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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三亚市休闲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的方式,梳理国内外休

闲渔业的发展状况,调查三亚市休闲渔业的产业规模、产业类型和区域分布,介绍相关发展规划,

分析区域发展特点,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外休闲渔业发展迅速,

为三亚市休闲渔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经验;在一系列发展规划的支持下,休闲渔业对三亚市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8年产值约为20.66亿元,但产业类型和区域分布均不平衡;未来三亚市

应针对休闲渔业的发展完善法律体系、注重各产业类型和各区域的同步发展、大力开展渔民教育

以及有效协调管理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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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recreationalfisheriesinSanya,this

papersortedoutthedevelopmentstatusofrecreationalfisheriesathomeandabroadthroughlit-

eratureanalysisandfieldinspections,investigatedtheindustrialscale,typesandregionaldistri-

butionofrecreationalfisheriesinSanya,andintroducedrelevantdevelopmentplans.Thedevel-

opmentprogrammingwerepresentedandthecharacteristicsofregionaldevelopmentwereana-

lyzed.SomeexistingquestionsofSanyarecreationalfisherywerepointedoutandrecommenda-

tionsforimprovementwereprovide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rapiddevelopmentof

recreationalfisheriesathomeandabroadhadprovidedbeneficialexperienceforthedevelopment

ofrecreationalfisheriesinSanya.Withthesupportofaseriesofdevelopmentplans,recreational

fisherieshadbeenincreasinglyimportanttotheeconomicdevelopmentofSanya,andtheoutput

valuein2018wasabout2.066billionyuan,butthetypesofindustriesandregional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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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notbalanced.Inthefuture,SanyaCityshouldimprovethelegalsystemforthedevelopment

ofrecreationalfisheries,payattentiontothesimultaneousdevelopmentofvarioustypesofindus-

triesandregions,vigorouslydevelopfishermen'seducation,andeffectivelycoordinatemanage-

mentdepartments.

Keywords:SanyaCity,Recreationalfisheries,Fisheryeconomy,Oceanicranching,HainanInterna-

tionalTourismIsland

0 引言

目前学术领域对于休闲渔业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台湾学者江荣吉最早于1992年提出,休闲渔业

是在已有的渔业相关设备、渔村设施和渔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基础上,在一定的规划设计下,开发其休

闲旅游功能,达到增加渔民收入和帮助渔业发展的

目的。国外较权威的定义是“除用于商业捕鱼以外

的所有渔业活动均为休闲渔业”[1]。综合不同的定

义表述,本研究认为休闲渔业是结合各种渔业资源

(包括渔业生产场所、渔业设备、渔业产品以及渔业

自然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为满足人类休闲需

求而开展休闲活动的经济产业;其不单纯属于农业

或服务业,而是发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优势,

达到提升服务品质、提高渔民收入和促进渔村发展

的目的。

休闲渔业能够对渔业资源、环境资源和人力资

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并发挥其最大功能,实现三次

产业的统筹发展。发展休闲渔业既能充分发挥传

统渔业的原有价值,又能在其基础上提供更高的附

加值,对渔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的方式,梳理

国内外休闲渔业的发展状况,调查三亚市休闲渔业

的产业规模、产业类型和区域分布,介绍相关发展

规划,分析区域发展特点,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建议。

1 国内外休闲渔业的发展状况

1.1 国外

美国、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早已

出现休闲渔业,发展至今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

美国早在19世纪初即出现私人垂钓组织,仅会

员能够参与组织开展的垂钓活动;20世纪初,美国

的垂钓爱好者自发组织以地区为单位的垂钓俱乐

部,开展垂钓活动;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国民的休闲需求显著增加,出现大量

私人购买游艇进行垂钓活动的现象,加速休闲渔业

的发展。为区分商业性的捕捞行为,美国休闲渔业

只包括以娱乐或健身为目的的渔业行为[2]。调查数

据显示,美国每年约有378亿美元的消费来自休闲

渔业,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旅游费用约

占40%,垂钓物品费用约占50%,休闲渔业所使用

的土地、相 关 许 可 证 和 手 续 办 理 等 其 他 费 用 约

占10%[3]。

与美国以垂钓为主的休闲渔业不同,日本于

20世纪70年代开展渔业结构调整,从多方面采取

措施刺激休闲渔业的快速发展,至90年代又制定详

细法律 规 范 休 闲 渔 业 的 发 展。调 查 数 据 显 示,

2002年日本的娱乐渔船为近1.5万人提供工作岗

位,参与休闲渔业活动的国民有448.7万人,休闲渔

业捕捞量是渔业总捕捞量的2%[4]。日本休闲渔业

的发展促进其海洋技术的发展,海洋环境通过有效

治理得到显著改善;人工鱼礁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

恢复日益匮乏的近海渔业资源,为休闲渔业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基础。

英国约有88.4万名垂钓爱好者,其中有2%的

成年垂钓者常年出海垂钓,对英国渔业经济的发展

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统计数据,

2012年英国的海钓运动消费高达12.3亿英镑,贡

献超过1万个工作岗位和近3.6亿英镑的总增值。

英国每年饲养观赏鱼超过1.4亿尾。2008年的《英

国海洋经济活动指标》提出2005年英国海洋休闲娱

乐业的总产值达74.35亿英镑,提供超过11万个工

作岗位。

澳大利亚休闲渔业的发展比较成熟,1999年

6月到2000年5月有14%的澳大利亚国民参与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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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捕捞活动,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约有230万人和

110万人[5]。

1.2 国内

我国休闲渔业自20世纪80年代萌芽,之后快

速发展。2017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达708.42亿元,

山东省、江苏省和湖北省居于前三位,产值占比超

过57%;山东省产值超过100亿元,江苏省、湖北

省、辽宁省和浙江省产值均超过10亿元。

浙江省休闲渔业在国内发展较早且发展较好。

温州市早于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发展休闲渔业,

并明确提出将建设海岛度假村和发展渔家民俗风

情旅游相结合,引资近亿元建设洞头三盘岛、平阳

南麂、瓯海灵昆和永嘉七都等10余个海滨海岛渔村

型旅游度假村。截至2009年,浙 江 省 培 育 建 设

90家省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其中舟山市嵊泗县五

龙乡首先建设“渔家乐”项目,经过探索和实践取得

发展成效。根据舟山市旅游局的统计数据,2011年

舟山群岛新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771.0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70.35亿元,其中定海区、普陀区和

岱山县的同比增幅均超过10%,远远高于浙江省的

平均水平。

福建 省 休 闲 渔 业 发 展 较 快 且 规 模 较 大,

“十一五”期间即规划建设3个国家级海钓基地,并

提出发展城郊休闲餐饮渔业和沿海港湾休闲渔排

以及在内陆地区建设渔业博览馆。与浙江省温州

市“先建设再规划”的发展路线相比,福建省发展休

闲渔业是“规划先行”。2006年厦门市编制完成全

国首个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即《厦门市休闲渔业发展

规划》,全面分析自身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海洋

资源和社会经济等条件,同时总结发展休闲渔业的

优势和存在的问题。2007年小嶝岛休闲渔村项目启

动建设,2010年正式推出的“人工死海”成为该项目

的最大亮点,2014年该项目共接待游客9.8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为1385.6万元[6]。

广东省休闲渔业的发展过程较为艰难。早期

由于捕捞业效益低下,原本从事捕捞的渔民自发寻

找出路,利用渔船载客出海提高收入,促进休闲渔

业的萌芽。2001年由于私自载客渔船数量增加导

致市场混乱,广东省叫停渔船载客行为,休闲渔业

的发 展 受 到 重 创,渔 民 为 了 生 计 也 多 次 上 访。

2003年广东省出台休闲渔业相关管理规定并开展

休闲渔业试点工作。2005年广东省休闲渔业的发

展终于得到政策支持,管理也更加规范。目前广东

省休闲渔业主要向品牌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并积

极拓展休闲渔业内涵,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其

注入新的活力。

2 三亚市休闲渔业的调查结果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地考察法,即

通过互联网搜索以及到相关机构查找等方式收集

并整理相关文献和数据,同时到三亚市海洋主管部

门、西岛和水族店等地走访,从而对三亚市休闲渔

业进行全面调查。

2.1 产业规模

根据三亚市海洋主管部门的数据,2018年三亚

市休闲渔业产值约为20.66亿元,分别占三亚市旅

游总 收 入 和 渔 业 总 产 值 的 4.01% 和 47.44%。

2009年三亚市休闲渔业产值仅为69万元,对旅游

总收入 的 贡 献 微 乎 其 微,且 仅 占 渔 业 总 产 值 的

0.05%。可以看出,三亚市休闲渔业对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近年来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和

海南自贸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

2.2 产业类型

2018年三亚市休闲渔业的产业类型主要包括

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休闲垂钓及采集业、观赏鱼

产业以及钓具钓饵观赏鱼渔药及水族设备(表1)。

表1 2018年三亚市休闲渔业的产业类型

产业类型
产值/万元

(占比/%)

经营主体数量/个

(占比/%)

从业人员数量/人次

(占比/%)

旅游导向型

休闲渔业
205550(99.48) 84(54.55) 5000(96.90)

休闲垂钓

及采集业
700(0.34) 26(16.88) 60(1.16)

观赏鱼产业 160(0.08) 13(8.44) 50(0.97)

钓具等 200(0.10) 31(20.13) 50(0.97)

合计 206610(100) 154(100) 5160(100)

2018年 旅 游 导 向 型 休 闲 渔 业 的 产 值 约 为

20.56亿元,在休闲渔业总产值中占比极大,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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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数量也超过总数的50%;数据显示,休闲渔业提

供的工作岗位中有96.90%来自旅游导向型休闲渔

业,可见其在三亚市休闲渔业中的重要地位。休闲

垂钓及采集业在三亚市休闲渔业中的作用尚未充

分发挥。观赏鱼产业的发展仍不成熟,暂时仅起到

丰富产业类型的作用。钓具等与休闲垂钓及采集

业和观赏鱼产业的经营状况有联系,在关联产业发

展不理想的情况下,其表现也不突出。

2.3 区域分布

2018年三亚市休闲渔业经营主体的区域分布

如表2所示。

表2 2018年三亚市休闲渔业经营主体的区域分布 个

产业类型 海棠区 吉阳区 天涯区 崖州区 合计

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 4 63 14 3 84

休闲垂钓及采集业 5 18 3 0 26

观赏鱼产业 1 8 3 1 13

钓具等 3 15 9 4 31

由表2可以看出,4个产业类型的经营主体数

量总体为吉阳区多和崖州区少,且旅游导向型休闲

渔业多和观赏鱼产业少。①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

吉阳区有63个,占比为75%;天涯区有14个,占比

为17%;海棠区有4个,占比为5%;崖州区有3个,

占比为3%。②休闲垂钓及采集业:吉阳区有18个,

占比为69%;海棠区有5个,占比为19%;天涯区有

3个,占比为12%。③观赏鱼产业:吉阳区有8个,

占比为61%;天涯区有3个,占比为23%;海棠区和

崖州区各有1个,占比均为8%。④钓具等:吉阳区

有15个,占比为48%;天涯区有9个,占比为29%;

崖州区有4个,占比为13%;海棠区有3个,占比

为10%。

3 三亚市休闲渔业的发展规划

三亚市是国内旅游的热门地点,在“2017年中

国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居第十七位,拥有庞大的游

客 基 础。2018 年 三 亚 市 全 年 接 待 游 客 约

2099万人,游客人均消费额居全国第一位,表明三

亚市旅游市场大和游客消费能力强。三亚市的游

客通常对休闲的需求较高,而休闲渔业正好可以满

足这类需求。

2011年的《三亚市休闲渔业发展规划》是海南

省首个休闲渔业发展规划,其内容包含休闲渔业的

概念界定和休闲渔业的发展介绍,强调在海南省建

设国际旅游岛的进程中休闲渔业对三亚市的重要

意义,并对整个三亚市范围内的休闲渔业发展进行

规划,部署建设崖州国家中心渔港休闲渔业园区、

西瑁洲岛渔家乐度假园区、蜈支洲岛海钓中心和海

洋-渔业文化创意博览园区等8个项目。2015年的

《三亚市海上旅游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强调对海上

潜水运动和非法经营的海上娱乐活动开展综合整

治。2016年海南省政协强调海南省要想建设海洋

强省就必须加大力度发展休闲渔业。2017年三亚

市发展改革委召开座谈会深入研究海钓问题,促进

休闲渔业的发展。2018年“关于发展海钓旅游休闲

度假产业的建议”的提案在政府例会上讨论。

总体来看,三亚市休闲渔业拥有巨大的市场潜

力和发展空间。2017年山东省省级以上海洋牧场

有55处,收入达到21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2018年三亚市旅游总收入突破500亿元,其中蜈支

洲岛旅游收入为12亿元,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已

初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发展潜力很大。

2018年三亚市海棠湾亚特兰蒂斯正式营业,自2月

15日试营业起至6月30日累计收入1.9亿元,

2019年春节期间收入达到1.5亿元。

4 三亚市休闲渔业的区域发展特点

在2018年三亚市休闲渔业的4个主要产业类

型中,吉阳区的经营主体均较多,海棠区的经营主

体均较少,天涯区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的经营主体

数量较突出,而崖州区没有休闲垂钓及采集业的经

营主体。

吉阳区依山傍水,自然资源条件突出,不仅拥

有大东海、小东海和亚龙湾等海湾,而且拥有临春

岭森林公园、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和玫瑰谷等

热门景点。吉阳区也是三亚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

所在地,在区位、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

优势,配套产业较为成熟,基础设施较为全面。因

此,包括休闲渔业在内的很多产业的经营主体选择

在吉阳区开展经营活动,能够更加直接地面对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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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

海棠区位于三亚市东部,景色优美,拥有蜈支

洲岛和南田温泉等旅游景点,突出特点是聚集亚特

兰蒂斯、希尔顿和红树林等大量国内外品牌星级酒

店,还拥有三亚国际免税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分院等。海棠湾的建设以“国家海岸”为定

位,一直致力于打造中高端消费场所,因此大部分

游客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因此,海棠区主要发展具

有一定规模的休闲渔业,例如亚特兰蒂斯将酒店和

水族馆相结合,提供多元化服务,取得较好成效。

天涯区位于三亚市中西部,在吉阳区和崖州区

的中间,拥有天涯海角、椰梦长廊和西瑁洲岛等旅

游景点以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目前仍在增建中的

凤凰岛定位为国际邮轮母港,有力促进旅游导向型

休闲渔业的发展。

崖州区位于三亚市西部,拥有崖州古城、南山

寺和大小洞天等人文历史旅游景点,但与休闲渔业

的关系不大。崖州区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经济发

展较缓慢且以海水养殖业为主。自2018年起三亚

市逐渐清退近岸12nmile以内的养殖场,很多养殖

户已停止养殖活动。新建的崖州国家中心渔港休

闲渔业园区项目虽对三亚市休闲渔业的发展意义

重大,但目前面临建设面积过小和功能区域建设迟

缓等问题。

5 三亚市休闲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目前在三亚市海洋主管部门正式登记的休闲

渔业船舶数量为0,主要是因为海南省还未正式出

台休闲渔业船舶管理办法,休闲渔业船舶的建造和

使用在政策上难以落实。因此,应加快制定和实施

专门和配套的法律法规,休闲渔业只有在完善的管

理体制下才能得到良好和有序的发展。

三亚市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产值最高,而其他

3个产业类型明显发展不足,且在旅游导向型休闲

渔业中发挥支柱作用的是数家大型水族馆。因此,

在关注大型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应鼓励同类型小

型企业以及其他产业类型的高质量同步发展,保障

休闲渔业的全面繁荣。

三亚市休闲渔业的区域分布不平衡,主要是因

为4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等条

件不同。因此,应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发展休闲

渔业,切忌直接照搬成功案例。

三亚市渔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且缺少一定

的产业技能。因此,应大力开展对渔民的知识和技

能教育,提高渔民素质,使渔民在面对游客时展现

良好形象。

三亚市休闲渔业的管理涉及海洋、渔业、旅游、

交通、工商和文体等多个部门,各管理部门的相互

协调尚未形成系统,管理仍不够成熟。因此,应尽

快讨论并建立完善且有效的合作管理模式,各管理

部门明确责任,及时处理休闲渔业发展中出现的

问题。

此外,休闲渔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生态

环境,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应注重休闲渔业和传

统渔业的结合,多元化和多层次地开发休闲渔业项

目;应注重品牌效应,打造具有高口碑和高知名度

的休闲渔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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