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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ecting Shandong, Hubei and Sichuan provinces which have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fishery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s well as western regions, and under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fishery resources,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leisure fishery and tourism in 
these three provinces of eastern, central as well as western regions. Then through the Panel-VAR model,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leisure fishery and tourism output value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general,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gains of leisure fishery in these three provinces is experiencing a certain hysteresis, 
there is a positive pulling impact between leisure fishery and tourism, and tourism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ulling function on leisure fishery.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other provinces which have similar output 
value, the leisure fishery in Sichuan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ourism on account of its richer and 
diversified leisure fishery product item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data analysis is that promoting leisure 
fisher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bring more benefits throug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ecause the prior-period investment of leisure fishery is large, it not only needs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need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industrial practitioners and potential consumers of leisure fishery, so as to 
improve the industrial quality and shorten the ROI; Besides, making use of various resources, and enriching 
the forms of leisure fishery products, then driving tourism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with characteristic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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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东中西部地区休闲渔业发展成效最大的山东、湖北、四川三省，梳理不同区域经济条件和渔业资

源条件下，东中西部省三省休闲渔业和旅游业发展现状，通过面板 VAR 模型对休闲渔业与旅游业产值

进行相关动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总体看来，三省休闲渔业的发展收益虽然呈现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但休闲渔业与旅游业之间存在正向的拉动作用，旅游业对休闲渔业的拉动更加显著；分别来看，相比

较产值类似的其他省份，由于具有更加丰富多样的休闲渔业产品项目，四川省休闲渔业对旅游业的拉

动作用较大。数据分析的政策含义在于，推动休闲渔业要建立在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上，以产业融合带

来更大效益；休闲渔业前期投入较大，不仅需要政府支持，更需要培养优秀的产业从业者和潜在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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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渔业消费者，以提高产业品质，缩短投资回报周期；利用多种资源，丰富休闲渔业产品形式，以特

色项目带动周边旅游产业。 

关键词：面板 VAR 模型；休闲渔业；旅游业；动态关系 
 

1.引言 

休闲渔业集旅游、水族观赏、渔业生产体验等功能

为一体，将传统的渔业与人们日渐显著的休闲体验需求

结合起来，是新兴旅游方式之一。 2011 年中国农业部

发布《全国渔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将休闲渔业列

为我国现代渔业发展的五大产业之一，休闲渔业概念初

步形成。2018 年《休闲渔业发展报告》指出，目前我国

休闲渔业发展迅速，截止 2017 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已

经达到708.42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达到235.35%，

是渔业产业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是加快产业融合，

促进渔业新模式建设的重要推力。从 2018 年《中国渔

业统计年鉴》数据来看，休闲渔业的产值山东位居第一，

之后依次为江苏、湖北、浙江和四川。山东、四川、湖

北分别是东、中、西部休闲渔业发展最快的省份。然而，

这三省的渔业资源与旅游资源又有所差别，四川省旅游

收入在 2016 年反超山东，而山东省的休闲渔业产值增

长一直远高于山东与四川。因此，休闲渔业与旅游业在

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促进？不仅需要从总体上进行

定量分析，也需要从个体发展上对两者关系作出判断。

对该问题的研判有助于实施产业融合战略，对东中西部

休闲渔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2.研究概述 

休闲渔业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对于发展

休闲渔业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集中在保护环境问题，如

Korakandy（2000）认为休闲渔业的发展不仅进一步加

强了区域经济与旅游业的联系，而且有效地保护了印度

喀拉拉邦水域的生态环境以及文化景观。建立在良好自

然环境基础上的休闲渔业可以提高当地渔业居民的环

境保护素养和环保意识，以此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的质量和水平（张爽，2010）。也有学者

认为卡德克雷斯海洋保护区的休闲渔业能够较大的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休闲渔业捕捞强度较大，会给

鱼类群落带来生存压力（Josep Uoret，2008）。另一

方面，休闲渔业的影响作用还在于提升产业经济发展，

如李道来（2019）指出休闲渔业可以推动渔业产业结构

的调整优化，从而解决渔民现实的转业问题。休闲渔业

能够发展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地方自然资源

的合理配置（吴春霞，2019）。 

休闲渔业与旅游业之间关系的研究集中在部分区

域，如赵金金（2016）认为沿海地区休闲渔业发展与旅

游经济增长之间长期耦合关系明显，相互间均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张广海（2018）认为我国沿海 11 省市渔

业经济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度明显偏低，其中江苏、浙江、

山东、福建、广东等经济快速发展省份耦合协调度相对

较高，而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省份二者之间的偶和协调

程度较低。也有研究关注广东省休闲渔业和旅游业之间

的相关关系，认为旅游业对于休闲渔业的正向拉动作用

要明显强于休闲渔业对旅游业作用（龙腾，2019）。 

VAR 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测量多个相关经济指标

之间的动态关系，如 Yasir Hamad Alsaedi（2019）采

用 var 分析方法，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用电量（EC）、

峰值负荷（PL）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动态关

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电量和峰值负荷与国内生产总值

之间存在正向关系。Zhi-Qi SUN, Chen Jibo, Chen Keyao

（2019）运用 var 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 PM2.5 对工业

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PM2.5 对第一和第二产业具有抑

制作用，但是对第三产业的抑制作用不明显。Zhao 

Jingfeng, Han Zhao’an（2019）采用 var 模型对环境

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经

济增长在提升环境质量方面较为显著，而环境质量的提

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弱于前者。李婷、沈巧巧、

罗康明（2017）运用 VAR 模型对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经济增长当中

文化产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增长也可以带

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以看出，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定性描述休闲渔业

影响方面；休闲渔业与旅游业之间的动态关系方面的研

究主要以沿海部分区域为研究对象，很少涉及东中西部

的比较；VAR 模型多被国外学者用于研究经济增长与产

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本文选择东中西部代表省

份，使用 2007-2017 年相关年鉴数据，通过面板 VAR 模

型对休闲渔业和旅游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并尝试

找到不同发展区域在不同渔业资源环境下，促进休闲渔

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休闲渔业和旅游业未来的耦合发

展提出方向和建议。 

3.东中西部三省休闲渔业与旅游业现状分析 

3.1.东中西部三省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东部地区位临海洋，渔业发展外部条件优异，山东、

广东、浙江位居东部地区休闲渔业发展前三位。山东是

渔业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海岸线长度大约3345千米，

周围分布大约 300 余个岛屿，岛屿之外优良港湾数量依

然不少，总数达到 70 多个。省内淡水资源丰富，拥有

较多的内陆湖泊，水库与湿地，总数达到千亩之多。具

有丰富的淡水鱼品种，有经济价值的渔业生物资源可达

400 种左右。山东经济发展较快，休闲渔业发展基础较

好， 2017 年休闲渔业产值达 228 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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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的休闲渔业发展总产值在中部地区最为凸

显，全国范围内排行第三，紧随第二名江苏之后。湖北

省水资源较为丰富，发展水产行业有着独特的自然优势。

近年来湖北省对于渔业发展、水产品深度加工及对外出

口、休闲渔业、水库渔业等方面都高度重视，在 2017

年湖北省水产局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休闲渔业发展的

意见》当中明确提出要为休闲渔业提供更多、更优的资

金，设立省级地方涉渔专项资金进行扶持。同时引导游

客转变传统的旅游观念，倡导自然观感体验，推动了休

闲渔业的营销及推广。休闲渔业接待人数从 2012 年的

1200 万人次，增长到 2016 年的 2271 万人次，接待游客

的年增长幅度高达 17.85%。在湖北省 2017 年全部第三

产值的收入当中，仅休闲渔业单项就已经达到 92.7 亿

元左右，占比 0.56%。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中部和东部地区略有不

足，但四川省休闲渔业发展势头迅猛，在全国休闲渔业

产值排行中排名第六，位于辽宁和浙江等东部地区之后，

也是唯一一个西部省区进入 2017 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

前十位。四川是水产资源大省，据统计，全省湖泊、水

库以及湖塘等总体面积达到 66.67 万公顷左右，分布的

鱼类种类多达 230 多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鱼类达到

100 种左右，并且拥有较多鱼类重点保护和观赏品种，

休闲渔业发展条件较好。当前四川将渔业和休闲观光进

行高度结合，努力打造具有四川特色的休闲渔业品牌，

在 2017 年评定的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当中四川省共

有 7 家休闲渔业企业上榜，占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总

数量的 7.1%。 

3.2.东中西部三省旅游业与休闲渔业增长状况分析 

 

图 1  2007-2017 年东中西部三省旅游收入 

数据来源：统计年鉴搜集与整理 

山东、湖北、四川的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景

区设施及各项配套设施较为完备，通过三个省的旅游增

长表格（图 1）可以看出，山东省旅游业收入从 2007

年的 1645.87 亿元增长为 2017 年的 8714.78 亿元，每

年增长幅度为 7.4%，湖北省旅游收入从 2007 年的

638.43 亿元增长为 2017 年的 5520.88 亿元，年增长幅

度为 8.04%，四川省旅游收入从 2007 年 1215.95 亿元增

长到 2017 年的 8927.18 亿元，年增长幅度为 7.85%，比

较来看，湖北省的旅游业年收入增长幅度最大，但收入

总量较少；四川省虽位于西部地区，但近年增长迅猛，

已超过山东省；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较早，保持较为稳

定的增长。 

山东、湖北、四川丰富的渔业资源和观光资源对自

身休闲渔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在

2017 年全国休闲渔业产值排名当中，山东、湖北位居前

三，而四川省虽然稍微较少但是排在第六，发展较为迅

速。从三个省的休闲渔业产值增长数据来看（图 2），

山东省休闲渔业产值从 2007 年 35.77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228.00 亿元，年增长幅度达到 7.7%，湖北省休闲

渔业产值从 2007 年 17.61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 124.91

亿元，年增长幅度达到 7.8%，四川省休闲渔业产值从

2007 年 10.26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 33.99 亿元，年增长

幅度达到 6.35%。 

 

图 2  2007-2017 年东中西部三省休闲渔业产值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从数据上即可直观看出，旅游业和休闲渔业发展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依靠东部沿海的资源优势，山东省旅

游收入与休闲渔业产值长期保持全国第一，直到 2017

年旅游收入被四川省超越。四川休闲渔业虽然处于全国

第六，西部第一的位置，但产值增长与山东、湖北相比

并不显著。湖北省的旅游业与休闲渔业增长比较稳定，

基本保持 7.8%左右的年增幅。 

4.东中西部省份休闲渔业与旅游业动态分析 

4.1.模型理论构建 

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对东中西部三

个代表省份的休闲渔业与旅游业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

研究，将两个变量全部当做内生变量进行处理。VAR 模

型一般来说很少需要通过理论来进行支撑，所以变量之

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研究运用 VAR 模型比较合适，主要采

用非结构方法来进行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该模型的表

达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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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当中，其中需要进行估计的参数为 A 、B ；

运用 i 以及 t 来对不同地区和年份进行相关表达；而

jitY  、 itX 是作为内生变量 itY 的之后期数 j 来进行标

识的外生变量； itU 、 tN 、 iF 、是作为式中的随机干

扰项、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
[14][15]

。 

4.2.变量选取与数据整理 

针对数据选取方面主要通过《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四川省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年鉴》、《湖北省

统计年鉴》来进行数据搜集，主要选取东中西部三个省

份的旅游业总产值和休闲渔业总产值来进行分析。本论

文主要研究的就是三个省之间旅游业和休闲渔业之间

的动态关系。利用 Eviews10 软件通过实证分析，为了

避免异方差等情况的出现，对旅游业、休闲渔业数据进

行对数化处理，主要用 lnT（旅游业）和 lnRF（休闲渔

业）来进行相关表示，并且用对数之后的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和动态关系的研究。 

4.3.实证检验 

4.3.1.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了让结论能够更加让人信服，避免出现虚假回归

的现象，需要在建立模型之前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

验，来确定 lnT 和 lnRF 之间是否具有平稳性，对两者

是否为同阶单整来做出相对的判断。为了让单位根检验

更具有信服力，本文采用 LLC、PP、ADF 检验三中检验

方式来对两个数据平稳性进行衡量，初始假设为存在单

位根，通过表 1 的分析可以看出，lnT 在 5%显著性水平

下拒绝了原假设，△lnRF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原假设，可以看出 lnRF 为一阶单整平稳。 

表 1 数据单位根检验表 

变量 LLC 检验 （C，T） ADF 检验 （C,T） PP 检验 （C,T） 

LnRF 0.0000*** （1，0） 0.0132** （1，0） 0.6241 （1，0） 

△LnRF 0.0196** （0，0） 0.0068*** （0，0） 0.0002*** （0，0） 

LnT 0.0000*** （1，0） 0.0014*** （1，0） 0.0524** （1，0） 

注：△表示变量一阶拆分，初始假设是面板数据都是非平稳数据，C,T 表示的是截距和相关的趋势，***，**，*是通过 P 值

来表示，对应的是 1%,5%,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4.3.2.模型平稳性检验 

VAR 模型要通过前期平稳性检验，需要对面板数据

进行特征根的计算，如果相关的数值都是小于 1 那么特

征值范围都是落在圆内，就可以说明模型本身平稳，VAR

面板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由表 2 当中可以看出，本文

所建立的 VAR 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满足稳定性条件，之后

可以进行相关的分析，后续能够进行相关的方差分解和

脉冲响应分析。 

表 2 数据平稳性检验 

Root Modulus 

0.877000 0.877000 

0.447444 0.447444 

-0.227149 - 0.340410i 0.409238 

-0.227149 + 0.340410i 0.409238 

 

4.3.3.对模型滞后阶数进行具体确定 

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通过不同滞后阶数来进

行确定的，并且对具体的 VAR 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确定。

本文通过 Eviews10 进行确定，主要通过 LL，LR，AIC，

SC 以及 HQ 具体五个标准来确定具体滞后阶数。相关的

分析结果在表 3 中可以看出，是根据星号的数量来确定

最为合适的滞后阶数，通过数据结果分析可以看出最为

合适的是二阶滞后，所以之后进行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响

应都是用滞后二阶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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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滞后阶数分析表 

滞后阶数 LL LR FPE AIC SC HQ 

0 -21.1555 NA 0.0311 2.2052 2.3048 2.2269 

1 29.5239 86.8790 0.0003 -2.2403 -1.9419 -2.1756 

2 36.6651 10.8818* 0.0002* -2.5395* -2.0421* -2.4316* 

3 40.3748 4.94625 0.0002 -2.5119 -1.8155 -2.3608 

注：*代表的是最优选择，在滞后阶数选择当中服从*的数量来进行具体确定 

4.4.实证研究 

VAR 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当中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内容，第一就是脉冲响应分析，是通过分析一个冲击对

目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相关影响，第二就是方差分解

分析，主要分析各个内生变量之间结构冲击相互之间的

贡献程度大小。 

4.4.1.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休闲渔业和旅游业之间的动态关系，主要

搜集了东中西部三个主要代表省之间的数据，运用

Eviews10 软件在模型当中给予休闲渔业和旅游业各自

一个标准化的冲击，将时间长度调整为 10a，从而获得

相关的脉冲效应图（图 1，图 2），图 中纵坐标表示为

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影响程度，横坐标可以代表冲击滞后

期长度。 

 
图 3 lnRF 对 lnTd 的脉冲响应 

 
图 4 lnT 对 lnRF 的脉冲响应 

图3中休闲渔业对旅游业的冲击首先带来的是负向

冲击，从 1 期到 2 期之后负向冲击逐渐转为正向冲击，

在2期时一个标准化差的正向冲击产生对旅游业的积极

影响达到最大值为 0.1，随后冲击有所下降到第 10 期范

围内趋于收敛。可以看出休闲渔业的发展收益具有一定

的滞后性，前期投资会对传统旅游业的提升有一定负面

影响，但长远来看对旅游业存在正向拉动作用。图 4 中

旅游业对休闲渔业从第1期到第2期都是正向冲击影响，

在第 2 期达到最大数值为 0.005，之后第 3 期对休闲渔

业产生了较小负向冲击，第 4 期又恢复正向冲击。总体

来看旅游业对休闲渔业都是存在正向的拉动作用，并且

旅游业对休闲渔业的正向拉动作用较强。 

4.4.2.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1)总体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休闲渔业和旅游业之间相关影

响程度的具体大小，进一步通过方差分解进行研究。通

过分析方差结果对每一个变量自身滞后期相关的变量

对另一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相关分析结果可以从表 4

中看出。 

表 4  PVAR 模型方差分解图 

方差分

解 

LnRF lnT 
LnRF lnT lnT LnRF 

第 2 期 91.7642 8.2357 99.8388 0.1612 

第 3 期 91.7716 8.2283 99.7413 0.2586 

第 5 期 91.7595 8.2404 99.7163 0.2837 

第 7 期 91.7592 8.2406 99.6963 0.2965 

第 10

期 

91.7591 8.2408 99.6854 0.3146 

通过方差分解数据分析，就休闲渔业来说，除去本

身影响，旅游业对休闲渔业的贡献不断增加并且贡献度

达到 8.2408%，而旅游业当中休闲渔业的贡献值只有

0.3146%，虽然都是在不断增长的，但是可以看出旅游

业对休闲渔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休闲渔业对旅游业的

促进作用，二者之间都存在动态的影响，而且都具有互

相促进的作用 

(2)东中西部三省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为了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东中西部三省单独的休

闲渔业与旅游业之间影响程度的具体情况，除去对总体

PVAR 模型做方差分解之外，还对每一个省单独进行了方

差分解分析，表中是最后一期方差分解的结果展示。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6

571



表 5 山东、湖北、四川独立 VAR 模型方差分解图 

方差

分解 

LnRF lnT 

LnRF lnT lnT LnRF 

山东 70.2346 29.7654 97.0103 2.9897 

湖北 82.2516 17.7484 99.5504 0.4496 

四川 91.7802 8.2198 99.2277 0.7724 

表中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大致与总体结果基本

吻合，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三省内部旅游业对休闲渔业所

带来的影响都明显大于休闲渔业带给旅游业的。从具体

省份的方差冲击结果来看，山东省旅游业对休闲渔业发

展影响程度较大达到 29.7654，湖北省相对较低但是也

达到 17.7484，位于西部地区的四川旅游业对休闲渔业

的促进程度也能达到 8.2198。有较明显的休闲渔业促进

作用的是四川省，达到 0.7724，与之相比，湖北的休闲

渔业产值处于全国第三位，但其对旅游业的推动力仅为

0.4496。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分析 

1.东中西部地区三个省的休闲渔业与旅游业之间

存在动态关系，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通过方差分解能

够更加直观看出旅游业对休闲渔业的拉动要显著于休

闲渔业对旅游业本身的拉动。这是因为休闲渔业目前仍

处于起步阶段，很难独立发展成为具有强有力带动作用

支撑产业，在近阶段仍需依附旅游资源。 

2.通过三省单独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相比较其他

类似省份，四川省的休闲渔业对旅游业的拉动作用较大。

其原因可能在于四川省休闲渔业模式的多样化使当地

旅游业发展范围拓展。虽然湖北省休闲渔业产值增长较

快，但从休闲渔业模式上来看，湖北以淡水垂钓及采集

业为主，四川省已延伸出海洋旅游导向型的休闲渔业，

海洋导向性休闲渔业产生的营业额在 2017 年占据全省

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营业额的 11.1%；另外四川还发展

了海水观赏鱼产业，目前这一产业仍主要集中于东部沿

海地区。四川多方面发展休闲渔业的战略效果突出，

2017 年接待休闲渔业游客人数总量位于全国的第二位，

仅次于山东。 

3.通过脉冲响应可以看出，休闲渔业的发展收益具

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在前期投入阶段会影响旅游业的

总体收益。 

 

 

5.2.建议提出 

5.2.1.依托旅游资源发展休闲渔业，促进产业
融合 

旅游业对休闲渔业具有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各个

地区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合理利用旅游业相关资源，对

当地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通过当地旅游资源的发

展来拉动休闲渔业提升，增加休闲渔业的发展空间。大

力支持旅游企业的建立，构建各个地区协作发展旅游业

的新形势，通过旅游业与渔业的更加深入融合，促使休

闲渔业进一步与当地旅游业挂钩，由此推动旅游业和休

闲渔业共同发展。在旅游业资源相对较少的市县可以打

造有自我特色的当地旅游品牌，当地特色与旅游业结合

发展，推动当地旅游业产值的提高，在海洋丰富的情况

下能够将休闲渔业直接与旅游业进行融合，这种情况下

就能够更加直接的发挥旅游业对休闲渔业的带动作用，

促进二者的动态发展。 

5.2.2.利用多种资源，丰富休闲渔业的产品形
式 

单一的产品形式很难形成持续的吸引力， 这也是

休闲渔业目前对旅游业影响作用不大的原因。在 2015

年以前，湖北的旅游收入与四川相差并不太大，但在近

五年，四川省旅游业发展突飞猛进，其收入与山东几乎

持平，甚至有超过山东的势头。其原因就在于四川省的

旅游项目丰富多样，风景、文化、饮食、红色旅游等融

合交汇、相互依托支持，形成了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因

此，对于休闲渔业来讲，科学规划开发休闲渔业产品，

打造丰富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渔业项目，是未来休

闲渔业产业壮大的必要途径。依托旅游资源，打造游船

观光、渔村体验、溯溪露营、出海垂钓烹饪等游玩、体

验项目，针对各类不同需求的消费者，设计亲子、家庭、

公司、朋友等不同属性的团队项目，满足消费者日益严

苛的体验需求，提升游客参与度，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以休闲渔业为特色带动周边旅游产业发展。 

5.2.3.培育优秀的产业从业者和休闲渔业消
费者，缩短投资回报周期 

休闲渔业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如对渔船、养殖园区、

渔港、渔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及美化，还有周边的配

套设施，如度假酒店、从业人员等，这些投入在短期内

的收益并不显著。因此，一方面需要政府在政策及财政

方面上的支持，由政府牵头建立大型休闲渔业基地，将

休闲渔业项目进行横向拓展，增加休闲渔业的竞争力，

让分散的渔业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以形成品牌效应成

为当地特色。另一方面需要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休闲渔业

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节约成本，发挥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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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利用政府及企业两方面的力量，做大做强

休闲渔业产业，更好地培训并使用产业从业者，提高休

闲渔业设施及人员的整体质量，提高休闲渔业产品及服

务品质，以此吸引并培育一批具有消费潜力的休闲渔业

游客，形成良好的口碑和营销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投资回报周期，以特色的休闲渔业项目吸引更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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