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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休闲渔业是调整渔业产业结构、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大陆和台湾休闲渔业发
展背景类似、兴起时间相同�但发展和管理状况差别很大。首先探讨了休闲渔业的定义及其特征�接着对两岸
休闲渔业的发展背景与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最后重点从法律法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方面对两岸休闲渔业
的管理进行了对比分析。相对于大陆休闲渔业管理的空白�台湾已制订了一系列管理休闲渔业的法律法规�
同时采用渔政部门结合渔会进行管理的方式�很好地规范了休闲渔业的发展。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以下启示：
（1）应合理规划休闲渔业的发展；（2）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扶持休闲渔业的发展；（3）应将休闲渔业纳入渔业管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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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休闲渔业 ” （ｌｅｉｓｕｒｅｆｉｓｈｅｒｙ）开始在大陆和台湾兴起�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
突破渔业发展困境的希望所在 ［1－2］；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休闲渔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产生了一定
的经济效益�但在其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3－4］�影响了其发展。同时由于休闲渔业涉及渔业资源的
利用�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较脆弱的海岸带一带�而且游钓还涉及到捕捞权及人员安全问题 ［5］�因此需
要制订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发展。大陆目前对休闲渔业的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应法律法
规与管理措施�而与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休闲渔业不仅发达�其管理也较系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1　休闲渔业的定义

目前对 “休闲渔业 ”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休闲渔业与娱乐渔业、游钓渔业等概念之间混淆不清、使用
混乱�与滨海旅游业、海洋观光业等概念之间界限不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理和研究。休闲渔业的提
法源于我国台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学者陆续给出了很多休闲渔业的定义�如胡兴华 ［6］、黄聲
威等 ［7］。目前�从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相关法律中对娱乐渔业的界定来看�娱乐渔业仅指娱乐捕捞及相
关产业 ［8］�而我国的休闲渔业涵盖范围更为广泛�除了包含娱乐捕捞外�还包括体验渔业活动、渔业文
化节庆活动、观光鱼市、渔村风情旅游等。笔者认为休闲渔业是指以渔民、渔业团体及渔业组织为经营
主体的�通过利用与渔业相关的自然资源和渔业相关人文资源�所发展的一种能够给予消费者休闲娱
乐、体验渔民生活等服务的体验经济性质的渔业产业。休闲渔业应具有以下特征：（1）以休闲娱乐而不
是以获取渔业资源为目的；（2）必需与渔业 （指大渔业的范畴 ）相关�是利用渔业相关自然资源 （指野生
和增养殖的鱼类及其它生物资源、景观资源等 ）和渔业相关人文资源 （包括渔业生产、加工、销售、渔船、
渔具渔法、渔业文化、渔业设施等 ）而发展的产业。
2　大陆及台湾发展休闲渔业的背景
2．1　大陆发展休闲渔业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近海捕捞努力量和捕捞产量均持续快速增长�导致多种渔业资源枯
竭�近海渔业发展遭遇困境�急需调整渔业产业结构、缩减捕捞努力量；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休闲消费需求也不断增长�在上述背景下�大陆休闲渔业开始萌芽。
政府对休闲渔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大重视�2000年农业部做出关于调整渔业产业结构的部署�指出：要
大力发展与渔业发展相适应的第三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应积极鼓励、引导发展休闲渔业 ［9］；2003年国
务院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要把渔业资源增值与休闲渔业结合起来�积极发展
不同类型的休闲渔业 ［10］。在上述背景下�大陆休闲渔业得到快速发展。
2．2　台湾发展休闲渔业的背景

台湾休闲渔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其近海渔业由于资源衰退遭遇发展困境、养殖业则由
于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地层下陷而引起争议等�也出现发展困境�再加上民众的休闲观光需求不断增
加�在此大背景下�台湾管理者积极引导并大力推广休闲渔业的发展。1991年台湾农委会在其 《渔业
法》中增订 “娱乐渔业 ”专章；同时从1992年起台湾渔业局开始着手规划发展休闲渔业�成立休闲渔业
发展指导小组�并委托农经学者于1992－1996年从事为期5年的 《台湾观光休闲渔业发展规划之研
究》�规划探讨台湾休闲渔业发展模式、法规制度�并且对县市提出的休闲渔业计划提出审查建议�台湾
休闲渔业自此开始萌芽。此后�台湾农委会订定了 《娱乐渔业管理办法》、于1993年5月公布�正式开
启了台湾休闲渔业发展之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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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陆、台湾休闲渔业发展状况
3．1　大陆休闲渔业的发展状况

近年来大陆休闲渔业得到很大发展�目前有3个地区较发达：以大连、青岛为代表的黄渤海沿海带、
以舟山为代表的长三角沿海地区、以厦门为代表的福建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休闲渔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是 “渔家乐 ”�即结合渔村观光、饮食、体验捕捞作业等为一体的形式；海钓在舟山、大连、海南等地已开
始兴起；另外沿海很多省市每年也举办很多 “渔业文化节庆活动 ”。大陆休闲渔业的发展存在缺乏规划、
发展混乱的问题�并缺乏相应的统计�仍未纳入渔业管理中。
3．2　台湾休闲渔业的发展状况

由于其管理部门的大力推广与辅导�台湾休闲渔业发展迅速、内容丰富�分为娱乐渔船活动、观光鱼
市活动、渔业节庆活动、体验渔业活动和渔业文化活动等。

（1）娱乐渔船活动�娱乐渔船主要用于载客出海钓鱼、赏鲸、观赏作业过程等。目前台湾营运的娱
乐渔船共有338艘�其中以台北县最多�共有156艘。其中又分专营和兼营两种�娱乐渔业船舶在各港
视实际需要设有配额�专营的持有专营娱乐渔业执照�专业经营；兼营的为捕捞作业船�除领有渔业执照
外�另领有兼营娱乐渔业执照�可兼营。专营的娱乐渔船小于20ｔ的有92艘 （配额为100艘 ）；20～50ｔ
的有33艘 （配额为35艘 ）；兼营的娱乐渔船小于20ｔ的有170艘�20～50ｔ的有43艘 ［11］。

（2）观光鱼市活动�观光鱼市是台湾发展较成熟的一类休闲渔业�其主要是以鱼获直销中心的形
式�通常集观赏、品尝海鲜、鱼货交易于一体�是由当地渔会经营发展的。台湾观光鱼市的发展始于
1990年�台湾渔业局鉴于当时台中区渔会经营不善�而当地梧棲港区摊贩很多�致使其环境脏乱�决定
在梧棲渔港兴建假日鱼市。1994年正式建成�平均每年为当地渔会带来数千万元的收入�为当地渔会、
渔民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成为台湾最著名的观光鱼市。鉴于此观光鱼市的成功�此后台湾陆续规划其它
渔港投资兴建�十多年来在台湾各地辅助经费约达8亿元�兴建了14座鱼货直销中心 ［2］。

（3）渔业节庆活动�据统计�台湾全岛每年共举办约40多个有关渔业的节庆活动�如宜兰 “南方澳
鲭鱼季 ”、高雄 “梓官乡乌鱼季 ”、屏东 “黑鲔文化观光季 ”等；其中每年7月1日的 “渔民节 ”是其中最重
要的节日；而其中举办最成功的节日是屏东 “黑鲔文化观光季 ”�它充分利用了当地的黑鲔资源�并发挥
了充分的创意与文化内涵�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不仅拓展了当地的黑鲔等水产市场�而且带动了当地
其它休闲渔业的发展 ［2］。
4　大陆、台湾休闲渔业管理状况比较分析
4．1　法律法规

大陆还未制订全国范围的规范休闲渔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法律法规�渔业基本法 《渔业法》中也未有
相关规定；在休闲渔业发达的几个沿海省市已制订了地方性法规�其中有《浙江省休闲渔业船舶管理办
法》、《厦门市休闲渔排建造技术规范》、《广东省休闲渔业管理试行办法》�另外山东、天津等省市最近也
相继制订了《休闲渔业船舶管理规定》�这些相关规范只是针对局部地区的某类或某几类休闲渔业制订
的�其适用范围在内容和地域上都非常有限。

台湾已陆续制订了几部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农委会1991年修正了《台湾渔业法》�增订 “娱乐
渔业 ”专章、1993年制订了《台湾娱乐渔业管理办法》、2000年制订《娱乐渔业渔船配额管理及登记作业
要点》；台湾交通部分别于1993年和2004年制订《台湾地区海上游乐船舶活动管理办法》和《水域游憩
活动管理办法》；台湾管理部门分别于1993年和1999年制订了《本省各类渔港专营娱乐渔业船数最高
艘数及申请配额登记程序》和《台湾省各类渔港娱乐渔业渔船配额管理及登记作业要点》等。其中大部
分是规范娱乐渔船活动的�可以说已经形成了管理娱乐渔业的法律框架。其 《渔业法》的第四章对其所
规范的娱乐渔业进行了限定�其中第41条规定：本法所称娱乐渔业�系指提供渔船�供以娱乐为目的者�

4814期　　　　　　　　　　　　　　刘晓君�等：海峡两岸休闲渔业管理状况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在水上采捕水产动植物或观光之渔业�同时 《渔业法》还规定经营娱乐渔业者须向主管机关申领执
照 ［12］。《台湾娱乐渔业管理办法》自制订后配合产业发展又经过6次修正�其重点规范娱乐渔船的经营
和营运安全。其中规定：本办法所称娱乐渔船�系指现有渔船兼营、改造、汰建�经营娱乐渔业之船
舶 ［8］。同时还对娱乐渔业执照的申请、娱乐渔船作业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大陆和台湾都未制订规范整个休闲渔业的法律法规�台湾已制订的规范限定于利用娱乐渔船经营
的娱乐渔业�其配套管理办法对最高作业船数及相关申请程序等进行了规定�其主要通过对娱乐渔船的
管理来管理整个娱乐渔业；同时通过对娱乐渔船数量的限定来控制娱乐捕捞对资源的压力。在休闲渔
业目前的发展趋势下�仅仅限制娱乐渔业是不够的�大陆和台湾休闲渔业发展的形式越来越多样�规模
也越来越大�需要出台一部专门法规来规范整个产业的发展；另外�两地存在的一个区别是：在台湾�娱
乐渔船都是由渔业捕捞船兼营或转型而来�或者由渔船汰建的�主要由渔民或渔会经营；而我国大部分
从事海钓的海钓船是由企业或海钓俱乐部建造的�且在有些地方性规定如 《广东省休闲渔业管理试行
办法》中明确规定 “只有法人才可以经营娱乐渔船 ” ［13］�即个体渔民无权经营娱乐渔船。当然这是出于
管理便利和渔船作业安全考虑�但显然忽视了对渔业资源有优先利用权的渔民的需求；另外大陆的娱乐
渔船不占船网工具指标�这忽视了娱乐捕捞对资源的影响�很可能会对资源造成新的压力。
4．2　管理机构

大陆很多省市还未把休闲渔业纳入到政府的管理当中�管理部门不明确。休闲渔业涉及到交通、旅
游、渔业、工商等部门�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的后果是导致管理秩序混乱、管理不力。在已经出台相关法
律法规的地区 （如广东省 ）规定休闲渔业的主管机构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依《台湾渔业法》和 《台湾娱乐渔业管理办法》的规定�台湾娱乐渔业的管理机构为渔业主管机
构 ［8］；在台湾也只是规定了娱乐渔业的管理机构�并没有规定休闲渔业的管理机构。但在实践中�休闲
渔业的主管机构也是其渔业主管机构；另外�在休闲渔业的管理中�各地的渔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
是在休闲渔业的推广方面。
4．3　管理方式

大陆渔业的管理方式是由上到下的管理�对休闲渔业的管理也是如此�在将休闲渔业纳入管理的某
些地区�主要是由政府制订相关规定�并由渔政部门实施管理；而在台湾�在休闲渔业的管理中不仅采取
了由上到下的管理�而且也充分运用了由下到上的管理方式�具体来说是基层的渔会在休闲渔业的管理
和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渔会自己经营某些休闲渔业项目�如观光鱼市、娱乐渔船�同时所有
渔会都对其辖区内休闲渔业的开发、宣传、渔民培训、资金支持等起着重要的作用。休闲渔业与传统渔
业有着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1）渔民转型经营休闲渔业困难重重�休闲渔业具有服务业的特征�传统
渔民不经过培训学习很难胜任�而且作为弱势群体的渔民�倾注全部财力经营休闲渔业�如果经营失败�
所受打击会很大；（2）休闲渔业更强调业者合作�需要很多业者联合起来宣传、经营；（3）休闲渔业的类
型非常丰富�政府管理存在一定困难�主管机关在人员配备、管理能力上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有些时候会
显得鞭长莫及�这时渔业组织就显得尤为重要。
5　启示
5．1　合理规划休闲渔业的发展

一方面�休闲渔业的确是我国渔业应大力发展的一个方向�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当前我国
渔业减船转产难度极大的情况下�把一部分渔船改造为娱乐渔船、或者将报废渔船建成休闲生态型人工
鱼礁�引导渔民发展休闲渔业是减船转产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休闲渔业的发展有一个容量与质
量的问题�必须与当地的消费市场吻合�我国很多地方 “一轰而上 ”的发展渔家乐、渔业文化节庆等活
动�但实际效益与期望值往往差别很大。就像偌大的一个台湾岛每年举办40多个渔业文化节庆活动�
有学者认为台湾已变成了一个嘉年华之岛�如此多的节庆活动�其中有很多雷同�大多数沦为饮食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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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背离了其初衷 ［2］�因此�有些举办几届就不得不停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基于以上几点�休闲渔
业的发展需要管理部门从全局的角度进行合理的规划。
5．2　政府需积极引导与辅导休闲渔业的发展

台湾休闲渔业的发展要归功于其政府的大力推广、引导与资金支持。政府应组织学者进行调查研
究�制定发展规划�整合已有资源�对休闲渔业发展计划进行审议；同时政府应投入资金进行渔村、渔港
等基础设施建设�出台措施保障渔民经营休闲渔业的优先权、建立鼓励渔民转营或兼营休闲渔业的补助
基金�对渔民转营或兼营休闲渔业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等�把休闲渔业发展与渔村、渔港建设及渔民转
产转业结合起来。
5．3　应将休闲渔业纳入渔业管理中

目前我国休闲渔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当前将休闲渔业纳入渔业管理中不仅可
以更好地规范其发展�而且可以引导其发展�防止产生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避免其与传统捕捞业及其
他用海产业产生冲突。管理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休闲渔业的管理归属问题�因为休闲渔业的发展与
渔业、渔村和渔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由渔政管理部门来管理比较合适；但由于休闲渔业类型丰
富、参与人员众多�渔政部门对其管理也存在很多困难�因此应积极培育钓鱼协会、渔民协会等来辅助管
理；二是休闲渔业管理立法的问题�立法可以专门立一部单行法律�也可以在我国渔业法中加入休闲渔
业一章。立法时应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为：行业准入制度的建立�通过行业准入制度控制休闲渔业的经
营数量和不同经营类型的区域分布；娱乐捕捞及娱乐渔船的许可问题�应规定娱乐渔船总数量和各地的
数量�并应规定每船或捕捞者的可捕量�通过对娱乐渔船的许可来控制娱乐渔船数量和其是否具有相关
安全设施；娱乐渔船与商业渔船作业区域的划分及停靠港口的分区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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