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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3个方面分析

海南省的海水鱼养殖产业。发现:海水鱼养殖业属于原子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较低,龙头企业

竞争力不足;总体进入壁垒较低,市场进入难度较小;种苗产业链分工和定价随机性强,鱼卵价格

出现经常性短期波动;海水养殖业资源配置效率较低,许多企业面临环保督察、经营管理、人力资

源等诸多危机,产业技术进步贡献度不足。因此,提出如下建议:海南海水鱼养殖业需要在兼顾生

态文明建设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制定长远的渔业发展规划;加快推进行业的分工与专业化的生产;

通过兼并、强强联合加快推进规模经济,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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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SCPparadigm,themaricultureindustryinHainanProvincewasanalyzedin

thispaperfromthreeaspects:marketstructure,marketbehaviorandmarketperformance.Itwas

foundthatmaricultureindustrywasanatomicmarketstructurewithlowmarketconcentration

andinsufficientcompetitivenessofleadingenterprises.Theoverallentrybarrierwaslow,andthe

marketentrydifficultywassmall.Therewasastrongrandomnessinthedivisionoflaborandpri-

cingofseedandseedlingindustrychain.Maricultureresourcesallocationefficiencywaslow,many
enterpriseswerefacingenvironmentalsupervision,management,humanresourcesandmanyother

crises,andindustrytechnologyprogresscontributionwasinsufficient.Underthepremiseofeco-

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Hainanprovincialgovernmentneedstomakealong-termfishery
developmentplan,includingacceleratingthepromotionofindustrialdivisionoflaborand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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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edproduction,acceleratingeconomiesofscalethroughmergersandalliances,andfurtherimpro-

vingtheaddedvalueofproductsandenhancingthe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ofaquaculture

industry.

Keywords:HainanProvince,Maricultureindustry,Costbenefit,SCPparadigm

0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海水鱼产地[1]。然而,我
国的海水鱼养殖产业还处于相对不发达的阶段,国

际竞争力不高,这与我国较大的海水鱼产量不相

适应。

海南省是中国最南端的省份,同时也是我国

非常重要的海水鱼种苗产地[2],因为得天独厚的

偏热带的气候,海南省海域的水温较其他地方高,

种苗的存活率也较高。因为海水鱼的养殖需要借

助于近海的池塘、网箱或者是工厂化循环水,所以

海南海水鱼养殖产业也主要分布在环岛的人口集

中地区。通过在海南省的海水鱼产业经济调研,

积累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调研数据,发现了海南省

海水鱼养殖产业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注意到海

南省海水鱼养殖产业目前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

1 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现状概述

近年来,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发展较快。最近

10年来,海南省海水鱼类养殖面积呈上升趋势。

2018年海南省海水鱼类养殖面积已达到5347hm2,

是2009年的两倍多。但是2019年海南省政府针对

海水养殖产业规划了相应的养殖区、限养区、禁养区。

其中海南岛周边近岸海域545317.77hm2被划分

为禁养区,1191942.31hm2被划分为限养区。在

禁养区的养殖户面临着被清退,限养区的养殖户需

要升级改造才能继续养殖的问题。

从海水鱼的养殖产量上看,海南省海水鱼养殖

产量最近10年呈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海南省海

水鱼养殖产量已达到124554t,约为2009年的

3倍。从海水鱼养殖模式来看,目前海南省海深水

网箱的养殖产量最大,占比达到了一半以上;其次

是池塘养殖,比例达到了22.2%;工厂化养殖的产

量占比最小,只有1.2%。

从总体上来看,海南省主要养殖的海水鱼类为

石斑鱼、军曹鱼和卵形鲳鲹。从海南省内各地区的

具体情况来看,各地区海水鱼的主要养殖模式和主

要养殖品种也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海南省各地区海水鱼主要养殖模式与品种

地区 主要养殖模式 主要养殖品种

陵水县 池塘、普通网箱、深水网箱 卵形鲳鲹、军曹鱼

东方市 池塘、工厂化 石斑鱼

琼海市 池塘、工厂化 石斑鱼

临高县 池塘、工厂化、深水网箱 卵形鲳鲹、石斑鱼

万宁市 池塘、普通网箱 石斑鱼

海口市 普通网箱 军曹鱼

澄迈县 深水网箱 卵形鲳鲹

昌江县 深水网箱 卵形鲳鲹

儋州市 池塘、工厂化 石斑鱼

乐东县 池塘、普通网箱 鱼苗孵化

三亚市 池塘、工厂化 石斑鱼

文昌市 池塘、工厂化 鱼苗孵化

三沙市 深水网箱 多种成鱼养殖

  注:资料来源为海南省陵水综合实验站、三沙实验站。

2 海南省海水鱼养殖成本收益分析———以

石斑鱼为例

2.1 成本收益分析

海南省石斑鱼在不同养殖方式下的单位产量成本

及其占比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池塘养殖的成本低于

工厂化养殖。池塘养殖的单位成本为41.14元/kg,而

工厂化养殖的成本为42.28元/kg。

在成本构成中,苗种支出在两种养殖模式中的

占比最高,分别为63.86%和33.80%,因此海南省

石斑鱼养殖成本的变动特点主要取决于苗种费用

的变化特点。所以,两种养殖模式下,变动成本在

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固定成本。两种养

殖模式的固定成本的构成存在较大差异,在池塘养

殖模式下,固定资产折旧在其单位产量总成本中占

比最高,达到2.63%。而在工厂化养殖模式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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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员工工资和土地水域租金的比例都很高。从变

动成本构成看,两种模式的水电支出在总成本中所

占比重都是最高的。

表2 不同养殖模式下石斑鱼的成本构成

项目

池塘养殖 工厂化养殖

成本/

(元·kg-1)
占比/%

成本/

(元·kg-1)
占比/%

变

动

成

本

苗种支出 26.27 63.86 14.29 33.80

饲料支出 2.32 5.64 2.00 4.73

临时员工工资 2.48 6.03 1.06 2.51

渔药支出 3.40 8.26 1.02 2.41

水电支出 4.31 10.48 3.57 8.44

单位变动成本 38.78 94.26 21.94 51.89

固

定

成

本

固定员工工资 0.60 1.46 11.02 26.06

固定资产折旧 1.08 2.63 0.14 0.33

设备维修费 0.31 0.75 0.51 1.21

利息费用 0.10 0.24 0 0

土地和水域租金 0.27 0.66 8.67 20.51

单位固定成本 2.36 5.74 20.34 48.11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海水鱼产业体系调研数据计算得出。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知,在不同养殖模式下的

石斑鱼养殖单位产量总成本的绝对数而言,池塘养

殖存在一定的成本优势。造成这种优势的原因主

要有:①固定人工工资。一般来说,工厂化养殖的

规模一般较大,会雇佣更多的工人,而池塘养殖的

规模相对较小,雇工较少。②水域和土地租金。池

塘养殖一般涉及土地和水域租金的情况较少,而工

厂化养殖规模一般较大,往往会租用面积较大的厂

房或水域,租金较多。

海南省石斑鱼在不同养殖模式下的单位产量销

售收入情况:普通池塘养殖的净利润为10.86元/kg,

工厂化养殖的净利润为7.72元/kg。因此这两种

养殖 方 式 对 应 的 成 本 利 润 率 依 次 为 26.4% 和

18.26%。这两种养殖方式的成本利润率都不高,

平均成本利润率都在30%以下,说明石斑鱼养殖所

产生的利润远远小于所投入的总成本。边际贡献

是管理会计中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它是指销售收

入减去变动成本后的余额,边际贡献率即为边际贡

献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可以理解为每一

元销售收入中给养殖户做出贡献的能力,工厂化养

殖的边际贡献率高于池塘养殖,达到56.12%,即该

养殖模式下每一元销售收入中有0.56元为养殖户

的净利润。目前海南省石斑鱼养殖业整体处于一

种高投入低利润的生产状态,有待进一步提高产品

附加值,提高利润。

2.2 不确定分析

从表3可知,销售价格与盈亏平衡价格之差在两

种养殖模式下分别为10.86元/kg和7.72元/kg。

在两种养殖模式下,石斑鱼的养殖的安全边际率分

别为82.45%和98.55%,安全边际率较高,说明在

目前的养殖模式下,养殖户对于固定成本收回的能

力较强,能较快地收回当年的固定成本,在价格等

要素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经营的财务风险处于较为

安全的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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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率越低对养殖个体越有利,池塘养殖模式和工厂

化养 殖 模 式 的 盈 亏 作 业 率 分 别 为 17.85% 和

72.49%,表明池塘养殖模式的经营风险低于工厂

化养殖的风险。

表3 不同养殖模式石斑鱼养殖盈亏平衡分析

参数 池塘养殖 工厂化养殖

盈亏平衡产量/kg 2276 6058

实际销售产量/kg 12968 416875

安全边际量/kg 5345.5 205408.5

安全边际率/% 82.45 98.55

盈亏平衡作业率/% 17.85 72.49

盈亏平衡价格/(元·kg-1) 41.14 42.28

销售价格/(元·kg-1) 52 50

销售价格与盈亏平衡价格之 差/

(元·kg-1)
10.86 7.72

表4为两种养殖模式下石斑鱼的敏感性分析,

表明了不同影响因素对净利润的敏感系数以及以

10%影响程度为例的具体变化分析[3]。变化方向方

面,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与净利润的变化方向相

反。在影响程度方面,在两种养殖模式下,苗种支

出的敏感系数分别为-2.42和-1.85,都是最低

的,表明苗种支出每上涨10个百分点,养殖者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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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分别下降2.42个百分点和1.85个百分点,说明

在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苗种支出的变

动引起两种养殖模式的净利润变动程度是最大的。

同时,池塘养殖模式的苗种支出敏感系数要低于工

厂化模式,说明池塘养殖的苗种支出敏感性要高于

工厂化养殖。原因在于比起工厂化养殖,池塘养殖

更为依赖自然条件,苗种存活率受到更多不确定因

素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苗种存活率低于工厂化养

殖模式,对于苗种的支出也更为随机。

表4 不同养殖模式石斑鱼养殖敏感性分析

项目 变动百分比/%
敏感系数

池塘养殖 工厂化养殖

苗种支出 10 -2.42 -1.85

饲料支出 10 -0.21 -0.26

渔药支出 10 -0.31 -0.13

电费支出 10 -0.40 -0.46

临时员工工资 10 -0.23 -0.14

单位变动成本 10 -3.57 -2.84

固定员工工资 10 -0.06 -1.43

固定资产折旧 10 -0.10 -0.02

设备维修费 10 -0.03 -0.07

土地水域租金 10 -0.02 -1.12

单位固定成本 10 -0.22 -2.63

单位总成本 10 -3.79 -5.48

3 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SCP范式分析

3.1 市场结构

3.1.1 市场集中度

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企业(单位)数量众多,难以

统计到所有企业(单位)的有关数据,所以采用行业

集中率这个指标来计算市场集中度。行业集中率

是指该行业的相关市场内前n 家最大的企业所占

市场份额的总和。公式如下:

CRn =∑
n

i=1
Xi ∑

N

i=1
Xi

式中:CRn 代表X 产业中规模最大的n 家企业的市

场集中度;Xi代表X 产业中第i企业的生产额、销
售额、资产数或员工;N 是X 产业的全部企业数;

∑
n

i=1
Xi 代表前n 位企业的生产额、销售额、资产数或

员工数的总和。其中,CRn 越大说明产业集中度越

高,则市场垄断程度高,竞争程度小;CRn 越小说明

产业集中度越低,则市场垄断程度低,竞争程度高。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同时结合

表5的数据,分别计算得出CR4 和CR8 为3.72%
和4.7%。根据CR4 和CR8 的计算结果,结合贝恩

对于市场等级划分的理论,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产业

目前的市场类型是属于原子型[4],市场集中度非常

低。表明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企业过于分散,缺乏有

竞争力的大企业。

表5 海南省2017年海水鱼年养殖业产值前8名的企业

排名 年产值/万元 员工人数/人

1 20300 663

2 14300 285

3 10000 200

4 6000 230

5 5900 90

6 2000 10

7 1900 100

8 1100 15

  数据来源:2018年海南省南海鱼类种苗协会环岛调研。

3.1.2 产品差别化

从垂直差异的角度来看,海南省政府目前给一

些海水鱼养殖企业颁发了无公害牌照。这些无公

害牌照就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代表了产品质量

的保证。在平时市场上定价时,这些拥有无公害牌

照的企业普遍会比普通企业定相对较高的价格。

从水平差异来看,海南省的海水鱼养殖企业养

殖的品种主要集中在石斑鱼[5]和军曹鱼两种类型。

原因有两点:这两种鱼类的养殖技术已经十分成

熟;海南省是全国重要的海水鱼种苗产地,全国其

他地区每年对于这两种鱼类的种苗需求较大,每年

会有较大的订单。所以总体上来看,海南省海水鱼

养殖的水平差异并不明显。

3.1.3 进入壁垒

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海南省的海水鱼养殖

企业较为分散,多数企业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程

度,不存在规模经济壁垒。从政策法律上来看,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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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近几年由于环保督察的力度加大,海南省对于海

水鱼养殖企业的选址有了一些限制,但是由于海水

鱼养殖地点的多样化,这些政策法律的限制不足以

对新企业进入行业造成障碍。所以,总体上看海南

省海水鱼养殖产业进入壁垒较低,行业市场进入难

度较小[6]。

3.2 市场行为

3.2.1 定价行为

由于海南省海水鱼产品差别化中的水平差异

并不明显,虽然存在一定的垂直差异,但是由于海

南省海水鱼养殖企业(单位)的数量众多,从总体上

来看,海南省的海水鱼市场大致上是一个完全竞争

市场。

3.2.2 产品差异化行为

为了增加产品的差异化,海南省的海水鱼养殖

企业主要是做了以下两点:①从水平差异的角度,

许多海水鱼养殖企业开始逐渐引入新的养殖品种,

有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开始自行培育新的品种;

②从垂直差异的角度,海南省的海水鱼养殖企业也

在积极地争取政府所颁发的绿色无公害牌照。

3.2.3 广告与推广行为

由于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的市场集中度较

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资金实力有限,所以从整

体上来看,采用广告进行宣传的企业不是很多。

而企业的推广行为,有时候更多地表现为拓宽人

脉的行为,即与中间商的交往行为[7]。许多养殖

企业、养殖个体户都是将海水鱼产品卖给中间商,

再由中间商去出售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或者是下

一级的中间商。所以,在产品几乎同质的情况下,

与中间商的交往行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销

路好坏。

3.2.4 市场协调行为

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的市场协调行为主要表

现为成立行业协会[8],如海南省南海鱼类种苗协会、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石斑鱼分会等。行业协

会的成立,促进了行业中的一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

形成服务和产品上的合作。行业协会也建立了专

属的企业数据库,促进行业中企业相关数据的收

集,使得整个行业更加的透明化。但是,由于行业

协会成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关方面的工作仍处

于起步阶段,在整个行业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3.3 市场绩效

3.3.1 资源配置效率

对于大企业来说,迫于环保督察的压力,在绿

色生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导致最终的经

济效益有限。对于中小企业,虽然在环保督察方面

的压力不大,但是生产规模和生产环境决定了其抵

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其利润具有不稳定性。所

以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的

资源配置效率并不高,许多企业面临着一定的生产

危机。

3.3.2 产业技术进步

虽然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海水鱼养殖的技

术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是近几年我国海水鱼

养殖技术也在不断提高。例如,针对鱼卵需求不匹

配的问题,海南省陵水实验站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区

分雄鱼和雌鱼的技术,通过区分出鱼群中的雄鱼和

雌鱼,控制鱼卵的产量。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石斑鱼为例,对海南省的海水鱼养殖

做了成本收益分析,随后采用“结构-行为-绩效”

(SCP)范式,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3个

方面对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做了行业分析。总体

上来看,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还处于一个初步发展

的阶段,行业市场并不成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如下。

(1)政府需要制定长远的渔业发展规划[9]。海

南省作为全国主要的海水鱼苗种产地,在整个海水

鱼的产业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海南

省需要尽快制定相关规划,落实相应的政策,扶持

相关的重要企业,加快推进行业的发展。

(2)加快推进行业的分工与专业化的生产。目

前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整

个产业链的体系相对混乱。需要加快推进海水鱼

养殖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工,这有利于推进行业整体

的发展与进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10]。

(3)通过兼并、强强联合加快推进规模经济。

目前海南省海水鱼养殖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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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难度较低,不存在规模经济壁垒。这样的现状

并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打破这样

的格局,大企业通过兼并小企业或者强强联合,继

续增加生产的规模,最终达到规模经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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