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第6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15    

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因素

乐家华,卞杰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

收稿日期:2017-11-17;修订日期:2018-06-03

作者简介:乐家华,副教授,双硕士,研究方向为渔业经济与管理、企业经营与法务

通信作者:卞杰,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渔业经济、产业结构和渔业管理

摘要:本研究选取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海洋渔业劳动力数量、海洋捕捞生产率和海水养殖生

产率4个变量,提出影响因素假设;选取我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设定和数据

检验。通过确定变截距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形式,对模型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海洋渔业固

定资产投资额、海洋渔业劳动力数量和海水养殖生产率与海洋渔业经济呈正相关,影响度由大到

小依次为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和生产率因素,而海洋捕捞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不显著;各地区海洋

渔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且差距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强专业人才集聚;提高资本投入,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提高海水养殖生产率,数量和品质兼备;推

动区域一体化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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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paper,fourvariableswereselected:thefixedassetinvestmentin marine

fisheries,thenumberofmarinefisherylaborforce,marinefishingproductivity,andmarineaqua-

cultureproductivity.Thehypothesisofinfluencingfactorswasproposed;paneldataofmarine

fisheriesincoastalareasofChinawereselectedtoconductmodelsettinganddataverification.By
determiningtheform oftheregression modelwithvariableinterceptsandestimatingand

analyzingthemodel,theresultsshowedthattheamountofinvestmentinfixedassets,marine

fisherylaborforce,andmarineaquacultureproductivityinmarinefisherieswerepositivelycorre-

latedwithmarinefisheryeconomy.Thedegreeofinfluencefrombigtosmallwasthelaborfactor,

capitalfactor,andproductivityfactor,whiletheimpactofmarinefishingproductivitywasnotsig-

nificant;thedegreeofeconomicdevelopmentofmarinefisheryvariesfromregiontoreg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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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gapwassignificant.Onthisbasis,suggestionswereproposedtopromotetheeconomicdevel-

opmentofmarinefisheriesinChina:tostrengthenthepoolingofprofessionals;toincreasecapital

investmentandtoimprovetheconstructionofthecapitalmarket;toincreasetheproductivityof

marineaquaculture,toimprovebothquantityandquality;and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re-

gionalintegrationandlinkage.

Keywords:Marinefisheries,Fisheryeconomy,Fisherylabor,Investmentinfixedassets,Marine

aquacultureproductivity

0 引言

海洋渔业是现代渔业和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泛指海洋水产业,是以海洋为依托,充分利用

海洋生物资源的生长发育等一系列生理活动的产

物获取产品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

相关生产活动[1]。

在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
国海洋渔业取得长足的进步,同时也面临渔业资源

衰退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等严峻挑战。随着建设

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海洋渔业研究日益重要,不
仅揭示其经济发展规律,而且为各级政府部门应对

挑战提供决策依据。安倩倩等[2]提出渔业贷款可显

著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增长;李元刚等[3]运用灰色关

联法研究显著影响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主要包括水产品加工、灾害预警和科研投资等;王
永新等[4]构建生产函数模型,提出资本投入因素对

于河北省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渔

业资源因素,而劳动力和技术因素影响较小;孙松[5]

概念性地提出“海洋渔业3.0”的发展理论,提出大

力发展海上粮仓、海洋牧场和远洋渔业有利于我国

海洋渔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大都从单一角

度研究海洋渔业经济,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全国和单

一地区,缺乏地区之间的横向研究。本研究从多角

度入手,选取我国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

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

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1 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假设

2006—2015年我国海洋渔业产值逐年提高,

2006年约为2000亿元,2015年约为5000亿元,增
幅约150%。其中,2006—2009年稳步上升,2009—

2013年快速发展,2013年后又稳步上升。从总体

来看,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向好,未来也将是渔

业和海洋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影响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本

研究选取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海洋渔业劳动

力数量、海洋捕捞生产率和海水养殖生产率4个相

关变量,提出影响因素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

假设检验。

1.1 假设1: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海洋渔业

经济呈正相关;假设2:海洋渔业劳动力数量

与海洋渔业经济呈正相关

资本和劳动力是影响产业经济的重要因素。

对传统产业来说,在产业经济发展尚未成熟时,大

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可迅速拉动产业经济增长;而到

产业经济发展较成熟时,对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

要求降低,转变为对资本和劳动力质量以及技术进

步等方面的要求。海洋渔业是传统的资本和劳动

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和劳动力对于产业经济具有一

定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将随着产业经济增长逐渐从

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到产业经济发展的中后

期,低质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

业经济增长。目前我国海洋渔业经济仍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因此假设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劳

动力数量的增加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增长。

1.2 假设3:海洋捕捞生产率与海洋渔业经济呈负

相关;假设4:海水养殖生产率与海洋渔业经

济呈正相关

生产率是衡量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影

响产业经济的重要因素。由于受海洋渔业资源总

量的限制,较高的海洋捕捞生产率可能不利于海洋

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较高的海水养殖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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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有效减缓海洋渔业资源的消耗,而且可以

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因此,假设海洋捕捞生产

率的提高阻碍海洋渔业经济增长,海水养殖生产率

的提高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增长。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我国沿海地区包括天津市、河北

省、辽宁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由于上海市海洋渔

业经济的比重太小,且个别年份的个别数据不详,

予以剔除。时间跨度为2006—2015年。数据全部

来源于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对传统的投入

产出回归函数进行转变,以劳动生产率指标替代技

术进步指标,保留资本和劳动力指标。

(1)被解释变量(Y):海洋渔业经济总产值,单
位为万元。

(2)解释变量:①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K),计算方法为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海洋渔业

占渔业的比重,单位为万元;②海洋渔业劳动力数

量(L),单位为人;③海洋捕捞生产率(X1),计算方

法为海洋捕捞产量/海洋捕捞船只功率,单位为

t/kW;④海水养殖生产率(X2),计算方法为海水养

殖产量/海水养殖面积,单位为t/hm2。

3 模型设定和数据检验

3.1 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模型:

Yit=μi+β1lnL+β2lnX1+

β3lnX2+β4lnK +εit (1)

式中:Y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海洋渔业经济总产值;

μi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为使数列平稳和减少

异方差,对所有数列变量都取对数处理。

3.2 数据检验

为确保回归估计的有效性,需对数列变量进行

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以保持数列的平稳性和变

量的长期均衡性。

3.2.1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采用LLC(同质根)和Fisher-ADF(异质

根)2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经2种方法检

验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始假设,则表明数列是平

稳的,反之则表明数列不平稳,需进行差分处理。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LLC检验 Fisher-ADF检验

单位根检验统计量

(伴随概率p)

单位根检验统计量

(伴随概率p)

Y
-5.3338

(0.0000)***
29.1888

(0.0841)*

lnL
-14.3494

(0.0000)***
42.9661

(0.0021)***

lnX1
-4.9183

(0.0000)***
39.6595

(0.0055)***

lnX2
-26.4337

(0.0000)***
49.4143

(0.0003)***

lnK
-5.8132

(0.0000)***
27.4448

(0.1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下拒绝原始假设。

由表1可以看出,所有变量数列均在10%的显

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始假设,即均不存

在单位根,所有变量数列为零阶单整,满足协整检

验要求。

3.2.2 协整检验

本研究采用 Kao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模

型所得到的ADF的T 统计值为-1.3183,其伴随

概率为0.0937,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其无协整关系的原始假设,说明lnY 与lnK、lnL、

lnX2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和均衡的协整关系,而与

lnX1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形式选择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主要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

系数回归模型和变截距回归模型3种形式。利用F
统计量的假设检验确定模型的形式,再根据个体影

响形式的不同,利用豪曼斯检验确定其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F 统计量

的假设检验计算,本研究确定面板数据回归属于变

截距回归;在变截距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假设效应模

型为随机效应模型,利用豪曼斯检验得到其伴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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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p 值为0.0988,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

始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故本研究模型的最终形式

为变截距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4.2 模型估计和分析

4.2.1 模型估计

根据上述模型形式,采用Eviews6.0软件,得到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估计

变量 T 统计量(伴随概率p)

lnK 0.2476(0.0000)***

lnL 0.6954(0.0000)***

lnX1 0.1418(0.2248)

lnX2 0.2401(0.0963)*

C 2.7244(0.0859)*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

始假设。

由表2可以看出,lnK 和lnL 在1%的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原始假设,p 值通过检验;lnX2和常数

项C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始假设,p 值通

过检验;而lnX1的模型估计效果不显著,故予以剔

除。因此,可得到模型结果为:

Yit=2.7244+0.2476lnKit+    

0.2401lnX2it+0.6954lnLit+εit (2)

(R2=0.9735,AdR2=0.9694,

F=242.5489,DW =1.1298)

  模型结果显示:R2值和AdR2值均接近于1,表

明模型拟合度较好;DW 值接近于2,说明模型的自

相关性不强,属于良好程度。综上所述,模型回归

效果良好。

4.2.2 模型分析

(1)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海洋渔业经济

呈正相关,即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变化1%,

海洋渔业经济将同方向变化0.2476%,故假设1成

立。表明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增长依赖资本投入,进

一步增加资本投入可有效促进产业经济增长。

(2)海洋渔业劳动力数量与海洋渔业经济呈正

相关,即海洋渔业劳动力数量每变化1%,海洋渔业

经济将同方向变化0.6954%,故假设2成立。海洋

渔业劳动力数量对于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近3倍于

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因此其将是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业经济的走势。此

外,从资本和劳动力这2个因素也可看出,我国海洋

渔业经济尚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要素投

入的依赖较大。
(3)由于资源衰退、生态环境破坏和相关管理

等的制约,海洋捕捞生产率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影响

基本不显著,故假设3不成立。

(4)海水养殖生产率与海洋渔业经济呈正相

关,即海水养殖生产率每变化1%,海洋渔业经济将

同方向变化0.2401%,故假设4成立。海水养殖生

产率的提高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海洋捕

捞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可带动海洋渔业与其

他渔业和海洋产业的融合联动发展,对于海洋渔业

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显著。

面板数据变截距回归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即
各沿海地区的截距项如表3所示。

表3 变截距回归模型中各沿海地区的截距项

地区 截距项 地区 截距项

天津市 0.2881 福建省 -0.4771

河北省 -0.3636 山东省 -0.1847

辽宁省 0.1967 广东省 -0.0500

江苏省 0.7187 广西壮族自治区 -0.5738

浙江省 0.2350 海南省 0.2106

由表3可以看出,个体固定效应最高的是江苏

省,最低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天津市、辽宁省、江
苏省、浙江省和海南省的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优于河

北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山东省、福建省和广东省等传统渔业大省在海洋渔

业经济方面并未占优势,这与地区本身对海洋渔业

发展的重视和投入有关。此外,长三角地区的海洋

渔业经济发展显著优于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促进区域一体化联动发展是未来我国海洋渔业经

济面临的挑战。

5 对策建议

根据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和实证分析,我国海洋

渔业经济受海洋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海洋渔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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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数量和海水养殖生产率的影响,影响度由大到

小依次为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和生产率因素;各

地区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且差距明显。对

此,本研究提出4点对策建议。

5.1 加强专业人才集聚

海洋渔业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人才,海洋渔业

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

要人才,应积极出台有助于人才集聚的政策:发展

海洋渔业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在吸引外来人才的

同时,从内部培养创新性复合型人才;改善就业环

境,增强人才的价值归属感和获得感,满足人才的

高层次需求,在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的同时留住

人才。

5.2 提高资本投入,完善资本市场建设

我国海洋渔业的快速发展对资本要素的依赖

日趋明显。应提高资本投入,以价格机制为导向,

合理配置资本要素的流动;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加

快建设开放、统一和公开的资本市场,提升投资方

对海洋渔业的投资价值和投资环境的信心。

5.3 提高海水养殖生产率,数量和品质兼备

海水养殖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增加渔民收入

和增长产业经济,更有利于海洋渔业的现代化发

展。应在坚持绿色健康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养殖技

术和控制养殖病害,使海水养殖生产率的提高不仅

在数量上有所突破,而且在品质上不断完善,做到

“质”和“量”兼备,形成品牌和口碑效应,进一步促

进产业发展。

5.4 推动区域一体化联动发展

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定位不同,对海洋渔业的投

入也不同,海洋渔业发展程度不一且差距明显。应

明确各地区海洋渔业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在定位和

目标导向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特色,积极推动区域一

体化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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