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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拖网渔船捕捞成本不断上升,经济效益受到影响,捕捞成本和收益成为渔民最为关

心的问题。文章依据2018年荣成、象山和北海的调研数据,对3个海区拖网渔船的成本收益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在成本结构方面,油、冰、水支出占比最大,其次是雇工支出;在收益结构方面,捕

捞生产收入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在经济效益方面,利润由高到低依次为象山、荣成和北海,但总体

来看利润都较低;在盈亏平衡和敏感性分析中,荣成拖网渔船捕捞风险最高,而北海拖网渔船更容

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最弱。基于此,拖网渔业渔船通过渔业合作社集中

购买柴油的方式,以及使用现代捕捞设备等途径来降低成本,提高捕捞效益。渔业相关部门应完

善相应的补贴政策,同时也要重视对渔民捕捞技术的培训,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加强对渔业资源

养护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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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dataofRongcheng,XiangshanandBei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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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thefishingcostoftrawlershasbeenincreasing,andtheeconomicbene-

fitshavebeenaffected.Thefishingcostandbenefitshavebecomethemostconcernedissuesof

fishermen.BasedonthesurveydataofRongcheng,XiangshanandBeihaiin2018,thispaperana-

lyzedthecost-benefitoftrawlersinthethreeseaareas.Theresultsshowedthat:intermsofcost

structure,oil,iceandwaterexpenditureaccountedforthelargestproportion,followedbylabor

expenditure;intermsofincomestructure,fishingproductionincomeaccountedforthemajorityof

theproportion;intermsofeconomicbenefits,theprofitswereXiangshan,RongchengandBei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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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rder,butingeneral,theprofitswerelow;intheanalysisofbreakevenandsensitivity,

Rongchengtrawlerhadthehighestfishingrisk,whileRongchengtrawlerhadthehighestfishing
risk.TrawlersintheNorthSeaweremorevulnerabletomarketfluctuations,andtheirabilitytoa-

voidmarketriskswastheweakest.Basedonthis,trawlerscouldreducethecostandimprovethe

fishingefficiencythroughthewayofcentralizedpurchaseofdieseloilbyfisherycooperativesand

theuseofmodernfishingequipment.Therelevantdepartmentsoffisheryshouldperfectthecor-

respondingsubsidypolicies,payattentiontothetrainingoffishermen'sfishingtechnology,im-

provetheaddedvalueofproductsandstrengthenthe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offisheryre-

sources.

Keywords:Trawler,Cost-benefitanalysis,Breakevenanalysis,Sensitivityanalysis,Fisheryre-

sourcesconservation

0 引言

海洋捕捞业是一种传统的渔业产业,是水产品

供给的重要来源,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增加

渔民就业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海
洋渔业资源逐渐枯竭,给渔业的发展和渔民的生产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海洋渔业捕捞方式包括拖网、围网、流刺网、定
置张网和钓具等,正是由于拖网作业具有机动灵

活、适应性强和生产效率高等特点,其已成为海洋

捕捞最主要的作业方式之一。根据课题组初步调

研数据,选取山东省荣成市、浙江省象山县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北海市3个海区的拖网渔业进行分析。

发现受到渔获物市场供给、柴油和人工成本变动等

因素的影响,近些年来,3个海区捕捞渔业经济效益

并不稳定。因此,科学分析拖网渔船捕捞的各项成

本构成及影响收益的关键要素,来制定具有针对性

的解决措施,使其成为提高渔业捕捞经济效益的有

效途径,从而对渔民的生产生活产生极大的帮助。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荣成市、象山县和北海市

的调查数据,分析拖网渔船海洋捕捞的成本收益构

成,对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进行测算,对净利润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提高拖网渔船收益的

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一些学者和专家在成本收益的影响

因素和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一定成果。在影响因素

方面,早有国外学者提出,水产养殖的主要固定成

本包括饲养肥料、种苗和劳动力[1];养殖户个人素质

和培训技术在影响个体养殖户经济效率的因素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2];在研究单一养殖品种时分析出

技术非效率和配置非效率对养殖成本有较大影

响[3]。国内研究发现,引起成本增减变动的主要因

素是仔畜进价、青粗饲料费、精饲料费和人工成本

的增减[4];廖红梅等[5]指出养殖成本的上升主要是

由于饵料价格、雇工工资上涨;孙蕊等[6]研究发现影

响谷子收益的影响因素是种植成本结构单一,谷子

价格定位不准和产出投入比不合理;陈默等[7]通过

调研数据说明河北省玉米生产成本收益影响最为

明显的因素是机械作业费用。

在成本收益方法研究方面,李珍等[8]、蔡伟等[9]

采用成本效益构成分析方法研究了河北省自繁育

肉羊养殖和临沂市蜂蜜养殖的成本收益情况;杨德

利等[10]、廖凯等[11]利用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分别研

究了大菱鲆工厂化养殖和中国花鲈不同养殖模式

下的成本收益情况;刘天媛等[12]、王静等[13]运用生

产效率方法分析了我国兔养殖户和山西省肉鸡养

殖的成本收益状况;在计量模型分析方面,陈开宁

等[14]运用C-D生产函数研究大黄鱼养殖的成本收

益状况,唐莉等[15]同样采用C-D生产函数研究中国

苹果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

以上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但是由于学者们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种植业和养

殖业,关于渔业成本收益方面研究甚少,既往研究

中对拖网渔船捕捞成本收益给予的关注不够,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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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研究依托

2018年荣成市、象山县和北海市调研数据,针对3
个海区拖网渔船捕捞成本构成进行剖析,并对其成

本收益进行测算。

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度课题组针

对荣成市、象山县和北海市拖网渔船渔民的问卷调

查。通过与各海区渔业部门推荐的具有代表性的

多名渔民一对一地进行深入交谈后整理问卷数据,

了解和掌握3个海区拖网渔船的捕捞情况。课题组

实地调研105户渔民并获得102份有效问卷,另外

3份问卷基本信息填写不准确,有效率达97.1%。

问卷内容主要分为3个部分:渔船生产单元概况;捕

捞收支情况;渔民家庭基本情况。

2.2 描述性统计

从表1调研样本量分布构成比例可以看出,被

调研的3个海区拖网渔船数量分布不太均匀,其中

浙江省象山县比例最大,占样本总量的39%,样本

的绝对数量为40艘。其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

市,样本数量与象山县相当,有39个样本,占比为

38%。但是山东省荣成市样本较少,占样本总量

的23%。

表1 不同海区样本量分布及比例构成

海区 样本量/艘 比例/%

荣成 23 23

象山 40 39

北海 39 38

总计 102 100

从表2各海区渔民年龄总体分布情况可以看

出,41~50岁和51~60岁年龄段的拖网渔船捕捞

渔民数量较为集中,均占样本总量的30%以上;其

次是31~40岁的渔民,占样本总量的22.54%。小

于30岁和大于60岁的拖网渔船捕捞渔民数量很

少,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92%和2.94%。具体到各

海区,其中荣成市渔民31~40岁年龄阶段的人数最

多,占比为11.76%,而大于60岁的渔民人数几乎

没有,说明该海区中青年劳动力较多;象山县渔民

较多的是在41~50岁年龄段,占比为23.53%,而

且几乎没有低于30岁的年轻人从事捕捞活动,大于

60岁的渔民只有1人,说明象山县的渔民中年人居

多;从北海市的调查情况来看,北海市的渔民在每

个年龄段都有分布,其中51~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

渔民最多,占样本总量的16.67%,小于30岁和大

于60岁年龄段的渔民数量较少。每个海区的渔民

集中的年龄段都不同,但是总体来说,荣成、象山、

北海这3个地方渔民的年龄构成主要集中在31~

60岁,渔民整体中老年居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

离这个行业,因此年龄结构不合理,转产转业也较

为困难。

表2 各海区渔民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岁 荣成/人 象山/人 北海/人

≤30 3 0 1

31~40 12 3 9

41~50 6 24 10

51~60 2 12 17

>60岁 0 1 2

根据表3中各海区渔民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可

知,目前拖网渔船渔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其中初

中文化水平的数量最多有36人,占样本总量的

35.30%;其次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渔民占样本

总量的32.35%;再次有16.58%的人具有高中文化

水平;而仅有10.78%的人学历在中专以上,渔民是

文盲的数量最少有6人,占样本总量的5.88%。具

体到各海区来看,各个海区文化程度分布走向与整

体走向不太一致,其中荣成市中专以上学历的渔民

有6人,相对于象山和北海来说较多,说明荣成的渔

民受教育水平要略高于另外两个海区;在象山县,

小学学历的人数更为集中,占样本总量的20.59%,

象山与北海的渔民初中文化水平结构相同,都占样

本总量的12.75%,可以看出,象山较另外两个海区

渔民文化程度更低;而在北海,小学、初中和高中文

化程度分布相对均匀,文盲及中专以上学历的渔民

数量较少。总体来说,各海区拖网渔船捕捞渔民文



7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0年 

化程度普遍偏低,中小学文化受教育水平人数最为

集中。

表3 各海区渔民文化程度分布情况 人

文化程度 荣成 象山 北海

文盲 1 3 2

小学 2 21 10

初中 10 13 13

高中 4 1 11

中专以上 6 2 3

由表4可知,各渔民之间捕捞经验存在差异,

3个海区渔民捕捞经验分布不均。其中荣成市拥有

小于10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人数最多,占样本总量的

13.73%,几乎没有渔民的捕捞经验在30年以上;而
象山县恰好相反,渔民的捕捞经验大多集中在21~
30年和30年以上,都占样本总量的18.63%,几乎

没有低于10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从北海市的调研数

据来看,拥有11~20年和大于30年捕捞经验的渔

民数 量 较 多,分 别 占 样 本 总 量 的 16.67% 和

17.65%。总体来说,象山拖网渔船渔民的经验最

为丰富,北海次之,荣成相较于另外两个海区渔民

捕捞经验较少。

表4 各海区渔民捕捞经验分布情况

捕捞经验/年 荣成/人 象山/人 北海/人

≤10 14 0 2

11~20 7 2 17

21~30 2 19 2

>30 0 19 18

3 拖网渔船捕捞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利润率指标表明渔民每付出一单位成本

费用可获得利润的占比。公式为:

BCR=
TR-TC
TC

式中:BCR为成本利润率;TR为总收益;TC为生

产总成本。该指标能反映一定时期拖网渔船的利

润水平,指标越高表示渔船的效益越好。

3.1 拖网渔船捕捞成本结构

从表5数据比较来看,3个海区之间存在差异

的成本项目主要体现在油、冰、水的支出,人工支出

和固定资产折旧3个方面,其中油、冰、水所占比例

是各项成本构成中最大的,象山和北海均在50%以

上,荣成也达到了46.72%。油、冰、水作为捕捞活

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其价格不可忽视,特别是柴

油的价格。近年来,我国海洋捕捞力度不断加大,

由于“双控”制度刚实施不久,渔船数量和功率的控

制还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另外,在巨大的灰色收入

诱惑下,延伸出了一条不合法的产业链,许多商家

为改造渔船功率不择手段,所以渔船的功率也一直

居高不下,功率越大能耗就越高,柴油因供不应求

而导致价格不断上涨,加大了捕捞成本。其次是雇

工支 出,荣 成、象 山、北 海 分 别 占 样 本 总 量 的

31.73%、24.48%和22.43%。一方面人工费用逐

年上升,捕捞行业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行业,能够掌

握捕捞技能的人相对较少,劳动力稀缺;另一方面

拖网渔业捕捞仍是以一艘渔船为单位,暂时没有实

现机械化和规模化,所以捕捞生产活动完全靠人工

实现。另外,有些海区有远洋渔业,比如北海的渔

民会到南沙进行捕捞活动,一般情况下一个航次需

要2~3个月,这种长时间远距离的捕捞活动会导致

投入劳动时间的增加,从而增加渔业捕捞成本。在

固定资产方面,3个海区比例较为均匀,荣成、象山、

北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8.38%、9.53%和8.74%。

表5 拖网渔船捕捞的成本构成 (元/kg)

项目 荣成 象山 北海

油、冰、水支出 2.83 9.27 4.77

渔需物资(网绳箱) 0.30 0.90 0.42

渔船维修 0.19 0.68 0.32

雇工支出 1.92 4.41 1.97

伙食支出 0.09 0.35 0.30

渔业保险支出 0.20 0.39 0.19

税费支出(船检、资源费) 0.02 0.15 0.02

其他支出(卸鱼的码头费) 0.01 0.14 0.03

固定资产折旧 0.51 1.72 0.77

单位总成本 6.07 18.01 8.79

3.2 拖网渔船捕捞收益分析

拖网渔船捕捞的总收入一般由两部分构成: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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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生产收入和补贴(偿)性收入。捕捞生产收入是

指捕捞渔船捕获销售渔获物的纯收益,补贴性收入

是指捕捞渔船的燃油补贴。渔船的燃油补贴一般

是按照该渔船的船长、功率和作业时间来计算的。

从表6可以看出,捕捞生产收入占渔船总收入的绝

大部分,其中荣成的捕捞生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

最高,为95.02%,其次是象山和北海;在燃油补贴

方面,北海的燃油补贴在总收入中占比最高,为

12.42%,荣成燃油补贴最少,为4.98%。不少北海

渔船会到南沙进行捕捞活动,所需燃油费较大,这

个可能是北海渔船燃油补贴在总收入中占比最高

的原因。

表6 拖网渔船捕捞的收益构成 (元/kg)

项目 荣成 象山 北海

捕捞生产收入 6.03 18.53 7.87

补贴(偿)性收入 0.32 1.43 1.12

单位总收入 6.35 19.96 8.99

另外,表5和表6的结果表明,燃油补贴在拖网

渔船捕捞收益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没有燃油

补贴,荣成和象山的拖网渔船捕捞收益减少,而北

海则是处于亏损状态。由此可以看出,燃油补贴对

于3个海区拖网渔船捕捞的重要性。

表7为不同海区的拖网渔船海洋捕捞的单位产

量销售收入情况。从销售价格来看,象山县的单位

产量销售价格最高为19.96元/kg,荣成市的销售

价格最低为6.35元/kg。在净利润方面,3个海区

拖网渔船捕捞的成本利润率较低,成本利润率最高

的 是 象 山,为 10.80%,荣 成 的 成 本 利 润 率 是

4.68%,北海成本利润率最低为2.10%。该结果说

明,在北海拖网渔船捕捞所产生的利润远远小于所

投入的总成本,利润较低。如表7所示,3个海区销

售 利 润 率 也 较 低,象 山 的 销 售 利 润 率 最 高 为

9.75%,销售利润率最低的是北海,只有2.06%。

这表示象山拖网渔船捕捞的利润空间最大,荣成次

之,北海的利润空间最小。边际贡献率可以理解为

每一元销售收入中给渔民做出贡献的能力,据此观

点,象山拖网渔船捕捞的边际贡献率最高,达到

18.35% ,意即该海区每一元销售收入中有0.18元

为渔民的净利润。综上,目前我国拖网渔船海洋捕

捞行业整体处于一种高投入低利润的生产状态,有

待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

利润。

表7 拖网渔船捕捞的收益分析

海区
销售价格

/(元·kg-1)

净利润

/(元·kg-1)

成本利

润率/%

销售利

润率/%

边际贡

献率/%

荣成 6.35 0.29 4.68 4.47 12.47

象山 19.96 1.95 10.80 9.75 18.35

北海 8.98 0.18 2.10 2.06 10.62

4 拖网渔船捕捞的不确定性分析

4.1 盈亏平衡分析

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中存在经营平衡点,此时继

续进行生产则将盈利。本研究采取盈亏平衡收入

和盈亏平衡价格两个指标对捕捞渔民的盈亏平衡

状态进行了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BEPR=P F
P-V
æ

è
ç

ö

ø
÷

式中:P 为拖网渔船单位产量的销售价格;F 为渔

船捕捞的总固定成本;V 为单位可变成本。

不同海区拖网渔船捕捞的盈亏平衡分析结果

如表8所示,盈亏平衡作业率反映的是生产周期内

产业的盈亏平衡产量与实际销售产量的比率,该比

率越低对渔民个体越有利。荣成拖网渔船捕捞和

北海 拖 网 渔 船 捕 捞 的 盈 亏 平 衡 作 业 率 分 别 为

64.16% 和80.64% 。而象山拖网渔船捕捞的盈亏

平衡作业率最低,只有46.97% ,是因为象山拖网渔

船捕捞销售价格远远高于荣成和北海。

表8 不同海区拖网渔船捕捞盈亏平衡分析

项目 荣成 象山 北海

盈亏平衡作业率/% 64.16 46.87 80.64

盈亏平衡价格/(元·kg-1) 5.56 16.30 8.03

销售价格/(元·kg-1) 6.35 19.96 8.98

销售价格与盈亏平衡价格之差/(元·kg-1) 0.79 3.66 0.95

盈亏平衡价格是基于以往正常年份的生产数



8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0年 

据和市场价格数据测算而得,若市场价格高于盈亏

平衡价格,则渔船在正常生产活动中可以实现盈

利。销售价格与盈亏平衡价格的差值越大,意味着生

产者的利润空间越大。荣成、象山和北海拖网渔船捕

捞销售价格和盈亏平衡价格之差分别为0.79元/kg,

3.66元/kg和0.95元/kg。这就说明,荣成的拖网

渔船容易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规避市场风险的

空间最低。

4.2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用来分析测算不确定因素(如,销
售价格,油、冰、水的支出,捕捞生产收入)对拖网渔船

捕捞的影响程度和敏感性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α=
ΔNP/NP
ΔX/X

式中:α为敏感系数;X 为销售单价、油冰水支出、雇
工支出和固定成本;NP为各影响因素的净利润;

ΔX/X 为不确定因素的变动程度;ΔNP/NP为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不确定性因素变动导致的净利

润变化的程度;不确定因素的变动百分比为10%。

不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系数如表9所示。敏感系

数为正,说明影响因素与净利润的变化方向相同,

敏感系数为负,说明影响因素与净利润的变化方向

相反。敏感系数绝对值越大,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发生相同比例的波动时,该因素引起净

利润波动的程度越大。从表9可以看出,销售单价

在各海区拖网渔船捕捞中敏感系数是最大的,销售

单价的敏感系数大,代表着其他因素确定时,净利

润受价格变化的影响最大。第二是油、冰、水的支

出,油、冰、水支出的变化情况对3个海区拖网渔船

捕捞的净利润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在3个海区中,

北海市的各项敏感系数都高于其他两个海区的敏

感系数,这表明北海拖网渔船捕捞对于市场的波动

最为敏感,对市场风险的抵抗能力是最弱的。

表9 不同海区拖网渔船捕捞敏感性分析 %

因素 荣成 象山 北海

销售单价 22.68 10.24 49.89

油冰水支出 -10.11 -4.75 -26.50

雇工支出 -6.86 -2.26 -10.94

固定成本 -3.25 -1.51 -7.22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结论

首先,从生产元素来看,荣成、象山和北海的从

业人员存在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其

次,在成本构成上,3个海区拖网渔船捕捞中占总成

本比重最大的投入依次为油、冰、水的支出,雇工支

出和固定资产折旧,其中油、冰、水占比约为50%;

在收益构成上,捕捞生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很

大,约为90%。再次,从3个海区拖网渔船捕捞收

益的对比分析中能够发现,收益最高的是象山的拖

网渔船,然后是荣成,而北海拖网渔船收益最低。

最后,北海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规避市场风险的

能力最低。

5.2 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期能有效降低拖网渔船捕捞

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其经济效益。

5.2.1 合作社集中购买油、冰、水

拖网渔船捕捞最大的成本是油、冰、水的支出,

由于近年来柴油价格上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捕

捞成本居高不下。通过渔业合作社的集中采购,渔

民可以获得一个较低的采购价格,从而减少成本支

出,增加捕捞效益。

5.2.2 重视渔民捕捞技术培训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由于使用传统捕捞方式的

渔民仍然占很大比重,所以,应重视对从事传统捕

捞业的渔民进行新技术和其他劳动技能的相关培

训。小规模捕捞带来的人工成本投入过大是主要

原因,应强化现有捕捞渔民的专业技能培训,使用

现代捕捞设备,提高捕捞生产技术。规模化、机械

化是人工成本降低、收益提高的有效手段之一。另

外加强对捕捞渔民子女的基础教育,改变捕捞渔民

传统的观念,令其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

5.2.3 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目前就整体而言,渔获物的附加值仍然较低,

能进行产品深加工的规模化企业不多,建议应以核

心企业为基础开展渔获物水产品深加工物流园区

建设,促进当地相关企业转型升级。同时产品要形

成系列开发与品牌优势,不断积累口碑,不仅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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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量,也要提高价格,名牌产品一般售价较高,创

立名牌产品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尤其是北海市,

更应该提高销售价格,提高收益来增强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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