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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水平,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要求,按照《行动纲要》有关部署安排,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健全体系、强化支撑,加强监管、广泛宣传,引导水生

生物增殖放流科学、规范、有序开展,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有效恢复

和可持续利用,助力渔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二) 主要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兼顾效益。 坚持将增殖放流的生态功能

放在首位,逐步加大珍贵濒危和地方特有水生物种放流比重,充分

发挥增殖放流生态功能,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

境。 同时,在适宜区域继续增殖放流经济物种,恢复水生生物资

源,促进渔民增收渔业增效。

———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综合考虑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需求、苗种(含亲体,下同)供应能力、财政支持力度等因素,统筹

规划增殖放流工作。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区域特色,科学确定适宜

增殖放流的重点水域和物种。

———坚持注重质量,提高成效。 坚持增殖放流数量与质量并

重、规模与效益兼顾,保障放流物种种质和质量,禁止放流外来物

种等不符合生态要求的物种,科学确定放流物种规格,切实提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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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生生物成活率和放流效果。

———坚持科学放流,强化支撑。 健全增殖放流苗种供应、科技

支撑和社会放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增殖放流管理制度和技术标

准,科学评估增殖放流工作成效,为规范开展增殖放流提供有力

支撑。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增殖放流水生生物数量保持在 1500 亿尾左右,逐

步构建“区域特色鲜明、目标定位清晰、布局科学合理、管理规范有

序”的增殖放流苗种供应体系;确定一批社会放流平台,社会化放

流活动得到规范引导;与增殖放流工作相匹配的技术支撑体系初

步建立,增殖放流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增殖放流成效进一步扩

大,成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珍贵濒危物种、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渔

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和关键抓手。 “十四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增殖放流指导性目标详见附件 1。

二、加强统筹规划,科学选定增殖放流水域和物种

(一)科学确定增殖放流物种。 严格遵守增殖放流相关管理

规定,科学确定增殖放流物种。 要注重发挥增殖放流的生态效益,

突出其在水质净化、水域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作

用,逐步加大珍贵濒危和地方特有物种的放流比重。 长江流域相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根据实际情况,严格控制四大家鱼等经

济物种放流规模,加大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等长江珍贵濒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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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野生动物的放流数量。 “十四五”确定全国适宜放流水生物种

286 种(详见附件 2),中央财政资金原则上应用于放流所列范围内

的物种,确需放流其他物种的,须经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充

分论证并报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备案。

(二)合理规划增殖放流水域。 要切实发挥增殖放流公益作

用,重点支持在流域性大江大湖、界江界河以及资源衰退严重水域

开展增殖放流,不得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在私人经营的水域内放流。

综合考虑我国不同区域的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状况,“十四五”确

定适宜增殖放流水域 410 片(详见附件 3)。 中央财政资金原则上

应用于在所列水域范围内开展的增殖放流项目,确需用于其他水

域放流项目的,须经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充分论证并报我

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备案。

(三)严禁放流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 用于增殖放流

的水生生物必须是本地种,严禁放流外来种、杂交种、选育种及其

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常见水生生物外来种、杂交种和选

育种名录见附件 4)。 同时,应遵循“哪里来哪里放”原则,确保种

质纯正,避免跨流域、跨海区放流导致生态风险。 在增殖放流工作

实施前,要认真开展增殖放流适宜性评价,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确定增殖放流适宜水域、物种、规模、结构、时间和方式等。

三、加快体系建设,加强增殖放流支撑保障

(一)加快苗种供应体系建设。 支持和鼓励渔业资源增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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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及推广机构所属水产苗种繁育基地、省级以上水产原种

场等相关单位参与增殖放流工作。 积极推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

种供应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增殖放流苗种供应体系,推进增殖放流

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为增殖放流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推进开展定点放流水生生物。 各地要加快建设或确定

一批适宜开展水生生物放流的平台或场所,配套供应适宜放流的

水生生物,发挥科普宣传、休闲旅游等功能,引导社会公众定点规

范开展水生生物放流活动。

(三)完善增殖放流科技支撑体系。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

相关科研推广机构参与增殖放流工作,逐步建立与增殖放流工作

相匹配的科技支撑队伍。 支持开展放流水域本底调查、野化训练、

检验检疫、种质鉴定等方面的研究,积极开展水生生物标记放流和

跟踪调查监测,科学评估增殖放流效果,为保障水域生态安全和科

学开展增殖放流提供支撑。

四、规范监督管理,确保增殖放流工作成效

(一)完善增殖放流管理制度。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健

全增殖放流方案申报审查制度、生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水生生物

招标采购制度、水生生物检验检疫制度、放流公证或公示制度、放

流过程执法监管制度、放流效果评估制度,确保增殖放流事前、事

中和事后过程监管全覆盖。

(二)强化增殖放流监管。 要在增殖放流水域采取划定禁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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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禁渔期等保护措施,强化增殖前后放流区域内有害渔具清理

和水上执法检查,确保放流水生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要加强放流

水生生物数量质量监管,严禁虚报增殖放流水生生物数量;认真开

展放流水生生物检验检疫,提高增殖放流水生生物质量。 要规范

增殖放流方式方法,禁止采用抛洒或“高空”倾倒等伤害水生生物

的放流方式。 要加强增殖放流财政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严

格执行项目管理及政府采购等相关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切实规范

增殖放流资金使用。 要加强涉渔工程生态补偿项目增殖放流监

管,确保相关单位依法依规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三)规范社会放流活动。 鼓励成立相关协会或志愿者组织,

加强社会放流活动自律。 要规范社会放流水生生物来源,严禁从

农贸市场、观赏鱼市场等渠道购买、放流水生生物。 单位和个人自

行开展的规模性放流活动,水生生物原则上应来源于增殖放流苗

种供应基地。 要加强对社会放流活动监管,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物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擅自投放外来物种或其他非本地物

种的行为,要依法责令限期捕回并予以相应罚款,预防和减少可能

导致的不良生态影响。

五、广泛宣传交流,扩大增殖放流社会影响

(一)积极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全国

放鱼日”等适宜水生生物繁衍生息的特殊时间节点,积极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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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活动,充分发挥定点增殖放流平台(场所)功能作用,扩

大社会影响,增强社会公众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意识。 同时,要注重

提高增殖放流实际效果,避免流于形式主义。

(二)创新增殖放流宣传形式。 鼓励采取发布公益广告、开展

“云放鱼”活动等方式,引导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参与

增殖放流活动,让增殖放流活动成为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宣传平台,在全社会营造关爱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水域

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三)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要充分发挥各类水生生物保

护区管理机构、增殖站、科研教育单位、繁育展示场馆和新闻媒体

的作用,多渠道开展增殖放流相关科普宣传活动。 扩大增殖放流

交流与合作,推动形成政府部门组织,科研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民间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增殖放流良好局面。

六、强化组织领导,确保增殖放流任务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 要建立相应的工作领导机制,认真制定

增殖放流实施方案,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增殖放流任务完成。 要成

立增殖放流专家团队,对增殖放流实施方案进行科学论证,确保增

殖放流工作科学、规范、有序进行。

(二)做好统筹谋划。 各地要高度重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

作,以本意见为指导,结合当地实际,将增殖放流工作作为“十四

五”渔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进行统筹谋划。 综合考虑区域水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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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各省（区、市）增殖放流指导性目标 
 

省份（含

计划单列

市、兵团） 

放流数量（万单位） 

合计 

经济物种 珍贵

濒危 

物种 
小计 

海洋经济 

物种 

内陆经济 

物种 

北京 3775 3750  3750 25 

天津 502510 502500 500000 2500 10 

河北 1300025 1300000 400000 900000 25 

山西 3505 3500  3500 5 

内蒙古 37520 37500  37500 20 

辽宁 3500040 3500000 1250000 2250000 40 

吉林 10310 10000  10000 310 

黑龙江 45500 45000  45000 500 

上海 19050 19000 250 18750 50 

江苏 1010400 1010000 750000 260000 400 

浙江 1000005 1000000 800000 200000 5 

安徽 66675 66500  66500 175 

福建 1074600 1074500 1050000 24500 100 

江西 123700 123500  123500 200 

山东 3300125 3300000 3250000 50000 125 

河南 37515 37500  37500 15 

湖北 150500 150000  150000 500 

湖南 200200 200000  200000 200 

广东 225150 225000 187500 375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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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含

计划单列

市、兵团） 

放流数量（万单位） 

合计 

经济物种 珍贵

濒危 

物种 
小计 

海洋经济 

物种 

内陆经济 

物种 

广西 179700 179500 168500 11000 200 

海南 26150 26000 21000 5000 150 

重庆 7200 7000  7000 200 

四川 23750 23000  23000 750 

贵州 10200 10000  10000 200 

云南 15100 14500  14500 600 

西藏 2800 2250  2250 550 

陕西 5300 5000  5000 300 

甘肃 10000 9500  9500 500 

青海 8250 750  750 7500 

宁夏 10025 10000  10000 25 

新疆 93000 92500  92500 500 

大连 1500005 1500000 1500000  5 

青岛 252500 252500 250000 2500 0 

宁波 134505 134500 125000 9500 5 

厦门 103875 103825 103825  50 

深圳 5010 5000 5000  10 

新疆兵团 1525 1500  1500 25 

合计 15000000 14985575 10361075 4624500 14425 

备注：指导性目标是指统筹使用中央、地方、社会等各类资金增

殖放流的水生生物数量。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