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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浙江省渔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以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背景,对浙江省休闲渔业发展进行SWOT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是渔

业大省,休闲渔业发展时间较短,但发展势头良好;浙江省发展休闲渔业的优势包括地理区位优

越、渔业资源丰富、旅游资源丰富和经济实力强大,劣势包括管理、规划、资金和从业者等方面,机

会包括政府政策支持和公众需求旺盛,威胁包括市场竞争激烈、资源环境被破坏以及科研投入和

转化率不足;浙江省休闲渔业发展应明确管理部门职责、加快制定整体规划、解决融资难问题以及

培养和引进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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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hefisheryindustryinZhejiang
Province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fisheryeconomy,thispaperusedSWOTanalysis

ofthedevelopmentofrecreationalfisheryinZhejiangProvince,andcountermeasureswerepro-

pose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ZhejiangProvinceisamajorfisheryprovince.Thedevel-

opmentofrecreationalfisheriesisrelativelyshort,butthedevelopmentmomentumisgood.The

advantagesofdevelopingrecreationalfisheriesinZhejiangProvinceincludesuperiorgeographical

location,rich fishery resources,rich tourism resources,and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Disadvantagesincludemanagement.Intermsofplanning,funding,andpractitioners,opportunities

includegovernmentpolicysupportandstrongpublicdemand.Threatsincludefiercemarketcom-

petition,thedestructionofresourcesandtheenvironment,andinsufficientscientificresearch



第4期 张佩怡,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浙江省休闲渔业发展的SWOT分析 57   

inputandconversionrates.ThedevelopmentofrecreationalfisheriesinZhejiangshouldclearlyde-

finetheresponsibilitiesofthemanagementdepartmentandaccelerateformulateoverallplans,

solvefinancingdifficulties,andtrainandrecruitprofessionals.

Keywords:Recreationalfisheries,Ruralrevitalization,Fisherieseconomy,Fisherymanagement,

Fisherman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

关系变化特征,对“三农”工作做出重大决策部署,

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根据《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1];规划的目标任务之一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

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

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2];规划

要求我国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加快平稳地进行农业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找出合适的农业定位和农业发

展模式。

渔业是大农业的组成部分,实施渔村振兴战略

是重要课题。发展休闲渔业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

手,是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3]。

积极发展休闲渔业,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渔业功能、

促进渔业增效和渔民增收以及满足城乡居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是海洋渔业大省,尤其海洋捕捞产量一

直居全国沿海地区前列。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持

续衰退,如何将过剩的捕捞力量(渔船和渔民)从第

一产业中妥善转移,是各级政府一直关注的问题。

休闲渔业是将渔业、休闲度假和旅游观光相结合,

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相互转化,

从而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兴产业[4],同时

是渔业转型升级和渔民转产转业的重要方式之一。

本研究以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在梳理浙

江省休闲渔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浙江省发展

休闲渔业的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机会和威胁,

并提出对策建议,供相关决策参考。

1 浙江省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全球休闲渔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特色化和专题化发展,通过丰富

休闲渔业内涵、优化渔业产业结构、保护海洋资源

和生态环境以及增加渔民就业和收入,真正做到

“渔业富民”。浙江省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休

闲渔业,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发展时间尚短,经验

仍有不足,且未能充分结合自身情况发展,缺少特

色品牌。

浙江省休闲渔业按活动区域可分为淡水(内

陆)型和海洋型,按活动方式可分为休闲垂钓型、旅

游观光型、生活体验型、品尝游购型和文化教育型

等,按地区差异和产业特色可分为山区生态型(中、

西部地区)、都市休闲型(大中城市周边)和黄金海

岸型(沿海地区),不同的类型又有细分的功能。

根据历年渔业统计年鉴,我国休闲渔业总产值

持续增加,占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也平稳上升。

2017年我国休闲渔业总产值约为764亿元,同比增

长约15%。2017年浙江省休闲渔业总产值约为

24亿元,同比增长约29%,增长率远高于全国水平。

2013—2017年浙江省休闲渔业总产值呈平稳上升

的趋势,发展势头良好(图1)。

图1 2013—2017年浙江省休闲渔业总产值

2 浙江省休闲渔业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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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

(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通过列举与研究对

象密切相关的因素并加以系统分析,从中得出相应

结论,以此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等[5]。

2.1 优势

2.1.1 地理区位优越

浙江省位于我国发展基础最好、市场环境最优

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同

时是我国南北海运和江海联运的黄金交汇点,具有

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

港航资源得天独厚是浙江省最突出的优势,为

休闲渔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根据官方统计数

据,目前浙江省拥有杭州、宁波、温州和舟山等9个

规模不一的机场,是名副其实的民航大省;全省公

路密度高,建有桥梁49700座,隧道1761条,乡镇

公路的通达率和通畅率均为100%;境内河流众多,

水网密布,有宁波-舟山、温州、台州和嘉兴4个沿

海港口,开通国际航线240条,连通世界100余个国

家的600余个港口。

2.1.2 渔业资源丰富

浙江省内陆河湖众多,海域辽阔;大陆海岸线

和海岛海岸线绵长,有海岛近3000个,均居全国首

位。浙江省素有“鱼米之乡”和“文化之邦”的美誉,

独具特色的渔俗文化、渔猎文化和渔船文化等串联

形成独一无二的“渔文化”。目前浙江省正积极引

导各地充分发挥渔港、渔村和海岛等自然资源优势

和“渔文化”等人文资源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

体,结合休闲渔业发展规划,不断推进整岛和整村

规划,着力打造休闲渔业新业态。

2.1.3 旅游资源丰富

休闲渔业与旅游业相辅相成。浙江省是吴

越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发源地,拥有重要地貌景观

800余处、水域景观200余处、人文景观100余

处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8个。根据不同类

型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点,浙江省旅游规划和

开发将全省划分为三大旅游经济带,即杭州湾历

史文化旅游经济带(嘉湖杭绍宁)、浙东沿海海洋

旅游经济带(舟宁台温)和浙西南山水生态旅游

经济带(金衢丽)[6],其中沿海海洋旅游和山水生

态旅游均包含丰富多彩的休闲渔业内容。

2017年浙江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41亿人

次,同比增长9.63%;实现旅游总收入9322.67亿

元,同比增长15.14%[7]。浙江省旅游业发展势头

迅猛,将休闲渔业纳入旅游业可充分扩大其发展

空间[8]。

2.1.4 经济实力强大

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均蓬勃发展,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位。浙江省与江苏

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是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2018年全省生产总

值约为56197亿元,同比增长7.1%;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约 为 45840 元,同 比 增 长 9.0%。

2014—2018年浙江省生产总值呈平稳上升的趋势

(图2)。

图2 2014—2018年浙江省生产总值

浙江省强大的经济实力可带动城市基础设施

和休闲渔业硬件设施建设,为休闲渔业的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2.2 劣势

2.2.1 管理部门职责不明,行业协会等组织不成熟

休闲渔业不仅混合渔业和旅游业,同时涉及餐

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我国与休闲渔业相关的法

律法规仍不健全,给休闲渔业的发展尤其是管理带

来困难。目前浙江省休闲渔业基地由渔业、旅游和

卫生等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管理主体和职责不明

确,管理制度建设匮乏。

休闲渔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基本都有其

独特的管理制度,同时成立相关组织协助管理。浙

江省渔业行业协会成立近10年,虽发挥良好的沟通

作用,但存在协会规定难落实等问题。一些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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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闲渔业民间组织基本“有名无实”。

2.2.2 整体规划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

我国休闲渔业发展时间较短且经验不足,然而

在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休闲渔业发展

速度过快,产业缺乏整体规划[9]。目前我国对休闲

渔业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研究较多,而对休闲渔业

管理和规划的研究却很少。

由于国家和地方的整体规划不足,浙江省休闲

渔业的发展仍处于模仿和探索阶段,产品同质化严

重,尤其是“渔家乐”等形式“遍地开花”,仅改变传

统渔业的收益模式,而对渔业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的开发力度不足,对休闲旅游的解读不透彻,存在

规模小和产品层次低等问题,从而削弱产业竞争

力,不利于休闲渔业的品牌化发展。

2.2.3 资金和市场引导缺乏

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休闲

渔业企业十分重要。以利用海上渔船和游艇开展

观光垂钓活动的休闲渔业企业为例,除须配备安全

性能较高的渔船和游艇外,还须建设配套的码头等

设施,这就需要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普通的个

体经营无法承担[10]。

浙江省休闲渔业的经营主体以个体经营为

主,投资和宣传力度不足,经营规模较小且呈分散

状态,市场化程度很低。这样的经营模式整体竞

争力低,易造成对渔业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同时,由于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分散式的休闲渔

业经营易发生恶性竞争,不利于休闲渔业的转型

升级。

2.2.4 从业者发展观念落后和知识技能短缺

浙江省休闲渔业的经营者多为传统渔民,经营

观念较传统和保守,且对渔业补贴政策有很大的依

赖性,对实行休闲渔业产业的供给侧改革产生阻

力,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休闲渔业的新时代服务理念日益受到游客的

重视。传统渔民因休闲渔业收益快而转产转业,然

而其创新意识低,且不会积极参加服务技能培训和

提高文化素养,导致浙江省休闲渔业的从业者普遍

存在文化层次不高、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专业服

务知识技能短缺等问题。

2.3 机会

2.3.1 政府政策支持

我国和浙江省的一系列政策助力浙江省休闲

渔业的发展。2000年原农业部做出关于调整渔业

产业结构的部署,鼓励发展与渔业发展相对应的第

三产业,在条件充足的地方积极引导发展休闲渔

业[11];2012年原农业部发布《关于促进休闲渔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首次正式出台

的支持休闲渔业发展的政策[12];2017年原农业部

发布《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积极

发展休闲渔业,合理开发和保护渔业文化遗产,支
持有条件的地区以传统渔文化为根基,以捕捞和生

态养殖水域为景观,建设美丽渔村[13];2019年农业

农村部发布《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水产技术推

广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弘扬渔业文化,促进民

俗、观赏、餐饮和休闲等传统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2019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大力发展海工装备、远洋渔业和海岛旅游等现

代海洋产业,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

2.3.2 公众需求旺盛

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休闲渔业已成

为公众重要的生活方式,有庞大的市场需求[14]。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展休

闲渔业活动符合公众放松自我和回归自然的需求,

我国公众假期的不断调整和增加也为休闲渔业的

发展创造条件。此外,我国海陆空交通设施逐渐完

善,可带动休闲渔业的发展。据统计,2015年我国

仅钓鱼项目社团组织的注册会员就有9500万人,

加上普通爱好者等非注册会员,人数保守估计将以

亿计[15]。未来20年内,我国旅游休闲市场规模将

呈暴发性增长趋势。

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强省,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

高,旅游业也十分发达,休闲活动的现实需求和潜

在需求均十分旺盛,有力带动休闲渔业的发展。根

据官方统计,2017年全省休闲渔业共接待国内外游

客1232.4万人次,同比增长6.4%,游客人均消费

连续10年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2.4 威胁

2.4.1 市场竞争激烈

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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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方面均缺少经验,发展模式具有同质性,产

品的品牌效应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休闲渔业的

发展各有特色,尤其山东和江苏在全国范围内均发

展较快,近年来广东、广西和海南的休闲渔业在各

地政策的支持下也发展迅猛。浙江某些渔业资源

与江苏和山东相似,但江苏和山东的布局和管理更

胜一筹,导致浙江休闲渔业的市场份额低和客源

少,产业发展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与此同时,随着休闲旅游产业的不断升级,家

庭农场游、生态休闲游、滨海观光游和野生采摘游

等形式 层 出 不 穷,浙 江 省 休 闲 渔 业 的 发 展 压 力

巨大。

2.4.2 资源环境被破坏

休闲渔业活动具有季节性,一般集中在夏季和

“小长假”,旺季的游客蜂拥而至,对生态资源环境

造成严重影响。休闲渔业属于人为活动,浙江省休

闲渔业的经营者大部分是传统渔民,重视经济效益

而轻视生态效益,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在经营过程

中存在垃圾和废水乱排放以及游船漏油等现象,加

上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由于监管难度大,海洋

资源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浙江省河湖众多,但水环境质量下降严重,水

体富营养化程度加大,水生态系统有所恶化,渔业

生产能力不断降低,鱼类栖息地被破坏,很多珍贵

鱼种濒临灭绝。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衰退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浙江省休闲渔业的发展[16]。

2.4.3 科研投入和转化率不足

休闲渔业发达国家和地区通常在科学调研的

基础上,相关高等院校、企业和管理部门共同努力,

在渔业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开展大量工作。例如:

澳大利亚采用全国统一的调查统计方案和分析方

法,对渔业信息进行统计和建库;整合各州和领地

的统计资料,建立权威数据库,为评价休闲渔业经

济价值和渔业资源状况以及开展监督管理提供依

据[17]。我国海域面积辽阔,渔业信息收集的难度

大,目前渔业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尚处于探索阶段。

浙江省是捕捞大省,对渔业资源、近远海捕捞

和增殖放流等的研究投入较大,而对休闲渔业的研

究力度不足,相关专业科研人员较少。此外,休闲

渔业经营组织和科研单位的合作不足,导致科研成

果转化率较低[16]。

3 对策建议

3.1 明确管理部门职责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之一即治理有效。休闲渔业管理部门应牢牢把握

因地制宜、地方特色和科学治理3个要点,根据地方

特色制定管理制度。例如:澳大利亚构建不同层次

的休闲渔业管理构架,包括成立农业和水资源部作

为主管休闲渔业的最高政府机构,成立代表全国休

闲渔业从业者利益的休闲渔业组织,与渔业行业组

织共同投资成立渔业研究与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休

闲渔业顾问委员会重新审议1994年出台的全国休

闲渔业政策[17]。浙江省应加快休闲渔业的法律法

规建设,明确各管理部门的职责,把政府部门、行业

协会和民间组织等联系起来,建立完善的休闲渔业

管理框架。

3.2 加快制定整体规划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我国各地根据自身情

况,找出合适的农业定位和农业发展模式。国家和

地方政府应深度解读休闲渔业,根据渔业自然资源

和人文资源制定整体化和特色化规划,避免产品的

同质化和恶性竞争。浙江省应加强与休闲渔业发

展较好的地区开展交流学习,深度挖掘自身渔业资

源优势,创新休闲渔业的活动形式,形成独特的休

闲渔业品牌,走专业化、创新化和品牌化的发展

道路。

3.3 解决融资难问题

浙江省实施渔村振兴战略和推进休闲渔业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休闲渔业“融资难”的问题

是重大突破口。浙江省休闲渔业企业的规模普遍

较小,有极大部分是传统渔民转产转业经营,难以

形成规模效应。浙江省应制定针对休闲渔业的财

税优惠政策,加大政府对休闲渔业的专项资金支

持,降低休闲渔业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为传统渔

民转产休闲渔业提供财政补贴和免费培训,拓宽休

闲渔业的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休闲渔业,

制定完备的休闲渔业融资政策。

3.4 培养和引进专业人员

休闲渔业的发展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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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和需求,这对休闲渔业的从业者提出新的要求。

浙江省应定期对休闲渔业的经营者和从业者进行

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树立新时代的服务理

念,同时引进国内外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创新休

闲渔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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