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水产，2003年 l2月第 4期 

JOURNAL OF FUJ FIsHEI Es 

N0．4 

Dec．15．20o3 

发展福建休 闲渔业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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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发展休闲渔业对社会、生态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我省具有发展休闲渔业的优越条 

件，并对发展休闲渔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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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情、省情需要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休闲渔业 (Sport Fishing)是一种集休闲娱 

乐、观光旅游、文化、餐饮等行业与渔业有机结 

合为一体，既拓展渔业发展的空间，开辟渔业新 

领域 ，又提高渔业的社会 、生态和经济效益所形 

成一种新型第三产业。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渔业先进大国。早 

在公元前 1100多年前 ，中国就开始发展水产养 

殖业，《范蠡养鱼经》著于公元前460年左右， 

是世界上最早见之于文字的养鱼专著，距今已有 

240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 的 

半个世纪。中国渔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根 

据国情和渔业资源实际情况，调整了渔业生产结 

构，确立 了 “以养 殖为主” 的渔业发展 方针， 

激发了广大渔 (农)民发展渔业生产的积极性 ， 

促进了渔业快速发展。自 1989年起 ，十多年来 

渔业总产量居世界首位 ，2000年渔业总产量达 

到4279万吨，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可喜成绩。中 

国耕地仅占全球耕地的 7％，而要解决占全球 

22％人 口的吃饭问题，渔业的发展，对保障中国 

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渔业在大农业经济 

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渔业产值占大农业的比重由 

1978年的 1．6％提高到 2001年的 12％，渔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 4987元 ，对 中国农 (渔 )村社会 

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福建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省情认真贯彻国家 

渔业发展方针。渔业得到迅速发展 ，已成为本省 

跨世纪五大支柱产业之一。2001年渔业总产量 

达到 542．5万吨，居全国第三位。渔业增加值 

367．84亿 ，占全省国 内生产总值 8．4％ ，占大 

农业产值 31．4l％ ，全省水产品人均 占有量 152 

公斤居全国首位。渔 区人均收入达 4716元 (农 

村 3381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然而 ，当前福建渔业的发展与全国一样面临 

资源 日趋衰竭 和环境 日益恶化没有得到有效遏 

制 ；养殖业 的迅猛发展虽然成为渔业 的支柱产 

业 。然而科技滞后而受到种苗、饲料、病害以及 

养殖业 自身污染加剧水域生态 日益恶化等诸多新 

的难以解决 的问题所制约；随着 《联合 国海洋 

法公约》的实施，新的海洋制度的确立，制约 

了我国 (大陆)远洋渔业的发展。沿海各国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实施 ，使我国失去了大面积的 

传统渔场 ，本省外海渔业和远洋渔业直接受到波 

及。导致几万渔 民面临转产、转业 ；我 国加入 

WTO之后渔业又面临新的挑战。这些困难和 问 

题。制约着渔业的持续发展。大力发展休闲渔 

业 、拓展渔业发展空 间，对缓解渔业面临的 问 

题，促进渔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得到福建省科技计划项 目 (项目编号：2002R01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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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县有发展休闲渔业的优越 自 

然条件和丰富的资源 

福建位于 N23。30 一28。22 ；Ell5。5O 一 

120。40 ，地处亚热带 ，海域面积 13．6万平方公 

里 (略大 于陆 域面积)。海岸线 长 3324公里 ， 

岛屿 1546个，岛屿岸线长达 1179公里；大陆和 

岛屿岸线蜿蜒曲折 ，形成了许多优 良港湾 ，为鱼 

类繁殖 、生长提供 良好场所 ，lO米等深线 以内 

的浅海面积 42万公顷，潮间带滩涂面积 20万公 

顷，最适于发展休闲渔业。内陆河流众多，具有 

自成流域的独立人海水系单元 ，水文条件适宜海 

洋生物多样性 ，其中鱼类 600多种 ，经济价值较 

高的有 200多种，有许多最适垂钓的肉食性鱼 

类 ，如：鲷科 、够科 、石首鱼科鱼类和石斑鱼类 

等。此外，沿海潮间滩涂栖息多种 甲壳类、贝 

类 、藻类及其它底栖生物，吸引游客在退潮时赤 

足下滩涂采捕。 

福建陆域面积 l2．38万平方公里 ，内陆水域 

面积约 占陆域面积 10％ ，河流众多主要有闽江、 

九龙江 、汀江 、晋江、木兰溪等，自然分布的淡 

水鱼类有 100多种，其中常见具有重要渔业价值 

的经济鱼类有 5O多种 ，有许多适于垂钓的肉食 

性名贵鱼类，如鲈 、鳜 、鳢、鲶 、鲤 、鲫等 ，尤 

其是许多江河、湖泊、水库地处风景秀丽的旅游 

区，也为发展内陆休闲渔业提供了条件。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 ，是我国最早对外海 

上交通 、贸易重要 口岸之一。有史以来 ，福建与 

台湾两岸人民依托海峡谋生 ，和睦相处 ，共同经 

营、共同繁荣海峡两岸经济，有 丰富的文化典 

籍 ，渔业风土及人文习俗各有特色 ，是发掘 、弘 

扬中华鱼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发展本省休闲渔业 

丰富的独特资源。它将吸引境 内外游 客慕名而 

来 ，留连忘返。 

福建地处亚热带，平均气温 15—20~C，适 

于野外休闲旅游的时期长达 l0个月，尤其是南 

部沿海地区，几乎全年都适于休闲娱乐。自从改 

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沿海地区人民已步入小康水 

平，人们对休闲娱乐提高生活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我国1995年5月实行 “双休日”加上其它 

法定节假 日，一年约有 110多个假 日。1999年 9 

月开始实行三个 “长假日”，为发展休闲渔业提 

供了充裕的时间和丰富的客源。如厦门市 2001 

年全接待境外过夜游客 44．2万人次，接待 国内 

游客达 851．5万人次。发展休闲渔业前景看好。 

3 福建发展休闲渔业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扩大就 

业机会。主要是带动交通 、酒店 、餐饮 、渔具等 

服务行业的发展，为剩余 (失业 )劳动力提供 

就业机会，缓解渔业生产和渔区经济生活的矛 

盾 ，有利于社会安定。 

(2)有 利于 渔业 产业 结构 调 整。由于近 

70％ ～80％的机动渔船都是小型渔船 ，作业局限 

于沿岸海域，对渔业资源破坏极大，发展休闲渔 

业将为被淘汰的一大批小型机动渔船及渔民转产 

(逐渐改造成海上休闲游乐渔船)提供出路，有 

利于保护近海渔业资源。 

(3)有利于促进海岛开发。福建拥有面积 

在 500平方米以上 岛屿 1500多个，有许多距大 

陆很近。海岛自然环境条件最为优越 ，是设置人 

工鱼礁，发展养殖业和为海面游乐、矶钓、船钓 

提供最佳场所。 

(4)有 利于 促进渔 港、码头、渔村建设 。 

加速渔区对外开放 ，城乡交流，繁荣渔区经济， 

实现渔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5)有 利发掘、抢 救、弘扬 中华 鱼文化。 

建立各种渔业展览馆，既可 “以史为镜可知兴 

替”，又可进行科学普及教育，提高人们对渔业 

资源保育和水域环境保护意识 ，增强人类与 自然 

和谐相处的理念。 

(6)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休闲渔业是 
一 种渔业 与其他行业有机结合 的新型第三产业。 

其发展必然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不仅提供就业 

岗位 ，而且增加政府 的财税收入。例如，在美国 

每年约有3520万个休闲钓客，估计每人平均年消 

费 1100美元，累计 3520万个钓客的消费总额达 

387亿美元。这些消费金额在美国经济上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衍生出可为全美提供 120万个就业 

机会；创造总额约 283亿美元的家庭收入 (工资) 

和为联邦政府增加 3 l亿美元税收 (约为联邦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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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预算的1／3)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4 对福建发展休闲渔业的几点建议 

(1)首先政府各级有关行政部门应对发展 

休闲渔业可促进社会、生态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及 

深远意义取得共识。要有发展休闲渔业的紧迫 

感。据报道，浙江省玉环县积极引资打造中国 

“休闲渔都”新形象，该县和香港渝汇集团签订 

了投资总额23亿人民币，发展休闲渔业。 

(2)制定促进发展休闲渔业 (含引进外商、 

利用外资)的相关政策。 

(3)因地制宜 (结合海岛开发)进行科学 

规划。 

(4)加大对景 区的基础设施 (如公路、码 

头等)建设财政投入力度。 

(5)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这些国 

家和地区休闲渔业十分成功，其组织形式是成立 

民间 “全国休闲渔业协会”及各州地方协会 

(美国)， “全国游乐渔船协会”及其分会 (日 

本)，“渔业协会” (台湾)，在政府支持 、指导 

下开展工作。中国可否 由 “全 国水产学会 ”及 

其分会为组织 、协调机构。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 

休闲渔业 的指导方针是 ：倡导人类与 自然和谐相 

处的理念，通过休闲计划增加国民的参与度，从 

而提高人们对渔业资源及环境的保护意识。这是 

十分正确，应学习、倡导作为中国发展休闲渔业 

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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