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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第五届威海国际
渔具博览会将揭开帷幕。目前，
多家渔具公司已经开始布展，准
备在这一业内盛宴抢抓商机。

作为威海对外贸易的一个
窗口，威海渔具博览会正吸引着
世界的目光聚集到威海。9日，第
五届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承办
方威海贸促会会长戚黎明接受
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为转型升级
中的威海渔具业把脉。

渔具生产基地

“威海制造”享誉全球

戚黎明介绍，据粗略统计，
世界渔具市场有80%的产品来自
中国，其中威海产品就占50%。从
上世纪80年代起，威海的渔具产
业已经形成了世界独有的规模
和密度，全市渔具产销企业超过
1000家，拥有1000多个系列、近2
万个规格的钓具产品。

“初期，威海渔具几乎全部
贴牌加工，这就导致了一些企业
不抓研发和销售，只在低端产品
徘徊。”戚黎明说，这样的模式，
让威海渔具在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走进了瓶颈期。

如何打破这一瓶颈？作为一
种休闲产品，渔具产品的展示和
销售形成了该行业独特的模式，
即举办渔具博览会。在各方努力
下，2008年9月，首届威海国际钓
鱼暨户外用品展览会成功举办。
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233位采
购商齐聚威海，如此规模在威海
专业展览史上前所未有，并一举
开创了在中国渔具制造基地举
办贸易展览会的先河。

首届渔具博览会给遭遇全
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渔具企
业搭建了走出困境、谋求发展
的平台，让威海的渔具产业看
到了新的曙光。家门口的国际
展会，让诸多渔具生产企业找
到了“组织”，“威海制造”享誉
全球。

戚黎明介绍，2009年10月、
2010年10月、2011年9月，第二
届、第三届、第四届国际渔具博
览会分别在威海国际展览中心
举办。与首届相比，后续的展会
越来越国际化。作为中国渔具制
造业基地，威海吸引了全球渔具
采购商的目光，与渔具产业有关
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迅速在
这里汇集。

展会做契机

向“威海品牌”转型

据了解，渔具行业已经成为威
海骨干行业之一。今年1-7月份，全
市渔具出口为2 . 2亿美元，同比增
长4 .3%，占全市出口总额的3 .7%，
预计全年可达3.6亿美元。

“威海的渔具产业集群效应
不是单靠哪一个领军企业就能
形成的，需要所有企业整体实力
的提升，从而达到资源整合、产
业集中、分工严密、制作精细的
效果。只有当产业群形成规模优
势的同时，完成了产业群到产业
链的有效关联，产业集聚的优势
才能实现质的飞跃。”戚黎明说，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渔具企业
正面临一个转型调整期。这对威
海的渔具企业来说，是挑战也是
机遇。

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让
渔具产品需求下降，出口放缓。
如何在困境中谋求发展，站稳
市场，成为诸多渔具企业正在
考虑的问题。戚黎明介绍，目
前，国际渔具市场仍然被欧美
主导，欧美企业长期占据着新
技术、新产品的制高点，一些国
内的渔具企业只能走贴牌生产
的老路。

这样的形势，让威海的渔
具企业面临着市场的洗牌。“要
想摆脱对外的技术依赖，在转
型升级中寻求突破，必须要加

大技术研发，关注产品创新，打
造自主品牌。”戚黎明说，威海
渔具博览会，给企业提供了一
个打出品牌的契机。有不少本
地 渔 具 企 业 已 经 意 识 到 这 一
点，走自主品牌的路子，并在历
届的渔具博览会上赢得了不少
市场。“像科尼、海明威、浪宝等
渔具企业，都在打出品牌后成
为后起之秀，在渔具市场占了
一席之地。”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第
五届威海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
国内外参展商已达5520家，预

计参加博览会的客商和中外专
业采购商总人数可达 2 5 0 0多
人。此次博览会规模再创新高，
已经达到世界三大渔具展的水
平。

戚黎明介绍，通过渔具博
览会，渔具企业可以更好地把
握市场动向，调整市场战略，对
自身的品牌建设之路走得更为
开阔。“我们呼吁，渔具企业能
以展会为契机，将‘威海制造’
升级为‘威海品牌’，向高端产
品生产领域进军，与国际知名
品牌一较高下。”

威海贸促会会长戚黎明把脉转型中的威海渔具业

展会为契机打造“威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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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会展中心，展台的搭建工作已接近尾声。

威海
贸促会会长
戚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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