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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 休闲渔业是传统渔业与现代休闲产业相结合，为社会提供满

足人们休闲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一种新型渔业产业形态

Abstract 
l 以福建省243个“水乡渔村”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10.8空间分

析工具对福建省休闲渔业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l 福建省休闲渔业整体呈聚集分布，部分区域离散分布，形成

“闽东北聚集，闽西南散落”的分布格局
l 闲渔业分布与旅游、交通、经济、渔业均有良好的空间耦合

关系

Methodology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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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邻指数

   灰色关联分析

聚类和异常值分析

通过计算最临近点之间的平均距离（r1）
与随机分布中的理论平均距离（rE）的比
值来分析点状事物的空间分布格局；R 1，
说明点状要素随机分布；R，点状要素趋
于平均分布；R1，点状要素趋于集聚分布。

Ø 根据两个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
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
种方法。

Ø 0＜ρ≤0.3 为弱关联，0.3＜ρ≤0.7 为中度
关联，0.7＜ρ≤1.0为高度关联。

Local Moran’s I可以测度研究范围内不同
地域单元属性之间的相关程度。I＞0表高
高聚类（HH）或低低聚类（LL）；I＜0，
表高值被低值的地域单元包围（HL），
低值被高值的地域单元包围（LH）。

研究方法

“水乡渔村”泰森多边形

Conclusion

l 沿海地区休闲渔业的聚集有利于资源整合，各地市联动，
实现共同发展，内陆山区休闲渔业的散落分布，则有利
于充分发挥各地旅游资源优势=特色发展。

l 休闲渔业基地可充分依托A级景区，为游客提供优质的
吃、住、玩等休闲服务，从而促进产业融合，达到渔业
与休闲产业的联动和协调发展。

l 福建省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l 渔业基础与福建省休闲渔业产业分布中度关联。

l 当前国内学界对休闲渔业的研究关注点主要聚焦于对产
业发展模式的探讨，而对产业当前发展的情况尚未进行
有效的量化认识与评估

“水乡渔村”核密度

“水乡渔村”景区资源、地区经济、渔业资源分布

“水乡渔村”数量与交通干线距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