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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後，旅遊業

正逐步復甦，如何讓香港產業與旅遊業有機

結合，似乎是一舉兩得的發展思路。香港文匯

報日前訪問了本地的養珠魚排，他們均表示養珠

投資少、回報高，而珍珠蚌「渾身是寶」，甚有

經濟價值，更有助改善水質，希望特區政府能普

及海上養珠，讓廣大漁民增加收入。一直關注本

港珍珠養殖業發展的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洪雯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珍珠產業具

有龐大的保育及經濟價值，建議特區政府普及推

廣魚排養珠技術，為業界打通加工、銷售平台，

並研究配合復常通關發展珍珠文化生態旅遊，相

信不多的付出，就能為廣大漁民增加收入，支持

本港漁農業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倡普及海上養珠 促進漁業多元
業界：投資少回報高 議員冀配合生態旅遊加強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洪雯表示，香港與珍珠很有歷史淵源。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更曾是香港養珠業的全盛時期，無

奈當時的養珠與加工技術遠較今天落後，才令養珠
業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逐漸沒落。目前，香港有大量
未有積極經營養殖的半閒置海上魚排，而養珠的初
始投資成本不高，養殖容易，養珠及採珠技術已十
分進步，加上珍珠蚌更能改善水質，既有助保護環
境，亦可提升魚排其他水產的存活率，故十分適合
加以推廣，為漁民增加收入。

盼為業界構建完整產業鏈
洪雯還表示，香港每年舉行的國際珠寶展受到全

球注目，吸引世界各地珠寶製造業聚首一堂，為養
珠產業提供銷售平台。她早前就在一個有關漁農的
嘉年華上，發現珍珠蚌「渾身是寶」，有漁民以本
地珍珠蚌肉製成XO醬，味道鮮甜，更有初創企業
以本地珍珠貝母的粉末製成護膚品，具排毒養顏功
效。透過自己試用的經驗，她覺得效果甚佳，相信
香港的優良水質，有條件進一步發展海上養珠。
珍珠養殖在漁農業界之所以未能普及，洪雯認

為，雖然特區政府已推出「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等，支持漁農業界多元發展轉型，然而相信一般漁
民都未必會懂得申請，建議漁護署可更主動宣傳推
廣，讓漁民注意有關資助計劃，並研究資助相關中
游加工產業發展，為業界逐步構建完整產業鏈，比
如由貿發局等既有平台，協助珍珠養殖戶參與不同
展覽，以及搭建交流平台，助他們與食品加工廠、
珠寶加工廠及中藥廠等合作，使出產的珍珠蚌物盡
其用。
針對有養殖戶面對的請人難問題，洪雯建議特區

政府研究先有條件放寬輸入內地採珠漁工的限制，
並透過提升產值，提高回報，長遠吸引更多本地勞

工入行。
香港全面復常通關後，珍珠養殖業是否迎來新機

遇？洪雯認為，若能在香港海上的魚排上見證採
珠，體驗開貝，親手加工紀念品及手信等，不失為
一個能吸引本地及各地旅客參與的好節目，相信可
配合優閒旅遊及生態旅遊一同發展，為香港帶來更
多具本地文化特色的旅遊項目。

珍珠蚌有淨化水質之效 漁民：渾身是寶
經營魚排15年的梁錦明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自己於5年前開始養殖珍珠，初時是因為有
本地學者在自己的魚排試驗養雪珍珠。他發現養珠
既不用餵飼，初始投資成本亦低，其後申請了特區
政府為鼓勵漁業可持續作業而推出的「漁業提升基
金」，開展更加大規模養珠，及讓學者進行相關研
究，年收成約兩萬個珍珠蚌。
「首先，我們會先將珍珠蚌苗養殖一年，讓原本
僅約兩三公分的珍珠蚌苗成長至約七八公分，然後
便會自行逐一為珍珠蚌進行插殖珠核手術，並每十
多天逐一為珍珠蚌清理蠔宿，再過一年便能開貝收
成：珍珠會用來加工成首飾或工藝品；具排毒療效
的貝母會磨粉，供應予本地美容品牌生產護膚產
品；蚌肉會先在魚排曬乾後再用來製作XO醬等食
品，全隻都是寶。」他介紹，養殖珍珠的成本效益
很高，珍珠蚌更有淨化水質之效，能使魚排的其他
水產的存活率增加一兩成，相信養珠產業極具發展
潛力。
梁錦明坦言，身為一般漁民，自己文化水平雖不
高，但亦明白若不懂得加工，收成便只能按斤賤
賣，但要在本港物色珍珠加工廠或食品加工廠合作
卻相當困難，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為養珠戶穿針引
線，提供協助。

根據特區政府於2019年向立法會提供的數據顯示，香港
有26個魚類養殖區，共有930個持牌養殖場（魚排）。立法
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很
多魚排排主會將魚排用作非養殖用途，主要源於香港缺乏負
責推動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政府資助機構，若漁農戶只單靠
養殖賣水產，收入有限，難以存活，故他正諮詢業界及各持
份者，向特區政府反映，希望加快落實制訂「漁農業可持續
發展藍圖」，以政策推動業界升級轉型，逐步優化香港漁農
業產業結構，持續提升本地漁農產品的質量、產值和生產
力。
何俊賢表示，本地漁農業對本港經濟、社會和民生都有相
當重要角色。作為國際旅遊城市，香港「美食天堂」美譽享
負盛名，不少內地及海外遊客都特意前來一嘗香港海鮮風
味，更往往一試難忘，全賴有本地漁農業供應新鮮食材。同
時，漁農業亦可以在生態教育等方面發揮作用，有助教育下
一代珍惜生命。
對香港漁農業界的經營環境欠佳，本地的海上養殖產業逐
漸式微，何俊賢表示，之所以不少魚排排主如今都走「法律
罅」，將魚排改裝成私人會所、「夾band」、宴客食飯的
場地，而非主力經營養殖產業，是因為單靠養魚的收入明顯
比經營其他違規的生意少。近年，香港出現的紅潮更連番令
養殖戶損失慘重。在風險高而回報有限，加上特區政府近年
缺乏給予足夠長遠的政策支援業界持續發展下，令漁民對海
上養殖卻步。

何俊賢倡設專責平台助促進業界發展
何俊賢認為，香港本地海上養殖的持續發展空間龐大，妥善
經營者甚至有機會上市集資擴充規模，但需要有官方認可的政
府資助機構，負責連結漁民、養殖戶、不同類型的加工廠、學
界、科研機構等互相合作，引入包括珍珠、藍龍蝦等優質、多
元化水產養殖，並配合現代化的養殖及加工技術，構建完整的
產業鏈，以及積極宣傳推廣，建立品牌，才能助業界分享產
值、產能提升的成果，故要求特區政府可研究資助成立像旅遊
發展局般的平台、機構，促進業界可持續發展。
環境及生態局今年內將會與業界攜手制訂「漁農業可持續
發展藍圖」，何俊賢表示，他正積極聯同漁農業界舉辦多場
論壇，將養殖戶、環保團體等各持份者意見向官員深入反
映，希望有助藍圖盡快出台，為業界謀劃可行的發展策略及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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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西貢黃石碼
頭踏上快艇，經過10分鐘船程來
到梁錦明的魚排。魚排養珠的人
手需求大，工作或要日曬雨淋，
又要24小時輪更工作，上班位置
遠離市區，需要前往碼頭再轉乘
快艇，相當轉折，令魚排請人十
分困難。梁錦明說，養珠需要人
手定期清理蠔宿，一般漁民不懂
聯繫相關加工廠為收成增值，故
期望特區政府能進一步放寬相關
內地人才輸入限制，解決業界人
手問題，拓展商機。

「很多港青能來上班兩三天，
便說不適應要辭工，月薪兩萬、
日薪一千也很難請到本地工人，
如今我們全靠特區政府的相關輸
入內地人才計劃，才得以聘得來
自內地的有經驗養珠工人，需提
供宿舍，月薪萬多元。」梁錦明
說，自己的魚排養珠5年，正逐
步開發加工產品，以及銷售渠
道，但縱然有足夠場地，仍礙於
人手問題而難以進一步發展，期
望特區政府能更彈性審批養珠戶
的人才輸入申請。

養珠戶盼放寬人才輸入限制

本地研究珍
珠 養 殖 的 學
者、香港海洋
生態協會理事

甄華達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說，香港的珍珠產業歷史悠久：早
於逾千年前的五代十國時期，記載
採珠重鎮的《大德南海志》、《南
漢紀》等古籍中，已曾徵募多達
2,000人到現今吐露港等海域採集珍
珠，直至清代才因長期採集令新珠
蚌未能及時繁殖，開始逐漸式微，
但香港海域的水質至今仍適合飼養
珍珠。
甄華達介紹，到了上世紀五十年

代，因香港的原生珍珠蚌品種之一
「馬士貝」在日本沖繩瀕臨絕種，
為避免日本珍珠商人來港肆意採
集，港英政府於1958年實施《珍珠
養殖（管制）條例》，發牌規管珍
珠養殖業發展。其後，香港養珠業
步入全盛時期，曾有6家持牌養殖
公司是吐露港及西貢等地經營者。
不過，由於當年的珍珠養殖業缺

乏先進繁殖技術，全靠採集野生飼
養，到了1980年代，6家持牌養殖
公司都因為沒錢賺而先後向政府交
回牌照。但現在，孵苗等人工養殖
珍珠技術已十分成熟，一般魚排都
可養珠增加收入，實大有可為。

港產業可追溯至千年前
技術成熟 水質適宜

香港一家護膚品牌的聯合創辦人陳麗璇說，天然珍珠末
經研究證實具有護膚功效，適合用作防曬和保濕用途，而
香港西貢北等海域水質優良，這裏魚排出產的珍珠貝亦通
過了化驗所的檢測，適合用來製作護膚產品，故她的品牌
早前決定與本地魚排合作，將珍珠貝製成珍珠母精華加入
護膚產品，希望可以為推廣香港漁業出一分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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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珠戶表示珍珠蚌「渾身是寶」，甚有經濟價值，更有助改善水質。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養珠戶希望特區政府能普及海上養珠，讓廣大漁民增加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梁錦明梁錦明((左左))、、甄華達甄華達((右右))
展示在魚排養殖的珍珠蚌展示在魚排養殖的珍珠蚌。。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珍珠可加工成為首飾或工藝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具排毒療效的貝母會磨粉，供應予本地美容品牌
生產護膚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魚排養珠
的人手需求
大，但上班
位置遠離市
區，令魚排
請人十分困
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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