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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市发展休闲渔业的思考 

刘方贵 吴中华 

(重庆市农业局水产处， 重庆 40001 5) 

摘要：本文探讨了休闲渔业的概念及内涵，介绍了国内外和重庆市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对重庆市休闲渔业发展内外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阐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 

提出了重庆市休闲渔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1 休闲渔业的概念及内涵 

休闲渔业是以渔业为基础、以水生动 

植物为主要对象，通过对资源、环境和人 

力进行一种全新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将现代渔业与旅游、观光、健身、餐饮及 

普及知识等有机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它 

既是第一产业(渔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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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渔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相融合 

的产物。 

休闲渔业既可充实渔业内容，扩大渔 

业发展空间，更能为渔民、渔业创造更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与人们的休闲 

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和精神的 

需求)密切联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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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 

形式，它开辟了现代渔业发展的新途径， 

也拓宽了渔业发展的新领域。 

目前休闲渔业就其表现的形态看可划 

分为四类： 

一

是生产经营形态。以渔业生产活动 

为依托，让人们直接参与渔业生产，亲身 

体验猎渔活动，通过开发具有休闲价值的 

渔业资源、渔业产品、渔业设备及空间、 

渔业生态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活动， 

主要是以垂钓、观赏捕鱼等为标志的生产 

经营形式。 

二是饮食服务形态。让人们更加贴近 

产地，直接品尝美味的水产品佳肴，建立 

起集鱼类养殖、垂钓、餐饮与旅游度假为 
一

体的新型经营形式，主要表现在都市郊 

区以渔为依托的农家乐、避暑山庄、都市 

鱼庄等。 

三是游览观光形态。以走进海洋、江 

河、湖库等自然环境，结合旅游景点、综 

合开发渔业资源，“住水边、玩水面、食水 

鲜”，既有垂钓、餐饮，又能游览观景、休 

闲、度假。 

四是科普教育形态。主要是以水产品 

种、习性等知识性教育和科普为目的的展 

示形式，如水族馆、海洋博物馆等。 

2 国内外休闲渔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休闲渔业在西方迅速发展，并 

形成产业，如西欧和美国，休闲渔业对国 

民经济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以美国为例， 

最新资料标明，休闲渔业已成为现代渔业 

的支柱性产业。美国的游钓爱好者从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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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2000万人猛增到目前的8000万人； 

游钓渔业的经济收入从1984年的180亿美 

元增加到目前的1000亿美元，该国每年有 

约3520万成年人钓客，在休闲渔业上花费 

达 378亿美元，在游钓区有餐饮、旅馆、 

商场、娱乐场所等各种服务设施，充分满 

足了游钓爱好者的休闲需求，休闲渔业产 

值为常规渔业产值 3倍以上。在英国、加 

拿大和欧洲各国，以游钓为主体的休闲渔 

业都十分盛行和发达。此外，韩国、德国、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渔业发达国家也都非 

常注重休闲渔业。 

我国休闲渔业近年来也得到快速发 

展，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各具特色。 

广东珠江口一带和舟山、宁波、温州等地 

海上观赏渔业船 (含海上游钓、渔船观光、 

海鲜品尝)的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浙江、 

广东、福建三个省兴建集垂钓、旅游、观 

赏、餐饮和度假为一体专业休闲渔业场所 

200多家，且具有相当规模；北京、上海等 

许多大城市周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档次 

的、集郊游、垂钓、鱼鲜品尝等于一体的 

休闲渔业区 (带)；四川、辽宁两省利用江 

湖两岸的山水风光，以游船为主，集赏景、 

娱乐、垂钓、避暑和风味餐饮于一体，形 

成了 “住在水边、食有水鲜、观景垂钓、 

观光游玩”的特色休闲渔业；观赏鱼的养 

殖迅速在全国各地扩展，已形成以北京为 

中心的北方地区和以江苏、上海、广东为 

重点的东南沿海两大观赏鱼生产地，其中 

北京市的观赏鱼养殖面积已超过 80Ohm。 

(1．2万亩)、年产观赏鱼 1．5亿尾左右， 

2003年我国观赏鱼的进出口贸易额达 

326．83万美元，其中出口额302．47万美元； 

目前我国拥有钓鱼爱好者9000多万人。休 

闲渔业的发展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农业部渔业局在我国渔业发展规划中 

就明确提出：要适应消费市场的变化，在 

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休闲渔业。 

3 重庆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重庆市经济快速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级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因势利导、在政策上鼓励，资金上 

扶持，加强服务，规范管理，重庆市观光 

休闲渔业逐步从城市郊区向全市延伸，呈 

现出蓬勃向上的的发展势头。2004年南岸、 

渝北、巴南、荣昌、万州等地的观赏鱼养 

殖快速发展、形成特色，全市观赏鱼养殖 

快面积达到近 17Ohm2，生产观赏鱼和水草 

5000多万尾(株)，实现产值4000多万元， 

分别上年翻了一番；以渝中区为主体的主 

城观赏鱼消费市场初步形成，年消费观赏 

鱼7000万尾左右。全市休闲渔业基地面积 

超过4000 hm 、同比增长20％，规模居全国 

第五位；九龙坡区确立专项资金支持休闲 

渔业发展，形成以白市驿为中心、金谷钓 

鱼城、大田鱼村、鱼鹤园、天醉园等为代 

表的，集观光、美食、娱乐、休闲为一体 

的观光休闲渔业带，全年垂钓和消费水产 

品近5000t，刺激了渔业生产发展。以鱼为 

主的餐饮业进一步发展，原有的合川 “三 

江鱼”、九龙坡 “罗非鱼”、大足 “邮亭鲫 

鱼”、潼南 “太安鱼”、璧山“来风鱼”等 

美食鱼一条街和一大批 “休闲鱼庄”、鱼 

餐馆、餐饮船生意火爆，新开张的万州“周 

家坝烤鱼”一条街、巴南南泉 “六合鱼” 

鱼庄、渝中区“周鱼府”等门庭若市，全 

市餐饮业消费水产品近 15万t，同比增长 

30％以上，实现销售收入 5O亿多元，形成 

了以消费带动渔业生产发展的良好局面： 

主城区沿江两岸以休闲、观光、餐饮相结 

合的水上鱼庄已成为重庆餐饮业的一大特 

色，成为主城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合川 

“三江鱼美食街”，有重庆小天鹅火锅、碟 

碟香川菜馆、邮亭鲫鱼等 1 10家大店名店 

和特色餐饮店落户经营，日销售鲜鱼 2— 

3t，月营业额达 500万元左右。集观赏、 

科普于一体的南岸海底世界和万州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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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接待游客30万多人次，丰富了市民的 

假日生活。 

长期以来，由于重庆市把渔业发展的 

主要精力摆在解决 “吃鱼难”和 “吃好鱼” 

的问题上，休闲渔业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尽管有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尚处在初 

级阶段。一是在发展上缺乏规划，在管理 

上缺少指导，只是靠民间自发地探索和发 

展：二是缺乏资金投入和科研工作，使高 

档次的特型、特色、特体、特质的名优种 

类培育工作基本上没有进展：三是缺少专 

业化的行业组织和活动，使重庆市水族观 

赏渔业、休闲渔业处于市场分散、未成规 

模、竞争乏力的状况，集观赏、垂钓(捕捞)、 

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大规模休闲场 

所目前数目还相当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虽然对休闲渔业有一定的认识，但发展规 

划及扶持政策还没有真正出台，资金投入 

力度不够，导致重庆市休闲渔业仍在低水 

平中徘徊。 

4 重庆休闲渔业发展环境分析 

4．1 外部环境 

4．1．1 市场前景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直辖以来，重庆 

市经济发展迅猛，总体实力迈上新台阶。 

2003年，全市GDP达到2250亿元，比直辖 

前的1996年增长82．5％；地方财政收入达 

到206．7亿元，是 1996年的3．76倍。伴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有了较 

大提高。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8094元，七年年均增长7％；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2220元，年均增加100元；城 

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1938亿元，是 

1996年的3．8倍。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 

加，促进了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市民游 

憩需求不断增长。主要是为都市市民服务 

的休闲渔业，其特点恰好符合市民的近程 

旅游出行规律，如果加强规划，加大资源 

开发和市场营销力度，完全有可能占据市 

民近程游憩的大部分市场。 

4．1．2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渔业资 

源丰富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东临湖北、湖南， 

南接贵州，西靠四川，北连陕西，水、陆、 

空交通发达，是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境内水生野生动物 

及鱼类资源丰富，有各种鱼类 180余种， 

各类珍稀名贵鱼类、地方特种鱼类资源丰 

富。有可养殖水面 47万多 hⅡl ，有渔业专 

用塘0。73万hm2(大部分在主城区附近)， 

水库2万多 hm2，江河水面14．7万多hm2。 

三峡水库建成后，由于库区85％的水面在重 

庆市，境内将增加水面4万多 hⅡl ，达9．13 

万hm2。库区岛屿众多，地下冷、热水资源 

丰富，可大力发展冷水鱼、热带鱼养殖、 

特种鱼养殖和 “绿色食品”。丰富的自然资 

源为发展休闲渔业创造良好条件。 

4．1．3 旅游资源丰富 

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 

是美丽壮观的 “山城”、“江城”，具有 

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中央直辖市，直辖 

以来日新月异的山城出现了一系列城市新 

景观。拔地而起的宏伟大厦与散落在各处 

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别墅楼宇，高低不平、 

错落有致的城市建设组合成了重庆特有的 

城市形象。横空出世的长江、嘉陵江大桥 

及 “地铁”、高架内环线，美丽的山城夜景 

让人们感受到现代都市崭新的面貌。重庆 

同时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举世闻名的“长 

江三峡”、“大足石刻”、“金佛山”、“芙蓉 

洞”等构成了重庆的一项特色旅游。主城 

区的 “渣滓洞、百公馆”等革命教育基地 

也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从上面的分 

析我们可以看出，重庆符合发展多功能休 

闲渔业的地域性的要求，伴随着重庆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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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确保了休闲渔业客源市场的稳定。 

4．1．4 社会环境良好 

国内外休闲渔业蓬勃发展有许多可供 

借鉴的成功经验，所取得的良好社会、经 

济和生态效益，使休闲渔业在渔业和国民 

经济中重要地位日益显现，已引起有关部 

门高度重视，刺激着越来越多的业主进入 

休闲渔业开发领域。同时，近几年来，重 

庆市各级水产部门响应重庆市政府发展都 

市型农业的号召，大力发展重庆特色的“都 

市型水产业”，休闲渔业必然是一个发展方 

向。这为重庆休闲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 

4．2 内部环境 

4．2．1休闲渔业已成为重庆市渔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尽快提高渔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 

优化渔业内部结构，提高渔业的竞争力， 

切实解决渔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是 

今后重庆市渔业发展的目标。为完成目标， 

必须大力推进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 

信息化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完善服务体 

系，建立各具特色的渔业产业带。必须重 

点发展良种工程、创汇渔业、生态渔业、 

设施渔业、休闲渔业。 

优化渔业内部结构，首先大力进行渔 

业区域结构调整：都市发达经济圈以池塘 

养殖为主体，特色渔业为补充，形成以娱 

乐休闲、垂钓、餐饮为特色的都市观光渔 

业带。渝西经济走廊以池塘、稻田、江河 

集约化养殖为主、设施渔业为辅、高科技 

渔业为补充，形成名特优新水产品为特色 

的经济渔业带。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以保 

护天然鱼类资源为主，发展健康养殖，生 

态养殖，特种水产养殖，形成名贵鱼、冷 

水鱼、江河自然鱼类生产、垂钓、餐饮为 

特色的生态渔业带。 

可见休闲渔业作为重庆渔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发展也被提到了具体日程上来。 

4．2．2 休闲渔业的作用日益显现、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休闲渔业是把旅游业与现代渔业方式 

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 

的结合配置，以提高渔民收入，发展渔区 

经济为最终目的的一种新型渔业。国内外 

发展休闲渔业的经验表明：第一，发展休 

闲渔业投入少，见效快，有利于提高渔业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第二， 

发展休闲渔业，容易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就业容量大，有利于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缓解渔业生产和渔区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 

盾；第三，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渔港、渔 

船和渔业设施，充分发挥渔民的专业技能， 

形成新的产业；第四，有利于推进渔区环 

境整治、美化家园，加快现代化新渔区两 

个文明建设：第五，有利于促进城乡交流， 

繁荣渔区经济，提高渔业和渔区的知名度。 

5 重庆休闲渔业发展对策 

5．1 高度重视，准确定位，强化宣传，转 

变观念 

“有位才能有为”，产业准确定位是休 

闲渔业快速发展的必备前提。要准确剖析 

重庆渔业和旅游业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 

分析发展休闲渔业的资源优势、客源市场 

细分，将休闲渔业定位于渔业结构调整的 

方向，都市旅游的新领域这一层面上，努 

力做大、做实规模。重庆市发展休闲渔业 

机遇、挑战并存，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应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刊物、计算机网 

络等多种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 

休闲渔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发展作用，特别 

要大力宣传休闲渔业发展的成功典型，努 

力营造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的良好氛围，逐 

步转变决策层的传统观念，正确认识休闲 

渔业在重庆渔业以及整个重庆农业中的战 

略作用，力求突破休闲渔业是第一产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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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的旧观念，将其作为渔业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第三产业来看待，作为推动渔业 

产业结构调整、捕捞渔民转产转业、促进 

渔农民增收和渔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来 

抓，力争取得新的发展。 

5．2 认真规划，加大投入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休闲渔业 

发展规划。休闲渔业既涉及到经济发展、 

产业联动，又涉及到资源优化配置、生态 

环境保护，必须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 

式，客观上要求有规划上的大手笔。要尽 

快建立由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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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建设等各方面有关专家学 

者及单位代表组成 “休闲渔业发展咨询小 

组”，坚持 “统一规划、突出特色、有序开 

发、确保质量”的基本方针，坚持开发与 

保护并重，统筹考虑环境建设、生态建设、 

人文建设和渔区社会发展等因素，认真组 

织、制定好重庆市及各区县 (市)的休闲 

渔业发展总体规划，保证规划的严肃性、 

权威性，积极组织实施规划，确保休闲渔 

业发展的起点高、水平高、区域特色明显。 

加强引导，积极鼓励县、区、乡、村、个 

人投资，广泛吸纳闲散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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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休闲渔业的发展。 

5．3 合理布局，建设基地 

休闲渔业基地布局原则：一是与旅游 

结合。将休闲渔业纳入旅游业的范畴，统 

筹规划，一体开发，促使旅游业与渔业相 

互结合、协调发展，扩大旅游业与渔业的 

协同效应，产生 1十 1>2的效果，携手发 

展重庆休闲渔业。二是交通方便。休闲渔 

业基地建设要选择在离城镇较近、交通方 

便的地方，便于市民到基地休闲、娱乐， 

保证客源稳定。三是整合资源。通过成立 

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将单个的基地 

纳入一个村、镇或一条线、一个片，形成 

区域性休闲渔业基地，强化行业自律，加 

强指导，确保休闲渔业基地影响力大，整 

体竞争实力强，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良 

好。 

休闲渔业基地建设要求：利用现有渔 

业资源，坚持改造完善为主、新建为辅， 

打破单一生产、单一垂钓的简单模式，实 

施长短结合、养钓结合，初期以养殖为主、 

游钓为辅，近郊以游钓为主、养殖为辅， 

远郊以养殖为主、游钓为辅，充分与其他 

资源进行整合，不断拓展服务功能，实现 

休闲渔业的复合功能，提高休闲渔业的效 

益。 

休闲渔业基地建设重点：结合旅游业 

发展，利用现有水产养殖场和渔业水面资 

源，不断完善养殖设施、游钓设施、道路 

交通设施、餐饮娱乐设施、旅馆设施，优 

化环境，建设一批城镇郊区休闲渔业基地。 

三峡库区要借旅游之“水”，行休闲渔业之 

“船”，加强休闲渔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在 

适宜区域，建设游钓码头(与网箱养殖结 

合)、“游钓鱼礁”、游钓渔船和相关配套设 

施，打造一批硬件、软件过硬的独具魅力 

的特色休闲渔业品牌，吸引海内外游客和 

钓鱼爱好者前来开展游钓活动。 

5．4 依靠科技，开发产品 

观赏渔业是休闲渔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展观赏渔业要注意将传统金鱼选育 

与新品种引进试养相结合，展示与原 II繁 

殖、保存基地建设相结合，特形、特色新 

品种开发和基础研究相结合，不断提高产 

品的技术含量。充分发挥重庆市、万州区 

水产研究所和在渝相关院校的作用，积极 

开展特形、特色新品种特别是地方独特品 

种的规模化繁育、养殖技术研究以及垂钓 

基地健康、高产、高效养殖 术研究，为 

休闲渔业发展储备技术。建设一批特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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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原良种繁育基地，为休闲渔业发展提供 

优良种苗。改革技术推广方法，依托行业 

协会组织，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大力推 

广先进实用技术，主推池塘高产高效生态、 

大水面增殖等技术，积极推广特形、特色 

品种的金鱼、重庆市独特品种胭脂鱼、长 

薄鳅、中华倒刺鳃等的养殖，加快新技术、 

新品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尽快改 

变落后局面，提高重庆市休闲渔业的产品 

产量、产品质量、产品档次和发展效益。 

5．5 加强管理，搞好协作 

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家相关规定，结合 

重庆实际，研究制定休闲渔业管理的法规、 

规章、质量标准，加强指导、规范管理。 

注意协调旅游、交通、航运、体育、卫生、 

工商、税务、海关、进出口检疫等部门以 

及系统内部渔政、港监、船检等等环节的 

关系，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充分发挥市 

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同时，运用产业规划、 

产业政策、产业投资，引导休闲渔业发展。 

定期组织开展综合质量评定，激励先进、 

鞭策后进。加强外来物种、尤其是对引进 

的观赏性水生动物和植物的管理，严格检 

疫，并控制在一定的养殖范围内，防止外 

来物种入侵和疫病传播。针对目前休闲渔 

业发展分散、规模偏小、竞争力弱的现状， 

加强行业或专业性经济技术协作组织建 

设，强化行业自律、促进技术交流、提高 

服务质量，提升休闲渔业的竞争能力。走 

出去、请进来，进一步加强同国内的交流 

与合作，博采众长，推进重庆市休闲渔业 

健康快速发展。 

县校合作莼菜开发 

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在石柱启动 

为切实解决石柱县莼菜品种退化问 

题，全面提高莼菜产品质量和产量，切实 

做大做强莼菜产业。石柱县与西南农业大 

学本着 “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注重实效、共谋发展”的原则，于2005年 

3月9日在石柱县政府举行了“石柱县莼菜 

提纯复壮和丰产关键技术研究”技术合作 

项目签字仪式，县政府王杰副县长和西南 

农业大学王小佳校长到会祝贺，县、校有 

关单位领导参加了签字仪式。合作主要内 

容：2006年在冷水乡建立优良莼菜种源基 

地200亩；2007完成无公害丰产优质配套 

栽培技术，大面积推广产量整体提高15％； 

莼菜产品全部达到有机或绿色食品标准。 

县校合作对进一步拓宽和扩大莼菜出口市 

场，推动莼菜产业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目前，“石柱县莼菜提纯复壮和丰产关 

键技术研究”技术合作项目已在有条不紊 

的开展之中。 

(石柱县水产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