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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显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开始向第三产业转型,海洋牧场

建设发展过程中渔业与旅游业逐渐融合发展形成休闲渔业等渔业旅游形式。许多地区因地制宜

形成了不同的休闲渔业发展模式,休闲渔业旅游发展多元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形成。文章对休闲渔

业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介绍了休闲渔业的产生与发展,并对我国休闲渔业的旅游模式进行归纳,提

出当前休闲渔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如:发展观念滞后,缺乏长远规划;海洋休闲渔业产业结构单

一;缺乏高素质的从业人员;科技、资金投入不足等。最后总结了海洋牧场背景下休闲渔业的未来

发展趋势并对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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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withthesignificantdevelopmenttrendofindustrialintegration,thepri-

maryandsecondaryindustriesbegantotransformtothetertiaryindustry,andthemarineranc-

hingfisheryandtourismgraduallyintegratedanddeveloped,formingrecreationalfisheryand

otherformsoffisherytourism.Manyregionshadformeddifferentrecreationalfisherydevelop-

mentmodels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andthediversifieddevelopmenttrendofrecreational



第1期 宋昱瑾,等:海洋牧场背景下的休闲渔业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111  

fisherytourismwasgraduallyforming.Thispaperexpoundedtheconceptofrecreationalfishery,

introducedtheemergenceanddevelopmentofrecreationalfishery,summarizedthetourismmode

ofrecreationalfisheryinChina,putforwardtheproblemsexistinginthedevelopmentofrecrea-

tionalfishery,including developmentconceptlag,lack oflong-term planning; marine

recreationalfisheryindustrystructurewassingle;lackofhighly-qualifiedemployees;insufficient

investmentintechnologyandcapital.Thefuturedevelopmenttrendofrecreationalfisheryunder

thebackgroundofmarineranchingwassummarized.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ontheconcept

ofpromotingthedevelopmentdirection,planningthevalueoftourism resourceswasput

forward,tobuilddiversifiedtourismproductsandincreasetheindustrialchainstructure,andIn-

novateimmersiveandexperientialpasturetourism,cultivatinghighlyqualifiedemployeesand

improvinginvestmenti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Marineranching,Recreationalfishery,Allocationoffisheryresources,Industrialinte-

gration,Tourismproducts,Tourismmode

1 休闲渔业的出现与发展

1.1 休闲渔业的定义

休闲渔业又称娱乐渔业,是将现有的渔业资源

配置进行优化,将渔业与文化传承、休闲娱乐、旅游

观光、生态建设、教育科普和餐饮等多种休闲娱乐

产业相结合,提供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1]。发展休闲渔业,需要依托现有的渔业装备与

空间、生产场所、产品、经营活动、自然环境以及人

力资源环境,将人们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物质休

闲和精神休闲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渔业与现

代旅游相结合,是一种融合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的新型产业形态,是海洋牧场与海洋旅游融合发展

的新型渔业方式。

1.2 休闲渔业的兴起

休闲渔业在20世纪中叶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

然后在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流行起

来。休闲渔业在美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但其意义

相对狭窄。它与商业捕鱼活动不同,主要包括休闲

或健身捕鱼活动,包括陆地或水上捕鱼,休闲聚会

和家庭娱乐活动,但不包括渔村旅游。20世纪中后

期,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闲暇时间的不断增

加,休闲度假、轮渡游钓等开始越来越普及且广受

欢迎。休闲渔业开始迅猛发展。目前发展出了不

少新的发展方式,比如旅游渔业与观赏渔业相结合

等形式。不仅如此,美国在法治建设、管理制度建

设和科研支撑等相关措施上也为休闲渔业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1993年,日本在渔村

地区利用当地不同的渔村文化,提出文化体验、绿

色旅游的战略,挖掘当地旅游价值,振兴渔业经济。

与此同时,利用休闲渔业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延

长产业链,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日

本海上休闲渔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垂钓、海钓、

海水浴场为重点的休闲型;以帆船、摩托艇、冲浪、

潜水以及海洋生态旅游为重点的海洋运动型;以加

工制作水产品,亲自参与鱼煮体验、参观渔场为重

点的体验式学习型;以参观渔业博物馆、水族馆、渔

民场所为重点的文化教育型;以渔村祭祀、鱼苗投

放、沙滩清洁为重点的参与式活动型五大形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国内休闲渔业起步较晚,因

此在分类上尚无明确的定义。刘雅丹[3]认为休闲渔

业应包括垂钓渔业、观赏渔业、观光渔业、旅游渔业

和海洋休闲渔业。李恩元[4]将休闲渔业的发展模式

概括为生产经营型、休闲渔业型、观光休闲型、展示

型、教育型和社区型。宋振兴[5]根据休闲渔业的经

营活动,将海洋休闲渔业分为休闲体验型、观光型、

购物趣味型、渔村风俗型、展示和教育型。目前我

国旅游正逐步由单一的“观光旅游”向综合性的“休

闲旅游”转型,促进了休闲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创新,

积极推动了休闲渔业的快速发展。休闲度假旅游

产品强调体验性以及灵活性、专项性,通过融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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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旅游、亲子旅游、体育旅游、海岛旅游和亲水旅游

等特色旅游产品的概念,为休闲渔业旅游市场的发

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2012年,我国正式开展了全

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的工作,目的是为促进我

国休闲渔业发展的质量化及标准化,建设高质量的

休闲渔业基地,突出休闲渔业相关的主题,结合传

统的渔业生产和服务行业,标准化生产、经营和管

理活动,并形成一个全面的休闲渔业基地,集休闲

观光、钓鱼、餐饮、文化节庆于一体,以提高操作水

平的休闲渔业[6]。

我国海域幅员辽阔,自北向南跨越暖温带、亚

热带和热带,海域类型多样,自然条件差异明显。

各个海域管理单位对海域的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包括海域使用权限不同、海洋牧场建设

主体不同等。与此同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文化

观念、交通条件等不尽相同,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海洋牧场背景下休闲渔业的发展。不同的建

设管理方法和模式有各自的优点,同时又存在不足

和缺陷,正确认识和分析我国休闲渔业旅游模式不

同的建设管理特点,分析其优势及存在问题,提出

更加合理和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是提高休闲渔

业建设效果和发展效益的重要途径,也会为我国海

洋牧场的发展延续旺盛的生命力。

2 我国休闲渔业的旅游模式

2.1 以“渔家乐”为代表的单一型休闲渔业模式

“渔家乐”是当前新兴的一种旅游项目,是沿海

或海岛渔民向城市现代人提供的一种回归自然从

而获得身心放松、愉悦精神,了解渔家民俗的休闲

旅游方式。一般内容是欣赏海岛风光,吃当地特色

海鲜,游泳、钓鱼、赶海、沙滩游戏(排球、足球等体

育活动)、卡拉OK篝火晚会、住渔家体验渔家风情。

作为一种典型的家庭式渔村经营模式,“渔家乐”将

市场经营主体定位在渔民身上,充分利用渔民已有

的院落、渔船、渔场和岛屿等资源,为游客提供优质

高效的服务。其中,“渔家乐”旅游项目具有低风

险、低成本和富有地方特色等优势。游客在享受真

正的渔民生活和获得实践经验的同时,可以领略当

地特色,了解特色文化。

“渔家乐”转变了渔业的发展形式,将重心从捕

捞业向服务业转变,利用当地的饮食习俗以及特色

海产品吸引旅游者。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旅游者,但

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渔家乐”整体规模较小,景

点较为分散不利于形成集聚效应,管理相对不规

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私搭乱建问题突出,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由于主要依靠自建房屋作为经营

地点,基础设施薄弱,游客总体对基础设施的满意

度较低,基本以短期的旅游活动为主。另外渔村的

公共环境狭小,村容村貌脏乱差比较普遍。“渔家

乐”从业工作者大多是当地渔民,受到文化程度低,

服务以及运营意识严重不足等问题的限制。大多

数渔民缺乏专业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手段,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渔家乐”的发展。

2.2 以“蜈支洲岛”为代表的海岛旅游休闲渔业

模式

蜈支洲岛是一座主要用于旅游开发的无人岛。

2016年被评定为国家5A级景区,海水清澈透明,能

见度达27m,被誉为“中国第一潜水基地”,由于岛

内无人居住,岛内自然环境没有受到破坏,生态环

境主要受到旅游活动的影响。蜈支洲岛旅游区主

要的旅游项目有珊瑚礁潜水、拖伞、摩托艇、香蕉

船、电动船、水上自行车、海底观光潜水艇、海岛风

味等20余项项目。岛上建设有生命井、观海长廊、

情人桥、妈祖庙、金龟探海、观鱼平台、观日岩等旅

游景点,修建了别墅、酒吧等基础设施。同时开发

了潜水、海底观光等水下旅游项目,游艇码头项目,

海钓、摩托艇、滑水、帆船等水上运动娱乐项目,沙

滩排球、海滨浴场等沙滩娱乐项目。作为中国第一

座热带海洋牧场,蜈支洲岛海洋牧场极具示范性。

由于对环境的重视,目前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海洋生

物圈,具有良好的海洋生态恢复效果。蜈支洲岛已

成为海南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区,且仍在开发建设

当中,建设面积不断扩大,截至2021年已累计投放

人工鱼礁4万多空方,将在热带海洋牧场的基础上

建成不同主题的海底生态公园,实现海洋生态修复

与旅游的结合。

由于无人岛的特性,蜈支洲岛属于整岛租赁建

设,开发目标以及定位清晰。有利于整体性、综合

性的开发建设,有利于管理。同时蜈支洲岛注重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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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打造品牌名片。通过作为影视剧取景地以及广

告宣传,为景区增加知名度,以达到吸引旅游者的

目的。另外,蜈支洲岛注重旅游项目以及娱乐设施

的开发,推出海岛观光、极限运动以及私人订制服

务等高端服务,结合岛内的风土人情与现代化设

施,将历史传说、休闲观光、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有

机结合,打造丰富的休闲旅游内容,为旅游者提供

多元化的选择。同时为其他地区的海洋牧场提供

借鉴。

2.3 以“顺风阳光海洋牧场”为代表的综合型休闲

渔业模式

“顺风阳光海洋牧场”结合周边休闲渔业旅游

资源,打造 “游山、玩水、采摘、尝鲜”等特色旅游产

品,建设成为了综合性的休闲垂钓游玩渔业模式。

其将渔业与文化产业、旅游业、加工业相结合,多产

业融合发展,拉长了本地的滨海旅游产业链条。由

企业主导与俱乐部参与模式运营管理。大力发展

海钓娱乐与比赛休闲旅游、亲子旅游、研学旅游、海

上冲浪、科普旅游、渔业采摘、渔家乐民俗文化旅

游、婚庆旅游、海底半潜观光旅游等,结合当地文

化,创新旅游项目,打造多元化旅游方式的综合型

休闲渔业模式。同时,“顺风阳光海洋牧场”交通比

较便利,市内可乘坐公交车到达,相较海岛旅游来

说日常节假日休闲旅游会更适合本地居民的选择

和出行。

3 我国休闲渔业旅游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

3.1 发展观念滞后,缺乏长远规划

许多渔民的发展观念滞后,思想较为闭塞,对

休闲渔业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较低,对休闲渔业设施

建设缺乏长远规划,资源整合不充分,有重复建设

以及资源浪费的情况。整体布局不合理,没有结合

地区的实际情况,一味地照搬照抄,使得一、二、三

产业融合不够充分,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旅游

休闲渔业发展相对分散,未实现区域合作联动发

展,未形成品牌效应,集约化程度较低。缺乏政策

支持和组织指导,缺乏长期科学规划,缺乏配套设

施建设。

3.2 海洋休闲渔业产业结构单一

休闲渔业项目主要以休闲海钓、渔家乐为主,

从功能上来说比较单一。包括简单的游览观光、餐

饮美食、乘船出海和赶海拾贝等。旅游产品也主要

以海鲜制品以及简单的海洋工艺品为主。

海洋休闲渔业的发展方向应深入挖掘文化特

色,融入现代休闲、体验、科学等元素,大力开展以

参观教育、实践和冒险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体

育、科普教育以及疗养度假型的海洋休闲渔业项

目。要注重海洋文化以及海洋特色的开发利用,将

渔业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有机结合,调整单调

的产业结构,以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的消费心理。

增加旅游项目的互动性、体验性,旅游方式由单一

性向多样性发展。

3.3 缺乏高素质的从业人员

目前我国休闲渔业从业人员主要以当地的渔

民为主,普遍文化教育素质偏低,缺乏一定的专业

知识与技能。在休闲渔业的建设和开发中,缺乏高

素质的规划、设计、开发和管理专业人才。从业者

数量也存在不足的情况,需要大量具备专业技能的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7]。

3.4 科技、资金投入不足

在科技投入方面,我国休闲渔业发展普遍以休

闲观光,以及饮食娱乐为主,缺乏一定的科技含量。

而休闲渔业想要转变发展方式,向高精深方向发展

必须加大科技投入。而资金短缺问题也是制约休

闲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在研发、建设以及科

技投入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资金支持。资金不足、科

技投入不足都是限制高标准、高品质项目建设的关

键问题。

4 海洋牧场背景下休闲渔业未来发展趋势

4.1 提升观念,规划旅游资源价值

海洋牧场旅游资源的开发应体现观赏价值、体

验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考察价值和教育科普

价值,充分发挥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1)体现观赏价值。海洋牧场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美丽的海域风光。绵长的海岸线、丰富的岛

屿资源、水域面积辽阔、珍稀的生物资源、奇特的气

象景观以及形状多样的礁石,都为海洋牧场增添了

独具特色的艺术观赏价值。

(2)体现体验价值。提供渔事体验服务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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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比较基础也是独具特色的一项旅游活动,使旅

游者切实体验到垂钓、捕捞、采摘的乐趣。

(3)体现历史文化价值。海洋牧场由于自身的

特点通常依托于渔村建设,渔村通过从事渔业活

动,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城市的渔

业文化、渔村文化,体现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历史

价值。通过对海洋牧场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提炼,

可以避免同质化,对于旅游者更加具有吸引力。

(4)体现科考价值。海洋牧场涉及人工鱼礁的

投放、海洋环境调查与监测评估、鱼类行为驯化、海

洋生物增殖放流等各个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考察

价值,为近海生态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也使人们

了解海洋牧场学科领域的意义。

(5)体现教育科普价值。海洋牧场拥有丰富的

海洋渔业资源,可以使旅游者近距离接触海洋生

物,了解丰富的海洋知识。

通过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以及素质选拔,使从业

人员对海洋牧场以及休闲渔业具有深刻的认识,发

展旅游业首先要提高自身素质,利用从业人员去影

响旅游者,使旅游者在休闲观光的同时意识到建设

海洋牧场、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寓教于乐。其次,通过体现旅游资源的价值使旅游

者感同身受,能够更加反思旅游的目的所在,从而

提升自身观念。

4.2 打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增加产业链结构

4.2.1 注重旅游新产品的开发

海洋牧场旅游的开发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当

地的旅游资源,另一方面要把握好旅游者的消费需

求。首先应树立市场优先的原则,以旅游者的诉求

作为开发方向。根据目前的旅游发展趋势来看,以

观光旅游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已经不能满足旅游者

的消费需求。而以休闲度假、个性化、定制化的小

众旅游以及专项旅游越来越受到旅游消费者的欢

迎。因而,海洋牧场旅游的开发必须明确自己的定

位以及客户群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旅游

者物质文化的需要为准则,在充分利用自身的海洋

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当地的资源特色以及

文化内涵,在满足旅游者观光游览的前提下发展复

合型旅游产品,对于传统的旅游产品进行优化升

级。在保障满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的基

本前提下,将传统观光型旅游产品与休闲度假型、

专项旅游型、沉浸体验型等旅游产品紧密结合,深

度开发复合型旅游产品。注重旅游新产品向精品

化发展,满足旅游者多元化的旅游需求。

4.2.2 海洋旅游产品结构优化

目前我国海洋牧场旅游产品结构仍比较单一,

由于缺少长远的规划,盲目跟风和重复建设的现象

较为严重。如没有从自身条件出发,盲目跟风的

“渔家乐”屡见不鲜,且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导致资

源的浪费以及旅游者的审美疲劳,又对综合效益造

成了一定的损害。从旅游产品开发现状来看,海洋

旅游主要以观光游览、品尝海鲜为主。海洋旅游产

品优化应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体现趣味性和参与

性,开发具有鲜明地区特色的旅游产品。创新旅游

产品,打造旅游精品,融入生态旅游、体育旅游、专

项旅游、康乐疗养旅游等新型旅游元素,打造复合

型的旅游产品结构。实现景区间的联动发展,促进

客源互补、资源共享,实现海洋旅游产品结构的优

化升级。

4.2.3 树立品牌战略

我国目前海洋牧场休闲渔业发展普遍存在品

牌意识淡薄、品牌建设不足、发展定位不清晰和特

色不突出等问题。通过对海洋牧场旅游产品进行

分析和定位,设计独特的品牌商标以及宣传口号,

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将牧场信息传递给旅游者,使旅

游者更加快速、直观地了解景区情况,引起旅游者

的共鸣并为之吸引,使旅游者短时间内就可以产生

旅游需求。对于海洋牧场旅游产品而言,要深入挖

掘海洋历史文化,突出特色旅游资源,树立良好的

旅游品牌,促进海洋牧场旅游业的发展。

4.3 创新沉浸式体验型牧场旅游方式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休闲

渔业旅游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同质化、单一化的

旅游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旅游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而且通常休闲渔业的旅游目标群体相对单一,

游客的互动参与程度较低,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

弱,不利于休闲渔业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所以应针

对各个年龄段的目标群体创新旅游方式,打造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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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元化的海洋牧场。海洋牧场休闲渔业的建设

规划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根据自己的规模以

及资源优势选取旅游方式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体验式项目以提高旅游者的参与性,充分调动

旅游者的积极性,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4.3.1 与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建设主题公园

充分发掘当地的文化习俗与传说故事,在历史

文化较为丰富的地区,依托文化传说作为背景,将

陆地旅游元素融入海洋牧场的旅游建设中去,建设

成为大型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增加海洋牧场的趣

味性与神秘感。可以效仿宋城的发展模式,宋城以

宋代文化为主题元素,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将

文化运用到园区的各个角落,不仅可以欣赏文化演

出,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旅游者体验古代的生活。海

洋牧场主题公园的建设可以依托当地的文化背景,

建设古风渔村,从建筑到服装都融入历史文化色

彩,举办大型实景表演,使旅游者能够切身体验到

当地的文化特色。还可以增加实景互动体验,建设

古风客栈,既可以观赏渔村美景,体验渔村风情,品

尝渔村美食,又可以体现良好的互动性,享受不一

样的牧场风情。

针对现在年轻人求新求异的旅游需求,可以增

设角色NPC,在园区里设置一些互动任务,使旅游

者仿佛进入了大型的剧本体验场,给旅游者以常来

常新的新奇体验。开展别样的节庆、赛事活动,如

汉服节、渔民节、垂钓节等吸引旅游者。建设主题

海洋牧场也为户外活动组织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4.3.2 建设互动型研学旅行教育基地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各科目教学内容的需

要,组织学生通过集体旅行,扩大视野,丰富知识,

并在不同的生活中加深与自然的共鸣。研学旅行

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

新方式。目前,我国很多海洋牧场都很重视研学旅

行这一项目,山东省各海洋牧场建设有一室一厅一

馆一院的海洋科普场馆,帮助学生了解海洋知识,

为研学旅行的开展提供设施基础。但是研学形式

较为单调,主要以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为主。学生们

体验感较低,可以在参观过程中设置一些小游戏、

竞赛等,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边参观边寻找答案,

并根据回答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并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增加出海体

验活动,乘船出海、放生活动、喂食海鸥、钓鱼比赛

等与小动物亲密互动。开展室内手工教学,制作鱼

拓、贝壳工艺品等,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夜

间组织篝火晚会,娱乐活动等,让学生展示才艺、张

扬个性。打造海洋牧场互动型研学新名片。

4.3.3 开发海上、海底娱乐项目

可以在水面设置浮筏,对浮筏进行组合搭配,

搭建海上平台,建设水上游泳池、垂钓、观光为一体

的水上游乐园。通过设施的组合排列、颜色搭配以

及主题的选择形成不同的景观特点。如果牧场内

自然景观优美,海上无视线阻挡,可以建设观光型

的空中全景景观餐厅,为想安静观光的旅游者提供

一个良好的环境。

水下旅游产品目前以潜水观光为主,可以通过

改变鱼礁的形状、摆放方式,建立海底雕塑群,海底

城市等丰富海底景观。进行海底狩猎等活动,同时

可以加入故事情节,发展海底探险活动。

4.3.4 打造摄影度假式海洋牧场

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旅游景观,打造网红式

海洋牧场旅游度假区,因地制宜,对海洋牧场内进

行景观设计,建设清新、新颖的主题风格民宿,结合

蓝天、碧海、细沙等牧场元素,打造拍照旅游胜地、

婚纱摄影基地等。还可以加入康乐疗养等主题元

素,改进海盐提炼技术,开发盐疗、盐浴等特色休闲

养生产品,辅以无边泳池、温泉等休闲元素。打造

度假胜地,由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变,由观光型向度

假型转变,可以缓解海洋牧场受季节性影响较大的

弊端,增加旅游者的重游次数。

4.4 培养高素质从业人员,提高科技投入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培养休闲渔业高级人才的

渠道,涉海高校相关专业也仅仅是通过设置相关课

程进行专业培养,因此从事休闲渔业建设、管理的

高素质人才极其缺乏,今后应该从行业发展需求入

手,调整海洋类相关专业设置方向,加大休闲渔业

高素质人才培养。加大科技投入,研发总结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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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同海域特色、区域发展特点等的休闲渔业发展

模式,并加以示范推广,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拓宽

资金投入渠道,明确资金投入和效益分配机制,在

海洋牧场建设基础上全面推动我国休闲渔业第三

产业发展。

5 结论

我国的海洋牧场正处于一个发展和转型的关

键阶段,结合旅游业发展是海洋牧场发展的必然趋

势。休闲渔业的开展可以将渔业与旅游业紧密的

结合。海洋牧场休闲渔业建设需要凭借现有资源

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核心,以

满足消费者需求为重要着力点,不断优化旅游产

品,创新旅游方式,实现单一观光型旅游产品体系

向体验型为主导的复合型、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的

转型。积极发展专项旅游,沉浸式,体验式的旅游

方式可以作为海洋牧场的一个发展方向。海洋牧

场特色鲜明,已经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将海景观光

与特色主题相结合,结合陆地海面以及海底设施的

开发与建设,大力发展婚旅、摄影、体育、度假、疗养

等元素。对旅游资源进行总体规划,合理开发,以

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多产业融合发展的休闲

渔业旅游模式,融入多种旅游元素,可以不断深化

发展。对于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起到带动的

作用,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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