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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渔业是集渔业、游钓休闲、旅游观光 

为一体的新兴产业，是传统渔业的延伸和拓 

展。休闲渔业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把旅游观光 

和现代渔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第一 、二、三 

产业的相互转移与结合，从而创造出较高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

、国内外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20世纪9o年代初，休闲渔业在西方迅速 

兴起，并形成产业。据调查，美国居民参与各 

种休闲渔业活动的总人数达到了4430万人， 

休闲渔业总消费达到415亿美元，其对全社会 

的直接及间接经济总效益达到l 160亿美元， 

实现联邦和地方税收73亿美元，给美国各地 
创造了106。8万个工作机会。在加拿大和西欧 

各国，以游钓为主体的休闲渔业十分盛行和 

发达。日本70年代初就大力发展栽培渔业和 

“鱼类牧场”，并采取各种措施，改善渔村渔 

港环境，发展休闲渔业。1993年 日本游钓人数 

已达372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0％，其中利 

用导游进行游钓的达lll万人。休闲渔业的发 

展使渔业人员的收入提高和渔村的生活多样 

化，并推动了渔村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的优 

化 。 

二、杭州市休闲渔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 

杭州市的休闲渔业起步于80年代中期 ， 

近几年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得到了较快的 

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生产经营 

型。指一些渔场以养殖为主、垂钓为辅的生产 

经营方式。杭州市城郊80％的鱼塘，约3．2万余 

亩水面以此方式经营，它投入少见效快，大大 

地提高了养殖池塘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养殖 

环境的改变和养殖品种结构的调整。二是休 

闲垂钓型，指一些专业垂钓园和设施较完备 

的垂钓场，以开展垂钓为主，集娱乐、餐饮为 

一 体的休闲渔业。它是杭州市发展 

的重点和亮点，满足了城市居民生 

活质量提高的需求，体现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也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全市共有这 

类休闲渔场20余家。三是观赏鱼生 

产型，以观赏鱼引进 、养殖生产 、经 

营为主的产业。该产业刚刚起步，现 

有养殖企业、农户十余家，养殖量约 
1000万尾。四是生态观光型，结合当 

地的生态环境和旅游景点，综合开发资源，集 

观景、休闲、度假、垂钓于一体。它是杭州市旅 

游业的拓展，极具潜力，如千岛湖开发公司的 

巨网捕鱼观赏和鱼昧馆品鲜、中得养殖示范 

园区等。 

但杭州市的休闲渔业，是渔业结构调整 

过程中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目前尚处于初 

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休闲渔业的 

发展与城市规划不配套，存在 “一哄而上，重 

点不突出”的现象，具有盲 目性；二是杭州市 

的休闲渔场规模小、内容单一、设施不配套、 

相关服务跟不上，集观赏、垂钓 (捕捞 )、住 

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大规模综合性休闲场 

所目前还较缺乏，与杭州市发展国际旅游城 

市、发展都市农业的总体思路存在不适应性； 

三是休闲渔业项目的推出存在单一化，一些 

新开发的项目由于知名度不高或者地处郊 

区，难以吸收顾客，不能取得预期受益；四是 

宣传力度不够，名气小，观赏和垂钓品种少， 

观赏垂钓收入占生产经营总收入比例低，贡 

献率低。 

三、杭州市发展休闲渔业的对策与建议 

1、发展休 闲渔业的意义 

作为一种新兴休闲方式，休闲渔业顺应 

了时代步伐和人们对新事物的需求，不仅给 

城市居民节假 日生活增添了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对杭州市 “发展大都市，建设新天堂”战 

略的实施和农业结构的深化调整也具有重要 

的作用：第一，休闲渔业投入少见效快 ，能提 

高渔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当地的 

财政收入；第二，容易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 

展，增加就业机会 ，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缓解 

渔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第三，充 

分利用现有渔业设施，发挥渔民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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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产业。促进城乡交流，繁荣农村经 
济，提高渔业、渔区和鱼产品的知名度。推进 

农村的环境整治，加快渔业现代化和农村两 

个文明建设。 

2、发展休闲渔业的条件 
一 是丰富的渔业资源：杭州市内河网密 

布，有钱塘江、东苕溪、京杭大运河、萧绍运河 

和上塘河等江河，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新安江 

水库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大的水库，库区 

面积570多平方公里。全市有池塘、外荡、山塘 

水库等各类水域92万亩，渔业历史悠久，渔业 

生产发达。二是交通地理优势，杭州市是长江 

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国东南部的交通枢 

纽，离上海仅l8蜍 公里。浙江省已形成以杭 

州为中心的4dx时经济圈。三是经济实力 ： 

2002年杭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781．83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2％，连续 

十二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位居全国 

省会城市第二，人均GDP达2．8万元 ，按当年 

汇率折算达到3400美元，经济综合实力达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四是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杭 

州市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国务院 

确定的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人文古迹众多，保 

存有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遗址，西 

湖四周有许多石窟、碑刻、古建筑。拥有著名 

的西湖和富春江—新安江一千岛湖两个紧密 

相连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世界奇观一  

钱江潮、天目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并且毗邻 

著名的黄山、文化名城绍兴，贯通普驼山、宁 

波、奉化溪口、雁荡山、天台山等著名风景区。 

杭州市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十分有利于结 

合旅游业发展休闲渔业。 

3、发展休闲渔业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把发展休闲渔业与城市总体规划 

相结合 

结合新一轮城市规划，高标准、高起点地 

做好杭州市休闲渔业开发和发展计划，在布 

局上兼顾社会、生态、经济三个效益和资源特 

色，以下三个区域作为发展重点：l、结合西湖 

风景旅游，拓展服务内容，体现西湖旅游文化 

特色 ；2、结合 “旅游西进”，开发良渚文化旅 

游，在良渚旅游区建设集名特优养殖、表演、 

观赏于一体生态渔业基地，和现有的良渚人 

家一起成为良渚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西溪湿地保护，建立起富有科学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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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趣味性的休闲渔业开发示范区；3、结合三 

江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好巨网捕鱼、做一天 

渔民、鱼味馆品有机鱼等特色项目，凭借山塘 

水库和秀丽山水旅游风景及旅游景区相结合 

的养殖区，建成集休闲、度假、观光、娱乐、示 

范、教育溶为一体的休闲渔业特色基地。 

第二、把发展休闲渔业与建立水产养殖 

示范园区相结合 

休闲渔业的发展要与生产相结合，有实 

质性的、一定规模的渔业及其他农业生产内 

容来保证效益。要依托正在新办的水产养殖 

基地、水产养殖示范园区，因地制宜，规划一 

些游钓、观赏和渔文化项目。近郊以钓为主， 

以养为辅；中郊以钓为辅，以养为主，不断拓 

展服务功能，增加效益；远郊可在水库、湖泊 

开展网箱垂钓、驾船、滑艇、渔家乐等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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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建成集科技、养殖 、服务、观赏、垂钓、娱 

乐、餐饮、休闲、度假等多位一体的花园式生 

态区。开发休闲渔业新的领域，重点探讨家庭 

观赏鱼养殖和公园水族馆产业以及展示教育 
型休闲渔业，建立集花、果、鱼于一体的中小 

学生生态农业观光园。 

第三、把发展休闲渔业与发展旅游业相 

结合 
一 些新开展的休闲渔业项 目由于知名度 

不高，或者地理位置偏僻，难以吸引游客。将 

知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和新的休闲渔业项目 

串联成线，整体推出，并通过各种媒介，运用 

各种方式，面向大中城市的居民，宣传渔文 

化，扩大知名度。增加水上旅游、水上捕鱼观 

赏、水底观鱼及集钓、捕和品鲜为一体的旅游 

项目。创立休闲渔业品牌，开发绿色产品，加 
快发展水产品加工和包装，满足消费者需求。 

使休闲渔业给旅游业增加新的内容，带旺旅 

游业，而休闲观光旅游提高渔业、渔区、水产 
品的知名度，促进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达 

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第四、完善体制，加强指导管理 

政府部门明确职责，遵循规划导向、项 目 

带动、政策鼓励、有序发展的原则，加强对休 

闲渔业指导，制定相应政策，落实安全管理制 
度，使杭州市休闲渔业有序、安全 健康发展。 

(通联：310002。杭州市农业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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