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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次性塑料,废弃渔网对海洋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污染和破坏,这是国际环境和塑料治理

的热点。渔网材料主要由热塑性塑料组成,包括聚酰胺(尼龙,PA),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脂(PET)
和聚丙烯(PP)等。真正解决污染的方法是将废渔网带回再生,并应用于高值化再生产品。

2023年4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申请的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项目“海南省三亚市海洋

废弃渔网回收激励机制与再生高值化利用试点项目”研究团队在海南省三亚市开展了实地调研,
以便掌握当地的渔网使用、废弃、回收现状。

调研发现,三亚渔民主要使用的渔具是刺网,由于回收价值低、打捞成本高等原因,当地暂未

形成打通回收高价值再生的闭环产业链,渔网使用后被废弃到海洋的现象普遍。调研还发现三亚

渔民对提高渔网回收持积极的态度,但其实际行动亦受到渔网回收价格、回收便利性等因素的

制约。
研究团队根据本次渔网回收的调研结果,为建立渔网回收与再生高值化利用的试点提供三点

可行性建议。一是引入企业上下游及终端品牌企业,使渔网再生后产出高价值再生产品,从而提

高渔网初步回收价格;二是建立“集中回收示范点”,通过差别价格补贴回收模式,提升渔网回收效

益;三是建立渔网回收可追溯性和再生碳减排量化评价体系,发挥渔网再生品的商业价值和碳市

场价值;四是加强渔网回收环境效益宣传,通过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促进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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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废弃渔网是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对
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长期的伤害。据统计,全球每

年大约有64万吨的渔具被丢失或废弃在海洋中[1],
仅在北太平洋环流中,46%

 

的塑料来自渔业和航

运[2]。这些所谓的“幽灵网”随海流漂移,缠绕海龟、

海豚等海洋生物,导致其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破坏

珊瑚礁、海草床等栖息地;可能还会对航行安全构

成威胁。
渔网材料来源于塑料,主要由热塑性塑料组

成,包括PA,PET和PP,真正解决污染的方法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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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渔网带回,回收再生并应用于产品。例如丹麦公

司
 

Plastix通过与海洋和渔业、非政府组织、港口和

其他机构合作,收集废弃渔网后物理回收成为名为

OceanIX的产品形式,而后被可用于制造各种塑

料制品。Plastix还创建了一个奖励计划,为其废弃

渔网供应商提供三个类别(铜牌、银牌和金牌)的证

书,认证使他们能够记录和展示通过回收废弃渔网

进行循环利用、气候和环境友好的行为[3]。
目前在中国,由于废弃渔网回收部门属于社会

较低层次的部门,加之回收制品的价值链较低,当
前涉及渔网回收与再生的闭环产业并未形成。

1 调研背景

海南省鱼类资源丰富、品种繁多,渔业产业以

捕捞为主、养殖为辅。2019年,海南捕捞产品产量

达
 

109.6万吨,约占水产品产量的
 

63.96%。其中,
海洋捕捞108万吨,渔网使用量、废弃量大[4,5]。

2022年10月,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申请的全球

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项目———“海南省三亚市海

洋废弃渔网回收激励机制与再生高值化利用试点

项目”(下简称研究团队)选择在海南省三亚市开展

试点工作。

研究团队计划通过实地调研,掌握三亚当地渔

网使用、废弃、回收现状,通过制定废弃渔网的可追

溯性和再生减排量化标准,尝试通过打造高价值废

弃渔网闭环产业链,推动增进当地政府、回收企业、
渔民等各利益相关方对于渔网回收价值链的理解,
从而提出废弃渔网回收和可持续再生利用的政策

建议,最终降低废弃渔网进入海洋的比例、提高渔

网回收再生率、减少渔网处置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等。
与此同时,期待通过渔网高价值闭环产业链的建

设,提高当地渔民和游客对渔网回收再生的意识,增
加妇女就业岗位和当地收入,最终促进多方共赢。

2 调研方法和内容

项目期间,研究团队实地走访了国内知名回收

再生企业和品牌企业,通过专家咨询和座谈会,对
专注于渔网回收和再生加工(如PA,PP)等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访谈。

2023年4月,研究团队在三亚市崖州区崖州湾

中心渔港,崖州区保港村、梅联社区,天涯区藤海社

区,海棠区西岛社区等共1个渔港、4个村、社区开展

了实地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搜集了100
艘渔船的渔网使用、回收情况,调查地点如图1所示。

图1 问卷调研的5个调查地点

Fig.1 Five
 

survey
 

site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调查问卷由项目组专家和企业共同设计,四个

部分共26个问题包括:
第一,渔网使用情况,包括渔船规格、渔具类型

和使用周期。
第二,渔民对“渔网回收”的态度,包括开展渔

网回收态度、渔网回收机制和渔网回收意识。

第三,渔民关于废弃渔网对海洋生物影响的看

法,包括对海洋生物影响认识程度、废弃渔网处理

方式和渔网不带回来原因。
第四,渔民对渔网回收激励机制的看法,包括

渔网回收机制激励效果、渔网回收话题关注程度和

决定渔网回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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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研结果

3.1 渔民使用渔网情况

研究团队在崖州湾中心渔港共对100艘渔船进

行了调查,其中小于12米海洋小型渔船①共90艘,

12~24米的海洋中型渔船共9艘,大于24米渔船

海洋大型渔船1艘。所调查的渔船中所用渔网为刺

网的占61%,拖网占32%,围网占4%,地笼网占

3%,详见图2。

图2 三亚渔船的渔网使用类型

Fig.2 Types
 

of
 

fishing
 

nets
 

used
 

by
 

fishing
 

boats
 

in
 

Sanya

研究团队对四种类型渔网的来源、价格、使用

周期、渔网相关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调研结果

显示,4种渔网半数及以上的购买渠道为渔具店购

买,平均价格在9~81元/斤,使用的周期在3~38
个月,渔具支出费用占捕捞收入的比例在9%~
25%之间,捕捞收入占家庭全年收入的比例均超过

了80%,如表1所示。
其中,使用刺网的渔民在所有样本当中占比超

过60%,价格居中,使用周期最短,渔具支出费用占

捕捞收入
 

比例最高,有理由判断,刺网在海洋捕捞

过程中使用量较大、废弃量较大,需要被重点关注。

3.2 渔民对“渔网回收”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100%的渔民都认为应该开展

废弃渔网回收,93%的渔民知道有相关的个人或者

公司回收渔网,87%的渔民已经在有意识开展渔网

回收行动。
调查结果表明,渔民普遍认可开展废弃渔网回

收,且有较高比例的渔民知道渔网回收的渠道,并
正在有意识地开展回收。

表1 四种类型渔网的购买价格及使用详细情况

Table
 

1 Purchase
 

price
 

and
 

use
 

details
 

of
 

the
 

four
 

types
 

of
 

fishing
 

nets

刺网 拖网 围网 地笼网

样本数 61 32 4 3

来源
渔具店购买(%) 79% 50% 50% 67%

自编(%) 21% 50% 50% 33%

价格(元/斤) 40 9 81 40

使用周期(月) 3 37 38 5

渔具支出费用占捕捞收入(%) 25% 9% 17% 20%

捕捞收入占家庭全年收入(%) 87% 98% 98% 83%

3.3 渔民关于“废弃渔网对海洋生物影响”
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100%的渔民认同废弃渔网会

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98%的渔民会将捕捞过程中

破损的渔网打捞上岸,89%的渔民会将破损不太严

重的渔网带回来修补后下次继续使用,78%的渔民

会将破损渔网带回来分拣后卖掉,15%的渔民将其

作为垃圾丢弃到陆地上,还有5%的渔民会将其丢

弃到海里。
针对渔民对破损渔网不带回来的原因的调查

结果显示(表2),85%的渔民认为修补渔网价值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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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86%的渔民认为打捞渔网费事费力,9%的渔民

认为购买新的渔网成本低,打捞成本高。
针对是否观察周围渔民丢弃渔网的调查结果

显示,受调查渔民中,发现有0~10%的渔民丢弃

渔网的占27%,发现有10%~20%的渔民丢弃渔

网的占31%,发现有20%~50%的渔民丢弃渔网

的占21%,发现有50%~80%的渔民丢弃渔网的

占5%,发现有80%~100%的渔民丢弃渔网的

占1%。

表2 渔民对周围丢弃渔网的观察情况

Table
 

2 Fishermens
 

observation
 

of
 

discarded

fishing
 

nets
 

around
 

them

对于渔网,您观察周围渔民扔掉得多吗?

0~10%
 

会扔掉 27%

10%~20%会扔掉 31%

20%~50%会扔掉 21%

50%~80%会扔掉 5%

80%~100%会扔掉 1%

该调查结果表明,渔民普遍认同废弃渔网将对

海洋生物会造成影响,高比例的渔民会将废弃渔网

打捞带回修补后再使用,不过仍存在小部分渔民会

将废弃渔网丢弃在海洋中的情况。
在问卷设计中设置了验证性问题,发现仅有

5%的渔民表示曾经在自己曾向海洋中丢弃废弃渔

网,但是有超过73%的渔民发现其他渔民会高比例

(超过10%)地向海洋中丢弃废弃渔网,甚至有6%
的渔民发现其他渔民会将50%以上的废弃渔网丢

在海洋当中。
研究团队结合问卷调查结果、现场观察和访

谈结果认为,目前仍有一定比例的渔民会将废弃

渔网随 意 丢 弃 在 海 洋 当 中,未 来 环 境 改 善 空 间

较大。

3.4 渔民对“渔网回收机制”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渔民对于渔网回收的价格最为

敏感,其中95%的渔民认为影响废弃渔网有效回收

的是回收价格,追问后发现,当中15%渔民认为废

弃渔网回收与个人收入非常相关,76%的渔民认为

有一定关系,详见表3。

表3 目前渔网回收与个人收入的相关性(95个样本)

Table
 

3 Cur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fishingnet
 

recycling
and

 

personal
 

income(95
 

samples)

目前渔网回收与渔民个人收入的相关性 渔民数量 比例

完全不相关 4 4%

有一定关系 72 76%

非常相关 14 15%

不清楚 5 5%

合计 95 100%

有88位渔民表达了他们认为理想的渔网回收

价格其中有53%的渔民认为每斤(0.5千克)的理想

渔网回收价格在1~3元,有41%的渔民认为在

0.5~1元之间,仅有6%的渔民认为渔网回收价格

应当被定在0.5元以下,详见表4。

表4 渔民认为理想的渔网回收价格(88个样本)

Table
 

4 Fishing
 

net
 

recycling
 

price
 

considered

desirable
 

by
 

fishermen(88
 

samples)

渔民对渔网回收价格的期待(每斤/0.5千克) 渔民数量 比例

1~3元 47 53%

0.5~1元 36 41%

0.5元以下 5 6%

合计 88 100%

此外,41%的渔民认为渔网回收与回收后的重

复使用非常相关,59%的渔民认为有一定关系;

42%的渔民认为渔网回收与海洋环境保护非常相

关,58%的渔民认为有一定关系,详见表5。

表5 渔民认为渔网回收的目的

Table
 

5 Purpose
 

of
 

fishing
 

net
 

recycling
as

 

perceived
 

by
 

fishermen

渔网回收原因 重复使用 保护海洋环境

完全不相关 0% 0%

有一定关系 59% 48%

非常相关 41% 52%

不清楚 0% 0%

综上,本文认为渔民对于渔网回收机制当中的

回收价格最为敏感,但是普遍期望价格并不高,其
中共有54位渔民既给出了渔网的购买价,平均约

27元/斤,也给出了渔网期待回收的价格约0.9元/
斤,占成本价的不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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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

调研表明,三亚渔民对提高渔网回收以便减少

废弃渔网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持积极的态度,但其实

际行动亦受到渔网回收价格、回收便利性与回收意

义认知程度的制约。研究团队根据本次渔网回收

的现状调研结果,为建立渔网回收激励机制与再生

高值化利用的试点提供四点可行性建议。

4.1 引入企业上下游及终端品牌企业,使渔

网再生形成高价值再生产品,提高渔网

回收的价格。

渔网回收的价格是影响渔民回收废弃渔网最

重要的因素。
之前海南渔网回收价格低,由非正规的小作坊

企业收购回收加工,这些企业缺乏环保条件,回收

再生产业几乎没有规模化,也缺乏后端渔网再生产

业链。且再生的产品品质、价值都很低。为减少进

入海洋的废弃渔网,降低打捞海洋渔网的成本,需
要打通回收再生产业链闭环,引入企业上下游及终

端品牌企业,使渔网再生形成高价值再生产品,形
成利润补贴以提升回收废弃渔网的价格。

比如,引入奢侈品牌成为渔网再生产品的终端

使用方。一方面提高渔网再生产品的利润,以补贴

渔民提高渔网回收的价格。另一方面,使用废弃渔

网再生材料的奢侈品牌能提升品牌形象和品牌

价值。

4.2 建立“集中回收示范点”,提升渔网回收

效益。

渔具回收过程包括:收集、分拣、清洗和转运到

指定回收设施,进行再生产品开发,完成从废弃物

到高值化资源的过程。
由于渔船捕捞分散,造成回收渔网运送成本

高,很难形成规模效应。项目将建立集中回收点,
将渔网回收并集中处理,提高回收便利度和回收率。

集中回收点有利于推行渔网差别价格补贴回

收模式。由于海南渔业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回收再

生渔网的质量比较差,无法形成统一回收补贴价

格,需要对渔网进行分拣,分成不同品种和质量等

级,以形成后端不同等级的再生利用产品。质量好

的渔网,回收补贴价格高,通过提高回收价格补贴

给渔民购买新网,鼓励渔民带回渔网,且保持渔网

相对良好质量,减少进入海洋的废弃渔网,提高再

生率,形成闭环。

研究团队在调研期间走访了三亚市生态环境

局、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在建立集

中回收示范点方面获得了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和

支持。

4.3 建立渔网回收可追溯性和再生碳减排

量化评价体系,发挥渔网再生品的商

业价值和碳市场价值。

2024年2月5日,国内首个基于废弃渔网等海

洋废弃物的团体标准《海洋捕捞废弃塑料回收可追

溯性和再生碳减排核算指南》6 发布,该指南为渔网

回收提供了可追溯性和碳减排的评价体系。

对于面向出口欧洲的渔网再生品而言,在国内

推动设立渔网再生品的溯源标志、量化其对环境与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提升商品竞争力,此举也能够

为推进建立渔网回收与再生高值化利用体系提供

关键商业基础。

4.4 加强渔网回收与保护海洋环境的宣传与

开展能力建设和培训,促进社区发展

打造协同政府、上下游企业、渔民与NGO等多

方参与的渔网集中回收与再生闭环产业链,势必产

生新岗位劳动技能的要求。

回收点涉及收集、分拣、清洗和转运等工作,给
回收站人员进行集中回收培训、给当地妇女提供渔

网修理和分拣的培训,以实现不同质量的渔网差别

价格补贴回收模式。预计渔网回收至少为50名妇

女培养回收分拣等技能,增加当地渔民就业岗位和

收入。

另一方面,加强渔网回收与保护海洋环境的宣

传,提高渔民回收渔网价值的认知。比如:将再生

用途手册推广到社区、编制社区和学校的海洋塑料

回收教材,制作海洋渔网废弃回收再生课程、举办

海洋渔网回收再生主题活动和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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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渔网调研问卷(渔民篇)

模块一:渔民使用渔网的情况

1.自家渔船尺寸<12m  12m~24m  >24m
2.单次出海捕捞时间近海 远海 ;捕捞量(kg)近海 远海 。

3.每月出海平均的次数 ;平均的捕捞量 。

4.新买的渔具类型 。(如果是刺网要询问一下是单层、双层和三层的。目前刺

网、拖网、围网、笼壶类渔具是三亚渔民这边比较常用的,而拖网、围网的造价比价高,相应的渔民会重复的

修复使用,使用时间比较长,不会轻易丢弃的。而更换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就是刺网和笼壶类,因为它们价格

低,再重复使用的价值也低,多为渔民丢弃的主要对象)

5.所用渔具的购买途径  。

6.所用渔具的规格尺寸及价格:  
7.所用渔具的平均使用时间  。

8.每年所用渔具的支出费用占渔业捕捞收入的比例 。

9.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渔业捕捞占 ;其他方面占 。

模块二:渔民对‘渔网回收’的态度

1.是否认为应该开展渔网回收

A是的 B不是

2.是否有个人或者公司回收渔网

A有 B没有

3.是否有意识开展渔网回收的行动?

A有 B没有

模块三:渔民关于废弃渔网对海洋生物影响的看法

1.是否认为废弃于海里的渔网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

A会 B
 

不会

2.是否会将捕捞过程中破损的渔网打捞上岸?

A会 B
 

不会

3.对于废弃渔网,处置方式

A丢弃海里 B带回来,修补后下次继续用。

C带回来,分拣后卖掉废渔网 D带回来当垃圾丢弃到陆地上

4.破损渔网带不回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可多选)

A修补价值低 B
 

打捞费事费力

C
 

渔网的购买成本低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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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渔网,您观察周围渔民扔掉得多吗? (单选)

A
 

0~10% B
 

10%~20%
C

 

20%~50% D
 

50%~80%
E

 

80%~100%

模块四:渔民对渔网回收激励机制的看法

1.如果有渔网回收激励,您认为哪些有效(多选)

A回收价格 B
 

以旧换新

C
 

回收便利程度 D其他

2.在我们这个调研前,对渔网回收话题的关注状态是? (单选)

A几乎没有关注过 B
 

有一些关注

C
 

关注很多

3.渔网回收对于个人收入相关性如何?
 

A完全不相关 B有一定关系

C非常相关 D不清楚

4.渔网回收原因是为了:
—重复使用。A)完全不相关;B)有一定关系;C)非常相关;D)不清楚

—保护海洋环境。A)完全不相关;B)有一定关系;C)非常相关;D)不清楚

—渔网回收价格高。A)完全不相关;B)有一定关系;C)非常相关;D)不清楚

5.如果有渔网回收补贴,决定将渔网带回的因素?

A回收补贴高 B
 

回收的机制健全

6.你认为渔网回收的补贴标准是多少?
按重量每斤多少钱?

7.通过我们关于渔网回收的补贴宣传之后你愿意将渔网回收吗?

A愿意; B无所谓

C不愿意

8.你认为回收渔网会提高个人的收入吗?

A.会 B不会

C无所谓

9.你了解的渔网回收价格是多少,是新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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