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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三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課題  I 可持續發展 

標題  I04 長江十年禁漁揭開環保新篇章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當中包括推行

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濕地休養生息，實施好長江十年禁漁。 

四川宜賓市長江沿岸的居民——唐勝容和父輩從前是以打漁為生，如今她已轉行，擔任漁政

協助巡護員，從「打魚人」變成「護魚人」，這都源於長江「十年禁漁計劃」的實行。一大早，

唐勝容就來到長江沿岸一帶巡護。 

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流，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隨着經濟發展、人類活動增多，長江漁業捕

撈產量開始下降，出現「資源愈捕愈少，生態愈捕愈差，漁民愈捕愈窮」的惡性循環。長江

江豚、中華鱘等珍稀物種處於極度瀕危狀態。為了恢復長江的生態環境，自 2021年 1月 1日

起，中國政府在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全面實施暫定為期 10年的常年禁捕，範圍包括長江幹流、

鄱陽湖、洞庭湖以及 7條重要支流，共逾 11萬艘漁船、逾 23萬漁民退捕上岸，長江實現「人

退魚進」歷史性巨變。 

全面禁漁，沿岸的漁民的生計受到最大影響。當地政府因此積極幫助漁民職業轉型，例如協

助他們從事務農、水產養殖等工作，部分退捕漁民則被聘用為護漁隊，與政府一同打擊非法

捕撈行為，推動禁漁工作因而取得成效。 

一年後，長江流域水生生物資源量已經有所恢復，2022年重點水域監測到原生魚類較 2020年

增加 25種，長江江豚、四大家魚等生物數量有明顯回升。率先試點全面禁捕的赤水河，資源

量已達到禁捕前的兩倍。時隔 30年，長江刀鱭再次溯河洄遊到洞庭湖水域。四川宜賓市三江

口，「鳥魚同樂圖」已成尋常風景，成群結隊的魚兒也來到了長江頭遊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其樂融融，就是中國生態保護上最美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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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十年禁捕，長江支流各時刻監察長江十年禁漁計劃的成效，圖為「長江上游十年禁漁魚

類資源監測」科研專案人員正記錄嘉陵江支流魚類資源恢復情況。（圖片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