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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建省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和天然的区位优势,海洋渔业是其最具稳定增长优势的海

洋产业,然而由于海域环境污染、水产养殖病害、近海过度捕捞等问题,近年来福建省海洋渔业的

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文章通过对福建省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从生产贸易能力、资

源禀赋、科技推广能力和相关产业发展状况4个方面构建福建省海洋渔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

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11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海洋渔业竞争力进行比较评价,结果显示福建省海

洋渔业综合竞争力水平较高,但在科技创新推广、相关产业发展、综合生产能力方面较落后于其他

沿海地区。为进一步提高福建省海洋渔业竞争力水平,提出推进渔业组织化建设、培养渔业科技

领军人才、发展多元化休闲渔业等合理建议,以期对福建省海洋渔业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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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CompetitivenessofMarineFisheriesin
FujianProvinceBasedonFactor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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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jianProvincehasabundantmarinefisheryresourcesandnaturallocationadvantages.

Marinefisheryisitsmoststableandgrowingmarineindustry.However,duetoenvironmental

pollution,aquaculturediseases,offshoreoverfishingandotherproblems,thedevelopmentof

marinefisheryinFujianProvinceinrecentyearsisalsofacingmanychallenges.Basedontheanal-

ysisofthepresentsituationofmarinefisheryeconomyinFujianProvince,thispaperconstructed

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marinefisherycompetitivenessinFujianProvincefromfouras-

pects:productionandtradecapacity,resourceendowment,scienceandtechnologyextensionca-

pacityandrelatedindustrydevelopmentstatus.Inordertofurtherimprovethecompetitivenes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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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fisheryinFujianProvince,thispaperputforwardsomereasonablesuggestionstopromote

theconstructionoffisheryorganization,trainfisheryscienceandtechnologyleaders,anddevelop
diversifiedleisurefishery,soastohavecertainguidingsignificanceforthemodernizationcon-

structionofmarinefisheryinFuji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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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产业的基础产业,也是四

大支柱产业中最传统的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前景,海洋渔业科学发展有助于实现渔业增产、

渔民增收,在为我国居民粮食供给和优质蛋白质输

出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伴随着“海洋强

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海洋经

济的发展,不断加强海洋渔业“十三五”期间的政策

引导,而能否正确权衡海洋渔业竞争力水平是促进

沿海地区渔业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基于此,科学评

估我国海洋渔业竞争力,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准确

把握其发展薄弱环节,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海洋渔业竞争力,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研

究。胡彩霞等[2]表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海洋渔业

贸易竞争面临严峻的挑战,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对世

界海洋渔业竞争力进行论述,指出海洋渔业产业

化、集聚优势和增强产业内贸易有助于提升世界海

洋渔业竞争力。臧延云[3]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沿海

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渔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进

行比较,表明山东省海洋渔业竞争力显然高于其他

沿海地区,并针对其产业发展的“瓶颈”提出相关策

略。吴晓祥等[4]从海洋渔业产业竞争的实力、潜力、

环境和态势4个角度出发,利用AHP-模糊综合评

价方法衡量我国海洋渔业国际竞争力。刘春香等[5]

通过分析浙江省渔业产业竞争力并与其他渔业强

省进行了比较,表明浙江水产品竞争力在沿海9个

地区中处于中等水平,并提出合理建议以持续提升

浙江渔业的综合竞争力。江激宇等[6]依据生产要素

条件、市场需求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以及科技创

新推广能力等要素构建了渔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探究我国内陆10个渔业主产省

(市、自治区)的渔业竞争力,探析安徽省渔业与其

他渔业强省现有的差距。刘莹等[7]运用偏离-份额

模型评价分析青岛市海洋渔业竞争力,认为水产品

加工业是其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海水养殖和水产

流通业对于青岛市经济总量的增长占有显著比例。

姚丽娜等[8]运用层次分析法比较我国沿海9个省份

的远洋渔业竞争力,进一步分析了浙江省远洋渔业

与其他省份的差距,从可持续发展、要素禀赋和外

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策略。刘洋[9]基于“钻石

模型”理论的5要素分析比较了我国台湾和浙江两

地的海洋渔业竞争力,并为两地渔业合作交流提出

合理建议。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针对海洋渔业竞争力现状

的比较研究较少,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成

果相对不多。本研究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

福建省海洋渔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寻找各地区

海洋渔业竞争力水平的差距,分析福建省海洋渔业

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关建议,这对推动

福建省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改善渔民的生活水平

和生活质量都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福建省海洋渔业发展概况

福建省是我国的海洋渔业大省,海岸线漫长曲

折,海域面积广阔[10]。长期以来,福建省有着天然

的港湾、自然环境及优越的海洋渔业资源,为海洋

渔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海洋渔业的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2018年福建省渔业经济总

产值3100.11亿元,同比增长11.0%。其中:渔业

产值1364.58亿元,占农业产值比重的31.2%;水

产品总产量783.89万t,同比增长5.3%;海水养殖

产量478.83万t,同比增长7.5%;海洋捕捞产量

170.12万t,同 比 降 低2.4%;水 产 品 加 工 产 量

412.78万t,同比增长12.2%;水产品进出口贸易

总量161.55万t,水产品出口贸易额达63.74亿美

元,同比增长9.5%,位居全国第一;全省渔业人口

169.46万人,渔民人均纯收入21417.11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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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9.4%。近年来,福建省海洋渔业生产规模呈逐

年上升趋势,海洋渔业在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

时,带来的各方面问题也不断增多。由于受长期投

入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生态环境恶化、病害频繁发

生、渔业资源衰退等许多方面的影响,渔业增长速

度趋缓,严重地制约了渔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福建海洋渔业主管部门加以引导并推进渔业

内部结构改善[11]。

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评价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海洋渔业竞争力评价过程中,第一步要构

建海洋渔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了使海洋

渔业竞争力在评价过程中发挥更高的效率,依照

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指

标,结合对已有关于海洋渔业竞争力影响因素、评

价体系、评价方法的研究总结分析,主要从生产贸

易能力、资源禀赋、科技推广能力和相关产业发展

状况4个方面综合考察海洋渔业产业竞争力。本

研究选择福建与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

江、山东等沿海渔业省(市、自治区)进行比较,最

终构建了具有等级结构的海洋渔业竞争力评价指

标体系(表1)。

表1 海洋渔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符号)

生产贸易能力

水产品产量(X1)/t

渔业经济总产值(X2)/万元

渔民人均纯收入(X3)/元

专业渔业劳动力人均产值(X4)/万元

水产品出口贸易额(X5)/万美元

资源禀赋
海洋渔业从业人员数量(X6)/人

海洋机动渔船数量(X7)/艘

科技推广能力
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数量(X8)/个

渔民技术培训人数(X9)/人次

相关产业发展 休闲渔业产值(X10)/万元

  注:水产品产量=海洋捕捞产量+海水养殖产量;专业渔业劳

动力人均产值=渔业总产值÷专业渔业劳动力

2.2 评价方法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旨在

借由少数几个因子去刻画多项指标之间的关联关

系,处理原理在于将关系密切的变量合并为同类

项,将同一类型变量组合成一个公因子。类似于复

杂简单化的原理,用较少的几个共性因子描述繁杂

的原始信息,进行数据的降维。本研究运用这种研

究方法,进一步比较福建省与其他沿海省、市、自治

区的海洋渔业竞争力。

3 福建省海洋渔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3.1 统计数据来源

本研究旨在对11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海洋

渔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与

充分性,构建上述海洋渔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搜索文献及年鉴收集了11个沿海省、市、自治

区的原始数据。指标数据全部来自《中国渔业统计

年鉴(2019)》。

3.2 因子分析的适应性检验

为了深入比较沿海地区的海洋渔业竞争力,进
一步分析这些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构建的10个

指标先用因子分析法分析,找到最具代表性的公因

子。本研究运用SPSS20.0来进行相关性检验。表

2可行性结果表明 KMO测度值是0.605,Bartlett
检验的近似卡方统计值为120.005,对应的sig概率

为0.000,小于0.1%,尤其显著,体现该数据来自

正态分布总体,本研究变量数据很适合采用因子

分析。

表2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0.605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20.005

df 45

Sig. 0.000

3.3 确定公因子数目及公因子命名

本研究提取因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

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因子,在保留原始数据信息

较多的同时实现降维,求解公因子的特征值、方差

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表3至表5)。所得结果

表明,此次因子分析共提取3个公因子,且它们方差

累积为90.856%,大于80%,表明这3个因子已经



82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1年 

能较好地反映原始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此次因子提

取的总体效果较为理想。

表3 初始特征值

成分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5.895 58.949 58.949

2 2.158 21.581 80.530

3 1.033 10.326 90.856

4 0.422 4.218 95.074

5 0.350 3.504 98.578

6 0.087 0.875 99.453

7 0.036 0.361 99.814

8 0.009 0.092 99.906

9 0.006 0.059 99.965

10 0.003 0.035 100.000

表4 提取平方和载入

成分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5.895 58.949 58.949

2 2.158 21.581 80.530

3 1.033 10.326 90.856

表5 旋转平方和载入

成分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4.731 47.307 47.307

2 2.704 27.035 74.342

3 1.651 16.514 90.856

表6为采取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所得的数据旋转后因子的负载矩阵,更好地诠释了

因子的实际意义。表6中的负载数据显示,第一个

公因子在水产品产量、渔业经济总产值、水产品出

口贸易额、海洋渔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海洋机动渔船

数量这5个指标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这几个指

标主要与资源禀赋、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有关,可
以命名为贸易及要素禀赋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在

渔业经济总产值、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渔民技术培

训人数和休闲渔业产值这4个指标上具有较强的载

荷,其主要与科技推广能力及相关产业发展状况相

关,命名为科技推广及相关产业因子。第三个公因

子在渔民人均纯收入和专业渔业劳动力人均产值

这2个指标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反映了渔民的

生产能力,因此可以命名为生产能力因子。

表6 旋转因子负载矩阵

评价指标
成分

1 2 3

X1 0.947 0.263 0.046

X2 0.667 0.680 0.233

X3 -0.275 0.153 0.882

X4 0.464 0.209 0.817

X5 0.974 0.105 0.096

X6 0.912 0.337 -0.020

X7 0.940 0.099 -0.136

X8 0.441 0.821 -0.028

X9 -0.161 0.890 0.313

X10 0.461 0.709 0.148

3.4 因子综合得分

本研究主要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计算各个

因子得分,即用不同变量的线性组合来说明3个公

因子,表7给出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

表7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评价指标
成分

1 2 3

X1 0.220 -0.055 0.017

X2 0.062 0.201 0.030

X3 -0.063 -0.080 0.585

X4 0.134 -0.185 0.564

X5 0.264 -0.167 0.096

X6 0.191 0.013 -0.052

X7 0.243 -0.103 -0.073

X8 -0.046 0.398 -0.208

X9 -0.215 0.477 -0.012

X10 -0.007 0.283 -0.051

表7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F1=0.220X1+0.062X2-0.063X3+0.134X4

+0.264X5+0.191X6+0.243X7-0.046X8

-0.215X9-0.007X10 (1)

F2=-0.055X1+0.201X2-0.080X3-0.185X4

-0.167X5+0.013X6-0.103X7+0.398X8

+0.477X9+0.283X10 (2)

F3=0.017X1+0.030X2+0.585X3+0.564X4

+0.096X5-0.052X6-0.073X7-0.208X8

-0.012X9-0.051X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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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47307×F1+0.27035×F2+0.16514×F3

(4)

其中,式(1)至式(3)为3个公因子的得分函数,

其系数经由回归法估算得到。式(4)为综合得分函

数,式中的权重系数则为3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由式(4)计算得到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

渔业综合竞争力评价结果(表8)。

表8 海洋渔业竞争力排名

地区
贸易及要素禀赋因子 科技推广及相关产业因子 生产能力因子 综合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山东 1.45037 2 1.24841 2 0.29357 6 1.07 1

福建 1.72791 1 -0.64917 7 0.36515 5 0.70 2

广东 0.76897 3 0.57014 4 -0.46844 7 0.44 3

浙江 0.20475 5 -0.32364 5 1.08272 2 0.19 4

江苏 -1.12444 11 2.10204 1 0.86449 4 0.18 5

辽宁 0.48142 4 -0.59099 6 -0.50089 8 -0.01 6

广西 -0.80589 8 0.59330 3 -1.35809 11 -0.45 7

上海 -0.96387 10 -0.84749 9 1.16151 1 -0.49 8

天津 -0.80797 9 -1.06601 10 1.04865 3 -0.50 9

海南 -0.22429 6 -0.71645 8 -1.22656 9 -0.51 10

河北 -0.70695 7 -0.32014 4 -1.26211 10 -0.63 11

3.5 实证结果分析

从上述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情况来看,综合竞

争力数值越大代表竞争力越强,综合竞争力数值越

小则代表竞争力越低。在所选的11个沿海省、市、

自治区中,福建省海洋渔业竞争力综合排名第二,

处于较高水平,总得分为0.7,仅落后于山东,高于

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等沿海地区。山东省海洋渔

业竞争力排在第一位,河北省的海洋渔业竞争力最

弱,说明分析结果与现实基本是符合的。

(1)在贸易及要素禀赋方面,方差贡献率为

58.949%,是竞争力评价中最重要的因子,涵盖的

指标主要包括水产品产量、渔业经济总产值、水产

品出口贸易额、海洋渔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海洋机动

渔船数量。福建省排名第一,这主要归因于福建省

地处亚热带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丰富的海洋渔业资

源。福建省沿海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具有经济价值

的各类生物资源400余种,具备发展水产产业的优

越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近年

来,福建省渔业经济总产值和增加值稳步提高,水

产品出口贸易额位居全国首位,全省渔业生产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在科技推广及相关产业方面,方差贡献率

为21.581%,主要反映了渔业经济总产值、水产技

术推广机构、渔民技术培训人数和休闲渔业产值这

4个指标,是第二重要因子。福建省排名第七,处于

中等略偏下,这说明福建的海洋渔业科技创新能力

与其他沿海强省相比还处于落后地位。虽然福建海

洋渔业经济近年来取得很大成就,但海洋渔业科技创

新平台和能力建设滞后,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在渔

业科技创新推广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上也存

在不足,制约了海洋渔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海洋渔

业现代化建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3)在生产能力方面,由渔民人均纯收入和专

业渔业劳动力人均产值这2个指标构成,方差贡献

率为10.326%。福建省在该因子的得分位列第五,

为中等水平,在上海、浙江、天津和江苏之下,但高

于山东、广东和辽宁等沿海省份。福建省虽然产业

基础扎实,但对海洋渔业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渔

民增收、渔业增效速度趋缓,需进一步增强渔业综

合生产能力,提升整体经济实力。



8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1年 

4 提升福建省海洋渔业竞争力的建议

福建省具备发展海洋渔业的良好条件,应基于

福建的产业优势,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促进品种

多、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海洋渔业发展,构建有竞

争力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

法对福建省海洋渔业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根据以

上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4.1 推进渔业组织化建设,提升海洋渔业综合生

产能力

一是大力扶植海洋渔业龙头企业,强化利益联

结。政府部门应努力推进惠渔政策的实施,重点培

育福建省渔业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加强技术改

造,转换经营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在结构调整

上的带动力,形成强有力的海洋渔业产业集群,注

重品牌建设,建立和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不断提高

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保障渔

民利益。渔民专业合作社要积极联合分散的个体

渔民,加快推进渔业的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提高渔

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整体效率。另外,加大捕捞渔民

向休闲渔业、养殖业、水产加工流通业及其他相关

产业转移力度,为当地渔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经营不善的个体户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助,切实改

善渔民民生,促进渔民增收、渔业增效。

4.2 培养渔业科技领军人才,加快海洋渔业科技创新

一是合理配置海洋渔业科研资源。深化产学

研一体化机制,逐步建立健全福建省渔业人才培养

基地和科研开发基地,依托实验示范基地与科研项

目带动对渔业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加大对涉渔专

业、学科建设及渔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渔

业从业者科技素质、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引进和

培养海洋渔业的专业技术领军人才。二是深化海

洋渔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构建以技术推广为核

心,水产科研单位、海洋渔业协会、龙头企业和渔业

专业合作社共同参与的新型渔业技术推广体系,以

科技指导渔业生产,随时掌握科技动态,针对制约

福建省海洋渔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提

升海洋渔业产业整体科技竞争力。

4.3 发展多元化休闲渔业,优化海洋渔业产业结构

福建省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渔业渔

区各有其自身特色及优势,构建生态型休闲渔业示

范基地,发展休闲渔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其中厦门、

漳州、泉州、宁德、三都澳海洋休闲渔业主体园区是

重点建设的目标[12]。地方政府应对休闲渔业的发

展给予适当的支持与引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

地制宜,围绕区域的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产品特

色、环境条件等要素,将渔业资源增殖与休闲渔业

有效结合,合理开拓发展空间,设计稳定、健康、环

境友好型并集科学性、娱乐性为一体的多元化休闲

渔业活动,如生产经营型、观光疗养型、展示教育型

等新型渔业模式,实现渔业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

益,从而延伸产业链条,大力推进海洋渔业产业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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