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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渔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形成了新的交叉产业——休 闲渔业．．2()世纪 9()年代以来，休 闲渔业在国 

外蓬勃发展 ，国内也悄然兴起。文章首先从生产 、产品 、功能、客源市场 、布局等方面对休 闲渔业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然后从 国内、国外休 闲渔业的发展形势深入剖析大连 市发展滨海休 闲渔业的紧迫性，最后 ，在确立 了其基本发展 原 

则和产业定位的基础上 ，对大连市滨海休闲渔业发展 的 目标 、开发重点 、布局构想及政策措施提 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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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 90年代 以来 ，随着 国 民经济的发展 、居民 

生活水平 的提高 及生活方式 的改变 ，传统渔业 与现代 

旅游业相结合形 成了新的交叉产业——休 闲渔业 

国际上 以游钓业 为主的休闲渔业 十分发达 ，特别是 日 

本 、美国 、西欧 、加拿大 、新西兰 、澳 大利亚 等国。相应 

的研究尤其是游钓业的研究也较为深 入．如垂钓者行 

为的研究 、垂 钓者 类型 的划分 、垂钓 者 i_J．为模型 的建 

立 、最小规格限制方法对休 闲渔业的影响等 ： 

国内休 闲渔业刚刚兴起 ，规模较小 ，对休闲渔业 的 

系统研 究 较 少，作 者 仅查 阅到 几 篇有 关 的介 绍性 报 

道_1一 。大连是 全国著名 的海 滨旅游城 I1』，海洋水 产 

业基础和滨海旅游 条件优越 ，休 闲渔业 的发展必须 定 

位在“海”上。文章将在初步分析休 闲渔业特点的基 础 

上 ，探讨大连市 发展滨海休 闲渔业 的紧迫性 以及发 展 

设想 。 

2 休闲渔业的特点 

休闲渔业或称 娱乐渔业 ，是在 大都市 情】边地 区和 

间隙地带 ，利用渔业设 备与空 间、渔业生产场地 、渔业 

产品 、渔业经 营活动 、自然生态 、渔业 自然环境 与人文 

资源等 ，经过规划设计而发展起来的 ，与人们的休 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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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休 闲行为 、休 闲需求 (物质 和精 神的)密切联 系，与 

现代旅游相结合的新型交叉产业 ，包括观光渔业、游钓 

业以及水族馆产业等 。作 为一种新型的“渔业 +旅游” 

性质的经营形式 ，开辟了现代渔业发展的新途径，拓宽 

了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 。 

2．1 生产 ：借水行舟、移花接木 

休闲渔业通过开发具有休闲价值的渔业资源和渔 

业产品，开展与此相关 的各 种活动 ，如 观赏 活动 (观赏 

捕鱼等)、参与活动(垂钓等)而发展起来。它可以“借 

水行舟”，充分发挥渔民的技术专长 ，利用现有的渔港 、 

渔船等渔业设 施 ，以及滨海 度假 村 、海鲜 美食城 、渔货 

直销市场等设施 ，启动资金较少 ，能够节省大量基建投 

资。 

2．2 产品 ：体验性强、重游率高 

目前 ，休闲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发生 了改变 ，越来越 

看重休闲体验和经历的获得。而休闲渔业的魅力就在 

于高度的参与性 ，观赏捕鱼 、驾驶鱼船 、亲 自垂钓 、品尝 

海鲜 、参加捕鱼活动 、学习养殖技术 、住渔村 、体验海上 

生活等既丰富多彩又颇具特色 的活 动，不仅丰富 了休 

闲体验 ，而且增 强 了休 闲乐趣 ，逝 应 了上 述需求 的转 

变，再加上消费较低 ，重游率高 ，市场空间广阔。 

2．3 功能 ：生产 +生活 +生态 

休 闲渔业拓宽了渔业空间 ，建立起集渔业 、游钓休 

闲 、餐饮与旅游观光度假 为一体 的新型经营形式，突破 

以“渔”为本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既是第一产业(渔 

、 )的延伸和发展 ，又是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 )向第 
一 产业的转移 、渗透 、扩展。因此，休 闲渔业不再 是独 

立的概念 ，而是资源 (渔业资源 和旅游 资源)优 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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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成的集传统生产功能与旅游观光 、劳动体验、休闲 

度假 、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功能为一体的复合体，即强调 

包括经济(生产)功能 、生态功能 、社会 (生活)功能在内 

的全面开发。 

2．4 客源市场 ：都市市民 +外地游客 

休闲渔业作为都市渔业和都市旅游业的交叉，是 

为都市特殊功能服务的，为都市居民服务是休闲渔业 

的基本功能 。都市居 民以恢 复身心为出发点 ，利用双 

休日等短暂闲暇时间出行，不注重旅游点的等级、意义 

和知名度l8 J，且季节波动不十分明显，而休闲渔业的发 

展恰好符合市民游憩的需求。都市人 口是其发展 的核 

心客源市场，据此开发风险最小。但是休闲者多以个 

人 、家庭 、亲友组 成的小单 位形式 出游 ，市场组织难 度 

较大。此外 ，与都市 的城市性质相联 系，对旅游城市而 

言，为外地游客服务也是休闲渔业的服务功能之一，其 

规模取决于都市旅游的国内、外客源市场大小。该服 

务功能的充分发挥与前者相比，更强调富有特色的资 

源和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 

2．5 布局 ：高度城市化地 区的周边及其间隙地带 

一 方面，休闲渔业由传统渔业延伸而来，受其地域 

性的制约。另一方面，休闲渔业只有在休闲需求强烈 、 

经济条件可能 、交通便捷 的地区才能迅速发展起来 ，所 

以，休闲渔业具有发展条件的限制性 和地 区的选择性 ， 

而不能遍地开花 、处处 发展。只有高度 城市化地 区的 

周边及其间隙地带才能满足上述要求。 

3 发展滨海休闲渔业的紧迫性 

3．1 顺应国内外发展 的要求 

3．1．1 国外蓬勃发展。美国每年在休闲渔业上的消 

费高达 350亿美元 ，许多地 区如得 克萨斯州经济依 赖 

于休闲渔业。每年的休闲渔业对美国产生了如下影 

响：(1)提供了 120万个就业机会，超过各部门劳动力 

总供给量的 l％；(2)创造了 280亿美元的家庭收入； 

(3)增加 了 24亿 美元的州政府税 收，约 占全年州政府 

税收的 1％；(4)为联邦政府贡献了3l亿美元的税收， 

占联邦政府农业税收的 1／3。此外 ，日本 、加拿大 、澳大 

利亚 、新西兰和欧洲各 国等 以游钓 为主的休 闲渔业也 

十分盛行和发达，政府和渔业部门都创造条件，大力支 

持休闲渔业的发展。 

3．1．2 国内悄然兴起。休 闲渔业在 我国各省市 已经 

得到重视。湖北省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休闲渔业，⋯⋯ 

大力发展垂钓、游乐、观光、美食等休闲娱乐项 目”；福 

建省“大力支持休闲渔业 、观光渔业 、垂钓业和特色餐 

饮业 的发展”；山东省“发展观光旅 游渔业 ⋯⋯ ，兴办各 

具特色的观光旅游渔业”；甘肃省“积极发展高效生态 

渔业、高科技工厂化养殖和休闲渔业”。烟台、嵊泗、厦 

门 、深圳等利用海 洋独特的景色优势开辟 旅游业和游 

钓业 ，先后建立了海钓基地或开展相关活动。 

3．1．3 大连休闲渔业条件优越。(1)大连旅游资源丰 

富 ，蓝天、碧海、青山、岛屿 、礁石、沙滩浑然一体的滨 

海景观 ，罗马式 等颇 具异国情调 的“洋”味都市建筑群 

景观，“半个中国近代史天然博物馆”，国际服装节，国 

际马拉松赛等对外地游客和当地市民休闲度假都具有 

极大的吸引力。此外，虎滩乐园、星海公园、圣亚海洋 

世界等水族馆业资源也十分丰富。(2)大连三面环海 ， 

海岸线绵长曲折(1906km)，超过河北 、天津 、江苏 、上海 

等地 ，人均大 陆岸线 23．7 cm，是全 国平均 水平 (1．44 

cm)的 l6．5倍。海 域 面积 广 阔 ，市 辖 海 域 约 2．3万 

km2，人均 4233．85m2，高 出全国(3784m2)约 450m2，分 

布在距离海岸平均 17．8 krn的狭长 区域 内Q)。绵长的 

岸线 ，近岸的海域 ，提供了游钓 、娱乐 、观光发展 的广阔 

空间。此外 ，与天津 、上海 等市不 同，大连市 区直达海 

岸，交通便捷，再加上现有垂钓、观光渔业与知名度较 

高的陆地旅游景点在地域上相互毗邻(如虎滩垂钓区、 

星海广场垂钓区等)，非常适宜休闲渔业项 目“借水行 

舟”、“借梯上楼”，与之串联成线，实行“捆绑战略”、整 

体销售。(3)大连海 水养殖 面积 广 阔，其 中浅海 养殖 

3．75万 hrn ，滩涂养殖 3．0l万 ，港养 1．62万 。 

扇贝、牡蛎 、刺参 、海胆 、鲍鱼 、对虾等优质品种众多 ，网 

箱养鱼、浮筏养殖、底播增殖 、陆域工厂化养殖等养殖 

方式多样 ，且初具规模。富有大连特色的海鲜佳肴 ，如 

烧海参 、烤大虾、蒸鲍鱼、爆干贝、炒香螺、涮文蛤、扒鱼 

翅等对游客也有极大的吸引力 。 

3．2 满足渔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 日 

本国渔业协定》、《中华人 民共和 国和大韩 民国渔业 协 

定》、《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 

、 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 的规 定的执行协定》的 

正式和即将生效，大连周边传统渔场受限制，公海渔业 

的可进入性 降低 ；此外 ，我 国近海实 行海洋捕 捞“零增 

长”战略。上述因素导致渔船、渔机等生产资料闲置， 

渔业从业人员过剩。发展水产养殖和水产品加工固然 

是解决问题 的途径 之一 ，但容量 毕竟有 限。休 闲渔业 

作为渔业与旅游业的交叉产业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 

就业容量大，吸纳能 力强 ，并可利用现有 的渔船 、渔机 

① 栾维新，关于大连市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优先领域研究，见： 

中国工程院，山东省人民政府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高级论坛论文 

集，2000年第 628～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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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 ，是盘活固定资产 、缓解渔 区深层次矛盾的重要 

方 向之一。 

3．3 拓宽旅游新空间的要求 

1999年大连市人均 GDP达到 2．263万元，可支配 

收入年均 6092．92元 ，消费性支出年人均 5 521．32元 ， 

市民的出游正处于短途 、短 时 、少花费的国内旅游初级 

阶段。大连市城调队的调查表 明，市 民每 40户家庭中 

有 35户选择具有“2个 2”特征(200元的花费、2天的时 

间)的周边旅游。休 闲渔业 区位首选大都市周边 和间 

隙地带，市民出行距离短 ，交通便捷 ，耗时少，消费较 

低，符合了市民休闲行为规律。 

作为滨海旅游名城 ，大连对外地旅游 者具有极大 

的吸引力 ，1999年接 待海外旅游 者 26．1万人 次 ，国内 

旅游 者 2 000万 人 次。但 经 调 查ll ，来 连 游 客 中， 

71．43％认同城 市干净 、美丽 ，60．00％认 同大海沙滩 ， 

40．00％认同草坪。这说明大连旅游仍处于大众观光 

旅游阶段，内容单一，游客停留时间短，重游率低。休 

闲渔业以休闲为中心，强调游客强烈的体验性 、需求的 

个性 ，游客滞 留时间长 ，重游率高 ，适应 了旅游 市场逐 

步细分化的要 求 ，拓宽 了大连 市滨海旅游 的新领域和 

新空间。 

4 发展设想 

4．1 原则 

4．1．1 可持续 发展原则。特 色、优质 的渔业 资源 ，恬 

静、幽雅的环境是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基本载体，也 

是休 闲渔业发展 的物质基础。在实践过程 中应做到开 

发和养护并重 ，在“住海边 ，食海鲜”的同时 ，“护海 ，养 

海”，严格杜绝“杀鸡取孵”式的做法 ，逐 步促进休 闲渔 

业环境、生态、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协调共生、永续发 

展 。 

4．1．2 突 出特色原则 。特色是旅 游 的灵 魂，特 色突 

出，旅游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海”是大连旅游休 闲的主题与核心 ，要 围绕 “海”字大 

做文章，充分发挥丰富的“海”资源 ，突出鲜明的“海 ”特 

色 ，在强调旅游者参与 的同时 ，重点推 出“观海景 、购海 

产 、食海鲜 、玩海钓 、戏海水 、行海路 、品海情”等系列休 

闲活动，增强区域旅游休闲资源的整体吸引力。当然， 

休闲渔业区一定要实地考察 、评估 、规划 、设计，强化渔 

业特色，维持渔业本质而避免使之混同于一般游乐区。 

4．1．3 市场主体原则。(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资源 

开发为 中心 ，产品设 计为重点 ，按 照“市场一 资源一产 

品一市场”的模式 ，开发适销对路产品 ，建设特色项 目、 

精品项 目，组织主题鲜 明、多层次的休闲线路。(2)按 

照规范化的市场机制运作 ，避免政府唱独角戏 。 

4．1．4 政府 主导原 则。休 闲渔业 发展 ，为时长久 ，工 

程量大，开发环境复杂 ，涉及关系错综 复杂 ，协调性 要 

求较高 ；休 闲渔业投资少 ，见效快 ，各部 门易不顾实际 、 

市场规律，各 自为政 ，重复建设 ，因此 ，必须加强统一规 

划 、合理布局。这都要求政 府发挥 主导作用 ，确定开发 

指导思想 ，制 订开发规 划 (是 战略规划 而不 是项 目规 

划)，监督付诸实施，投入“种子”启动资金，同时制订各 

项扶持政策 。 

4．2 产 业 定位 

4．2．1 产业 发展理念。(1)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 ：农 

业部今年做 出的“关于调整渔业产业结构”的部署 中指 

出，“在 有 条件 的地 方要 积极 鼓 励 、引导发 展 休 闲渔 

业”，第一次将发展休闲渔业写入政府的工作要点。大 

连市作为滨 海旅游名城和海洋 渔业 强市 ，未来一段 时 

间内，应确定滨海休 闲渔业在 国民经济 、至少渔业和旅 

游业序列 中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 。(2)适度超前 的发 

展速度 ：休 闲渔业在国外发展迅速 ，国内许多地 区也 已 

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大连市虽具有丰富的休 

闲渔业资源 ，但起 步迟 ，与 国内许 多城 市 ，尤其 是与上 

海、北京相比有较大差距，必须保持适度超前的速度才 

能够迎头赶上。(3)大力扶持 的产业政策 ：休 闲渔业作 

为交叉新兴产业领域 ，虽 已引起相关部 门的注意 ，但依 

然稚嫩 ，尚未 “万众瞩 目”，形成气候 。在资金融 入 、政 

策环境等方面应适当倾斜，扶持发展。 

4．2．2 产业定位。21世纪的前 10～15年 ，世界将涌 

起休闲、旅游热潮，休闲产业有望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 

长点。国际上休 闲渔业蓬勃 发展 ，国内休 闲消费渐成 

时尚，休闲渔业随之悄然兴起。传统渔业环境恶化导 

致的过剩渔业生产力 的优化 配置 ，迫切需要调整渔业 

产业结构。上述环境均要求对大连市滨海休闲渔业明 

确定位，努力做到既不“错位”，也不“越位”，更不能“缺 

位”。因此 ，未来一段时间内大连市滨海休 闲渔业定位 

是 ：都市旅游的新增长点 ，海洋渔业结构调整 的重要 方 

向。 

4．3 开发层次结构 

在综合分析大连市休 闲渔业 资源 、市场 以及 现有 

条件的基础上 ，建立开发层次结构(图 1)，包括休闲渔 

业资源分析 、客源市场界定 、产品设 计重 点 、重 点项 目 

安排 、区域布局以及发展 目标的确定 6个层次。 

4．3．1 发展 目标界定。充分发挥休闲渔业 资源优势 ， 

按照特色鲜明化 、产品功能 复合化 、活动类型多样化 的 

要求 ，以观光渔业和游钓业 为先导 ，积极培育休闲渔业 

供给市场，建立不同层次 、不同规模 、不同类型的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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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广 、地域连 片、许 多渔 民参加并受益 、有美 丽景观 

可以欣赏 、有丰富渔 业经验可体验等条件 的基础 上经 

规划、设计，建立休闲渔业示范区。并且一经建立，政 

府部门应提供资助经费，经营主体相应提供配套资金。 

此外 ，应建立 由社会心理 、民俗文化 、景 观生态 、水土保 

持 、森林 、园艺环境工程 、旅游观光 、城镇建设等方面的 

人员组成的“休闲渔业咨询小组 ，协助推行休闲渔业 

示范计划。 

4．4．4 广辟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 资金投入机制。从 

实践来看 ，资金的筹措渠道过于狭窄 ，忽视了地 方的积 

极性 ，尤其是将 目光过 多的投向外商身上。今后扩大 

筹资渠道，吸引广大资金参与开发。要积极鼓励县、 

区、乡、村 、个人投资，吸纳闲散资金和外资，同时，银 

行 、税收 、保险部 门也要给予 积极 支持 ，建立 起财政扶 

持、金融支持、群众自筹、吸引外资等开放型、多元化的 

投入机制，促进滨海休闲渔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郑卫东．上海 发展都市渔业大有作为[J]．中国水产 ， 

2000(1)：66—67． 

马玉全．都市渔业曙光初现[N]．大连 日报 ，2000—10 

一

l0 

[3] 刘斌 ．发达国家的休闲渔业 [N]、大连 日报 ，2000—10 

一 l0． 

[4] 广东省海监海政检查总队．广东 省海洋休闲渔业情况 

调查报告[EB／0L]．http：／／www．gdyzhj．org／ztzs／006． 

him，2000一l0—25． 

5] 邱小红，倪明．休闲观光渔业亟待发展 [N]．南方都市 

报网络版 ，2000—0l一25．(http：／ ，、vⅥr．nanfangdaily． 

com．cn／ds／O001／25／dsgd2511．htm)． 

[6] 王 忠．獐 子 岛镇兴 起 “休 闲渔业 ”[EB／OL]．hltp：／／ 

、̂W ．daliandaily．com ．cn／dlrb／O00815 —43．htm ．2000 

— 08一l5． 

[7] 刘赐贵．加快发展福建海洋与渔业经济的对策[J]．海 

洋开发与管理，2000．17(4)：32—35． 

8] 赵振斌．双休 日休闲旅游市场特征及产品开发[J]．人 

文 地理 ，1999(4)：46—49． 

9] 李悦 铮．发展滨海旅游业 ，建设海 上大连 [J]．经济地 

理 ，1996(4)：105—108． 

[10] 谷明．大连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与整体策划 [J]．旅游 

学刊 ．2000(1)：63—67． 

The Developing Thought of Coastal Recreation Fishing in 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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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reation fishing has flourished in many foreign countries
． Now researches of s()me schola 

in our country began to concentrate on this field．In this paper，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cre
—  

ation fishing．And thoroughly analyzed the urgency and practica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coastal entertainment 

fishing in Dalian，and based on the definite developing principle and industry location
， put forward the develoD— 

ing aim，the plan of distribution，the main exploiting directions and the policy measure of coastal recreation fish—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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