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亿“钓鱼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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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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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竿、饵料、抄网、椅子
……这是这半年程先生汽车里
常备的东西。从去年“正经”钓
鱼开始，他正在经历从入门到
最“炙热”的初级阶段。装备也
从一根99元钱的基础钓鱼竿，
攒到了一整套完整行头。

关于这项活动的消费支
出，程先生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钓鱼竿按相对基础的款式购
买，三四条各种长度的花费千
元左右，加上钓箱、抄网、鱼护、
线组、钓椅、遮阳伞等各种配
件，前后花了2000多元。

“饵料是每次开钓前准备
的，三五元就够了。后续花费就

是设备的提升。如果去鱼塘钓，
还需花费百元左右的场地费；
如果在自然水域，开销比较大
的就是汽车的油钱了。”程先生
笑称。

除了程先生这样的新手，
不少老钓手则靠着高阶装备扩
展着这个市场的消费体量。

“不是贵的钓具一定好。但
便宜的钓具，大概率会让垂钓
感受不佳。”“80后”方先生玩钓
鱼 10 多年，不管是刺激的海
钓，享受自然的台钓，还是竞技
类的塘钓，都是一把好手。

在他家的“装备储藏间”，
几十条钓鱼竿已经表明了“资

深爱好者”的身份。而除了钓竿
之外，各种鱼饵、鱼钩、配重让
人眼花缭乱。

“不同装备使用的场景不
同，当然，也是因为如今钓鱼运
动的细分产品确实太多了。”方
先生告诉记者，如果讲究一点，
钓一次鱼需要用到钓鱼竿、鱼
线、鱼钩、鱼饵、抄网、鱼护、钓
椅、遮阳伞、速干防晒服、钓箱、
氧气泵等十来样东西。

方先生坦言，在爱好者的
圈子里，这些“基础装备”的费
用，从百元起步，但没有上限。
很多爱好者会随着技术进步、
兴趣浓厚，不断购入新装备。

随着加入者增多，这股风潮也从水
岸边吹进了资本市场。

近日，乐欣户外国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乐欣）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
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冲击“钓鱼第一
股”，成为圈内热门话题。

权威资料显示，按照2023年收入
计算，以OEM和ODM代工业务为主
的乐欣，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钓鱼装
备制造商，市场份额为20.4%。值得一
提的是，其2022财年、2023财年以及
2024财年的合计收入将超20亿元。

中国消费者对钓鱼的兴趣呈上升
趋势。2023年，中国钓鱼参与者钓鱼用
具人均支出超过200元，一个超300亿
元的新“蓝海”正在打开，而吃到红利的
并不止乐欣一家。

这几日，坐落在北仑的海伯渔具生
产工厂，工人们正在对一批为国内电商
平台和线下实体店供货的产品做最后
的工艺处理。今年，海伯推出的新系列
水滴轮、纺车轮、“天”系列路亚竿等产
品一直处于热销状态，年销售复合增长
率超20%。

“近几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国内
钓鱼运动的快速发展，市场体量也大幅
提升。”宁波海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伯）总经理徐斌峰告诉记者，
钓鱼运动的年轻化，带来了注重运动社
交属性、产品颜值、装备专业化等改变，
同时市场对产品细节、材料应用、外观
设计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几年前，海伯为迎合国内市场的需
求，结合近30年代工经验，专门设立产
品创新部门和品牌运营部门，推出“天”
系列、阿瑞斯等多个爆款产品，企业综
合年产值近6亿元。

徐斌峰表示，未来几年，中国钓鱼
产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市场会继续扩
容。当然，随着消费者对钓鱼运动的理
解更加深入，对选择钓具产品也更加理
性，“产业进入稳定期后，红利则来自产
品品质。这也将促使企业的‘功课’做得
越来越细。” 记者 黎莉

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中
国钓鱼运动协会一份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6月，全国约有
1.4亿名活跃钓鱼者（每年至少
参与4次钓鱼活动），相当于每
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热爱垂
钓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25岁至44
岁的中青年群体已成为钓鱼运
动的主力军，占比高达46%。24
岁以下的年轻钓鱼爱好者正在
增长；18岁以下的钓鱼爱好者
占比 12%，18 岁到 24岁占比
10%。可见，钓鱼运动的受众群
体正在向年轻化、普及化方向
发展。

从原来的“老年人爱好”，到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入，钓鱼
究竟凭借什么魅力，切中了当下
越来越多年轻受众的心？

在采访中，不少人给出了

解压、方便、好奇、有成就感等
关键词。

“95后”程先生之前很大一
部分业余时间都是与朋友打球
或和家人出门旅行。不过，随着
大家生活的变化，打球逐渐约
不到人，而规划旅行是一件费
时费力的事。相比之下，钓鱼似
乎更加“短平快”。他也提到，钓
鱼时，那种放空感以及有渔获
的成就感，有一种让人充分释
放多巴胺的感觉。

记者在一些社交媒体、短
视频平台上也发现，一些“钓
鱼”类直播、视频和话题帖都能
形成不小的“围观”阵仗。“8000
万年轻人在躺和卷之间选择了
钓鱼”“想要解压的年轻人正在
买钓鱼竿”等成为年轻人津津
乐道的话题。

“既可以在社交圈里炫技

炫器，又能享受适当的孤独
感，还能收获‘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的喜悦，进可攻退可守，
看起来又有腔调，感觉就是为
我们量身定制的一样。”一位
年轻的钓鱼爱好者这样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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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退休老头乐”项目，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活动，你会发现，
身边越来越多人入了钓鱼的“坑”。

据相关权威数据，按零售额计算，中国钓鱼用具行业市场规模
由2018年的234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31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为6.3%。预计2023年至2028年将保持7.3%的年复合增长率。

如今的钓鱼爱好者们，凭借一根钓竿、一腔热情，消费出了一
个超300亿元的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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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钓友正在钓鱼。受访者供图

配齐一整套装备，是爱好者
对钓鱼的“致敬”。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