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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渔民长期是爱国爱港的力量 
 

——访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渔民团体联会会长黄容根 
 

本报记者 余向东 康存栋 
 

  渔家子弟黄容根，十几岁就出海打鱼，风里来，浪里去，练就了一幅敦实的体魄。凭着对渔

农业的熟悉，凭着对渔农民的情感与关心，也凭着一股拼搏奋进的精神，他在香港渔农界声誉渐

隆，成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会长，连续四届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借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座谈会在

京召开之机，记者就香港渔业和渔民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专门访谈黄容根先生。 
  香港渔民的爱国传统由来已久 
  流动渔民这个称谓有其特殊性，为何“流动”?“这与渔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和中

央政府对他们的关爱分不开，渊源很深。”黄容根说。香港本就是中国领土，当地人主要以捕鱼

为生，世世代代与广东沿海渔民一同在南中国海生产生活。沦为英国殖民地后，香港渔民依然与

广东省渔民一同在南海捕鱼，在其间往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港澳渔民曾经短期不能往返

内地和港澳之间，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有“争取港澳渔民内向”的

方针，周恩来、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具体的指示，从 1953 年起广东省陆续吸收港澳渔民

在宝安、珠海等地入会入户，允许他们自由来往粤港澳，成为全国独有的以双重户籍为特征的特

殊渔民。 
  香港渔民一直具有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积极为抗日队伍收集、传

送情报，运送抗日人士和战略物资，并欢送子弟参加抗日部队。解放战争时，他们也出船出力，

为解放军驾船渡海，参加了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等多次战斗，不少人还立功受奖。黄容根说:
“立功受奖的人有的还健在，他们以及子女都把这些荣誉看得很重，奖章有的还保存完好。”上

世纪 60 年代国内经济困难，香港流动渔民积极支援，在内地生产实行定产、定售、定守则的“三

定”方案，每年向国家交售大量的渔货，缓解了国内水产品供应不足的困难。香港回归前，他们

自觉地站在维护平稳过渡的立场上，对促进香港顺利回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归后他们仍然是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长期以来有不少香港流动渔船坚持远赴我国南沙

海域生产，为贯彻中央“开发南沙，渔业先行”的战略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长期以来，香港渔民的心是向着祖国的，我们无不盼望祖国繁荣昌盛起来。”黄容根告诉

记者，香港回归时，渔民们欢欣鼓舞，渔民团体组织了 100 艘龙舟竞赛庆回归的活动，2007 年又

组织了 300 多艘渔船高悬国旗区旗，绕香港航行一周，声势浩大地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 
  国家渔业政策惠及香港渔民 
  目前香港有渔船 3000 多艘，渔业人口 1 万多人，如果算上渔工等从业人员约三四万人，渔

工大多是内地人。香港渔业经历了一个由多转少、由强转弱的过程。香港早本是个渔村，有若干

渔港，人们多以捕鱼为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 1 万多艘渔船、10 万渔民。由于资源减少，

出海打鱼成本又高，渔民的收入普遍偏低，渔船渔民陆续大量退出这一艰苦行当。 
  记者问起政府如何管理渔业和服务渔民时，黄容根说:“港英政府一直不重视渔业这样的小产

业，谈不上什么管理，到上世纪 70 年代，港英政府实际上放弃了这一产业。回归以后，特区政

府对渔业的重视也不够，措施极其缺乏。渔民买船投资较大，但政府的贷款额度非常低，贷款条

件也苛刻，致使香港的渔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作为香港渔农界唯一的议员代表，他认为渔农业

搞不好，市民的生活就不会好，对整个社会就有影响。因此，他花了 3 年的时间专门调研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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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了解养猪、养鸡、种菜等行业。自 1998 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要提一个议案，建议政府抓

好渔业农业。 
  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2007 年我做过调研，一个渔民当时月收入 5000 元港币左右，收入

比平均工资水平低，而且往往一个渔民要供养家庭好几口人。好多渔民在岸上又没有自己的住房，

一家人通常挤在廉价公寓里，甚至好多渔民就吃住在船上，也就是大陆叫连家船的，生活窘迫。”

黄容根说。近些年来，生产资料尤其是柴油连连涨价，出海的渔获物又日少一日，眼见得无以为

继。 
  中央政府没有忘记港澳流动渔民，把他们纳入内地渔民统一管理，同样享受内地渔民享受的

各项惠渔政策，比如中央财政对渔民的柴油补贴等等。“中央政府的柴油补贴是及时雨，帮了我

们渔民的大忙。”黄容根说。记者了解到，港澳流动渔民自 2009 年开始享受国家柴油补贴政策，

迄今为止，国家财政已为他们发放 3 亿元人民币。“其实国家的补贴，渔民上世纪 60 年代就享受

到了。90 年代中东伊拉克战争时，油价飞涨，要不是中央政府支援我们 8 万吨低价柴油，救了我

们，那时大多数渔民就要卖船失业。所以，我们香港渔民对一直以来受到祖国的关怀和照顾，心

里非常感激，香港渔民离不开祖国。” 
  香港渔业的出路在转型 
  虽然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黄容根依然努力为香港渔业渔民在奔走，在呼号，在谋划。针对

资源减少、成本上升、捕捞业效益明显下降的情况，他在 2007 年就提出了发展生态渔业、休闲

渔业、观光渔业的议案，并写报告建议设立渔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今年初，他随香港渔农署的

人员到山东考察养参业，旋又到日本考察养金枪鱼，到处忙个不停。 
  黄容根认为香港渔业的出路在转型，渔业和渔民的未来还要靠国家，靠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

的支持。具体怎么转型，除了上述的生态、休闲、观光渔业外，建设现代养殖渔业、开发远洋渔

业等都是他心中已有的构想。“香港大约有 50 万钓鱼爱好者，而且年轻化，女性化，休闲游钓渔

业的发展潜力巨大。结合香港国际旅游大都市的长期发展势头，形成全港的现代型、都市型的旅

游观光以及休闲渔业，应该大有可为。”黄容根希望中央政府带领和支持香港渔民，一是走到海

洋中去，把远洋渔业开发起来，二是搞好规划、技术方面的培训，提升香港渔民的素质，搞好现

代养殖渔业。 
  “我们盼望中央政府加大对渔民包括港澳渔民的政策扶持力度，特区政府负担起该负的责任。

我认为香港渔业和香港渔民，还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