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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菱鲆养殖是我国海洋鱼类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我国大菱鲆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文章采用资源禀赋系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2种评价方法,通过实地

调查和资料查阅获取统计数据,对2016年我国大菱鲆养殖主要产区的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的多个城市和江苏省赣榆区。研究结果表明:沧州市、唐山市、青岛市、天津

市和威海市等地的大菱鲆养殖具有较好的资源禀赋;以鲆鲽类养殖产量、海水养殖产量和水产品

总产量为参照标准,葫芦岛市大菱鲆养殖具有很强或较强竞争力,烟台市、日照市、赣榆区和秦皇

岛市具有较强或中度竞争力,竞争优势与产量不相关。结合各地区资源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提

出提升大菱鲆育种产业化水平、转变大菱鲆养殖产业发展方式和优化大菱鲆养殖产业布局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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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dustryofturbotfarmingisanimportantsectorofthemarineaquaculturein

China.Inorder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turbotindustryinChinaanden-

hancetheregionalindustrialcompetitiveness,thispaperadoptedtwoindexestoanalyzetheindus-

trialcompetitivenessofmajorturbotfarmingareasinChina.Theresultsshowedthattheturbot

farminginCangzhou,Tangshan,Qingdao,TianjinandWeihaihadagoodresourceendowment.

Withtheflatfishaquacultureyield,marineaquacultureyieldandtotalyieldasstandards,Huludao

turbotfarminghadstrongcompetitiveness.Yantai,Rizhao,GanyuDistrictandQinhuangdaohad

moderatecompetitiveness.Competitiveadvantagehadnothingtodowithyield.Basedonthere-

gionalresourcesandindustrialcompetitiveadvantages,someadvicesweregiventoenhancethe

aquacultureindustr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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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原产于欧洲的大菱鲆是较名贵的海洋鱼类之

一,以低温耐受力强和生长速度快等特点成为世界

上产量最大和养成范围最广的鲆鲽类养殖良种[1]。

从事大菱鲆养殖的国家主要有英国、法国、爱尔兰、

挪威、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我国于1992年引进首批

大菱鲆苗种,在突破工厂化育苗的关键技术后,大

菱鲆养殖在我国北方沿海地区迅速发展,并引领了

我国海洋鱼类养殖产业化的第4次浪潮[2]。我国大

菱鲆的养殖产量早已跃居世界首位,养殖区主要分

布在环渤海地区以及江苏省等地,其中山东省的产

量居全国首位。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大菱鲆养殖产业化发展迅

速,但仍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①苗种资源存在制

约。大菱鲆大部分是养殖产品,除在苗种培育时需

引入野生基因以维持苗种的优良性状外,大部分苗

种可通过人工繁殖获得,基本不受捕捞资源的限

制;但如果某地区苗种培育技术好、产量高,就会在

产业化养殖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即使没有关

税等壁垒障碍,国内苗种培育企业也会将品质较好

的苗种用于养殖,而将较差的苗种用于出口。从这

种意义上说,大菱鲆养殖仍是资源依赖型产业。

②大菱鲆养殖区分布不均衡[3],各地区的竞争优势

没有充分发挥。大菱鲆养殖的竞争优势不仅与苗

种资源有关,而且与产量和市场份额关系密切,其

中产量反映当地的生产能力,市场份额则反映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

国外对于大菱鲆养殖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

代,研究视角多集中于遗传育种[4]、病虫防治[5]以及

养殖环境和条件[6]等养殖技术方面。国内相关研究

视角众多,但仅有少数涉及产业经济。如,雷霁霖[7]

认为国内大菱鲆养殖产业具有种质优良和市场需

求旺盛的优势,应紧密围绕北方沿海地区优越的自

然环境条件加快生产,同时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的全新发展机遇,抓住国内和国外2个市场,积

极打造区域性出口型优势产品;任爱景[8]从生产、流

通和消费3个方面分析我国大菱鲆养殖产业链的发

展现状和问题,即仍以成本领先为主要竞争策略,

上下游信息流通不畅,消费市场集中在中式餐饮服

务企业,产业价值链整体的分割利润较低;曹自强

等[9]采用区位熵测算我国大菱鲆养殖主要产区的产

业集聚度,结合GER模型构建大菱鲆养殖产业集

群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评价各影响因素与产业集

群的关联度。

基于大菱鲆养殖在我国海洋渔业和海洋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从资源禀赋和显示性比

较优势的角度,综合评价我国大菱鲆养殖主要产区

的产业竞争力,具有创新性,以期为大菱鲆养殖产

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有序发展提供思路。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

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通常有2种:①资源禀

赋系数(EF),即某产品或某产业在资源利用和配置

方面具有的优势;②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即某产品或某产业在生产方面具有的优势。

1.1.1 资源禀赋系数

资源禀赋系数能较好地反映某地区某种资源

的丰富程度和竞争优势,计算公式为:

EF=(Vi/Viw)/(Y/Yw)

式中:Vi为某地区i资源的拥有量;Viw 为全国i资

源的拥有量;Y 为该地区生产总量;Yw 为全国生产

总量。

EF>1,表明该地区具有资源比较优势;EF<1,

表明该地区不具有资源比较优势。

1.1.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能较好地反映某地区某

种产品的生产强度和专业优势,计算公式为:

RCA=(Xi/Xt)/(Xiw/Xtw)

式中:Xi为某地区i产品的产量;Xt为某地区总产

量;Xiw为全国i产品的总产量;Xtw为全国总产量。

RCA>2.50,表明该地区的该产品有很强竞争

力;1.25<RCA<2.50,表明有较强竞争力;0.80<

RCA<1.25,表明有中度竞争力;RCA<0.80,表明

竞争力较弱。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对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河北省和天

津市的多个养殖区进行实地调查,在没有预先通知

的情况下,随机选择养殖户面对面交流和访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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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填写问卷,同时深入走访多家养殖企业,获得大

菱鲆养殖产业基本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

上广泛收集市场、生产、苗种和鱼药等方面的统计

资料。考虑到本研究所需数据的可获得性,大菱鲆

养殖主要产区的苗种产量和成鱼产量的统计数据

主要来源于实地调查,大菱鲆养殖产量、鲆鲽类养

殖产量、海水养殖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的统计数据

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实证分析

2.1 资源禀赋

选取辽宁省、河北省和山东省的多个地级市,

天津市以及江苏省赣榆区,根据大菱鲆苗种产量和

成鱼产量的统计数据,计算2016年我国大菱鲆养殖

主要产区的资源禀赋系数(表1)。

表1 2016年我国大菱鲆养殖主要产区的资源禀赋系数

地区 资源禀赋系数 地区 资源禀赋系数

沧州市 703.67 烟台市 1.20

唐山市 15.73 大连市 1.01

青岛市 2.43 潍坊市 0.74

天津市 1.98 营口市 0.21

威海市 1.91 秦皇岛市 0.16

赣榆区 1.63 葫芦岛市 0.14

日照市 1.60 滨州市 0.00

由表1可以看出,沧州市的资源禀赋系数非常

高,主要原因是其大菱鲆成鱼产量较低;唐山市和

青岛市的资源禀赋系数分别位居第2和第3。沧州

市、唐山市、青岛市、天津市、威海市、赣榆区、日照

市、烟台市和大连市的资源禀赋系数大于1,表明其

在大菱鲆养殖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较大,其中沧州

市、唐山市、青岛市、天津市和威海市的比较优势明

显。其他地区不具有资源比较优势,其大菱鲆养殖

需依靠其他地区的苗种供应,一旦苗种供应出现问

题,本地生产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此外,营口市等

的资源禀赋系数小于0.50,表明其大菱鲆养殖的苗

种依赖程度高,需重点解决苗种生产问题。

2.2 显示性比较优势

在计算某地区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时,通常采用农产品总产量作为参照标准。考虑到

鲆鲽类养殖产量占整个农产品产量的比重很小,且

海洋鱼类养殖主要与沿海地区相关,本研究在计算

各地区大菱鲆养殖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时,分别

以鲆鲽类养殖产量、海水养殖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

为比较对象,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6年我国大菱鲆养殖主要产区的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地区
以鲆鲽类养殖产量

为比较对象

以海水养殖产量

为比较对象

以水产品总产量

为比较对象

葫芦岛市 1.60 7.39 7.90

大连市 0.50 0.11 0.12

营口市 0.86 0.01 0.01

沧州市 0.01 0.00 0.00

唐山市 0.25 0.11 0.10

秦皇岛市 0.78 1.30 1.80

青岛市 0.75 0.15 0.19

威海市 0.50 0.61 0.61

日照市 1.22 2.12 1.50

烟台市 1.23 1.48 1.46

潍坊市 0.81 3.04 1.11

滨州市 0.52 0.05 0.04

天津市 0.57 9.87 0.72

赣榆区 1.03 2.01 1.51

由表2可以看出,以鲆鲽类养殖产量为比较对

象,葫芦岛市大菱鲆养殖具有较强竞争力;烟台市

和日照市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别位居第2和

第3,加上赣榆区、营口市和潍坊市,这些地区大菱

鲆养殖具有中度竞争力;其他地区大菱鲆养殖的竞

争力较弱。其中,葫芦岛市、威海市和烟台市大菱

鲆和鲆鲽类养殖产量都较高,但威海市的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仅为0.50,竞争优势并不强。

以海水养殖产量为比较对象,天津市、葫芦岛

市和潍坊市大菱鲆养殖具有很强竞争力;日照市、

赣榆区、烟台市和秦皇岛市大菱鲆养殖具有较强竞

争力;其他地区大菱鲆养殖的竞争力较弱。其中,

大连市、威海市和青岛市海水养殖产量很高,但在

大菱鲆养殖方面的竞争优势并不强。

以水产品总产量为比较对象,葫芦岛市大菱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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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具有很强竞争力;秦皇岛市、赣榆区、日照市和

烟台市大菱鲆养殖具有较强竞争力;潍坊市大菱鲆

养殖具有中度竞争力;其他地区大菱鲆养殖的竞争

力较弱。

综上所述,不论以鲆鲽类养殖产量、海水养殖

产量还是水产品总产量为参照,葫芦岛市大菱鲆养

殖都具有很强或较强竞争力,烟台市、日照市和赣

榆区大菱鲆养殖都具有较强或中度竞争力。秦皇

岛市以海水养殖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为参照的大

菱鲆养殖竞争力较强,但以鲆鲽类养殖产量为参照

的竞争优势不强;由于鲆鲽类养殖产量中大菱鲆本

身占很大比重,以鲆鲽类养殖产量为参照仅具有参

考意义,可认为秦皇岛市大菱鲆养殖竞争力较强。

其他地区大菱鲆养殖竞争力较弱。

值得注意的是,大连市、青岛市、潍坊市、威海

市和天津市的大菱鲆养殖产量在全国范围都较高,

但其竞争优势却不强,这与通常情况下的认知不符。

3 建议

3.1 提升大菱鲆育种产业化水平

大菱鲆养殖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应加快建设

大菱鲆良种培育体系,规范良种资源评价,重点探

索良种培育技术,研发抗逆、抗病和优质的突破性

新品种,增强大菱鲆养殖的市场竞争力;资源禀赋

较差的地区,既可支持本地相关企业加强大菱鲆苗

种培育,也可与大菱鲆苗种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合

作:一方面,保障苗种供应稳定;另一方面,苗种成

本不会太高,养殖户能获得较好收益。

3.2 转变大菱鲆养殖产业发展方式

大菱鲆养殖竞争力较强的地区,应加速养殖产

业升级,由提高产量向发展科技转变。地方政府应

对大菱鲆养殖产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有意识地

将其做强做大,尤其是加大对大菱鲆养殖科技研发

的财政支持,鼓励企业提高对大菱鲆种质培育、健

康养殖和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的科技研发投入,同时

努力聚集大菱鲆养殖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专业人才,

组建联合技术攻关团队和搭建产业信息技术平台,

促进全国各地技术人员的交流和面向养殖户的技

术推广。如,葫芦岛市大菱鲆养殖的竞争力优势非

常明显,未来须重视科技进步对产业的推动作用,

同时须重视苗种供给问题,防止因苗种供应不足而

影响生产。

3.3 优化大菱鲆养殖产业布局

在我国大菱鲆养殖产业发展规划中,应开拓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在明确各地区产业发展优、

劣势的基础上,调整政策支持力度和内容,优化大

菱鲆养殖产业布局。环渤海地区的大菱鲆养殖已

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而其他沿海地区也具有发展

大菱鲆养殖产业的优良条件,养殖区的扩展将有力

推动大菱鲆养殖产业的发展,继而提高更多渔民的

收入,进一步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在

发展大菱鲆养殖产业的过程中,应结合本地经济发

展规划和全国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突出优势,

不盲目扩大产业规模,主动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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