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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介绍休闲渔业的起源及发展，分析了黑龙江省休闲渔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该省发展休 闲渔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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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fishe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ANG Zhen et al(Colleg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bout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fishery， has analyzed the status of leisure 

fishe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by discussing advantages and proble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eisure fishery．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developed the leisure fishery vigorousl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e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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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渔业养殖病害加剧，水产品价格低迷，捕捞能力过 

强和渔业资源的相对脆弱的矛盾凸显。这要求不仅要进行渔业 

产业结构调整，更需寻求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新亮点。 

1 休闲渔业的起源与发展 

休闲渔业起源于 1960年代的加勒比海地区，以后逐渐扩展 

到欧美、亚太地区。休闲渔业是集渔业、游钓休闲、旅游观光为～ 

体的新兴产业和新时尚。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转移与结 

合，是传统渔业的延伸和拓展，在游钓区设有镁饮、旅馆、商场、 

娱乐场所等设备齐全、功能多样的综合服务设施。休闲渔业比常 

规渔业更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产值也是常规渔业产值 

2．1．1 生态退耕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 

适当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湿，提高现有耕地质量，增加土 

壤肥力，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改善耕作方法 ，促进农田生态系统 

的恢复，使耕地持续、稳定、循环利用。 

2．1．2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调整城市内部结构 

城市建设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尽量 

避免零星分散的建设，特别是零星征用土地进行住宅建设。对旧 

城区改造以挖潜内部土地为主，充分利用城市内部闲置土地，提 

高城市容积率，避免城市盲目扩张，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对工业 

用地应加快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是继经济开发区、 

高薪基础产业开发区之后的第_三代产业园区，通过企业之间的 

副产品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的梯次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 

来实现园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生态工业园区的 

建立，可以把相关企业集中发展，集中管理，有效避免了企业对 

土地征而不建、多征少建的浪费现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城镇 

建设用地应充分挖掘城区现有存量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集 

约度，尽可能的利用非耕地，提高城镇内部的土地利用率。 

2．1．3 加强土地资源的整理复垦，有效利用闲置土地 

黑龙江省大部分城市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因资源而兴，土地 

利用以矿产资源开采为主，矿空地则废，土地浪赀现象严重，且 

大部分地区农田分割破碎、很大程度的分散着一些闲置地，通过 

农}f】地的整理，对未利用土地及闲置土地进行开发复垦，在农业 

基础条件较差的地区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地质量，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土地复垦将废弃地恢复为耕地或建设用 

地或绿化娱乐用地，减少土地塌陷、破坏、压占面积，有效改善土 

地利用状况，促进土地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 

2．2 加强土地管理，完善土地的节约利用 

2．2．1 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做好土地利用宏观调控 

科学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搞好土地利用宏观调控，正确 

处理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关系，促进土地资源节约利用。根据规 

划确定的节约用地原则以及安排的主要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严 

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管理，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防 

止土地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 

2-2．2 搞好节约利用土地的管理 

搞好城镇闲置和空闲土地调查，摸清家底，在用地安排上以 

存量土地为主，同时积极推进土地管理方式改革，探索利用闲置 

土地的新方法。 

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进行开发建设的土地，应加倍收取闲置 

土地费，造成耕地荒芜的，应收取耕地荒芜费。农用地转用批准 

后，满两年没有开工建设的，其批件自动失效，当地政府可收回 

土地使用权。 

健全土地节约利用和收益分配的机制 

强化土地执法监察力度。要加强对浪费土地、破坏耕地等现 

象的执法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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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倍以上。 

休闲渔业对黑龙江省发展新兴渔业是很好的启发和借鉴。 

2 黑龙江省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 

黑龙江省 自然环境良好，境内有河流 1 918条、湖泊 6 026 

个、水库 679座，水域总面积达到233万 hm2，其中宜渔水面 65．4 

万hmz。由于黑龙江、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特殊的地理环境，冬 

季冰封期普遍较长，是我国冰钓旅游的良好场地。兴凯湖盛产 

鲤、乌苏里白鲑等冷水性鱼类；而典型的堰塞湖镜泊湖多以养殖 

类鱼为主，并以草、鲫鱼的大体积著称。两湖不仅鱼类资源丰富 

而且环境优美，风景秀丽，对游钓者不仅有益身心而且可以陶冶 

情操，是进一步开发为休闲渔区的理想之地。 

黑龙江是我国冷水大型凶猛鱼类的聚集地，哲罗、细鳞、茴 

鱼、江鳕、狗鱼等不仅性情凶猛而且垂钓也别有一番情趣，因而 

也是全国冷水鱼垂钓爱好者的理想去处。 

由于黑龙江省大江大河天然饵料丰富，渔业以水库、湖泊、 

池塘养殖为主，水产品多为无公害绿色产品，因而产量、销量均 

很可观，由过去四大家鱼发展到目前的几十个品种，以黄颡鱼、 

武昌鱼、锦鲤为代表的特色品种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2005年 

渔业产值比2004年增加了1 1．7％。2005年全省名优水产品养殖 

面积达到 l0万hm2，比上年增加 1．8万 hm。，增长24．3 。特色水 

产品养殖势头高涨。佳木斯市一手抓好鲟鳇鱼繁育孵化，一手抓 

怀头鲶、重唇鱼等特色鱼类的养殖；齐齐哈尔市重点推广龙江湖 

大银鱼的成功经验。在全省水产品总产量中，鲤、草、鲢、鳙等常 

规鱼类为 30．1万 t，比上年减少 1．82万 t，下降 5．7 ；名优水 

产品产量达到 l2．9万 t，比上年增加 2．82万 t，增长 27．9 。 

3 黑龙江省休闲渔业的现状 

黑龙江各地充分利用丰富的水库湖泊资源，不仅走大众休 

闲渔业经营模式，还各具特色。哈尔滨市道外区48家渔场，2004 

年 4月中旬起，日均接待人数达 950余人，垂钓总量达 260t，收 

入 500多万元，游钓者许多来自俄罗斯、韩国、日本等邻近国家， 

扩大了其知名度。 

伊春市利用江河沟涧纵横交错、湖泡库塘星罗棋布的地源 

优势，形成了“住在水边、食有水鲜、观学垂钓、观光游玩”的特 

色休闲渔业；而牡丹江市则把现代渔业与当地旅游业等行业密 

切结合综合发展。其休闲渔业水域面积 已占总水域面积的 1／3 

左右。逐步形成了集养鱼、垂钓、餐饮、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经营 

模式，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然而，与辽宁、山东、浙江、福建等休闲渔业发展较成熟的省 

份相比，黑龙江省的休闲渔业尚处于经营分散、低水平经营阶 

段。如何提升其经营水平，开拓更为广阔的休闲游钓者的消费市 

场，仍然是当前发展黑龙江省休闲渔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4 黑龙江省休闲渔业面临的问题 

自1980年代，黑龙江省的鲟鳇鱼主要产自黑龙江萝北江段 

以下，而此后，同江、勤得利、萝北等地的该鱼类逐渐减少，在乌 

苏里江及其他河湖地区，哲罗、细鳞、茴鱼、江鳕等种群数量也急 

剧下降，而青鱼、鲂鱼、细鳞斜颌鲴、花糕红点鲑等 22种珍稀鱼 

种已处于濒危状态，渔业资源保护刻不容缓。 

目前存在黑龙江渔业行业管理不足，技术协作、行业协作力 

度不够、渔业产品技术含量低等问题。 

经常出现管理权责不明，互相推诿扯皮现织。同时，一系列 

管理法规落实不够完善，在游钓者人身安全管理、饮食卫生管 

理、船舶审批等方面也存在疏漏。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迅猛 

发展，对休闲渔业产品需求多样，而目前该省所供休闲鱼类有 

限，开发程度不深，供给品种不够丰富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5 黑龙江省发展休闲渔业的建议 

5．1 加强管理与协作，提高保护政策的落实力度 

应该提高认识，对症下药，加强行业或专业性经济技术协作 

组织建设。结合实际，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家的相关法规，制定适 

合当地的法规、质量标准。不但强化行业自律，而且注意协调旅 

游、交通、航运、体育、卫生、工商、税务、海关及进出口检疫等部 

门及系统内部渔政、港监、船检等环节关系，努力为发展黑龙江 

省休闲渔业营造 良好的体制环境。 

提高对黑龙江省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势在必行，相关法律 

法规应付诸实施，增加保护渔区的相应经费，投入适当人力、物 

力、财力，定期组织开展渔区水质的综合评价，加强休闲渔区垂 

钓游客的行为规范，可采取激励措施，奖罚分明；应严格检疫引 

进的观赏性水生动植物，并控制在养殖范围内，防止外来物种的 

入侵和疫病传播。 

5．2 注重科技兴渔，创新营销方式 

应积极开展特形特色新品种地方性的规模化繁育及垂钓基 

地，不仅为休闲渔业发展储备技术，还为其发展提供优良种苗。 

走出一条“传统选育与新种引进、试养相结合；原种保存与展示 

相结合；特色新品种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休闲渔业发展之路。 

应以报纸、电视、刊物等传统媒体为基础，创新营销渠道，充 

分利用行业协会组织，宣传营销，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突出特色 

品种，开发诸如 “冬钓”“船钓”“竟钓”等新产品。 

5．3 认真规划渔区，实现休闲渔业的规模化、效益化 

将休闲渔业作为渔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第三产业认真对 

待，制定各地区的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以“突 

出特色，有序开发 ”为指针，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充分考虑城 

市、社会心理、民俗民风、生态景观、水土水利、旅游观光及基础 

设施等因素，确保生态环境、社会与渔区建设的和谐发展。 

政府也要加强资金投入力度，把休闲渔业发展作为推动渔 

业产业结构调整、渔民转产转业，促进渔民增收和渔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事来抓；对纯渔村渔区财政转移支付，建立鼓励休闲渔 

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和补助基金；增加渔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休 

闲渔业发展中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积极鼓励各地区市级、县、乡、 

村的个人投资，广纳闲散资金，积极引导银行、税收、保险部门的 

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为黑龙江休闲渔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尽快落实渔 民减负政策，杜绝向渔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 

不正之风，以有利于黑龙江省休闲渔业企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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