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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休闲渔业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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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厦门市委，福建 厦门361004) 

摘要：培育和发展休闲渔业是实现厦门渔业可持续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走现代渔业之路的现实 

选择。本文在阐述休闲渔业主要形态的基础上，结合厦门的自然、科技和人文条件分析厦门市休闲渔 

业的开发策略，并且建议因地制宜开发各种形态和类型的休闲渔业，对游钓渔业、体验渔业、观赏渔 

业、海洋科普、渔业文化等休闲项目进行设计策划。同时，在发展休闲渔业的过程中要注意政策、管理、 

配套、组织、培训、生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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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发展休闲渔业是实现厦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 

现实选择 

厦门由于自身的区位特点和水产科技优势．渔业 
一 直是厦门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 

但近几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海洋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海 

域整治使厦门水产养殖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厦门渔业 

亟待转型和提升。审时度势．培育发展休闲渔业为调整 

厦门渔业布局．走现代渔业之路提供了契机．是实现厦 

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的现实选择．也是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不断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的客观需要。发展具有特色的生态休闲旅游、 

休闲渔业等现代都市农业已经列入厦门市经济社会发 

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目前，厦门休闲渔业正处于起步 

阶段．亟需对休闲渔业的具体形式和类型进行全面科 

学的设计策划．选择符合厦门实际的休闲渔业开发策 

略．加快休闲渔业发展步伐。 

休闲渔业于上世纪60年代起源于拉美加勒比海． 

后来逐渐扩展到欧美、亚太及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成为 
一 个创造较高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现代化产业，在 

国外逐步形成五种主要形态：①运动形态，以垂钓为主 

的体育运动形式；②体验形态，游客直接参与渔业生 

产，亲身体验猎渔活动；③饮食形态，让人们更加贴近 

产地，直接品尝各类海鲜，如舟山沈家门夜排档；④游 

览形态。以走进江海、湖库等自然环境游览观光为主要 

形式．也包括参观渔业生产活动，如浙江千岛湖的“巨 

网捕鱼”；⑤教育文化形态，这在发达国家较为普遍，主 

要是水族馆、各种渔业展览会等展示形式，带有一定的 

教育性和科普性 ⋯ 

发展休闲渔业要有总体性、系统性思路，遵循规划 

导向、项目带动、政策激励、有序发展的原则．借鉴休闲 

渔业较为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熟的发展理念．以市场需 

求为依据，结合厦门自然、科技、人文条件 ，准确进行自 

身定位．因地制宜开发休闲渔业项目和旅游线路．力避 

千篇一律、遍地开花的现象。 

如何吸引不同类型的消费者 ．拓宽消费层次和领 

域．是当前发展休闲渔业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目前． 

厦门的休闲渔业以休闲垂钓型为主，项目形式单一．参 

与性和吸引力不强．因此．必须拓展思路，不拘一格地 

综合开发各种形态和类型的休闲渔业精品．将海洋渔 

业和渔业文化转变为观光资源．不断充实休闲渔业内 

涵．扩大休闲娱乐范围。休闲渔业项目设计中还要充分 

利用海滨的“休闲、海洋、文化、生态、美食”要素，共同 

彰显“闽南渔业文化”的形象特色。总之，服务、线路、设 

施、环境是发展休闲旅游的重要条件，但提升休闲渔业 

的整体品位最终需要依靠海洋科技和渔业文化．因此． 

要使科技进步和文化辐射成为休闲渔业今后发展的主 

要推动力。 

二、厦门发展休闲渔业的自然、科技、人文条件 

(一)自然条件 

厦门具有悠久的渔业传统．渔业渔区有其鲜明的 

特色及优势。厦门地处亚热带 ，阳光充足、气候宜人，交 

通便利．滨海岛屿岩礁众多，海岸蜿蜒，水质清澈，沙滩 

细软清净，风光旖旎，拥有“山、海、湾、岛、滩、湖”等多类 

型的景观资源优势．可供游钓及观赏的水生野生动物 

和鱼类资源丰富．渔港码头等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现有 

渔农兼业村34个．渔业户数2．5万户，渔农业人口10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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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厦门独特的海洋生物、滨海生境、渔村风情是亟待 

开发利用的潜在旅游资源．符合发展多功能休闲渔业 

的地域性要求。具备类似台湾发展游钓渔业、体验渔业 

的良好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 

(二)科技实力 

与其他同等规模沿海城市相比．厦门发展海洋经 

济、休闲渔业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 

和人力资源 厦门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生物技术重点 

实验室，拥有包括国家海洋3所、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厦 

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厦门海洋 

职业技术学院等在内的多家国家、省、市级海洋科研 、 

教育机构．拥有专业人才1000多人．对提高渔业产品市 

场竞争力，促进渔业高效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人文内涵 

休闲渔业与传统渔业相比．更加倚重人文内涵 闽 

台两岸素有“以海为田”的传统．海事渔风是闽台人民 

最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之一．长期以来的生产实践和文 

化积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海洋渔业文化．其中尤为代 

表的是发端于闽的“海神一妈祖”信仰．在闽南的广大 

渔区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以祭拜妈祖和社戏为中心内容 

的渔业文化和以水产品为主要原料的海鲜饮食文化 

渔业文化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中代表了闽 

南文化的特质和海洋人文精神．是一笔值得保护并可 

以加以开发利用的精神财富 根据考古发现厦港一带 

是厦门岛上人类文明和渔业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是厦 

门历史上最著名和最密集的以渔业文化为代表的海洋 

文化中心．厦港海岸许多地名无不带有浓郁的渔家民 

俗风情和水产行业的色彩，成为演绎生发休闲旅游、渔 

业文化的亮点 [z]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积极探索渔业 

文化与人文景观文化的和谐、共生和互补 。设计有闽南 

特色的渔业文化旅游精品．才能不断焕发休闲渔业的 

持久生命力。 

三、厦门休闲渔业的开发策略 

(一)游钓渔业 

在市郊结合部利用现有水产养殖场所合理布局． 

在杏林湾、马銮湾或养殖渔场设置专业垂钓园。开展以 

垂钓为主，游乐、健身、餐饮为辅的城郊垂钓游乐项目。 

在坂头水库、天马水库或汀溪水库等内陆水网地 

带设置钓鱼台、凉亭、烧烤场以及简易旅馆，使之成为 

既能垂钓、烧烤、品茗、娱乐，又能观景休闲、度假避暑 

的观光渔业疗养园区 

在已有鳄鱼屿休闲网箱示范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扩大 

实施范围．在沿海渔区和海岛等重点水域。通过投建人工 

鱼礁、放流增殖、苗种繁育、深水网箱养殖、海底沉礁养 

鲍。建设一批集休闲、娱乐、示范为一体的游钓休闲平 
厶  
口 0 

在风浪小的内湾。如火烧屿、吾屿、青屿、大兔屿、 

宝珠屿周围。选择适宜的海区，设置钓台、搭建鱼排，在 

鱼排上开设餐馆、茶馆、棋室、鱼市等休闲设施。游客既 

能钓鱼休闲，观赏海景及各种形状奇特的海洋生物．又 

能饱尝鲜活海产品、购买海货。 

海洋垂钓已经成为全球颇受青睐的休闲活动和竞技 

运动，有计划的创办一批环境条件优良、符合竞赛标准的 

海钓基地，吸引海内外游客和钓鱼爱好者开展游钓活动 

把裁减下来的废旧渔船与建造“游钓鱼礁”结合起 

来。既解决了废旧渔船的出路 ．又有利于渔业资源的保 

护与增殖。并为海钓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垂钓场所 

举办国际海钓节和钓鱼邀请赛．吸引国内外宾客 

前来参赛。并进行旅游观光、经贸洽谈。[s] 

把出海 自捕 自钓和海上观光旅游有机结合起来． 

在东海域．利用专用海钓渔船搭载游客采捕水产动植 

物的同时，也可从事海湾游弋观光、海上竞技游乐、自 

然岛风光游、海上看日出、夜游鹭江、滑水及其他游乐 

活动．发展全面性的海上游憩活动 

(二)体验渔业 

厦港渔民“以船为家．以渔为生”．住的是连家船或 

夫妻船．具有“水上吉普赛人”独特神秘的生活习俗．如 

渔家社戏、服装头饰、信仰信俗、红白礼仪、行业宜忌、 

饮食起居等．这些都对广大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选 

择包装一些有特色的渔村．依托渔村空间现有设备及 

渔业生产场地．策划设计突出渔村文化．逐步建立以专 

业休闲渔船和渔家休闲客栈、生态渔庄为主干的体验 

渔业网络．吸引游客前往体验渔乡渔民生活。 

根据游客特有的猎奇心理。推出 “渔村风情游”、 

“渔民生活游”、“做一日渔家人”等休闲产品，以感受渔 

乡民俗风情为基本特色 

以食为主的传统休闲项目和玩、游、乐的综合性娱 

乐项目并举，举办海滩捉蟹、拾贝、钓鱼、剥海蛎比赛和 

摸文蛤、拾海螺、抛蟹笼、踩沙滩活动。 

让游客通过参观渔港．居住渔村．并亲自从事渔捞 

活动，例如参与竿钓、曳绳钓、延绳钓、鱿鱼钓、流网、锚 

网、挂网、围网等作业方式，获得渔业生产的体验，感受 

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吸引游客到渔村渔家做客．品尝海鲜美食和富有 

厦门地方风味的特色小吃。由名厨或厦门渔产名店、老 

字号小吃．示范鱼虾蟹贝等各种海鲜的烹饪方法，并提 

供有关的营养常识 

在西海夜市的基础上．有计划的选择一些重要渔 

港和旅游点 ．调动社会力量。出台优惠政策，由社会组 

织出面．筹集资金逐步建设鱼货直销的休闲市场、海产 

批发市场和海鲜美食一条街．这样 ．游人在欣赏渔港风 

光、领略渔村风情的同时．就可品尝和采购各种鲜美水 

产品．以适应游客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三)观赏渔业 

饲养观赏鱼可以点缀居室、庭院、游览场所和公众 

环境 ．已成为民众的一种爱好和享受。近年来 ，水族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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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蓬勃发展趋势．观赏渔业已经成为渔业新的利润 

增长点和出口创汇亮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观赏鱼每 

年出口的数量约1亿尾，只相当于世界贸易数量的1／10． 

销售总额仅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4％．这从数量还是种类 

都还远不能满足国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当今．国际 

观赏鱼输出中心不断东移，从日本到新加坡．现正向中 

国移动。[ ]当前发达国家对我国食用水产品出口屡屡实 

施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给渔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而观 

赏鱼不同于食用鱼，出口环境相对宽松。 

厦门观赏鱼资源丰富，水产科技力量雄厚．鱼类养 

殖设施 良好，养殖技术先进，进出口渠道畅通，发展观 

赏渔业大有可为。目前，厦门观赏鱼养殖远远落后于北 

京、上海、江苏、广州等地。因此，建议组织科技人员就 

观赏鱼的亲鱼培育技术、人工繁殖育苗技术、颗粒饲料 

饲养技术、综合防病技术、水质控制技术、科学包装技 

术和运输技术等进行研究；建立观赏鱼品种繁育中心． 

向养殖场提供品系纯正的种鱼和鱼苗．同时也可以作 

为观赏鱼病害、饲料试验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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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发展计划，分 

期分批引进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奇、特、珍品种．选育定 

型花色品种并对地方特色品种进行规模化繁育、提纯、 

复壮．最终建成厦门市名贵观赏鱼品种库：设立观赏鱼 

主题展览馆，做为集品种展示、养殖、休闲、科研、示范 

于一体的旅游景点和教育基地．并普及饲养知识：同时 

拓展观赏鱼外销渠道．使之成为厦门出口创汇的重要 

产业。 

(四)海洋科普 

2l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对人类有无穷的吸引 

力。厦门现有福建省海洋生物标本展览馆、厦门海底世 

界、集美大学海洋水族馆等一批科学性、知识性和观赏 

性相结合的现代化展览馆．吸引着海内外各界人士前 

来参观考察和交流研讨。厦门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文昌 

鱼、江豚、宽吻海豚、中国鲎以及白鹭等濒危物种，具有 

很高的科研、教学、文化艺术和观赏价值，依托厦门珍 

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厦门海洋濒危物种保 

护中心，充分利用其生态保护、科学普及、旅游休闲的 

复合功能。 

海洋科普旅游集观光、休闲、科普、环保、科研于一 

身，充分发挥旅游所承载的教育引导作用．在游览观光 

的过程中普及海洋科学知识，把建设绿色文明，善待自 

然，保护环境的理念贯穿始终．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公德 

和人们的行为准则 

(五)渔业文化 

厦港渔区的数百年风雨．是一部辉煌的渔业史．岁 

月递嬗．渔港昔 日的繁华和独特的民俗风情也将成为 

记忆。建议建立“闽南渔业文化博物馆”，为古港人文资 

源“立此存照”，不局限于一地一港，高屋建瓴集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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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悠久的渔业传统、独特的海洋渔业文化，凸显渔业 

和民俗特色。 

主题设计：“渔具渔船展馆”，船只以闽台地区驰名 

中外的福船、钓艚、王爷船等模型为代表．通过实物或 

录像展示闽南渔民的传统捕捞网具和作业方式．例如 

草蘼诱捕乌鲳鱼法的发明、鱼冰的应用；“渔家风情馆” 

通过蛋民、惠安女等千姿百态的服饰习俗．以及新旧社 

会渔民地位的巨大变化，反映闽南渔乡的新风貌和新 

气象；“海珍品展馆”展出渔民传统的捕捞对象．以海洋 

动植物标本为主；“市渔行”，配以码头、海神庙、渔获物 

等实物或照片表现渔归交易的生动场景 “闽台渔业史 

展馆”重点展现闽台共同开辟台湾澎湖渔场的渔业交 

流史；“渔民信仰”呈现渔家对“妈祖”、“金王爷”及四海 

龙王的供奉，并由此产生的繁缛复杂的信俗活动：“渔 

业文化艺术馆”陈设精美的珊瑚、玳瑁、贝壳等水产工 

艺品，并介绍闽南特色的渔歌、社戏等艺术形式和具备 

特殊渔业知识、技艺的人物或学术成就者 

厦港玉沙坡是厦门岛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渔港． 

是厦门城市发展的摇篮。“闽南渔业文化博物馆”的选 

址，建议以厦港沙坡尾避风坞为中心．将原有码头、厂 

房、仓库和废弃的工业设施加以修缮改造、更新利用。 

厦港福海宫和圆山宫周边是渔家心灵寄托和宗圣文化 

核心所在，充满强烈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这里走出去 

的乡亲遍布台、港、澳和东南亚各国．因而要充分开掘 

厦港地带所积淀的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闽南渔业 

文化博物馆”为基地，开辟海滨寻根谒祖、海岸古迹朝 

圣等特色观光路线，使之成为海外乡亲抒发故园情结 

和乡土情怀的精神家园和联谊交流中心 

四、发展休闲渔业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政策扶持 

尽快出台《厦门市休闲渔业管理办法》，为促进和 

规范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休闲渔业是新兴 

产业，政府应加强扶持力度，在培训、资金、税收等方面 

推出优惠措施。整合渔业、旅游、科研、企业等各方面资 

源，通过如沙雕节、开渔节、钓鱼赛和渔业博览会等形 

式多样的节庆和渔文化活动，大力宣传推广厦门休闲 

渔业，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休渔期建议适当开放 

限定的水域进行象征性和娱乐性捕鱼．以便吸引更多 

游客。 

(二)加强管理 

发挥渔业、旅游、工商、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的协 

同作用，加强综合管理。严格贯彻《渔业法》、《海洋环境 

保护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渔业船舶检验条 

例》、《渔业许可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实施配额制 

度和许可制度．采用专营休闲渔船与兼营休闲渔船相 

结合的方式，逐步有序放宽专营渔船的配额，逐步扩大 

海上游乐活动项目。[s]海上休闲的特殊性使得安全成为 

突出问题，要制定规范标准，加强安全和卫生监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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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环境、渔区、渔期、渔船、渔排、渔具渔法都应有 

严格的要求，做到有序可循、有法可依。 

(三)配套建设 

交通、环境、食宿等基础设施是发展休闲渔业的先 

决条件．要从构建现代服务业的高度对现有基础设施 

进行改造。完善各项服务设施体系，包括餐饮、娱乐、旅 

馆、交通及钓具饵料供应和技术服务等。增加渔业资金 

投入，改善充实渔港休闲设施及周边交通等配套建设． 

如渔业气象资讯设备、游客休憩中心、乘客码头、停车 

场、卫浴设施、餐饮服务等场所，为游客创造优雅舒适 

的活动环境。筹建渔港观光休闲中心、活动式码头、休 

闲娱乐用码头等游乐景点及配套设施．并配备相应的 

安全设备。 

(四)组织协调 

培育市场主体．提高组织化程度。通过成立行业协 

会等合作组织。将分散的渔民渔户联合起来．把单一的 

项目路线纳入整个村镇或旅游片区．形成区域性休闲 

基地和观光渔业带，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提高整体竞 

争实力，强化行业自律。协调和保护渔民渔户的利益． 

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组织休闲渔业经营者和相关行 

政管理部门以及在厦的水产科技、旅游观光、民俗文 

化、景观生态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成立“厦门市休闲渔业 

协会”，负责休闲渔业发展的规划、协调、指导、咨询工 

作．提高厦门休闲渔业市场的整体水平。 

(五)培训引导 

渔民从生产性渔业转入到休闲性渔业．在一定时 

期内对 自身的天然资源优势看不到其潜在的经济效 

益．不能很好地把握时机 ．这就需要通过专家指导和项 

目示范，带动渔户向休闲渔业方向发展。切实解决渔民 

的转产转业。要在培育市场特色上下功夫．引导渔民打 

响“渔家宴”、“渔家乐”、“渔家客栈”等独具魅力的特色 

品牌。多数渔民接受教育程度偏低．应大力开发水产职 

业技术教育，注重培训渔民市场营销知识．提高从业人 

员的素质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拓展服务功能．以适应 

现代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要求。 

(六)生态保护 

走可持续发展的休闲渔业之路。加大渔业资源的 

保护力度．加强海域的执法管理．坚决防止一哄而 

上 ，以免造成新的酷渔滥捕和对海洋又一轮的污染。 

休闲渔业涉及到出海捕捞和近海垂钓．使用的生产 

工具和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性．必须充分考虑到环 

境的承载能力，例如生态系统脆弱、面积狭小的岛屿 

要限制开放；渔业资源枯竭或保育、恢复的水域禁止 

捕捞 ；做好海域保洁。确保资源和环境合理利用。加 

强对引进的观赏性水生动物和植物的管理 ．严格监 

控，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和疫病传播。大力推行科学养 

殖和无公害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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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xploitation strategy of Xiamen recreational fishery 

WANG Fu-guang 

(The Chinese Peasant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Party，Fujian Xiamen 361004，China) 

Abstract：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recreational fishery is a practical choic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amen fishery，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e on the way to modern fishery．Based on discussion on the main 

form of recreational fishery，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ploitation strategy of Xiamen recreational fishery combined with 

nature，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uman ities of Xiamen．The paper proposes to exploit all kinds of recreational fishery 

witll suiting the measure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design concrete recreational items including sport fishing．experience 

fishery，ornamental fishery，popularization of marine science and fishery culture，etc．In addition we should give regard 

to policy，management，supply，organization，training and ecology during recreational fishe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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