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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多角度地介绍了休闲渔业的5种形式；对我国休闲渔业发展情况与国外休闲渔业作了 

多方面的比较，比较中介绍了中外休闲渔业在管理理念、管理组织形式与管理科研上的差距，提出发展 

我国休闲渔业要抓好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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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休闲渔业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沿 

海国家和地区迅速崛起，集休闲、娱乐 、旅游、餐饮等行业与渔业 

有机结合为一体，提高了渔业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形成一种 

新型产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旅游、休 

闲、娱乐 、观赏 、美化环境等以渔为媒的时尚文化活动蓬勃兴起。 

各国实践证明 ，休闲渔业已成为现代渔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渔业资源保护、促进渔(农)民增收、调整渔业产业结构等方 

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一种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有 

配套的规划和管理，深人研究其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已成为渔 

业经济发展和管理的新课题。 

一

、休闲渔业形式 

1．垂钓渔业 

垂钓渔业包括三个部分 ，即城郊池塘垂钓 、岛礁垂钓和景观 

垂钓。第一种主要是利用养鱼池塘进行养鱼或囤鱼供城镇居民在 

休闲时垂钓；第二种是在沿海和近海岛礁上配以相应设施，如人 

工鱼礁 、游船 、游艇 、海上救生 、疗养 、餐饮 、旅游服务设施等，供游 

人游览、垂钓、休养和疗养；第三种是利用公园池塘等饲养观赏或 

观赏与食用兼用鱼类，供游人观赏和垂钓。 

2．观赏渔业 

观赏渔业是一类单纯供观赏的渔业 ，有观赏植物 、观赏动物 

两大类；其中观赏动物中又包括观赏鱼、观赏龟等 ；按饲养用水的 

性质又可分为海洋观赏渔业和淡水观赏渔业两大类 。观赏渔业作 

为一种产业包括亲体的饲养、饵料培养、饲料加工制作、特型和特 

种观赏水生生物培育、饲养设施与设备制造、辅助设备的制作等， 

其中不乏高新技术产业。 

3．观光 渔业 

观光渔业中主要是水族渔业 ，又可分为海洋水族渔业和淡水 

水族渔业两大类 ；主要形式是人工模拟自然水域生态环境，将众多 

水生生物合理搭配 ，集中饲养，并配以声 、光、电以渲染观赏效果， 

让游人在观赏的同时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壮观、感受生命现象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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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珍贵 、感受生态环境的 自然和谐，让人们在享受美感的同时 ，激 

发出环境保护意识。如各种类型的海洋馆、水族宫、水族馆等。 

4．旅游渔业 

旅游渔业主要是针对旅游人群 ，结合水生动物的驯养表演 、 

工艺品加工 、餐饮服务 ，相关用具加工等开展的设施娱乐和生产 

活动 ，如海豚驯养 、海鱼师驯养、鳄鱼驯养 、贝雌工艺品加工、鱼骨 

画加工 、水生动物标本制作 、钓具生产 、鱼品烧烤 、鱼宴大排档 、收 

鱼拉网等，供游人品味渔业特色。 

5．海洋休闲渔业 

海洋休闲渔业是以海洋风光和海洋渔业为基础内容，结合其 

它旅游娱乐项目和内容而展开的休闲活动。它包括海洋游钓、渔船 

观光 、游船观光、海鲜品尝 、渔区文化与渔民风俗展示等具体活动。 

二、中外休闲渔业的发展现状 

1．我国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自 

主创新，发展模式各具特色。沿海地区有海洋特色，内陆地区有田 

园风光。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如浙江、广东、福建，休闲渔业 

的发展较快。这些地区休闲渔业主要有以下特色：一是发展海洋 

休闲、观光渔业。以海洋风光和海洋渔业为基础内容，结合其它旅 

游娱乐项目和内容而展开的休闲活动。它包括海洋游钓、渔船观 

光 、游船观光 、海鲜品尝 、渔区文化与渔民风俗展示等具体活动； 

二是兴建专业休闲渔场。这些渔场都具有相当规模，集垂钓、旅 

游、观赏、餐饮和度假为一体。据不完全统计，这三个省这类的渔 

场多达 20o多家，收人相当可观。既减轻了对近海资源的压力，又 

解决了渔民转产转业的出路，为渔(农)增收开辟了新途径，也为 

休闲旅游人群开辟了新项目。 

在内陆和西部地区，休闲渔业近几年也发展的红红火火。如 

湖南 、河北等省，利用发达的城郊 养鱼业 ，适应市民的消费需求 ， 

吸引了大批社会投资，建设 了六十多处生态渔庄。有的投资数百 

万元，建设高标准的垂钓池、餐厅、住房、娱乐等设施，接待大批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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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创造出与池塘养鱼无法相比的经济效益 。四JII、宁省等省 ，利 

用山水风光发展 了新型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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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内陆和西部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 

的一个重要途径。 

大中城市发展休闲渔业的共 同特点是迎合了城市居民休假 

日到郊外休闲娱乐的需求。如北京市郊的怀柔、房山区等区县，在 

发展流水养殖冷水性鱼类的同时 ，相继建立起 了集观光 、垂钓、鱼 

品品尝 等于一体的休闲渔业景区 ，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光临和参 

与 ，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上海市主要是池塘垂钓业和观赏渔 

业 ，现已建立有较大型的观赏鱼养殖场 3处，引进和饲养的观赏 

鱼上百种，产品开始批量出121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其他大中城市 

郊区的池塘垂钓业也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发展 ，成为当今城 

郊渔业的一道新的风景线，拉动了城郊渔业经济的发展和渔(农) 

民的增收。 

观赏鱼是全球最受欢迎宠物之一。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日益提高，也由于都市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 

有益于健康与平静的休闲嗜好 ，观赏鱼和水族箱 已逐渐成为我国 

新时期家庭消费新时尚，受到各年龄阶层的喜好。据统计，2003年 

我国观赏鱼的进出 口贸易取得 了可喜 的成绩 ，年 出口额 高达 

302．47万美元 ，进 口额 24-36万美元。观赏水族业已成为我国渔业 

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目 

前 ，全国各地正掀起养殖观赏鱼的热潮 ，成为一项新兴的产业。 

我国观赏鱼养殖业主要是外向型发展，金鱼是我国的传统出 

口产品。广东和上海是我国观赏鱼出口的两大口岸。从 1977年到 

1986年 ，我国观赏鱼的年出口额平均为 50万美元左右 ；1987年 

后增长较快 ，平均年递增 29．4％。目前 ，我国包括香港、澳门的年 

出口观赏鱼超过 l亿尾左右，总出口额 l100万美元，分别占全球 

总出口额的5．99％和亚洲总出口额的 l2．7％，位居世界第四。 

休闲 、观赏渔业 的发展，也推动了渔具 、钓鱼设施 、水族器材 

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相关行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目前 ， 

广东省的水族器材的经销量 占据我国市场 70％以上的份额 ，浙江 

省、江苏等省的钓具 、设备生产也发展迅速。 

2．国外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休闲、观赏渔业 自20世纪 70年代后 ，一直是众多发达国家 

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海洋休闲渔业已成为现代渔业的支 

柱产业。海洋游钓爱好者从 1982年的 2O0o万人增加到 1988年 

的 6OOO万人 ，目前约在 8000万人左右；全国已有游钓渔船 l500 

万艘，游钓渔业的收入从 1984年的 180亿美元增加到 1997年的 

387亿美元 ，休闲渔业产值是常规渔业产值的 3倍；游钓 区、游钓 

船 、餐饮 、旅馆、商场 、娱乐场所等服务设施应有尽有 ，充分满足了 

游钓爱好者的休闲需求。 

日本发展更为迅速 ，他们利用渔港周围的沿海作 为游乐场 

所，游钓业也逐步成为日本国民的健康游乐活动之一。目前，到 

l993年 ，游钓人数 已超过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外 ，英国、德国、 

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渔业发达国家也都非常重视海洋人工渔礁 

的建设，发展海洋休闲渔业已受到许多沿海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在观赏渔业方面 ，估计一年全球观赏鱼贸易批发值超过 l0 

亿美元，零售部分每年交易量约 l5亿尾，价值60亿美元。整体产 

业包括外围产品，预计产值达 140亿美元。出121量最大的新加坡 

供应量占全球年出 121量的 8．5％，其 次是马来西亚占 6_3％、捷克 

占6．1％、印尼占6．0％、日本占4．2％、菲律宾占3．8％。日本也是一 

个观赏鱼养殖和出 口量较大的国家，主要养殖 、出 口品种多为金 

鱼类和锦鲤类，现每年仅金鱼出121一项就获利上亿美元。 

三、中外休闲渔业管理比较 

尽管发展休闲 、观赏渔业是一项利 国利民的高效产业 ，但 由 

于历史 、经济 、观念上的差异 ，目前我国在休闲渔业的产业规模 、 

发展时间 、科学研究、配套设备的开发和生产，以及管理上与国外 

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 ，特别是在管理方面，差距更大。以 

下主要谈的是中外休闲渔业在管理上的差距。 

1．管理理念的不同 

谈到中外休闲渔业的不同，首先是管理理念上的不同。主要 

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 是发展与规划：长期以来 ，我 国未将休闲 、观赏渔业放在应 

有的地位 ，也没有对休闲渔业进行一些宏观的研究和规划。近几 

年来，有些地方由于近海渔业资源衰退，渔民转产转业的需要 ，提 

出了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的口号，但对具体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 

并没有做出完整的规划，各地区各自为阵，各自发展，导致组织管 

理上的无为、生产上的无序、竞争上的无力。而一些先进国家在发 

展休闲渔业时，首先提出的是要整体规划 ，适时 、适度地发展。如 

美国，休闲渔业首先开始于纽约的卡次基尔山脉和北密西西比的 

鳟鱼垂钓。这些地 区都是经济比较落后 ，就业机会比较缺乏的山 

区。开发休闲渔业时，当地政府做了一项周密的长期和近期发展 

规划 ，包括开发的范围 、内容，开发的时间、方式 ，开发的投入和产 

出，提供多少的就业机会等。 

二是发展与环境保护 ：要进一步发展休闲渔业取决于如何保 

证海洋观赏鱼的采集和贸易的可持续性 、负责任性和良好的环境 

保护。许多先进 国家提出发展休闲渔业是为了促进资源环境的保 

护。在制定休闲渔业发展规划时，首先考虑的是人与 自然和谐发 

展。全球每年的海洋观赏鱼贸易达到 2000个品种，40OO到 5000 

万尾。多数淡水观赏鱼是靠养殖 ，而几乎所有海洋观赏鱼实际上 

都是靠野外采集 的，特别是从珊瑚礁生态区里采集。美国、欧洲和 

日本是观赏鱼的主要消费者和进口商，而东南亚国家和南美洲国 

家是主要的出口商。有些国家在采集这些观赏鱼中，不考虑环境 

和生态平衡，甚至使用炸药和毒药(氰化物)进行海洋观赏鱼的采 

集 ，对环境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已引起很大的关注。 

三是开发与管理相结合 ：开发和管理应该是平行发展 ，缺一 

不可的。许多国家在开发的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管理制度 

和措施。如：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休闲渔业就推行了许可证管 

理制度 ，他们对休闲渔业的许可证管理制度和资金支出的决策有 

一 套固定 的程序 ，并制定了控制休闲渔业渔获量的法规和渔获量 

评估的办法 ，定期对管理费用的投入和通过这种管理方式所获得 

的利益进行评估。 

四是开发者也应是管理者 ：长期以来 ，我 国的渔业管理一直 

是政府部门的工作。生产者只注重对资源的开发 ，并没有想到要 

去参与管理。在新西兰，休闲渔业协会就提出 ，开发者也应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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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有从事休闲渔业的人都要加入相关的社团组织，参与对休 

闲渔业的管理，他们认为，休闲渔业应该是一种可持续和负责任 

渔业。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人人参与管理 ，人人负起责任。国际 

海水观赏鱼委员会就是一个独立的 、非赢利性的国际保护组织 。 

其宗 旨就是要联合整个“保护链”，如开发商 、出口商 、进 口商／批 

发商 、零售商和消费者以及其他养鱼的人，包括公共水族馆 、保护 

组织和政府部门．人人参与海水观赏鱼的保护活动。 

2．管理的组织和方式不同 

有些人认为。休闲渔业是一种松散型的渔业，涉及范围和行 

业太多 ，管理的难度太大。其实不然，一些先进国家在休闲渔业 的 

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政府制定政策，进行宏观的规划和管理 。许多年来 ，亚洲 

国家很少重视休闲渔业资源的管理 由于没有宏观的规划。渔业 

管理政策的制定没有整体性和长期性，没有考虑到实施此项政策 

所产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应。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渔业政 策的 

制定都是为了国内消费和出口而提高产量，包括休闲渔业政策的 

制定。他们寻找了许多方式，如：改造动力渔船为客船，兴建码头， 

提供食宿和娱乐场所等 ，虽然经济效益提高 了，渔村的面貌改善 

了，也提高了渔民的收入 ，但人们有了资金后就增加投资，加大开 

发的力度。因而，造成了无序竞争和浪费，进而导致渔村和近海 、 

沿海资源的过度开发。而在一些先进国家 ，政府在开发之前都要 

进行调研和论证，设立一些渔业管理法规 ，进行宏观规划和控制。 

(2)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制定配套措施．建立了科学的规章制 

度和专业化行业管理组织。由于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发展的目 

标和规划也不同。休闲渔业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而言，是就业机 

会 、是工资、是成千上万家庭温馨 的晚餐 ，而对沿海地区而言 ，是 

减轻对近海渔业资源的压力，增加渔民收入 。因此，地方根据不同 

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制定配套的发展和管理措施是很重要 的。美 

国、澳大利亚 、英 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渔业发达国家都实施 了游钓 

许可证制度和游钓渔获登记制度。在休闲渔业的开发、资源的管 

理和配套服务方面，也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同时 ，他们还设立了 

专业化的行业管理组织 ，如国际海水观赏鱼委员会 ，这是一个专 

业化的行业管理组织，不但进行行业认证工作，还培养了一大批 

(上接第 27页) 

5、规范渔业劳务输 出工作。努力拓展新领域 

一 是大力加强渔民职务船员培训 ，扩大渔民技术人员和渔业 

专家劳务技术输出 ，与内地一般渔业劳务人员抗衡 ，争刨普陀渔 

业劳务输出的新优势 ；二是整顿渔业劳务市场，加强领导，形成合 

力 ，统一对外；三是努力拓展新 的劳务合作领域 。我区在水产加 

工 、水产养殖 、船舶修造 、渔业服务等方 面具有劳务技术优势，为 

今后发展多层次 、多行业的劳务合作提供有利条件 。 

6．健全 HACCP体系，扩大养殖产品出口 

加入 WT0以后 ，我 区养殖业对外出 口严重下滑 ，去年全区 

水产养殖产量 3．45万 t，而出 口仅 800t左右 ，面对养殖产品价格 

下降 ，销路不畅的严峻局面，水产养殖除要优化产品结构 、降低成 

本外 ，还必须走健康生态 养殖之路 ，以扩大 出 口。必须借鉴 

行业的经营者成为管理者。 

(3)行业协会和民间团体参与管理。在休闲渔业的管理中，许 

多国家的行业协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美国休闲渔业协会 

是美国休闲渔业的主要行业管理组织，属下有 600多个相关的产 

业组织。这些组织配合当地政府制定并实施各项管理措施。日本 

的大日本水产会也在休闲渔业和管理上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他们 

认为，只有生产者参与管理，才能把资源和环境保护当成自己的 

责任 ，化为 自觉的行动 ，才能保证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管理科研上的差距 

我国在观赏鱼和休闲渔业的科研方面尚未得到正规水产科 

研部门给予应有的重视，科研工作做得很不够。与一些先进国家 

相比，我国管理科研的差距主要在于 ： 

一 是在政策制定时缺乏相应的科研依据，没有体现出应有的 

科学发展观。很多地方没有科学规划，盲 目投资，对开发与环境保 

护没有充分的认识，对管理所产生的短期和长期经济效益没有进 

行充分的评估。 

二是现有的研究机构并不重视观赏鱼的养殖技术研究和新品 

种开发。海水观赏鱼生产者面临的问题更多 ，尤其是无法生产出品 

质良好 ，足以与野生品种竞争的观赏鱼，以至于高档次的特型、特 

色、特体、特质的名优种类培育工作基本上没有进展，这些都制约 

着观赏鱼产业的发展 ，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市场优势。而国外一些先 

进国家，如日本 、德国等国在观赏鱼的改良与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 

突破，美国、挪威等国在休闲渔业的设备研究方面也远远超过了我 

们，他们的产品不但占领了国际市场，也占领了我国市场。 

三是对休闲渔业的配套设备没进行相应的研究和开发。美国 

的休闲渔业支持着全国近 2400个渔具批发商 ，6OOO多个渔具店 

和 3800多个运动器材店 ，也给美国人提供了不下 120万个就业 

机会，而我国的渔具和配套设备几乎 6o％以上都靠进 口。 

总而言之，改 变管理理念 ，加强管理 ，是休闲渔业发展的关 

键。上述列举的种种管理上的不同，实际上可以概括成两句话：一 

是要有科学的发展和管理观 ；二是要 以人为本，人人参与管理 ，使 

休闲渔业真正成为可持续 、负责任的渔业 。 

(责任编辑 刘大安 ) 

HACCP体系，把危害食品的生物、化学、物理等因素，消除在生产 

过程中。以形成整体按 HACCP要求运作的养殖、加工、销售的联 

合体，跨越国际国内市场的绿色壁垒，以生产出符合国外标准的 

绿色水产品，促进我区水产养殖走持续发展之路。 

7．加快培养渔业技术人才 

国际渔业竞争最主要的是人才竞争。从全区看 ，渔民整体素 

质有所下降，初 、高中文化程度渔民比例少。众多水产企业也缺少 

技术人才、外 贸人才 、也缺少经纪人才。为此应采取各处形式 ，大 

力加强渔民文化技术培训 ，加强企业家队伍的建设 ，加经企业外 

贸 、外经人才培养 ，努力造就一大批渔业专门人才，提高国际渔业 

竞争实力。 

(责任编辑 刘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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