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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电子渔捞日志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参加单位、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一）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为***。 

（二）参加单位 

参加单位为***。 

（三）主要工作过程 

2024 年 1 月-7 月，海洋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电子渔捞日志规

范在相关项目支持下开展，针对海洋捕捞各种作业设计专用渔捞日志、

规范填写要求，从监测船收集纸质渔捞日志用于手动统计上报。2022

年将渔捞日志导入捕捞渔情信息系统，用于储存海量渔捞日志数据和

直接通过系统输出报表。历经 30 余年，编制组对于渔捞日志规范反

复优化，并对电子化设计已开展了系统研究，实现了渔捞日志数据在

渔业政策上的成功应用。 

2024 年 8 月-2024 年 10 月，编制组一直重视渔捞日志数据并开

展了相关研究，为伏季休渔制度的制修订提供了科学依据，开发了“海

洋捕捞渔情分析系统”，形成“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捕捞产量产值估算

系统”“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捕捞渔情信息软件”软件著作权，并以渔

捞日志信息和北斗船位数据联合形成捕捞品种的时空分布。编制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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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包括国内外有关现有标准，以及根据海洋特殊

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电子渔捞日志的实际实施情况，编制组开始起草标

准草案，8 月中国海洋学会标准化分会召开了标准立项审查会并于 9

月立项。此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编制组针对我国海洋

专项捕捞实施以来特殊经济品种渔捞日志记录进行了优化。 

（四）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海洋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电子渔捞日志规范》起草单位相关

人员共同参与起草和验证工作，参加各次的工作组会议讨论。 

标准主要起草人为***。 

二、确定团体学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遵循规范性原则，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范性文

件以及相关资料整编技术规程相衔接，充分考虑标准的继承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规范性原则：标准的编制的格式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的规定，采用标准编制软件进行文档编制，保证标准编制的规范性。 

同时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做好标准内容的科学界定。明确本标准对象“专项捕捞许可

品种”为农业农村部通告的当年度允许进行限额捕捞生产作业的品种；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电子渔捞日志的总体要求、

记录要求、上传和保存等内容，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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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突出渔业信息时空特点。渔业信息既是一类重要的信息资源，

又具有渔业领域的鲜明特点，包括渔船航行坐标时刻变化、捕捞作业

类型多样、渔获物复杂等多重信息。 

三是妥善处理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渔业行业标准之间的

关系。保持与渔业捕捞相关的政策法规、国家标准及其渔业领域相关

标准规范的一致性与兼容性。 

四是注重标准规范的实用性。本标准的目的是作为特殊经济品种

专项捕捞过程中相关渔业电子信息的填报、上传与保存，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 

五是内容力求简练。本标准尽量避免与其他技术标准内容上有较

大的重叠，同时文字表述、符号使用符合中文的习惯和规范。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关于本标准的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目前许可的所有海洋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的生

产、监督和管理。 

2．关于本标准的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特殊经济品种专项捕捞电子渔捞日志的总体

要求、记录要求、上传和保存等内容，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主要

包括： 

1）术语定义 

首先对标准中的术语进行了定义，包括电子渔捞日志、专项捕捞

许可品种、专项捕捞渔船、转载等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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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渔船信息 

电子渔捞日志填报下列渔船相关信息：船名、渔船所有权人、船

上总人数、证书信息、作业类型、目标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等。 

3）渔船活动 

包含日期、活动的起止时间及活动类型等。 

4）捕捞信息 

捕捞信息应根据不同作业类型填报相应的捕捞要素以及捕捞渔

获物的相关信息。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

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编制单位较早关注到海洋渔业数据收集的重要性及其作

为渔业管理依据的可靠性。自 20 世纪 80 起，编制单位于黄海南部和

东海北部海域持续收集渔业资源监测调查资料，通过资料中记录的渔

业生物数据、网具规格参数及作业渔船时空规律等实现了对海洋渔业

生物种群状况的监测及资源开发程度的评估，如根据资料中经济鱼类

幼鱼出现的时间和比例来调整休渔期的起止时间、根据怀卵亲体的密

度分布来确定洄游路径及产卵场范围等。 

2020 年，编制单位主持开展“全国首个毛虾限额捕捞试点”工

作。4 年间，编制单位坚持纸质渔捞日志的发放、收集、整理、汇总

及上报等工作，并派遣观察员登船监督、协助填报以保证数据的真实

性及完整性，完成了纸质渔捞日志的原始积累。 

同时，关注到纸质渔捞日志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弊端，如字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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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页面污损、日志遗失等，编制单位积极协助培训渔民在“渔港通”

APP 及小程序上填报相关渔船资料、渔获数据并保存上传，实现了相

关数据的实时上传与准确上报。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编写人员总结了纸质版渔捞日志分发、

收集、整理、上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结合其他省份伏休期专项捕捞

作业的特点，对电子渔捞日志的编写采取了针对性措施。编写组在充

分利用编制组成员技术性成果的基础上，多次组织与专家学者、渔业

管理部门、渔船船长、渔民等进行座谈论证工作，同时结合渔业观察

员的海洋调查经验，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验证了《海洋特殊经

济品种专项捕捞电子渔捞日志规范》的科学合理性，证明了本标准的

技术可行性。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目前尚未发现国际同类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贯彻学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了保证标准的落实与应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考虑到该标准为推荐性方法标准，因此建议该标准发布后 12 个

月实施。标准发布后，归口单位秘书处将在标准实施日期前对标准应

用的渔业协会开展该标准宣贯会对该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宣贯。通过

这些措施，该标准在发布之日后 12 个月的过渡期内，足以完成其贯

彻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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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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