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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闲渔业对于调整渔业结构、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增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由于受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影响，我国渔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 

休闲渔业，对于提高我国渔业经济发展质量，实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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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recreational fishery vigorously， 

cultivating new fishery light point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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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reational fishery has prominent significance for adi usting fishery structure， 

reasonably utilizing fishery resources，enhancing fishery profits and SO on．At present，the devel- 

opment of fishery in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problems，due to overfishing，environment 

pollution etc．，Us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and developing recreational fishery 

vigorously have a significantly promotive effect o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reali- 

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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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渔业起源于 20世纪 6O年代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后逐渐扩展到欧美、亚太地区，目前在发达国家已 

形成为一种产业，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休闲渔业是以渔业资源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 

过渔业和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休闲、娱乐、餐饮等行业与渔业结合为一体，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 

合，提高渔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实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一种新型渔业。根据我国渔业、渔 

区特点和社会消费需求，大力兴办休闲渔业，并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提高渔业经济发展质量，形成渔区新的 

经济增长点，是当前和今后我国渔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平 瑛 2001)。 

l 我国发展休闲渔业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随着渔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休闲渔业引起了我国渔业主管部门的重视。农业部渔业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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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国渔业发展目标中就明确提出：要适应消费市场变化，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休闲渔业。各地从 

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先后)进行了积极尝试，取得了良好效果。沿海许多地区，包括烟台、威海、大连、舟 

山、宁波、厦门、汕头、深圳、珠海等地充分利用其海洋的独特景观优势和滨海渔业资源，结合渔业结构调整，积 

极开发各种形式的渔村旅游。如辽宁省长海县的钓鱼节，山东威海市的国际海钓节，浙江省舟山市的国际钓鱼 

邀请赛等，都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而在内陆地区，一些大中城市近郊的水产养殖场也开始经营游钓业，有的还在风景秀丽的湖库水面建立了 

游钓乐园(基地)，一种以游船为主，集赏景、娱乐、避暑于一体的“住在水边，食有水鲜，观有胜景”的新兴渔业经 

营方式正在悄然兴起，有效地改变了过去渔业经营单一的局面，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陈毅德 

2005)。 

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休闲渔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休闲渔业自2O 

世纪 7O年代初在欧美、日本等国迅速兴起以来，很快成为这些国家现代渔业的支柱性产业。以美国为例，在海 

上游钓区，餐饮、旅馆、商场、娱乐场所等各种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充分满足了游钓爱好者的休闲需求。该国每 

年有约 3 520万成年钓客，在休闲渔业上消费达 378亿美元。休闲渔业产值为常规渔业产值的 3倍以上。 

1996年经济学家帮助美国休闲渔业协会(ASA)做了一次调查，推断出美国每年休闲渔业的消费所产生的影 

响：对全社会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总效益为 1 084亿美元；给全国各地提供了 120万个工作机会，占美国各部门 

总劳动供给量的1 以上；创造了总计 283亿美元的总消费；增加了 24亿美元的州政府税收，约占全年州政府 

税收的 1％；为联邦政府贡献了31亿美元的税收，约占联邦农业税收的 1／3(刘 康 2OO3)。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休闲渔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到位。长期以来，我国渔业发展的着力点仅放在解决“吃鱼难”问题上，过分依赖 自然资源 

优势，单纯追求捕捞和养殖的数量，缺乏对渔业发展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和前瞻性研究。对休闲渔业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多数渔民的思想观念闭塞，仍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面 

对渔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存在的新问题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未能进行大胆的探索和积极的尝 

试。 

(2)管理手段相对滞后。由于管理理念的落后，目前对发展休闲渔业仅限于一般性号召，缺乏具有针对性 

的宣传、示范和引导机制 ；多数地区的渔民靠 自主发展，政府缺乏总体规划 ，且投入太少 ；国家 目前制定的相关 

法律和规范，在约束经营行为方面还比较薄弱，整体发展还未走上有序竞争的轨道。 

(3)产业规模小。我国的休闲渔业刚刚起步，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由于缺乏资金投入，致使集观 

赏、垂钓(捕捞)、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大规模渔业休闲场所的数 目及从业人员还相当少；许多地区休闲娱 

乐项 目单一，缺乏吸引力；同时，设施不配套、不完善、安全性差，服务跟不上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2 发展休闲渔业的重要意义及我国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 

2．1 发展休闲渔业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渔业生产大国，改革开放以来 ，渔业生产以年均超过 1O 的速度增长。渔业 的快速发展 ，不仅 

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解决了短缺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城乡“吃鱼难”问题，而且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增加渔(农)民收入，提高出口创汇，保障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年来，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积淀了 

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由于过度捕捞导致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海洋环境 日益恶化；二是养殖业虽得 

以迅猛发展，但技术相对滞后，且受到种苗、饲料、病害以及水域生态污染等问题的制约；三是随着《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生效，以及世界海洋新秩序的确立，极大地制约了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特别是中越、中韩和中日渔 

业协定的签署实施，迫使我国渔民从一些传统作业渔场中退出，导致全国几十万渔民转产、转业。 

从美国、西欧、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渔业发展情况看，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发 

展空间 ，对解决渔业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休闲渔业有利于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休闲渔业，可以带动交通、旅游、餐饮、船舶制造及渔业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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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等多种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为渔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从而有效地解决沿海渔民的转产转业问题。此外，休闲渔业能够与多种产业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从而打破渔 

业生产的单一性，形成集鱼类养殖、垂钓、餐饮、旅游度假于一体的新型经营模式，更有力地改善渔区产业结构， 

缓解渔业生产和渔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矛盾。 

(2)休闲渔业有利于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限制捕捞生产，发展休闲渔业，可以降低捕捞强 

度，有利于保护近岸渔业资源。把一些符合条件的渔船通过拆解、去污、灌注等处理手段，改建成近岸人工鱼 

礁，或增设必需的安全、娱乐设施改造成休闲游钓渔船，这样既有利于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又有利于增殖水生生 

物资源，保护渔业生态环境。具有优越自然环境的海岛，更为休闲渔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能够促进海 

岛的综合开发等。 

(3)休闲渔业有利于促进渔业增效、渔(农)民增收。发展休闲渔业可提高渔业的比较效益，从事垂钓与养 

殖商品鱼相比，往往是单纯养殖效益的数倍，能够充分扩展渔业生产的高附加值。同时，休闲渔业的高效益又 

能够激发广大渔(农)民的投资积极性，在生产经营模式上不断创新，从而形成一大批有特色、有规模的休闲渔 

业基地、园区等，为开辟渔业经济新优势，促进渔业增效、渔(农)民增收，拓展新财源。 

此外，发展休闲渔业，还能为渔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促进渔区对外开放和城乡交流，推 

进渔区环境整治，提高渔区知名度，全面繁荣渔区经济，推进渔村现代化建设进程等。 

2．2 我国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 

我国既是内陆大国，又是海洋大国，自然条件优越，发展休闲渔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可供开发的 

资源丰富。我国内陆水域面积约 17．6万 km。，占国土面积(不含海洋)的 1．8 。其中主要江、河总面积占内 

陆水域总面积的 39 ；湖泊总面积占内陆水域总面积的 42．2 ；另外，全国建成的水库 8．5万多座，总面积 

200．5万 hm。，自然分布的淡水鱼类有 700多种。辽阔的水面及丰富的鱼类，尤其是许多江河、湖泊、水库地处 

风景秀丽的旅游区，为发展内陆休闲渔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同时，我国拥有约 300万 km。的海域，大陆 

海岸线 1．8万 km余，岛屿 6 500多个，许多优良港湾是鱼类繁殖、生长的良好场所，加之拥有丰富多样的海洋 

生物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休闲渔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二是气候适宜。我国幅员辽阔，地 

势广阔，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适于休闲旅游的季节较长，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适合海上休闲娱乐的时间跨 

度长达 8～9个月。三是市场潜力巨大。我国人口众多，喜爱钓鱼的人口达 9 000万之多。随着经济发展速度 

的强劲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休闲娱乐的要求也 日益增长。特别是国家实施每周 5 d工作制、 

每年 3个长假后，1年累计有 110多个节假日，庞大的消费群体、充裕的休闲时间和国内外市场为发展休闲渔 

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商机(李恩元 2005)。 

3 我国发展休闲渔业的对策思考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因势利导，加快发展休闲渔业，以此来增强渔 

业实力，提高经济活力，增加渔民收入，营造渔业经济发展新亮点。 

(1)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发展休闲渔业的重要性，真正将其作为推 

动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渔(农)民增收和渔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来抓，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并 

认真抓好落实。应切实加大对渔(农)民的宣传力度，想方设法引导、调动他们发展休闲渔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让他们在从事休闲渔业的过程中得到实惠。 

(2)统筹规划，综合开发。要认真借鉴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因地制宜，搞好调研，制 

定出符合各地实际的休闲渔业发展规划。要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统筹考虑环境、生态、人文建设和渔 

区社会发展等因素，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发展。要在具体布局上与旅游景点建设、现代化渔农业示范园区和三 

产等服务业建设相结合。要有计划地选择一些渔港和旅游区，出台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力 

量，建设集旅游、垂钓、餐饮业为一体的、以渔文化为特色的综合型、规模型经济。 

(3)加强管理，营造环境。要切实贯彻“科技兴渔”、“依法治渔”战略方针，努力克服科技和管理滞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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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休闲渔业健康发展。要根据国际惯例，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管理办法。要注 

意不断总结经验，切实提高科技含量，规范各项管理行为。要把制定扶持政策与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积极 

引导整个行业逐步步入竞争有序的发展轨道。针对目前我国休闲渔业发展分散、规模偏小的现状，要加强行业 

或专业性经济技术协作组织建设，强化行业 自律、提升服务质量。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与旅游、交通、卫生等部 

门密切配合，努力为发展休闲渔业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孙吉亭 2005)。 

(4)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展休闲渔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保护渔业生态环境、发展渔业生产力、 

优化渔区产业结构、繁荣渔区经济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地自然资源优势，建立起适应不同 

层次、不同类型、富于特色的休闲渔业景区。在经营上应打破单一生产、单一垂钓的简单模式，以渔业吸引客 

源，以三产服务创造效益。突出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在风景旅游区和大中城市近郊建设休闲游钓业。充分利用内陆地区的水库、湖泊及水产养殖等场所， 

合理布局，完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积极发展垂钓、游乐、度假、餐饮等项目，建成一批有档次、有特色、有规模的 

休闲渔业基地(园区)，为钓鱼、休闲、旅游爱好者创造优雅的活动环境，努力改变当前无处休闲，或有处休闲而 

环境不好 、服务不配套、设施不安全的状况 。 

(2)大力发展沿海渔区旅游业。我国沿海渔区的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部分渔村对外开放旅游后，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那些经济发展好、交通便利、渔村面貌有较大改观的渔区 ，应常年对外开放 并作为 

重点旅游点，不断加大投入、增设项目、推陈出新、办出特色。应充分利用政府举办的各种节庆活动，以节日为 

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渔文化活动，以提高沿海渔区的知名度，增强对游客的长久吸引力 。 

(3)积极开办海上旅游观光活动。海上旅游观光包括海上游览、海上垂钓、海底观鱼及海岛旅游等。这类 

项目比较新奇、刺激，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但也必须具备较好的旅游船艇设备和严格的安全措施。有条件的 

地区可进行积极尝试 ，逐步形成一些富有特色的拳头型旅游观光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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