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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舟山群岛拥有优良的海岸线，风景独特，被称为“东海渔仓”，在渔业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舟山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气候宜人，非常适合发展旅游业。休闲

渔业是集渔业和旅游业为一体的新兴产业，也成为推动舟山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通过对舟山休

闲渔业的现存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舟山休闲渔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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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渔业是在渔业发展转型过程中，将渔业和旅游业灵活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促进产业改革创新；

还能传扬舟山传统文化，发挥舟山人文资源的优势；更能促进舟山渔业的快速发展，调整舟山渔业经济结

构，改善劳动力就业形式，从而带动舟山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渔村建设。

1 舟山休闲渔业的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

1.1 舟山发展休闲渔业的必要性

渔业自古以来就是舟山的传统产业，舟山的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的海洋渔业基地，海洋捕捞量在全国最高，

并誉为“东海渔仓”、“祖国渔都”。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的肆意捕捞使得舟山渔业资源逐渐衰退，

如大黄鱼在1980年产量为35139t，到2018年产量已经不足400t，仅仅依靠捕捞海产品已经难以保证渔民的

收入，舟山市专业的渔业劳动力在2000年为95000人，到了2013年已经减少到了71000人，短短十年就减少

两万四千余人，1995年舟山的渔业产值占舟山工农业总产值的37%，而现如今，舟山渔业产值仅仅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9%，舟山想要继续依靠渔业资源进行发展，必须要对渔业资源进行转型。舟山空气质量达到国家

优良标准有94%，长居全国第二，再加上舟山群岛的人文资源和风景秀丽的海洋景观，舟山的旅游业必然也

是带动舟山经济的一大产业。舟山可以利用这两点特色发展休闲渔业。1.2 舟山发展休闲渔业的重要性发

展休闲渔业可以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素养，增加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逐步解决劳动力剩余问题，增

加劳动人民收入。休闲渔业有机结合第一、第三产业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

同时，发展好休闲渔业有利于丰富舟山的旅游资源，构建出彩的旅游品牌。“渔家乐”旅游项目现在已经

是舟山的标志性特色，像普陀的“海上人家”、定海的“半岛渔乐园”已经成为休闲渔业的品牌，从最初

1999年嵊泗县渔民用5艘改装的渔船接待24名上海游客，到2018年，舟山市共有200多家休闲渔业基地，数

不清的花式各异的休闲渔业正表明着休闲渔业对舟山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2005年休闲渔业产值8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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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到2012年3000000万元不断体现出休闲渔业的高速发展。

2 舟山休闲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与其他国家相比，发展观念相对落后在美国，休闲渔业的产值是常规渔业产值的3倍，参与各种

休闲渔业的人数占美国总人口的20%，在日本，早在1970年就已经成立休闲渔业旅游协会，在20世纪末，参

与休闲渔业的人数就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30%。在舟山，农民历代都是依靠捕鱼、养殖来维持生计，受到这

种观念的潜移默化，渔民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尝试变更旧的事物。大多数渔民不敢向休闲渔业进行转型，

认为休闲渔业只会是短时期内的一种产业，不如捕捞、养殖更为稳妥；且渔民盲目跟风现象严重，当一个

休闲渔业项目建成并取得不错的效益后，渔民进行效仿，进行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这样的现象会导致不

当竞争，给当地政府加大监管的难度，不利于休闲渔业的良好发展。

2.2 缺乏相关人才，质量水平较低

在舟山沿海地区进行捕捞和养殖的是渔民，而舟山市渔民学历普遍较低，文盲占了渔业劳动力总人数

的15.9%，小学文化程度占了将近54%，只懂得捕捞技术，对如何创新发展休闲渔业却懂得少之又少，这些

渔民往往也不敢挑战新鲜事物，敢去挑战的也大多只会模范成功的渔民去做休闲渔业，不懂得进行改革创

新，很容易造成恶性竞争，使得休闲渔业在舟山的发展较为缓慢。且服务人员服务意识淡薄，经常会出现

与游客争吵的现象，提供的产品质量层次不齐，严重影响着舟山休闲渔业的口碑与服务质量。且舟山休闲

渔业的产品缺乏舟山当地特色，大多数为全国都有的休闲渔区养殖生产、休闲垂钓、渔场观光等雷同产品，

这也影响着舟山休闲渔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2.3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资金短缺设施不足

我国休闲渔业起步比较晚，发展休闲渔业政府扶持力度不够，舟山有150多个休闲渔业基地规模较小，

像较大的如“黄药师”休闲渔船全市不到10艘，而在美国的休闲渔业却已经支持着2400个渔具批发商，6000

多个渔具店，而在我国60%的设备还需要进口，研发远远不够。渔民资金投入都是依靠自己的财富积累，导

致渔民总是负债累累，这大大降低了渔民发展休闲渔业的积极性，且渔民设备更是落后，大多数都是对自

家的渔船进行装饰修改，这样不仅存在安全和卫生危险，还很难形成规模化经营，反而会造成模式同质化。

按照现有的规定，如果风力达到7级，渔民就不能出船；在舟山，一年中却有近200天风力达到7级，严重制

约休闲渔业发展。休闲渔业要想做出品牌，非常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广，投入足够的资金，共同发展

好休闲渔业。

2.4 缺少法规政策约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大量的垃圾与废料，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环境保护不力，

这些“渔家乐”往往就会出现无序性，废料、垃圾不进行处理排放入海，造成海洋污染，根据《舟山市海

洋环境公报》显示，舟山市海水质量达到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为0%，达到第二类的占2.6%，第三类

占14%，第四类占25.4%；休闲渔业更是会自发的滥用海洋渔业资源，已经扩展到水深200m的海域，一些法

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一些生存活动，像垂钓、拖网在休闲渔业中层出不穷，舟山捕捞渔船猛增到11000艘，这

很容易加剧资源衰退和环境的破坏，休闲渔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则更是难以监管、预防和解决。沿海地区

的生态比陆地更为脆弱，休闲渔业布局不合理，“渔家乐”产业的不当竞争，再加上旅游人群的游玩破坏，

舟山的生态环境将会无法恢复，舟山渔业资源很容易遭到破坏，影响舟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舟山休闲渔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 转变发展观念，促进产业结构创新

要把休闲渔业纳入渔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让政府起带头作用，引领渔民转变发展观念，让渔民认

识到休闲渔业在渔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要对休闲渔业产品进行深度研究与开发，因地制宜的推出

特色品牌，促进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创新，将渔民的生产生活与舟山的旅游业结合起来，扩大舟山的旅

游空间，不断满足游客的逐步增长的精神需求。通过发展休闲渔业带动相关的其他产业共同发展，逐步摆

脱单一的产业结构，将现代海洋知识融会贯通于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加强渔业产业链的开发，让休

闲渔业真正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3.2 培养先进人才，提高服务水平

休闲渔业的快速发展必须要依托于大批相关理论型、实践型、技术型人才，舟山市必须要建设专业的

培训机构培养高素质人才，引导渔民从捕捞作业向自主发展休闲渔业建设上来，为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

会，带领渔民脱贫致富。提高渔民的自主创新能力，认清市场需求对休闲渔业产品进行改革创新；同时还

要加强休闲渔业从业者的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树立从业者的环保观念，加强卫生、安全方面的培训，

将休闲渔业产品的质量做到行业最好，提高服务的个性化。舟山的休闲渔业还应该充分发挥出当地特色，

多方位开发，可以与当地名胜风景进行结合，将休闲渔业产品做出品牌。

3.3 政府制定法律法规，保证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政府要制定合理的休闲渔业的法律与法规，建设合

理的规范体系，制定行业准入的规范标准；做好发展规划，协调好经济与生态，统筹发展；在生态环境允

许的范围内可以让休闲渔业经营者自主管理；在同行业之间要有稳妥协调的处理方式，避免同行之间的恶

性竞争给经济发展造成阻碍；要制定好解决处理问题的各种方案，保护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建立良好的

行业秩序。同时，在发展休闲渔业的同时不破坏生态，不过度利用海洋资源，不将人类的生产垃圾向海洋

排放，保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4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多渠道投入资金完善设施建设政府要支持当地的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提升科

研对休闲渔业发展中的作用的占比，利用科技完善休闲渔业的配套设施。政府要加大推广宣传力度，通过

舆论导向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一新兴的旅游产品，扩大休闲渔业在渔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休闲渔业

品牌的知名度；加大对休闲渔业的资金投入，为渔民减少财务上的负担，提倡社会组织团体、企事业单位

为舟山休闲渔业筹集资金，协调地区之间的生产合作和产业分工来降低运营成本，共同为舟山休闲渔业的

发展做出贡献。4结语海洋资源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不能一味的只追求经济的发展而破坏了海洋生态。现如

今休闲渔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我们要认清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舟山渔业发展的潜在风险，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扩大休闲渔业产品品牌的影

响力，不断体现出休闲渔业对舟山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促进舟山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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