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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浙江舟山休闲渔业的分析

何全超 宋伟华 马家志

(浙江海洋学院渔业学院舟山316000)

摘要 介绍舟山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并对舟山休闲渔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入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发展舟山休闲渔业中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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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渔业(Leisure fishing)是一种集休闲、娱

乐、观光、旅游、文化和餐饮等行业与渔业有机结

合为一体的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污染较低的

新型第三产业。休闲渔业在利用渔业资源与旅游资

源时实现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既有

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带

动相关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促进渔业经济向多元化

方向发展，为在诸多因素(中韩、中日渔业协定

和国际海洋公约等)威胁和制约下必须转产转业

的渔民提供出路⋯。换句话说，浙江舟山休闲渔

业的发展对舟山社会及其经济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

作用。

1休闲渔业的发展概况

20世纪90年代初，休闲渔业在西方迅速兴

起，并形成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如今休

闲渔业已成为国外现代渔业的支柱产业，美国是世

界上休闲渔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产值是常规渔业

的3倍以上[2J。休闲渔业为本国民众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我国台湾省为摆脱困境，自1990年起实施相

关政策发展兴办休闲渔业，帮助台湾沿岸和近海渔

业“起死回生”。

福建，浙江和山东等地的休闲渔业也迅速发展

起来，如浙江舟山的“渔家乐”“海上人家”和

“夜排档”等发展势头良好。

休闲渔业的发展带动着渔业经济、旅游、娱

乐、餐饮和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休闲渔

业的发展也为弘扬和传播独特的渔文化、改善渔民

生活状况和缓解就业压力等提供了条件。

2舟山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

舟山休闲渔业常年适合。舟山适宜海钓的时间

每年可长达240多天，且舟山气候宜人，非常适合

动植物生存以及旅游观光，舟山地处中国东部，海

域辽阔，有大小岛屿1 000多个，并素有“中国渔

都”之称。舟山背靠上海、杭州和宁波等大中城

市群和长江三角洲等辽阔腹地，是著名的长江、钱

塘江和甬江的出海口，并有“海天佛国”普陀山、

“碧海金沙”嵊泗两个国家级风景区和岱山岛、桃

花岛两个省级风景区，以及众多的名胜古迹p。1。

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位置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打造

舟山特色休闲渔业提供了条件。

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的生效，使得众多渔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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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转业，从而为休闲渔业提供了十分充足的人力资

源，浙江海洋学院每年还可以为休闲渔业提供包括

旅游、养殖和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大

量人才。

3 舟山发展休闲渔业出现的问题

舟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誉为“海上明

珠”，发展休闲渔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目

前舟山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

一些制约休闲渔业发展的问题。

3．1不具有鲜明的特色

目前从事休闲渔业项目劳动的人员多数是传统

的渔民，其思想保守，让他们从传统捕捞的观念转

变到休闲渔业的观念上，在一定时期内还很难实

现。传统捕捞渔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缺乏相关

技能和专业知识，不能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休闲渔

业旅游项目进行包装，再加上经营理念跟不上社会

经济发展的脉搏，致使舟山休闲渔业服务水平低，

项目单一，规模较小，特色不鲜明，没有响亮的品

牌效应∞。7 J。

3．2尚未形成规模

由于种种原因舟山休闲渔业发展不平衡，项目

基本上是分散的，没有良好的规模，而相关的生产

经营者的经营和管理理念落后，未能把休闲渔业进

行规模化，集团化生产经营，使得休闲渔业综合竞

争力不强，且功能单一【B]，不能够满足不同档次

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难以大规模地发展。

3．3制度不够完善

舟山休闲渔业正处于发展阶段，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不够完善。对于休闲渔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资源浪费现象缺乏管理，致使出现循环恶化的现

象。在有些地方出现几个部门共同管理一片区域的

情况，出现多重管理现象，导致文件或指挥不明

确，降低了休闲渔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及其对管理部

门的信任度；而有些区域则出现无人监管现象，导

致一些资源被滥用或乱开发旧J。这些情况不仅浪

费了人力资源，而且还不利于休闲渔业的统筹规划

和合理布局。使得舟山休闲渔业旅游资源配置等方

面严重滞后，从而阻碍了舟山休闲渔业快速和长远

的发展。

3．4资源利用不合理

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能大量吸引有先

进管理理念和能力的人员参与其中，致使舟山休闲

渔业的管理和开发不理想，影响了新的休闲渔业项

目的引进和休闲渔业观念的更新。同时地理资源得

不到充分利用：如舟山广阔的黄金海岸没有得到很

好的利用，且处于一种浪费的状态；有很好观赏性

的养殖场没有引入休闲渔业，而是单纯地进行传统

养殖。另一方面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舟山

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休闲渔业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展

示，舟山的民族风情在休闲渔业方面也没有得到很

好的传播，使得休闲渔业显得形式单一，也导致了

舟山休闲渔业的吸引力不强。

4发展舟山休闲渔业的对策

舟山发展休闲渔业有利于满足社会不断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有利于弘扬舟山独特的

鱼文化，提升品位，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舟山

休闲渔业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发展道路是曲折的。

要进一步发展舟山休闲渔业，仍需付出很多艰辛和

努力来解决休闲渔业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更好

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现提出如下对策。

4．1突出特色。大力发展有舟山气息的休闲渔业

大力培养和聘用创新性人才，鼓励管理创新和

经营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将舟山特有

的海岛渔民风情、人文景观和名胜古迹融入休闲渔

业中。加快对有舟山特色的休闲渔业旅游项目的开

发，同时对其进行产品包装，将舟山特有的天时、

地利与人和囊括在里面，从而形成有舟山特色的休

闲渔业；加大对有特色的休闲渔业项目的扶持，并

且扩大其规模，使其形成品牌效应，提高休闲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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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

4．2 以点代面。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范围

舟山休闲渔业的规模化和集团化生产经营，是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舟山休闲渔业的

长远发展，建议以市场为向导，以规模化和集团化

生产经营为发展方向。同时要加大政府的调控能

力，根据舟山各地区的资源状况和交通因素，对休

闲渔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扩大经营范围，提高

档次，扩大其影响力，增强其生产竞争力。另外政

府对有市场前景的休闲渔业项目要大力扶持，以点

代面。实现“典型带动，政府牵动，消费推动”

的发展势头，创造休闲渔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大

休闲渔业发展劲头。

4．3统筹兼顾，建立完善的制度

在休闲渔业发展的过程中需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出台相关政策，为休闲渔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如出台相关税收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出台人才吸

纳和奖励政策；出台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对资源

进行评估和优化配置，遏制休闲渔业旅游项目中出

现的资源浪费现象和滥用资源现象；出台优惠投资

政策，政府对投资休闲渔业旅游项目的资金进行优

先贷款并贴息或补息，缓解在投资中的资金短缺问

题，同时加大对休闲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为

休闲渔业旅游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基础。

4．4全面考虑，对相关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舟山有着各方面的资源优势，但目前很大一部

分优势资源尚未充分合理地利用，对舟山休闲渔业

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为使舟山休闲渔业能够更快

更强的发展，需充分合理的利用优势资源，对资源

进行优化配置。

首先，整合人力资源，建议对从事休闲渔业的

人员进行培训，与此同时聘用有经验有能力的人

才，逐步提高从事休闲渔业人员的管理水平，更新

管理理念和经营理念，不断提高整支队伍的综合

素质。

其次，充分合理地利用地理资源和海洋空间资

源，支持并鼓励科研队伍培育新的渔业品种供观

赏、垂钓和品尝。

最后，充分利用舟山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别具

一格的舟山渔业文化得到充分的展示，从而使舟山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情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

扬，提高休闲渔业的吸引力，为发展壮大休闲渔业

提供条件。

4．5着眼未来。保护环境和生物资源

在发展舟山休闲渔业的同时注重对环境和资源

的保护，保护其周边水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要对

休闲渔业生产经营的周边环境和水域进行高频率的

监测，并深入研究，对生态系统进行监测调查与评

估，对受损严重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0|，最大限

度地减低赤潮等灾害对渔业资源等造成的损失。贯

彻“保护第一，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

倡导“绿色生产，绿色经营，绿色消费”的理念。

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污

染，谁治理”的原则。切实把科学发展观，可持

续发展战略落实于休闲渔业发展的各方面及各环

节。从而实行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共同发展，

和谐发展的“四赢”目标¨1l。

4．6加大宣传。唱响品牌效应

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迎合广大消费者的

需求，把握休闲渔业经济发展的脉搏。通过抓住特

色进行包装，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等

媒体对其进行宣传来吸引更大的消费群体，因而进

一步扩大其影响力，树立品牌意识，唱响品牌效

应，为休闲渔业向规模化、大众化和集团化方向发

展提供条件‘12-13]。

5结束语

在有关部门的正确带领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

引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相关制度

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舟山休闲渔业的发展会突出

舟山的特色，规模会有所扩大，品牌效应会有所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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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同时资源会得到合理利用，环境得到有效保

护。舟山休闲渔业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渔业经济向多

元化方向发展，为渔民在诸多因素的威胁和制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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