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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休闲渔业对于发展海洋经济与传统渔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近年来我国海洋休闲

渔业产业发展遭遇瓶颈,传统业态急需转型,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作为海洋休闲渔业产业的存

在形式,为海洋休闲渔业产业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对海洋休闲渔业新

型业态进行概念界定;在微笑曲线理论的支撑下,提出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发展路径应趋向于

高附加值的品牌与服务;并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集聚传播功能以及即时、互动、便捷等特性,提出“互

联网+休闲渔业新型业态”可以实现品牌经济与完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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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leisurefisheryplaysanimportantroleindevelopingmarineeconomyandtraditional

fisherytransformation.Recently,thedevelopmentofmarineleisurefisheryhashitabottleneck.

Traditionalmarineleisurefishingindustryneedsrapidchange.Marineleisurefisherynewformatasan

existingformofmarineleisurefisheryindustryhasopenedupnewareasofresearchaboutleisurefishery
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ceptofthenewformatwasdefinedbyreviewontherelative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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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smilingcurve.BasedonthegatheringanddisseminationcapabilitiesoftheInternetplatformand

thefeaturessuchasimmediate,interactive,andconvenient,“Internet+ marineleisurefishery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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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海洋在全球的战略地位日益突

出,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要求,这充分体

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发展海洋经济的高度重

视。海洋休闲渔业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已然成为海洋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近

年来,随着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渔业资源的衰

退,捕捞效益严重下滑,依靠传统渔业为生的渔民

及相关企业经济收益持续减少。对此,农业部于

2016年5月4日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

结构的指导意见》对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调整

渔业产业结构提出了总体要求、目标及措施,并指

出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其中首次提及积极发展垂

钓、渔事体验等多种休闲业态。10月9日,国务院

常务 会 议 通 过 《全 国 农 业 现 代 化 规 划 (2016-

2020)》,再次强调发展创意休闲农业等新业态。这

对探索我国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发展的意义给

予了重要支撑。目前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的研

究尚处于空白,文章将梳理海洋休闲渔业的研究以

及业态的概念,对海洋休闲渔业业态以及海洋休闲

渔业新型业态进行概念界定以期为探索海洋休闲

渔业新型业态奠定基础。

电子商务从创新到成熟带动了整个产业的革

新。CNNIC发布的《第三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国内网民总人数

达到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超过全球平

均水平3.1个百分点。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大环境给

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将互联网+概

念与海洋休闲渔业有机结合,对于传统海洋渔业向

现代海洋渔业成功转型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

也是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

1 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研究

1.1 传统海洋休闲渔业业态的概况

1.1.1 海洋休闲渔业的研究

休闲渔业分为内陆休闲渔业和海洋休闲渔业

两类。关于海洋休闲渔业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主

要基于产业角度进行研究,江吉荣早在1992年将其

定义为是现代渔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项新

兴产业,海洋休闲渔业是现代渔业向第三产业的进

一步延伸与拓展[1]。孙鹏义将其细化认为海洋休闲

渔业的本质属性主要以第一产业中的传统海洋渔

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海洋旅游业为基础,借由传统海

洋渔业的外壳,以海洋旅游休闲和海洋文化体验为

内核融合形成经济形态,属于现代海洋渔业的范

畴[2]。在国外,对休闲渔业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与

商业渔业有所区分的基础上,这有助于确定立法和

管理的界限。日本学者认为海洋休闲渔业即充分

利用海洋、文化传统、景观等区域资源而经营的沿

岸渔村地区人们新兴生计的总称[3]。欧洲委员会则

将海洋休闲渔业定义为“不以商业为目的而进行的

捕鱼活动”[4]。总的来说,海洋休闲渔业是沿海渔村

区域经营主体或个人基于海洋渔业相关自然人文

资源结合旅游资源为消费者提供休闲服务的海洋

渔业产业,其鱼获属于非盈利性质。

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海洋休闲渔业展

开了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董志文认为,发

展海洋休闲渔业,可以带动渔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促进渔业经济增长、实现渔船渔民转产增收[5]。

TonyJ研究发现海洋休闲渔业是一个拥有数十亿

美元的世界产业[6]。从社会学意义的角度,李季芳

认为,发展海洋休闲渔业有利于推进渔区渔村环境

整治与美化,加快新渔区的现代化建设,同时能够

促进沿海渔区对外开放,促进城乡交流、沿海与内

陆交流 [7]。海洋休闲渔业已经融入许多国家的文

化之中[8]。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海洋休闲渔业有利

于海洋渔业的养护、繁衍和资源的恢复。海洋休闲

渔业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渔业环境和食物网[9]。可见

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对于海洋经济发展以及促进

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具有深远意义。此外国内外学

者对海洋休闲渔业领域的研究还涉及到了海洋休

闲渔业的动力机制、市场供需、社区管理和开发与

发展,鲜有从业态的角度对海洋休闲渔业进行探索

与研究,本文将进一步展开研究。

1.1.2 我国海洋休闲渔业传统业态发展概况

相比于国外近百年的海洋休闲渔业发展历程,

我国海洋休闲渔业兴起较晚。从狭义的业态层面

看,海洋休闲渔业分为休闲养殖垂钓业态,利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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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模的海水网箱养殖和围塘养殖基地,放养名贵

鱼类,配备一定的设施,开展以垂钓为主,集娱乐、

餐饮为一体的休闲养殖垂钓旅游[10];海洋运动观光

业态,利用岛礁、港湾浅海的海洋与自然生态资源,

组织游客参加集海上垂钓与海岛观光旅游相结

合[11];观赏教育业态,各类海洋馆及海洋主题公园

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观赏性与一体。

从广义的业态层面,董志文等根据山东各地海洋休

闲渔业发展方式及经营主体的不同将海洋休闲渔

业划分为个体经营业态、“渔户+渔户”业态、“公

司+渔户”业态、政府主导业态以及村企合一业

态[12]。我国海洋休闲渔业发展虽已取得了一定进

步,但由于发展历程较短,加上沿海渔村地区的经

济和观念的滞后以及经验的缺乏,目前还存在一些

问题。李慧茹等指出山东海洋休闲渔业产品开发

单一、缺乏统筹、市场运作能力差[13]。何全超等发

现舟山海洋休闲渔业规模小,缺乏品牌效应与具备

先进管理理念的人才经营[14]。唐雪梅等则在对广

东沿海休闲渔业进行SWOT分析时指出从业者素

质低下,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15]。可见,我国沿

海地区不同区域的海洋休闲渔业发展所面临的问

题不尽相同,严重制约了整个产业的上升空间,新

型业态的探索势在必行。

1.2 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的概念

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作为海洋休闲渔业产

业的创新形式,为海洋休闲渔业产业发展的研究开

启了新的研究领域。业态的选择失当,将可能引起

资源的浪费,无序竞争及环境的破坏,甚至很可能

使得整个产业发展沦陷。而当从业态视角来考察

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的时候,产业

业态结构更能解释该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

竞争力强弱的根源[16]。新型业态的选择对于海洋

休闲渔业这一新兴产业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将决定产业“如何做”才得以发

展。所谓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其区别于海洋休

闲渔业传统业态主要在于整个业态运行主体、运行

过程以及运行方式都或多或少会涉及新的技术、新

的媒介、新的理念等,结合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来

突破传统业态中的经营短板。

2 微笑曲线理论与休闲海洋渔业新型业态

研究

2.1 微笑曲线理论

早在1992年,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基于

宏基业务转型提出了“微笑曲线”理论。该曲线呈

现U型,代表了一个产业的产业链,其中包含三大

环节即研发、生产、营销。每个环节在曲线上的位

置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形态。高位代表较高的附

加值,而低位代表较低的附加值,因此微笑曲线实

际可理解为附加值曲线。在这个曲线上,研发处于

微笑曲线左端高位,营销处于微笑曲线右端高位,

显然这两个环节附加值相应很高;而加工环节则处

在U型曲线的底端,附加值较低。据此,产业未来

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即在左边加强研发创造

知识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微

笑曲线理论简单而务实,企业体只有不断往高附加

值 的 区 块 移 动 和 定 位,才 能 持 续 发 展 和 永 续

经营[17]。

2.2 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发展趋势

2012年12月,农业部发布《关于促进休闲渔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肯定了休

闲渔业为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渔业产业转型发展

做出的积极贡献,并指出发展休闲渔业应当坚持以

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规范管理、市场调节等基本原

则[18]。这给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的发展带来的

重要启示,即应当遵循《意见》基本原则,为海洋休

闲渔业可持续的长远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对

海洋休闲渔业的需求也在提高,这样的大环境对于

海洋休闲渔业产业而言可谓喜忧参半。总结学者

对我国海洋休闲渔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可简要概括

为,我国海洋休闲渔业业态种类贫乏单调,千态一

面,缺乏品牌,服务质量差。这样的现状破坏了海

洋休闲渔业整个产业的形象与核心竞争力,使海洋

休闲渔业遭遇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当市场供给无

法满足市场需求时,唯有创新业态才能促使产业发

展,探索海洋渔业旅游的新型业态便成了破除海洋

休闲渔业发展“瓶颈”的良剂。

根据“微笑曲线”理论,如图1所示休闲渔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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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向U型曲线两端移动,才容易获得更高的价

值和竞争的优先权。这就给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

态的规划与打造一个很好的启示,重点发展微笑曲

线两端附加值高的产业部分。在曲线左端,也就是

产业链上游部分,加强休闲渔业规划、文化创意等

环节发展,海洋休闲渔业产业这类环节较大程度依

赖于与海洋休闲渔业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程度如

广告业、文化传播业等,这类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海

洋休闲渔业所呈现的业态的整体品质提升。另外,

海洋休闲渔业规划目前尚属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

的模式建立区域性总体规划,该模式有利于海洋休

闲渔业集聚效应的产生以及区域性业态的特色化

呈现。

图1 休闲渔业产业微笑曲线

作为海洋休闲渔业经营主体,主要发展曲线右

端产业也就是休闲渔业产业的业态端,大力加强市

场导向的营销与服务,建立高附加值的海洋休闲渔

业品牌业态和高品质海洋休闲渔业服务业态,有利

于提升海洋休闲渔业游客满意度,在重塑海洋休闲

渔业的产业形象的同时可以获取高附加值所带来

的丰厚收入。因此,海洋休闲渔业业态的发展路径

趋向于高附加值的品牌与服务业态。由于沿海渔

村地区经济、地域以及人力资源的制约,传统海洋

休闲渔业业态在打造品牌与提升服务方面都显得

“心有余而力不足。”融入互联网的海洋休闲渔业新

型业态,少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破除以上壁

垒,实现休闲渔业高附加值。

3 “互联网+”助力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

“互联网+”,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就是利用互联

网技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平台等助推各行各业

的发展;从产业的角度,既是传统行业互联网化又

是互联网产业同渔业,旅游业等传统产业进行深度

的跨界融合[19]。互联网改变了交易场所、拓展了交

易时间、丰富了交易品类、加快了交易速度、减少了

中间环节[20]。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指

导意见》就推动“互联网+”的国家行动计划锁定了

十一大重点发展领域[21]。杨彦锋认为互联网技术

成为旅游产业融合与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22]。

互联网时代的推进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销售业态,

海洋休闲渔业业态也不例外。依据微笑曲线理论,

海洋休闲渔业对于新型业态的发展路径趋向于高

附加值的品牌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基于“互联网

+”的强大功能,有望实现“互联网+助力海洋休闲

渔业新型业态”。

3.1 “互联网+”提升海洋休闲渔业品牌

“互联网+海洋休闲渔业品牌”是为通过互联

网建立海洋休闲渔业品牌价值,而“互联网+深化

海洋休闲渔业品牌”的概念相对于前者在内涵上更

加深入,它是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建立海洋休闲渔业

品牌经济。对于品牌的概念几乎人人皆知,而更深

层次的品牌经济概念则较为陌生。美国市场协会

最早对现代意义的品牌概念进行了界定:品牌的产

生目的在于为了有效表明某个企业或产品的特色,

和竞争对手区分开来;1990年,美国学者Doyle提

出品牌可以使消费者提升偏好和忠诚度从而增加

对其消费,这便是品牌的特征属性。而品牌经济是

以品牌为载体,承担和发挥地区经济资源集聚、配

置和整合功能的经济发展形态[23]。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平台聚集在一起相互影

响从而实现集聚效应;在最近15年里,欧美很多发

达国家的休闲渔业已向多元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并且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同时也是海水养

殖大国。在海洋方面,管辖海域300万km2,大陆岸

线长达1.8万km,海洋资源种类繁多,四大海域拥

有超过3000种海洋生物,其中可捕捞鱼类约1700
种。在渔业养殖方面,2015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

846.5万hm2,其中山东、广东、福建、浙江、辽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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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省占据了全国养殖面积的大半壁江山,可见渔

业养殖高度集中于我国沿海区域。这对于我国海

洋休闲渔业的发展来说,从地域与资源禀赋的角度

看,地域集聚化的规模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互联网

平台集聚、规模化以及沿海渔业资源地域集聚,给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海洋休闲渔业新型业态实现品

牌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3.2 “互联网+”完善海洋休闲渔业服务体系

关于海洋休闲渔业服务质量的研究,国内学者

主要集中在旅游服务的质量标准、满意度、标准化

问题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的途径等方面的探索。对

于海洋休闲渔业服务体系的研究基本都建立聚焦

在目的地服务体系构建,相对比较狭义。本研究的

“互联网+海洋休闲渔业服务体系”中的海洋休闲

渔业服务体系是从广义的角度提出的,其服务所涉

及的范围超出了目的地旅游服务范畴,包含了游客

的行前信息服务、决策购买服务与评价反馈服务。

互联网相对于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媒

介而言,其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即时性、便捷性、低

成本性、高参与性、高互动性等特点[24]。基于这种

优势和特点,海洋休闲渔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相

关服务以及品牌的建立与传播,主要的服务与传播

平台包含政府旅游信息网站、共趣社区、网络游记、

贴吧、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等。上述列举除政府旅

游信息网站以外,其他平台都具有互动功能,基于

互动导向理念的互动品牌营销模式已经成为国内

外营销界的热点[25]。企业借助网络互动平台进行

品牌营销可以提高“互动响应能力”(顾客服务和关

系体验)和“顾客授权能力”(企业与顾客联系和业

务处理以及顾客分享、点评和反馈等)[26]。海洋休

闲渔业产品与服务最大的特点是无形,消费者对于

无形产品的决策购买往往取决于前期对产品的相

关信息搜集,通过网络查阅其他顾客经验日志分享

以及在线与商家互动交流,消费者可以更加准确地

选择自己偏好的海洋休闲渔业景点。海洋休闲渔

业管理人员可根据与顾客的互动交流,即时掌握市

场需求的变化,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

通过互联网,海洋休闲渔业所提供的服务已经不单

单仅限于旅游目的地:吃、住、行、游、购、娱所涉及

的服务项目,其拓宽了服务的范围并逐渐形成与完

善海洋休闲渔业服务体系。

4 总结

“互联网+”在我国经济产业运行中不断地深

化势必成为产业升级革新的催化剂,基于“互联网

+”背景下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路径,将破除时间

与空间的束缚,它将推进我国海洋休闲渔业新型

业态品牌的建立与传播,从而形成区域品牌经济

以及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海洋休闲渔业未来的

研究方向可以增添海洋休闲渔业与互联网的耦合

机制,以更好地提升我国海洋休闲渔业的现代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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