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印发海南省海洋捕捞辅助船 

许可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琼农规〔2023〕15号 

 

沿海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三沙市海洋和渔业局： 

为规范我省海洋捕捞辅助船管理，我厅制定了《海南省海洋捕捞辅助船许

可管理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3年 11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海洋捕捞辅助船许可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海洋捕捞辅助船管理，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

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

检验条例》《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申请制造、更新改造、购置海洋捕捞辅助船的，适用本规

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海洋捕捞辅助船，是指渔获物运销船、冷藏加工船、

渔用物资和燃料补给船等为海洋渔业捕捞生产提供服务的船舶。 

第四条 本省对海洋捕捞辅助船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实行捕捞许

可证制度。 

第五条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海洋捕捞辅助船的许可管理和总量控

制工作，各沿海市县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海洋捕捞辅助船许可管

理和总量控制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其办公场所和网上办理平台，公布

船网工具指标、捕捞辅助船许可证审批的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

部材料目录和申请示范本等事项。 

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自受理船网工具指标或捕捞辅助船

许可证申请之日起 12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或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或者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七条 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海洋捕捞辅助船和捕捞许可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健全海洋捕捞辅助船动态管理数据库。申请人应当提供的

户口簿、营业执照、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等法定证照、权属证

明在全国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或者部门间核查能够查询到有效信息的，可以不再

提供纸质材料。    

第二章 船网工具指标 

第八条 海洋捕捞辅助船按船长分为以下三类： 

（一）海洋大型捕捞辅助船：船长大于或者等于 24米； 

（二）海洋中型捕捞辅助船：船长大于或者等于 12米且小于 24米； 

（三）海洋小型捕捞辅助船：船长小于 12米。 

第九条 沿海各市县海洋捕捞辅助船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由省级渔业主管

部门依据各地海洋大中型捕捞渔船数量和捕捞业发展需求情况确定并下达。 



沿海各市县海洋捕捞辅助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数量不得超过当地大中型渔船

数量的 20%，其中燃料补给船不得超过 10%。如市县海洋捕捞辅助船船网工具指

标已超配额，确需建造加工等新业态辅助船的，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条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海洋捕捞辅助船，应当经有审批权

的渔业主管部门在省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内批准，并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

标批准书。 

第十一条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海洋捕捞辅助船，按照下列权限进行审

批： 

（一）海洋大中型捕捞辅助船，由船籍港所在地市县渔业主管部门审核，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批； 

（二）海洋小型捕捞辅助船，由船籍港所在地市县渔业主管部门审批； 

（三）跨市县购置海洋捕捞辅助船，由买入地市县渔业主管部门审批； 

（四）跨省购置海洋捕捞辅助船，按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的有关

要求办理。 

第十二条海洋小型捕捞辅助船作业场所应核定在 A类渔区，其中海洋小型

燃料补给船不得跨市县作业，三沙市的海洋小型捕捞辅助船作业场所应离有居

民岛礁不超过 10 海里；大中型捕捞辅助船作业场所应核定在 C 类渔区，其中海

洋大中型燃料补给船作业场所应核定在 C3渔区，且不得跨海区作业。 

赴特定水域等 B类渔区从事捕捞辅助活动的，实行总量控制和专项捕捞许

可制度。总量不超过在特定水域等 B类渔区从事捕捞生产渔船总数的 20%，由

船籍港所在地市县渔业主管部门审核，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海洋捕捞辅助船只能从事捕捞辅助活动，不得从事捕捞作业。 

第三章办理程序 

第十四条申请海洋捕捞辅助船审批，应当向户籍所在地、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登记地市县渔业主管部门提出。 

第十五条申请拆解、购置、制造、灭失和更新改造辅助船，办理程序和申

报材料参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和《海南省海洋捕捞渔船审批管理办法

（暂行）》办理。 



第十六条 海洋捕捞辅助船灭失、拆解、销毁的，原船舶所有人可自辅助

船灭失、拆解、销毁之日起 12个月内，按规定申请办理辅助船制造和更新改造

手续；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行放弃，由渔业主管部门收回船网工具指标。 

第十七条 因继承、赠与、法院判决、拍卖等发生海洋捕捞辅助船所有权

转移的，参照购置海洋捕捞辅助船的规定申请办理船网工具指标和捕捞辅助船

许可证。依法拍卖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市县渔业主管部门按照渔船管理方式，数字化建立辅助船审批

档案，确保及时建档，有效管理，不流失，不散失，保证辅助船档案完整齐

全。 

第十九条 发生较大级别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在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行

为情节严重且负主要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对其事故中损毁

或突发事件中灭失的辅助船，暂停批准建造或更新改造。 

第二十条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应坚持“依法办理、公开流程、限时审批”

的原则，各市县渔业主管部门可参照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批办理流程，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流程。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进行海洋捕捞辅助船制造、更新改造或购置

的，越权、违规审批签发或擅自更改证书证件的，按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

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原海南省海

洋与渔业厅印发的《海南省捕捞辅助船管理暂行办法》（琼海渔函〔2017〕66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附件：海南省海洋捕捞辅助船购置拆解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