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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休闲渔业的现状与前景 

蔡学廉 

(上海水产大学 ，上海 200090) 

休闲渔业是渔业发展中的新领域，是把现代 

渔业、旅游、观光、健身娱乐及海洋与渔业知识文 

化的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 

相互结合和转移，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1 休闲渔业的兴起 

上世纪 70～80年代，在社会经济和渔业发达 

的国家，休闲渔业就开始发展盛行。日本于70年 

代，实施了沿岸和近海渔场的整治，采取各种措施 

改善渔港、渔村的环境，建造游乐场．发展休闲渔 

业，开展旅游观光、捕鱼垂钓、品尝海鲜、健身娱 

乐、海洋渔业知识普及等。从而推动渔村经济的 

发展，提高了渔业人员的收入，优化了生活环境。 

现在，美国的游钓渔业收入可达 1 000亿美元，并 

提供了 120万人次的就业机会，成为其国家渔业 

的支柱产业。 

近十来年，台湾省为改变渔业资源衰退而遇 

到的困境，大力兴办休闲渔业。促进渔民走向多 

元化经营投资渠道。休闲渔业中心的设施，包括 

从事海上观光 、游钓艇、码头、游钓俱乐部、海上公 

园、各种娱乐场所餐饮住宿设施。同时，为吸引更 

多的游客和居民到渔港、渔村观光休闲，还开设鱼 

货直销中心、海鲜广场，活跃渔区经济。 

近年来，休闲渔业已经在我国沿海地区有所 

发展，并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农业部渔业 

局在我国渔业发展目标中就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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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发展休闲渔业，在各省市 

水产厅、局和有关部门、企业单位的支持下，曾在 

北戴河、石家庄召开了休闲渔业座谈会，交流开发 

休闲渔业的经验。 

2 发展我国休闲渔业的意义 

当前 ，渔业发展受到资源衰退等很多因素的 

制约，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难以解决。大批的渔 
一 46 一 

船、渔民如何安排就是严重的问题，急需寻找新出 

路，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们收入 日益增长，特别是实行双休 日和长假制 

度后，人们对假日旅游休闲意识 日益增强，特别是 

休闲文化的形成，使人们从走马观花向度假休闲 

转化。休闲渔业开拓了渔业范围和活动空间，是 

使渔业走出困境，促进渔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发展休闲渔业，有利于优化渔业产业结构，容 

易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如大连长海县举办的国 

际钓鱼节和渔家旅店吸引外资 300余万元，村接 

待旅客 1．5万人次，总收入达240万元，村户均收 

入 3．4万元，全县旅游业收入 8 000万元。南通 

世外桃园休闲农庄现完成第一期工程，年利润约 

60万元，全部建成后年利润约 240万元。天津北 

塘三兄弟投资 100多万元建造了长 13．8m、160 

马力、36客位玻璃钢游艇开展渤海一 日游活动， 

日净收人为 6 000～8 000元。北塘还投入 43条 

木质渔船，仅 7天收入 70万元。河北省平山县东 

冶甲鱼养殖场在搞好养殖业的情况下，开发了旅 

游渔业，又带动了甲鱼养殖业的发展，使甲鱼销售 

量增加 25％，同时也带动 了三产的发展 ，扩大 了 

就业人员 200多人，造福当地百姓。上述例子都 

是既搞活经济，又有利于渔业资源的保护。因此， 

有利于提高渔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休闲渔业投入少，见效快。可充分利用现有 

水产养殖场、渔港、渔船和渔业设施。充分发挥渔 

民的专业技能。有利于促进渔区对外开放，促进 

城乡交流，沿海与内陆交流，繁荣渔区经济，提高 

渔业和渔区(地区)的知名度。有利于促进渔区渔 

村环境整治，美化家园，加速渔业现代化和渔区两 

个文明建设。 

3 我国休 闲渔业的现状 

3．1 休 闲渔业几种类型 

3．1．1 休闲垂钓渔业 是利用有一定规模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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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海水养 直网箱和海、淡水养殖池塘，放养各种 

海、淡水鱼类，配备一定的没施，以开展垂钓为主， 

集娱乐、健身、餐饮为一体的休闲渔业。广东省东 

莞市、北京市怀柔县、河北省平LLI县和江苏省数千 

家水产养殖场的垂钓休闲渔业基地。它们是在风 

景秀丽的山川、湖泊、水库，利用现有水产养殖场 

所，实施环境的整治，发展垂钓 、完善各项服务设 

施及技术指导等。休闲海钓建立海钓基地、开辟 

舟钓、矶钓钓场，举办海上垂钓大赛和海岛生态游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3．1．2 休闲观光渔业 利用渔港、浅海、岛礁的 

海洋自然生态资源建立海上旅游基地，组织游客 

参加海上捕鱼、潮间带采集、海景观光、海上运动。 

如广东省番禺市、大连市长海县和天津市塘沽区 

的海上游览、海上捕鱼的观光休闲渔业基地。实 

施了环境的整治，规范管理，完善交通、餐饮、娱乐 

等各项服务设施。 

3．1．3 休闲观赏渔业 在北京、青岛、秦皇岛和 

北海等地建立了各有特色的水族馆、海底世界，展 

示鱼类的千姿百态，集科普教育和观赏娱乐为一 

体的渔业博览馆。有些地区开办各种展览馆(博 

览馆)、渔乐馆、渔民馆、海洋馆、渔业馆、渔船馆、 

渔俗馆、水族馆，还有台风博物馆 、灯塔博物馆、渔 

村博物馆。在海底世界不仅可了毹到鱼虾蟹贝生 

活习性 ，还可以反 映海洋渔业生产活动方方面面 

的文化，让人们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如岱山堪称 

“博物馆之岛”。 

3．1．4 渔家乐 利用渔区、渔港 、渔船 、渔业设施 

和村舍条件以及专业渔民的技能，在浙江舟山、大 

连长海等地兴办的渔家乐让游客赶海，直接参与 

张网、捕鱼，和渔民一起坐渔船、拨渔网、尝海鲜、 

住渔家，当一天真正的渔民，亲身体验渔民生活， 

领略渔乡、渔村风俗民情。浙江岱山有许多小岛 

和荒山是探险活动的上佳选择点。 

3．1．5 休闲渔城 以品尝海鲜风味为主，如沈家 

门的海鲜大排挡、三都澳海上渔排和北海的海滩 

大排挡。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海上渔排，在养殖规 

模达万只网箱的场地建起海上浮桥、海上广场、帆 

船区等景点，形成蔚为壮观的海上”浮城”，体验海 

上吃住旅行的乐趣。 

3．1．6 渔乐园 是集多种休闲类型于一体的，有 

规模性的休闲渔 区 ，活动种类多样、服务内容丰 

富、配套没备齐全。如河北省平山县东方巨龟苑 

是新型爱国主义休闲渔业旅游景区。在景区里： 

有静卧在苑区内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万吨巨龟， 

有反映中国五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华夏历史园 

林”，有在湖下修建的大型富民海底世界，展示各 

种海洋动物，还有占地 400亩的垂钓场，是集教 

育、旅游、观光、住宿、娱乐和垂钓为一体的综合性 

景区。在那里有渔、游、娱、吃、住、购、行等诸设 

施。因此，又称为休闲渔业旅游新超市。南通和 

徐州的桃花源休闲农庄，以都市农业为主线，以垂 

钓为主，将渔业一、三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成 

为集休闲性、娱乐性、生态性、观赏性、渡假性、文 

化性为一体的”世外桃源”。 

3．1．7 休闲渔业节 开展各种欢乐 、繁荣的休闲 

渔业节活动：开渔节、捕鱼节、钓鱼节、海洋节、渔 

人节、鱼饰节、螃蟹节 、海鲜节等。举办形式多样 

的节庆，呈现欢乐的人群、促进区域交流，促进渔 

业文化和经济的新发展。 

3．2 休闲渔业发展中的问题 休闲渔业的内涵 

十分丰富，正处在发展中，已显示出了良好的发展 

前景，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发展潜力很大。但 

毕竟是一个新兴产业，存有许多问题需要开发和 

完善。各地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 

地建设休闲渔业项 目，一是处于初级阶段里，发 

展还比较分散，尚未形成连片规模的大气候；二是 

设施不配套，内容比较单一；三是相关管理、服务 

跟不上；四是发展休闲渔业还未做好规划布局。 

如何搞好渔业资源、环境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 

配置与合理利用等问题都有待于在发展中逐步解 

决。 

4 大力发展我国休闲渔业的几点建议 

4．1 关于发展休 闲渔业的指 导思想 以渔 业为 

主，结合旅游、餐饮、娱乐、休闲文化，着眼效益，突 

出特色，搞好服务，规范管理，促进休闲渔业的开 

发和健康的发展。 

4．2 休闲渔业发展规划 一要有特色 ，要突出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不可千篇一律重复建设。二休 

闲渔业开发和发展 ，要 以市场需求为依据。认真 

做好消费层次定位、消费数量、消费范围等市场预 

测。不可盲目求大求洋，要有一定水平，包括硬 

件、软件，技术、没备和服务、管理。要加强环保措 

施 ，建立优 良的生态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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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于管理问题 就原则上讲，以渔业生产为 

主的休闲渔业应归渔业部门管理。要在地方政府 

引导和支持下，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开发和发展有 

自己特色的休闲渔业。所以，渔业的各部门，从上 

到下要把休闲渔业作为新兴的产业纳入管理。 

4．4 要制定规范标准 使新兴产业纳入管理，有 

序可循、有法可依。当前制定一些规范标准很有 

必要，比如对垂钓 、水上和水下观光，对人、对环 

境、对船和工具及设施都应有个要求，这有利于强 

化管理，有利于安全。 

4．5 加强宣传和培训 这是一项新兴产业 ，发展 

潜力大，前景广阔，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有关 

部门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包括投资方式、税收、 

征地、办手续等。使群众和投资者既有出资建设 

项 目的积极性，又有参与休闲娱乐的旺盛需求。 

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等做好休闲渔业宣传广告工 

作，提高知名度。为保证休闲渔业健康的发展，必 

须加强技术培训，提高休闲渔业劳动者素质。 

4．6 加强协作 多交流、多通气、多联系，有关休 

闲渔业的会议应不定期召开。当前需要研究的问 

题很多，成立休闲渔业协会很有必要，我们应借鉴 

国外的经验和其它群团组织的经验，把我们的协 

会培育起来 。 

(收稿 日期 ：2005一O7一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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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1页)在个别地区的领导认为保护野生动 

物资源见效慢，不如开矿，修电站，搞开发见效快， 

经济效益高，甚至有的以牺牲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与 

自然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当地的经济发展。 

2 保护对策 

2．1 完善法规建设，加快制定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地方性法规。通过地方立法，赋予渔政部门市场查 

处权，使水生野生动物在保护、管理、利用等方面纳 

入渔业法制化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法 

必究，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从源头上起 

到依法保护。 

2．2 进一步对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摸清各类 

水生野生动物的分布状况及它们栖息地和繁殖场、 

生态习性，确定它们最适宜生长自然环境，建立水 

生野生动物资源档案，为科学制定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措施和规划提供依据。 

2．3 积极开展水生野生动物救治与 自然保护区建 

设工作，继续完善以“陕西太自渭水河珍稀水生野 

生动物自然区建设与珍稀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研究 

中心”为重点，确立以秦岭地区为基础，合理扩大保 

护区面积。建设好大鲵驯养繁殖场，对受伤、搁浅、 

受困及依法没收的水生野生动物进行救治、饲养和 

放生、实施重点保护和维持恢复物种的积极措施。 

2．4 加大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资金投入。积 

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发动社会各方力量支持和参 

与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建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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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各级政府要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所需资金列 

入当地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予以安排落实，切实解决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经费，只要有了资金支持，各项 

保护措施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2．5 加强对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 

逐步提高陕西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管理水平。 

应将水生态环境和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作为首 

要任务，严加管护，做好野外观测，掌握水生野生动 

物的自然资源状况、种群数量的恢复、栖息地变化 

等，维护和改善水生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 

2．6 严厉打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非法捕杀、 

贩卖、经营、走私水生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各级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监管职责，积极会同 

或配合工商、公安、环保等部门强化对资源产地、集 

贸市场、饭店酒楼、运输、走私水生野生动物及污染 

水生野生动物栖息繁殖地的违法案件的查处，发现 

一 起，查处一起，加大执法管理力度，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7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有利于全社会 

关注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各级渔政部门要通过 

举办讲座、水生野生动物图片展览、法规知识竞赛， 

对救治的动物举行放生、放流活动，普及相关保护 

知识，提倡拒食野生动物，向社会公布求助举报热 

线电话，唤起人们关心和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使广 

大人民群众感受水生野生动物的存在，理解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 

(收稿 日期 ：2005一O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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