源成本时，

６．４６８ｋＷ渔船盈利率为１００％，８．８２０ｋＷ渔船盈
利率为９５．８３％。

用总产值减去总直接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

计算的利润结果是：根据２０１５年太湖地区船员平
均工资水平计算刺网渔船人力成本，６．４６８ｋ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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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２０ｋＷ 的渔船人力成本分别占总成本的
４７．８１％和４３．６４％，若将雇工费用计入成本收益
分析，３１％的刺网渔船将出现亏损。功率为
６．４６８ｋＷ的刺网渔船，平均盈利０．５６５万元；功
率为８．８２０ｋＷ的刺网渔船，平均利润为 ３．９８３
万元。功率为６．４６８ｋＷ刺网渔船有１０艘处于
亏损状态，盈利率为 ７０．５９％，其中最高盈利
２．１７１万元，最高亏损３．０１２万元；功率为８．８２０
ｋＷ的刺网渔船有８艘处于亏损状态，盈利率为
６６．６７％，最高盈利１２．９０８万元，最高亏损３．０１１
万元。

２．３　刺网渔船渔业渔民
渔民特征统计分析的样本为１０２艘渔船，船

长大于５９岁，４５～５９岁（含４５及５９岁）和小于
４５岁比例分别为２１．５７％、５８．８２％和１９．６１％（表
２）。船员１０２人，其中８７人接受过专业技术培
训，占８５．２９％。船员在上述３个年龄段的人数
占比分别为２４．５１％、５６．８６％和 １８．６３％。无论
是船长还是船员都是４５～５９年龄段的渔民数量

最多，占比超过５５％。太湖刺网渔船渔业是捕捞
技术要求较高的捕捞作业，要求船长拥有丰富的

捕捞经验。调查与统计表明，刺网渔船的船长捕

捞经验最长为２６年，捕捞经验最少１０年。刺网
渔船船长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１０．２％，小学
水平５７．１４％，初中水平３２．６６％，没有高中以上
学历的船长（表２）。刺网渔船船长平均受教育水
平远低于江苏或浙江两省人均受教育水平。船

员群体受教育程度稍高于船长，最高学历初中文

化（３６．６２％），小学及以下水平占６３．３８％。太湖
刺网渔船渔业的渔民呈现老龄化和受教育水平

偏低的特点。

另外，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５年苏州市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０４万元，是刺网渔船
渔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２．２９倍；苏州市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５６万元，比刺网渔船
渔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０．３６万元。从事刺网渔
船渔业的渔民社会经济地位低。

表２　太湖刺网渔业渔民年龄结构及受教育情况
Ｔａｂ．２　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ａｔ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大于５９岁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５９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４５至５９岁，包括４５及５９岁
４５ｔｏ５９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５
ａｎｄ５９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小于４５岁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４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小学及以下水平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ｂｅｌｏｗ

初中水平

Ｊｕｎｉｏ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船长Ｃａｐｔａｉｎ ２１．５７％ ５８．８２％ １９．６１％ ６７．３４％ ３２．６６％
船员Ｃｒｅｗ ２５．９２％ ５５．５６％ １８．５２％ ６３．３８％ ３６．６２％

表３　２０１５年苏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Ｓｕｚｈｏｕ（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ｙｕａｎ）ｉｎ２０１５

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刺网渔船渔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５．０４ ２．５６ ２．２０
注：苏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人民网 ｈｔｔｐ：／／ｊｓ．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２／２０１６／０１１８／ｃ３６０３０２２７５６８５３４２．ｈｔｍｌ；农村常住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苏州市统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ｔｊｊ．ｇｏｖ．
ｃｎ／ｉｎｆｏ＿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ｉｄ＝２２７９８
Ｎｏｔｅｓ： ｈｔｔｐ：／／ｊ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ｎ２／２０１６／０１１８／ｃ３６０３０２
２７５６８５３４２．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ｔｊｊ．ｇｏｖ．ｃｎ／ｉｎｆｏ＿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Ｉｄ＝
２２７９８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传统刺网渔业船员老龄化严重
太湖刺网渔船渔民存在老龄化现象，除与我

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有关外，其他的原因主要

有捕捞渔业风险高、劳动强度大，掌握生产技能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年轻人的厌渔情结以及

捕捞渔业的低收益等。太湖刺网渔船渔业是捕

捞技术要求较高的作业，必须经历较长时间的捕

捞实践才能掌握捕捞技术。现有渔船船长捕捞

经验最长为２６年，最短为１０年。我国教育水平
不断提高及江浙一带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给年

轻渔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年轻人不再可能

选择生计渔业维持生存。在渔船效率低下和经

济社会状况越来越差的背景下，留在刺网渔船渔

业的渔民都是因为受教育水平低，难以转产转业

寻求新工作以及为保有捕捞许可证而不得不依

赖太湖水域资源生存。太湖地区传统渔船渔业

的老龄化将会导致太湖传统生计渔业后继无人

而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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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加强社区渔业组织化建设，实现湖泊生计
渔业可持续发展

渔业管理理念有无管理约束、投入管理、产

权管理、社区与合作组织管理以及基于生态系统

的渔业管理理念。当前渔业管理的热点是以组

织制度优化和基于生态系统保护实施渔业管理。

渔业发展模式则可分为生计渔业和商业渔业两

种模式。生计渔业重在保障家庭渔业渔民的社

会经济地位，维持生计，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并

把推动和保护渔民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生存

权利作为目标。商业渔业则应按照市场机制，考

虑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模式进行

管理。完全孤立的家庭经营的生计渔业，如果没

有优化的渔业社区组织制度安排很难实现渔业

可持续发展。对太湖刺网渔业的研究表明，家庭

经营模式的刺网渔业存在经营规模小、经济收益

低、渔民社会地位低和文化教育水平低等问题，

这样的小型渔业应沿着以社区为组织依托的生

计渔业模式去发展。国外有学者［８９］研究表明，

可从可持续生计渔业的角度来制定生计渔业的

管理制度，实现湖泊生计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３．３　确立生态渔业管理理念，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按照２０１５年太湖地区船员平均工资水平计

算刺网渔船收益的结果表明，太湖刺网渔船有

３１％出现亏损。研究还表明，太湖刺网渔船渔民
的刺网渔船渔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２万元）要低
于当地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０４万
元）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５６万
元）。随着太湖区域经济的发展，当地人均可支

配收入将会持续增长，而由于资源枯竭，完全依

赖捕捞渔业资源为生的太湖小型家庭渔业收入

将会进一步下降。

在自然资源与环境被过度开发、资源枯竭的

背景下，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２００３年提出了渔
业资源管理生态系统方法［１２］，提出基于生态系统

进行渔业管理，实现渔业行为在不损害后代从生

态系统中所能获得的整体产品和服务收益的前

提下，满足社会多种需求。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

管理目标是实现渔业资源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兼

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发展太湖渔

业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包括渔业资源、水环境资

源、太湖风光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传统太湖渔

业是我国湖泊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在其经济社

会地位低下，面临难以为继的状况下，应通过提

高太湖地区家庭生计渔业组织化程度，加强传统

作业方式保护。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６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到，２０２０年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实现全年禁捕的要求，太湖是否作为

禁捕的重点水域，如果实施禁捕，或者进一步延

长太湖地区禁渔休渔期，为缓解生计渔业的压

力，应鼓励渔民利用太湖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资

源发展休闲渔业，完成生计渔业从第一产业到第

三产业的升级，帮助渔民提高收入，降低对渔业

资源捕捞竞争压力。太湖渔业管理应引入基于

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理念［１３］，在管理中兼顾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实现生态系统和渔

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３．４　树立太湖特色渔业品牌，为渔民提供新的
收入增长动力

太湖渔业组织化建设逐步完善，生态环境不

断优化，可持续生计渔业逐渐深入人心，增强太

湖渔业从业者的品牌意识，注重太湖地区特色渔

业品牌的树立。加强太湖地区文化宣传，增强太

湖文化影响力，提高太湖水产品品牌价值。增强

文化软实力，为太湖地区广大渔民提供新的收入

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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