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亚市休闲渔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三府规〔2023〕1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休闲渔船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23 年 6 月 29 日八届市政府第

3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7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休闲渔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休闲渔船的管理，保障休闲渔船和人员安全，推动本市休闲

渔船高质量规范化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渔港交通水域安全管

理条例》《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渔业船舶登记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动休闲渔业试点促进休闲渔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休闲渔业的渔业船舶、渔业船员、

经营单位，休闲渔业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参与休闲渔业活动的单位和人员。

第三条 休闲渔船是指取得休闲渔业捕捞许可证的可承载游客在核定的作业

场所内开展休闲垂钓等非生产性渔业活动的船舶。

第四条 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负责休闲渔船的监督管理，自然资源和规划、

财政、海警、应急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旅游文化体育、生态环境、市场监管、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及各区人民政府按各自职责分工，做好休闲

渔船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休闲渔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的规定进行登

记。禁止“三无”船舶从事休闲渔业。

第六条 休闲渔船的船型设计应当满足安全性、舒适性、功能性等要求。市

休闲渔业主管部门可以选定本市休闲渔船船型，经专家评审后分批次确定、公布

并更新，鼓励选择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公布的船型设计和制造休闲渔船。

第二章 船网工具指标

第七条 休闲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实行总量控制，不计入当地捕捞渔船船网工

具控制指标。

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控制本市行政区域内休闲渔船的总量，不得超过省

休闲渔业主管部门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

第八条 休闲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由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审批，休闲渔船指

标优先给予减船渔民、失船渔民。

第九条 申请休闲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应当向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提出，按

照《海南省海洋休闲渔业捕捞许可规定（试行）》关于申请休闲渔船船网工具指

标的规定提供材料。

因继承、赠与、司法拍卖、法院判决等申请休闲渔船船网工具指标的，应当

提供公证书、赠与合同、拍卖证明文件、判决书等有效法律文件，重新申请办理

船网工具指标。

第十条 休闲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不得转换为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渔船船网

工具指标。

第三章 休闲渔业捕捞许可证

第十一条 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参照

渔船或中国船级社（CCS）相关标准进行审图、船检、制造监理。

第十二条 休闲渔船船名号编制、标写和船名牌制作要求按照《渔业船舶船

名规定》执行，统一为“琼三亚渔休”。休闲渔船应当固定悬挂休闲渔船标志。

第十三条 休闲渔船应当在休闲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定乘载人数、抗风等级、

经营服务海域范围内作业。

（一）休闲渔船承载人数不应超过船舶检验证书核定的载员人数（含职务船

员）。休闲渔船职务船员证书取得和最低配员标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船员管理办法》的要求。



（二）休闲渔船作业区域距岸不得超过 5海里，风力不超过蒲氏 5级，其中

船长小于 12 米的休闲渔船不得超过 2海里，风力不超过蒲氏 4级。

（三）休闲渔船经营服务海域为适航里程内划定的钓场、休闲海洋牧场与海

上休闲综合平台（含半潜与浮动平台）、休闲渔船码头与锚泊区，以及其他经相

关主管部门划定用于开展休闲渔业经营与服务的水域。

第十四条 休闲渔船不得使用破坏渔业资源的渔具和捕捞方法。

休闲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定的作业类型为钓具，作业方式为垂钓，不得使用其

他作业类型和方式进行作业。

休渔期内，休闲渔船可以在指定区域从事休闲垂钓、渔事体验等经营活动，

但不得携带渔网等渔具进行渔业捕捞生产工作。

第十五条 休闲渔船捕捞渔获物应当符合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关于最小可捕

标准及幼鱼比例的管理要求。

休闲渔船实施单航次单位乘客捕捞限额管理，根据本市实际情况，确定单航

次单位乘客可携带下船渔获物不得超过 15 千克。若在休闲网箱进行垂钓，所钓

渔获为人工养殖的，可不予以限制。

第四章 行为管理

第十六条 休闲渔船应当按照国家、省等有关规定配备船长、船员，按需配

备安全员和导钓员。安全员、导钓员可由职务船员经专业培训合格后兼任。支持

优先聘请当地渔民就业，经相关转产职业技能培训后持证上岗。

休闲渔船船员、安全员、导钓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船员适任证书、救生

资格等基本信息应当向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提供。

第十七条 休闲渔船仅限于白天且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作业。

第十八条 休闲渔船定点渔港由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由驻港渔

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休闲渔船出港前的安全措施和进港休闲渔船渔获物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休闲渔船原则上不得跨市进行休闲渔业活动，需跨区域（本省沿

海市县）进行休闲渔业活动的，应当取得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书面同意。

定点渔港应当具备供休闲渔船经营、停泊、上下乘客的专用码头和渔政监督

管理机构驻港监管等条件。试点期间本市休闲渔船定点港口为天涯海角海上巴士

码头、鹿回头游船码头、崖州中心渔港码头、蜈支洲岛码头等。

第十九条 休闲渔船应当在固定的休闲渔船定点渔港的休闲渔船专用码头、

浮动设施停泊、进出、上下客及卸载渔获物，并接受驻港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检查。



休闲渔船不得在前款规定以外的地点停靠、上下客及卸载渔获物，船舶遇险

或有其他紧急情况的除外。

第二十条 休闲渔船进出港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休闲渔船出海作业应当实行跟帮制度，一般由 2艘或者 2艘以上渔船

跟帮。

（二）休闲渔船进出港应当将出海的行程时间、事由、作业区域、随船人员

数量、姓名、身份有效信息、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等相关信息向公安、海警、

渔政等部门统一提供，休闲渔业行业协会协助做好信息采集工作。

（三）休闲渔船工作人员及乘载人员出航时应当接受查验，形成查验记录。

（四）休闲渔船返港后应当提交由船长签名的休闲渔船活动日志，记录每航

次海钓场位置、渔获种类及数量等，并按照出航时乘载人员名单接受查验和渔获

检查。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休闲渔船经营应当遵循安全第一、规范运作、持续监控、积累

经验的原则，遵守休闲渔业、公安、交通运输、旅游文化体育等相关主管部门规

定，遵守国家和本省相关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自觉接受市休

闲渔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休闲渔船经营单位应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休闲渔船经营

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负全面责任。休闲

渔船船长是本船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船安全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三条 休闲渔船应当遵从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秩序，在船上明显位置张

贴乘客安全注意事项和救援电话，并在驾驶座上方及船舶两侧明显位置标明乘客

定员及船员人数。

第二十四条 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将休闲渔船安全纳入本地渔业安全生

产管理体系，联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休闲渔船及海上

休闲渔业平台的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逐级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二十五条 休闲渔船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休闲渔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

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并向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提供。休闲渔船经营单位定期组织

开展应急演练，配合相关管理部门开展安全检查。

休闲渔船经营单位应当对其管理的休闲渔船进行日常维护保养，保证休闲渔

船在营运期间处于安全适航状态，并按规定接受船舶检验机构的船舶检验。

第二十六条 休闲渔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通导、定位、救生、测深仪、

雷达、避碰系统等安全监控设备，在航行期间全程开启上述设施设备并确保其正



常运行。所有乘载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安全注意事项，在船期间按规定穿戴救生设

备。

第二十七条 休闲渔船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休闲渔船经营方式；

（二）超出抗风浪等级、浓雾等恶劣天气离港，超出休闲渔业区和本船核准

活动区域；

（三）超出船舶检验机构核定的乘载人数，航行途中擅自上下客，在指定的

港区外上下客；

（四）从事与休闲渔业活动无关的轮渡业务，携带与休闲渔业活动无关的渔

具和设备；

（五）将含油污水、垃圾等抛、排入水等损害渔业资源和水域环境的行为；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 条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渔港水域交

通安全管理条例》《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已设定处罚的，从其规

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三亚市休闲渔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3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9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