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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优化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路线,文章通过对多年的渔业经济统计数据和本区域资

源状况、发展现状和需求的综合分析,提出在厦门市建立多层次和多类型现代化海洋休闲渔业基

地的发展设想。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休闲渔业呈现占比上升和增速加快的发展优势,但也

表现出发展不稳定和体量小等不足;福建省休闲渔业发展增速缓慢且体量较小,明显落后于全国

平均水平;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已具雏形,但开发层次较低和规模较小,亟须充分挖掘资源、地理

和文化优势,以重点项目设计为抓手,发展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产品,培育多样化、复合化和本土

化的新型海洋休闲渔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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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developingrouteofmarinerecreationalfisheryinXiamen,the

paperputforwardthedevelopmentideaofestablishingmulti-levelandmulti-typemodernmarine

leisurefisherybase,whichwasbasedonthecomprehensiveanalysisoffisheryeconomicstatistics

formanyyears,theresourcestatus,developmentstatusanddemandofthisregion.Theresults

showedthat:China'sleisurefisheryhadshowntheadvantagesofincreasingproportionandaccel-

eratinggrowthrate,butalsoshowntheshortcomingsofinstabilityandsmallvolume.Thedevel-

opmentofleisurefisheryinFujianProvincewasrelativelybackward,withslowgrowthrateand

smallvolume,whichobviouslylaggedbehindthenationalaveragelevel.Xiamen'smarineleisure

fisheryhadtakenshape,butthedevelopmentlevelwaslowandthescalewassmall.Therefore,it

wasnecessarytofullytaptheadvantagesofresources,geographyandculture,takekeyprojec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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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sthestartingpointtoestablishproductswithtypicaldemonstrationeffectandcultivatedi-

versified,compoundandlocalizednewmarineleisurefisheryindustry.

Keywords:Recreationalfisheries,Fisheryeconomy,Marineindustry,Fisheryculture,Industrial

convergence

0 引言

休闲渔业是传统渔业发展到“瓶颈”时期后转

型升级的必然方向,是贯穿三次产业的新型产业形

态。休闲渔业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最初的表现形式为垂钓和游钓等,至90年代后期迅

猛发展,形式逐渐多样化,并逐步成为美国渔业的

支柱产业之一[1]。澳大利亚的海上休闲渔业较发

达,平均每年有15%的全国人口参与相关活动,产

值达30亿美元[2-3]。日本是海上休闲渔业较为发

达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参加游钓活动的总

人数已超过全国人口的30%,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

势,休闲渔业的渔获物产量逐步超过国内渔业捕捞

的总产量;随着渔业资源的枯竭,日本逐渐发展形

式更加多样的现代休闲渔业,管理更加规范,覆盖

面更广[4]。20世纪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近海渔

业资源逐渐衰退,休闲渔业随之兴起,其通过成立

休闲渔业发展指导小组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大力

引导和促进休闲渔业的发展,形成形式多样和链条

完整的新型产业[5-7]。

海洋发达国家休闲渔业的发展相对成熟,开展

研究也较早,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空间规划与管理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8-10]。我

国休闲渔业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11],相关

研究开展较晚,但近年来的文献量大幅增加[12-14];

目前的研究偏重于经验总结、发展趋势和渔业资源

等方面[15-18],而缺乏与海洋空间规划的结合。

“休闲渔业”的定义最早出现于1992年[19],受

限于当时的产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水平,该定义

未能摆脱改造现有渔业设施或经营活动的束缚,具

有一定的狭隘性。现代休闲渔业是资本技术密集、

品质优良且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渔业,是将渔业、

休闲和娱乐等融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产业,是集合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复合型产业[20-23]。

根据目前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情况,其产品特

色可以分为5类:①以海钓活动和海钓基地建设为

中心的休闲海钓类;②以特色餐饮、渔家乐和渔业

文化为载体的滨海旅游类;③以生态网箱、渔业综

合体和特色渔业养殖等为媒介的生态化精细养殖

类;④以观赏鱼产业和相关娱乐活动为主题的观赏

娱乐类;⑤以水族馆、海洋主题公园、博物馆和科教

馆等为场所的科普教育类[24-26]。

1 休闲渔业发展状况

1.1 全国

捕捞业、水产养殖业、增殖渔业、水产品加工业

和休闲渔业是我国渔业的五大支柱产业[27],2003—

2017年其发展状况如图1所示。

图1 2003—2017年我国渔业五大支柱产业发展状况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渔业资源总量的减少以

及我国大力促进渔业转型升级,我国休闲渔业处于

发展初级阶段,具有速度快、整体规模小、基础薄弱

和较不成熟等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休闲渔业产

值逐年增加,且在2010年后呈加速趋势;但休闲渔

业的经济总量和增长幅度远低于其他渔业产业,在

渔业经济中的占比仍较小。

1.2 福建省

福建省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渔业经济较为发

达的地区之一。2003—2017年福建省渔业经济总

产值占全国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均超过10%,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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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际变化不大(图2)。

图2 2003—2017年福建省渔业经济发展状况

由图2可以看出,福建省休闲渔业发展缓慢,渔

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迫切,主要表现在:福建省

休闲渔业产值占全国休闲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

0.5%~1.5%,与福建省渔业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匹

配;福建省休闲渔业产值占本省渔业经济总产值的

比重也偏低,且增长速度缓慢,与全国休闲渔业产

值占全国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和增速不相适应。

2 福建省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条件和需求

福建省是渔业大省,渔业经济是重要的支柱产

业之一。近年来福建省对休闲渔业的发展极为重

视:2005年将休闲渔业列入重点发展的渔业产业之

一;2007年出台《加快休闲渔业发展 创建“水乡渔

村”的实施意见》,推动建设100余个水乡渔村,成功

创建12个“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为休闲渔业的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福建省是海洋大省,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

富的海洋渔业资源,近海海洋生物超过3300种,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为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海洋渔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传统海洋渔

业保持70%以上的占比,居于主导地位。近年来受

渔业资源衰退和生产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传统

海洋渔业的发展增速明显放缓,海洋渔业亟须转型

升级和跨越发展。随着国家对海洋渔业资源和生

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海洋牧场”建设

应运而生,为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海洋休闲渔业必将成为未来福建省海洋渔业的发

展焦点。

3 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设想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随着经济特区建

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从小渔村逐步蜕变为

现代化滨海城市,传统海洋渔业也逐步让位于现代

海洋渔业。可以说,厦门市海洋渔业的发展历程是

福建省乃至全国海洋渔业发展历程的缩影,因此在

厦门市大力推动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并打造成熟

的休闲渔业产业链,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28]。

3.1 发展现状

厦门市海岸线总长216km,海域面积约355km2。

厦门市管辖海域均位于厦门湾内,可细分为同安

湾、西海域、东海域、九龙江口和大嶝海域等,大海

湾内又包含杏林湾、海沧湾、马銮湾和东坑湾等微

型海湾。厦门市是典型的滨海城市,具有悠久的海

洋渔业发展历史,积累了深厚的海洋渔业文化底

蕴。随着厦门市海洋经济的发展,传统海洋渔业占

比越来越小,部分传统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形成一

定规模的海洋休闲渔业活动,包括小嶝岛紫菜文化

旅游节、国际休闲渔业博览会和渔家特色餐饮等。

厦门市是我国重要的滨海旅游城市。根据海

洋功能区划,滨海旅游是厦门市海域的主导功能之

一,发展相对成熟,因此实现滨海旅游业的新飞跃

亟须寻找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传统海洋渔业的

发展空间在海洋空间规划中被不断压缩,海洋渔业

亟须转型升级并与其他产业相融合。在此背景下,

滨海旅游业与海洋渔业开始自发融合发展,并逐渐

形成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的雏形。

厦门市政府非常重视并积极介入和引导海洋

休闲渔业的发展,于2005年出台《厦门市休闲渔业

发展规划》,规划建设26处休闲渔业区域。时值厦

门市全面清理海域开放式养殖,大量渔民迫切需要

在短时间内转产转业,海洋休闲渔业即成为“救命

稻草”。然而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海洋渔业

发展阶段和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等多种因素,至今仅

成功建设小嶝休闲渔村示范基地,而其他规划区域

建设则停滞不前。此后厦门市也陆续开展其他海

洋休闲渔业项目,但开发层次普遍较低,且分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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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零散,未能形成品牌效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融合的推进,现代

海洋休闲渔业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完整的海洋休闲渔业产业链可带动滨海旅游

业、制造业、服务业和教育文化业等多种产业的深

度融合,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促进海洋经

济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3.2 发展设想

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先进的海洋管理经验、

强大的海洋科技支撑和深厚的渔业文化底蕴为厦

门市发展海洋休闲渔业提供巨大的优势和先机。

厦门市必须抓住机遇、深度挖掘,构建完整产业链,

促进多种产业深度融合,在我国休闲渔业发展的初

级阶段主动介入、勇于创新、敢于争先。

厦门市发展海洋休闲渔业应设计合理的开发

层次,突出特色和重点项目,通过科学布局形成核

心区和辐射区(图3)。

图3 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发展设想

3.2.1 开发层次

以优势资源为基础,以产业融合为媒介,以重

点项目为抓手,推动海洋休闲渔业与相关产业融合

发展,培育多样化、复合化和本土化的新型海洋休

闲渔业产业。立足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特点,建立

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涵盖观光、休闲、娱乐、教

育、科普和宣传等多种形式的海洋休闲渔业产业,

打造海洋休闲渔业核心区,并向周边地区辐射。

3.2.2 重点项目

发挥资源优势,建立渔业基地、游钓和渔家文

化体验等多样化产品,以重点项目为依托,形成“百

花齐放”的盛态。

(1)提升渔业基地品质。以已建成的小嶝休闲

渔业基地为基础,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开发生态渔庄、渔村风情游、渔家民宿和紫菜文化

节等新型融合项目,使海洋休闲渔业的内容更加丰

富、形式更加多样,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基地的规模

和品质。

(2)丰富滨海旅游项目。厦门市滨海旅游业发

达,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其中游艇产业走在全国

前列。但旅游项目种类单调,串岛游经营不善,走

马观花式的项目设计使游客无法深入体验。可结

合游钓、矶钓和渔业风情体验等项目,拓展旅游

深度。

(3)开拓新兴休闲产业。欧厝渔港是厦门市仅

存的完整传统渔港,由于传统海洋渔业已基本退出

厦门市,渔港功能亟须转型。可参照台湾渔人码头

和深圳南澳渔港等进行升级改造,建设集特色餐

饮、文化展览、风情体验和渔家民宿等于一体的渔

港风情小镇。此外,观赏鱼市场在我国发展较晚,

可依托刘五店的优良水质,发挥对台交流优势,建

设观赏鱼产业基地,打造具有一定规模的观赏鱼交

易市场,拓展休闲渔业产业。

(4)挖掘传统渔业文化。闽台地区素有“以海

为田”的渔业传统,深厚的渔业文化积淀并未随传

统渔业的退出而消失。沙坡尾是厦门市渔业文化

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已初步建设海洋文创园,可深

入建设渔业文化展览馆和渔业文化公园等,将渔家

文化融入其中,使其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深度挖

掘渔业节庆活动内涵,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和共同

发展,打造特色渔业节庆品牌,弘扬传统渔业文化。

(5)加强海洋科普宣教。厦门市海域是重要的

海洋生物栖息地,拥有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和文

昌鱼自然保护区。可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

依托现有基础,结合海洋生物标本展览馆和水族馆

等,将厦门市打造成集观光、展览、科普和宣教等于

一体的现代化海洋之城,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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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规划布局

厦门市是海洋经济较发达的港口城市和滨海

旅游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海洋休闲渔业的

发展空间,也要求其海洋休闲渔业必须发展精品项

目,以品质取胜。可重点打造翔安休闲渔业产业

区,形成休闲渔业基地、渔港风情小镇和观赏鱼产

业基地等特色核心区;以此为基础,向厦门市境内

及其周边地区辐射,形成更为广阔的辐射区,拓展

渔业文化公园、海上游钓和渔业风情体验等更加多

样的海洋休闲渔业项目。

3.3 保障措施

3.3.1 加大推广力度

闽台地区相融相通、地缘相近和文缘相同,厦

门市在海洋休闲渔业宣传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厦

门市自2006年开始举办两岸休闲渔业博览会,至今

已举办13届,并逐渐拓展为国际休闲渔业博览会。

应充分利用此平台,推广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发展

的亮点和品牌,提升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

3.3.2 发挥科技优势

厦门市海洋科技实力雄厚,建有多处国家级和

省级重点实验室,集聚福建省80%的海洋科技力

量,海洋科研从业人员超过2000人,为厦门市海洋

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坚强后盾。科技优势是厦门

市海洋休闲渔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

3.3.3 加强法制建设

目前厦门市海洋休闲渔业管理涉及渔业、资

源、旅游、环保、体育和海事等部门,多头管理的现

状不利于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厦门市应充分发

挥拥有地方立法权的优势,针对本地特色制定法律

法规,并对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法律法规予以修订,

从法律层面保障海洋休闲渔业的快速、生态和可持

续发展。此外,应充分调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力

量,积极参与、规范和引导海洋休闲渔业发展。

4 结语

休闲渔业是传统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经

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融合滨海旅游

业、文化业和服务业等多种产业的新型复合型产

业。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与海洋发达国家相比尚

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产业规模、增长速度和经济总

量等方面已显现强大的生命力。福建省休闲渔业

的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充分利用厦门市的

海洋资源优势、海洋科技优势和对台交流优势等,

深入挖掘渔业文化,建立多层次和多类型的现代化

海洋休闲渔业基地,对福建省休闲渔业的发展发挥

引领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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