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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全国渔业渔政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渔业一二三产业

融合是实现渔业高质量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就是以渔业为基本

依托,有效整合渔业生产、水产品加工、流通与贸易、休闲渔业及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链延

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促进渔业、渔村发展,渔民增收。近年来,我国渔业三产

融合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如何来评价渔业三产融合发展带来的效益,值得关注。已有的研究主

要从渔业的经济效益或者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很少有从多个维度对海洋渔业产业

融合发展带来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所以文章从渔业生产效率、渔业经济效益、渔业产业链延伸以

及绿色可持续发展4个维度设计了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沿海10个地

区的融合发展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研究结论:①基于空间视角,山东、广东的渔业三产融合发展水

平较高,浙江、江苏、福建紧随其后。②基于产业结构视角,各地区在渔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不

同程度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在评价体系中,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其他指标呈现较低情况。

③基于时间序列视角,渔业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最后从渔业均衡发展、地区发

展以及渔业监管力度等方面提出注重渔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均衡性,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交流,加

强对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监管力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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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EvaluationResearchonIntegratedDevelopmentofFishery
IndustryinCoastalAreasBasedonEntropyWeight-TopsisMethod

SUNAoyun,PINGYi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Abstract:Oneoftheprioritiesofthenationalfisheryandfisheryadministrationworkin2019was

to “vigorously promotethe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Theintegrationoftheprimary,secondaryandtertiaryindustriesoffisherywasan

importantmeasuretoachiev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fisheryandtheupgradingoftradi-

tionalindustries.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thefisheryindustrywasbasedonfishery,eff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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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lyintegratingfisheryproduction,aquaticproductprocessing,circulationandtrade,recrea-

tionalfisheriesandotherproductiveserviceindustries,andwascharacterizedbytheextensionof

theindustrialchain,theexpansionoftheindustrialscopeandthetransformationofindustrial

functions,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fisheriesandfishingvillagesandincreasingtheincome

offishermen.Inrecentyears,some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theintegrateddevelopment

ofChina'sfisheryandthreeindustries.Howtoevaluatethebenefitsbroughtbytheintegratedde-

velopmentoffisheriesandthreeindustrieswasworthyofattention.Theexistingresearches

mainlystudytheeconomicbenefitsoffisheries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marineeco-

logicalenvironment,and rarely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s oftheintegrated

developmentofthemarinefisheryindustryfrommultipledimensions.Theevaluationindexsys-

tem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effectoftheprimary,secondaryandtertiaryindustriesoffish-

erywasdesignedfromfourdimensions,theextensionofthefisheryindustrychainandthegreen

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evaluationandresearchontheintegrateddevelopmenteffectof

10coastalareaswascarriedout.Researchesconcluded:① Basedontheperspectiveofspace,

ShandongandGuangdonghadarelativelyhighlevelofintegrateddevelopmentoffisheryand

threeindustries,followedbyZhejiang,JiangsuandFujian.②Basedontheperspectiveofindus-

trialstructure,thereweredifferentdegreesofunbalanceddevelopmentintheprocessoffishery
integrateddevelopmentinvariousregions.Intheevaluationsystem,thelevelofgreen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fisherywaslowerthanotherindicators.③ Basedontheperspectiveoftimese-

ries,theoveralllevelofintegrateddevelopmentofthefisheryindustryshowedanupwardtrend.

Finally,fromtheaspectsofbalancedfisherydevelopment,regionaldevelopmentandfisherysu-

pervision,it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suchasfocusingonthebalanceintheprocessoffish-

eryintegrateddevelopment;strengtheningcooperationandexchangesbetweenregions;and

strengtheningthesupervisionofgree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isheries.

Keywords:Fisheryeconomy,Industrialintegration,Industrialchainextension,Productioneffi-

ciency,Greensustainability,Entropyweight-TOPSIS

0 引言

政府提出通过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支持,推
动和发展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下简称

“三产融合”),以达到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延
伸产业链、拓展农业多功能、发展现代化绿色生态

农业以及引导产业集聚发展等目标,为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渔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1],我国作为世界主要水产品生产、加工贸易国之

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渔业生产产量、产值、进出

口贸易量都得到了迅速增长。截至2019年,我国的

渔业社会经济总产值26406.02亿元,其中渔业的

一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分别为12934.49亿元、

5899.17亿元、7572.83亿元,同比2018年分别增长

0.93%、3.95%、2.7%,渔业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49∶22.3∶28.7。同时第三产业当中的休闲渔业的

总产值为963.68亿元,同比增长6.81%。渔业第

二、三产业增速快于第一产业,对渔业经济提质增

效起到了积极作用,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学者对渔业发展的评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研究:①渔业经济效益。王波等[2]研究渔业产

业结构变动对渔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渔业产业

结构的变动引起海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而促进

渔业经济的增长的结论;孙康等[3]等利用SBM 模

型对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发现近年来

渔业经济呈现低迷状态;刘慧媛等[4]利用灰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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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法,探究影响渔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探究其

关联度,得出水产养殖、加工与渔业经济关联度较

大。②渔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孙吉亭等[5]利用灰色

关联度和层次分析法对山东海洋渔业生态健康进

行评价,认为随着渔业投入的增加,在渔业可持续

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生态健康性越低;徐敬

俊等[6]利用计量方法对沿海部分地区的海洋碳汇渔

业绿色发展评价,得出碳汇总量呈上升趋势,但是

各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周睿等[7]利用主成分分析

法对影响云南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得

出其受渔业生产总值、技术投入经费以及污染的经

济损失的影响较大。③渔业生产效率。任传堂等[8]

对闽台渔业生产效率进行对比,得出我国台湾地区

人均产量先上升,随后下降,福建呈现上升趋势,但

是其人均产量增长率前期呈上升趋势,后面趋于稳

定。肖姗等[9]从资源消耗、人力资金投入等多个生

产要素的投入对沿海渔业的生产效率进行评价分

析,一些地区的渔业产出对渔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反

应不是很显著,甚至可能随着渔业生产要素的投入

而降低。

已有研究成果显示,①对产业融合评价研究大

多集中在陆地农业领域,对渔业产业融合发展评价

研究涉及甚少;②学者对渔业发展评价主要在渔业

经济效益、生态环境等方面,对渔业融合发展中产

业链延伸的评价更少;③学者对渔业的研究多数是

从单一角度研究,并没有一套涉及渔业融合发展多

层次、多角度的评价体系。本研究借鉴农业一二三

产业融合效果评价体系,结合渔业产业特征,尝试

构建一套涉及渔业经济效益、生产效率、产业链延

伸、绿色可持续的评价体系,进而分析沿海地区在

不同评价维度下的具体表现。

1 研究方法的选取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介绍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2—2019年的《中国渔业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和《海南

统计年鉴》。

熵权法是客观性地确定各个指标权重的一种

赋权方式[10]。其通过检验指标的离散程度进而确

定权重,若一个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其熵值就越

小,表示该指标包含的信息量较大,其权重就越大。

反之,权重越小。

1.1.1 构建目标决策层

假设有m 个样对象,另外假设n 个评价指标,

由以上数据构成一个矩阵X,如下: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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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i∈ 1,m[ ] ,j
∈ [1,n]。

1.1.2 无量纲化

由于所采集的数据在数据类型、单位、数值上

有所不同,所以无法做简单的加减乘除等运算,需
要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初步的无量纲化处理[11]。
对于正向指标标准化后的x'ij :

x'ij =
xij -min(xij)

max(xij)-min(xij)
(2)

对于负向指标标准化后的x'ij :

x'
ij =

max(xij)-xij

max(xij)-min(xij)
(3)

其中max(xij)、min(xij)分别为最大值和最小值。

1.1.3 指标熵值

根据上述的标准化后的数据会出现0的现象,

为了不影响下面求熵值和不改变数据结果,统一在

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个单位,进一步求第j 个指标的

熵值ej 。

ej = -
1
lnn

æ

è
ç

ö

ø
÷×

m

i=1
x'ij ×lnx'ij (4)

1.1.4 变异系数和指标权重

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vj :

vj =1-ej (5)

  第j个指标的权重:

wj =vj/
n

j=1
vj (6)

  TOPSIS法主要是测算各个指标到理想解之间

的距离,先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得
出正向理想值Z+ 和负向理想值Z- [12]。

Z+=(maxXi1,maxXi2,…,maxXim),i∈ [1,n]

(7)

Z- = minXi1,minXi2,…,minXim( ) ,i∈ [1,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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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各个指标到最大理想值和最小理想值之

间的距离D+ 、D- 。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希望指

标越靠近正向的理想值越好,越远离负向理想值越

好,即是D+ 越小越好,D- 越大越好。

D+ =
 


n

j=1
(Z+ -Zij)2 (9)

D- =
 


n

j=1
(Z- -Zij)2 (10)

  计算贴近度δi :

δi=
D-

(D+ +D-)
(11)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关于渔业融合发展的评价维度主要从渔业的

经济 效 益、生 态 环 境 等 方 面 进 行 研 究。火 志 辉

等[13]利用多元回归模型从渔业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角度分析海洋渔业综合效益。韩

晓玲等[14]从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性、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服务业要素融合、生态效益6个维度对产

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分析;秦悦[15]从产业

内部重组、产业链延伸、社会效益、科技渗透、多功

能性拓展几个维度对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算。借

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和遵循指标构建的科学客观

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数据的可获得

性,基于渔业融合发展内涵,构建包含渔业经济效

益、生产效率、产业链延伸、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内

的渔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通过熵权

法的计算,得到三级指标的绝对权重,即是综合权

重。再计算每个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的相对

权重,结果如下。

表1 渔业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相对权重 综合权重

渔业产业

融合发展

效果评价 A

渔业生产效率评价

B1

(0.4389)

渔业机械总动C1/kW 0.1456 0.0639

鱼苗投放C2/亿尾 0.2051 0.0900

水产品养殖总面积C3/hm2 0.1802 0.0791

从业人数C4/人 0.1773 0.0778

渔业技术推广机构C5/个 0.0893 0.0392

单位养殖面积产量C6/(t·hm-2) 0.0529 0.0232

劳均产值C7/(万元·人-1) 0.1497 0.0657

渔业经济效益评价

B2

(0.1961)

渔业经济总产值C8/亿元 0.4085 0.0801

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C9/% 0.3488 0.0684

渔民人均收入C10/元 0.2427 0.0476

渔业产业链延伸评价

B3

(0.3345)

渔业一产占渔业总产值比重C11/% 0.2212 0.0740

渔业二产占渔业总产值比重C12/% 0.2021 0.0676

渔业三产占渔业总产值比重C13/% 0.1797 0.0601

水产品加工企业数C14/个 0.2643 0.0884

休闲渔业收入C15/亿元 0.1327 0.0444

绿色可持续评价

B4

(0.0305)

渔业灾害直接经济损失C16/亿元 0.4000 0.0122

渔业污染面积C17/hm2 0.2197 0.0067

渔业养殖受病害面积C18/hm2 0.3803 0.0116

2 实证分析

2.1 总体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沿海地区渔业发展的贴近度进行计算,

依此为判断依据, 判断各地区渔业融合发展的状

况。从表2可以得出:从贴近度的均值的角度看,山

东、广东分位居前两位,浙江、江苏、福建紧随其后,

河北的均值排在最后。从标准差的角度分析:福建

排名第一位,河北排名最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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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沿海地区渔业融合发展贴近度及均值、标准方差排名

地区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贴进度 标准方差

均值 排名 标准差 排名

天津 0.092279 0.115932 0.110924 0.154126 0.151063 0.168426 0.158674 0.148631 0.137507 9 0.02405 8

河北 0.087033 0.10042 0.092514 0.103833 0.107783 0.115987 0.101653 0.108491 0.102214 10 0.008102 10

辽宁 0.262436 0.356321 0.341491 0.37239 0.400407 0.410219 0.357272 0.312119 0.351582 6 0.042053 4

江苏 0.392858 0.438345 0.379496 0.468029 0.474389 0.504384 0.511272 0.46478 0.454194 4 0.042271 3

浙江 0.425967 0.4551 0.418315 0.481185 0.490651 0.492402 0.508666 0.449862 0.465269 3 0.029073 6

福建 0.325722 0.396358 0.374454 0.476843 0.470815 0.502601 0.484567 0.481724 0.439135 5 0.056967 1

山东 0.574016 0.634687 0.604861 0.655141 0.683884 0.70845 0.697287 0.662521 0.652606 1 0.040791 5

广东 0.531848 0.56329 0.530011 0.603069 0.612615 0.650416 0.647281 0.637261 0.596974 2 0.043655 2

广西 0.132358 0.148492 0.15841 0.181993 0.183806 0.207275 0.185956 0.166904 0.170649 8 0.021078 9

海南 0.124121 0.171127 0.162757 0.193001 0.205317 0.219242 0.207065 0.180449 0.182885 7 0.026904 7

  从图1中,根据渔业融合发展聚类图显示结果,

可以将沿海地区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为山

东和广东;第二层次为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第三

层为海南、广西、天津、河北。

图1 沿海地区渔业融合发展水平聚类图

2.2 沿海地区渔业三产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

分析

2.2.1 渔业生产效率评价

渔业生产效率对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突出作

用。从表3和图2可以看出,2011—2018年广东、山东

的渔业生产效率位居前两名,而广西、天津、海南、河北

生产效率排名依次降低,说明山东、广东等地区在提升

渔业生产效率方面的工作有成效。同时,渔业生产效

率的排名顺序与沿海地区渔业融合发展排名的顺序基

本一致,表明渔业的生产效率对渔业的融合发展效果

有显著影响。其中第一梯队的广东省的渔业生产效率

均值约0.7861,分别是第二梯队的江苏(0.4519)、第三

梯队的广西(0.1055)的1.74倍、7.45倍,表明沿海地区

的渔业生产效率在融合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三

梯队的地区在渔业生产效率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3 沿海各地区渔业三产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

地区
渔业生产效率 渔业经济效益 渔业产业链延伸 绿色可持续发展

计算结果得分 排名 计算结果得分 排名 计算结果得分 排名 计算结果得分 排名

天津 0.080409481 8 0.110180326 9 0.213631067 9 0.124985074 1
河北 0.026333088 10 0.04026764 10 0.245627174 7 0.107718506 8
辽宁 0.388508659 5 0.290654319 7 0.3019449 6 0.124900619 3
江苏 0.451893495 4 0.498409908 3 0.352952317 5 0.124090264 6
浙江 0.478745167 3 0.405429937 6 0.611244985 2 0.124261235 4
福建 0.335945095 6 0.69299844 2 0.416157854 3 0.105761052 9
山东 0.558777994 2 0.732465062 1 0.623018462 1 0.124939053 2
广东 0.786062416 1 0.411984461 5 0.362357985 4 0.12403545 7
广西 0.105503393 7 0.143753137 8 0.206001363 10 0.124240629 5
海南 0.071095409 9 0.427451887 4 0.221251261 8 0.09764137 10



第3期 孙奥运,等:基于熵权TOPSIS法的沿海地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效果评价研究 61   

2.2.2 渔业经济效益评价

渔业经济效益对渔业的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

作用。从图1、图2和表3可以看出,渔业经济效益

的排名顺序与目标层的排名顺序大致呈正相关关

系,说明渔业总产值、渔民收入等经济指标对渔业

融合有积极作用,但是没有渔业生产效率对目标层

的影响程度显著,说明渔业经济效益对渔业融合发

展的影响程度略低于渔业生产效率对融合发展的

影响程度。其中,山东等前6个地区的渔业经济效

益水平均值都在0.4以上,得分在0.1以下的只有

河北,虽然沿海各地区的渔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

但是差异程度没有生产效率的差异程度显著,以第

一梯队 的 山 东 和 第 三 梯 队 的 广 西 为 例,2011—

2018年的渔业经济效益水平均值分别为0.7325、

0.1438,山东是广西的5.1倍。

图2 沿海各地区的二级指标贴近度均值

2.2.3 渔业产业链延伸评价

根据表3的数据显示,2011—2018年的产业链

延伸 评 价 的 结 果 顺 序 为:山 东 (0.623)、浙 江

(0.6112)、福建(0.4161)、广东(0.3623)、江苏

(0.3529)、辽宁(0.3019)、河北(0.2456)、海南

(0.2212)、天津(0.2136)、广西(0.2060)。从数据

可以得出各个地区的排序与目标层的排序存在一

定的差距,但是差距较小,而且大多数沿海地区的

渔业产业链延伸水平较低,以选取的10个沿海地区

为例,其中有7个地区的得分低于0.4,只有山东和

浙江水平高于0.6,说明渔业产业延伸层次水平较

低,对渔业融合发展的贡献度较低,各地区的产业

链延伸需要进一步提升。

2.2.4 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评价

绿色可持续发展是衡量渔业与其他产业融合

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表3的数据显示结果来

看,各地的绿色发展水平排名依次是:天津(0.125)、

山东(0.12493)、辽宁(0.1249)、浙江(0.1243)、广

西(0.1242)、江苏(0.1241)、广东(0.124)、河北

(0.1077)、福建(0.1057)、海南(0.0976)。从数据

显示可以得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效果水平很低,

最高的是天津(0.125),都在0.2以下,可能是各地

区在渔业发展过程中对渔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重视程度不高造成的。从地区角度分析,沿海地

区的绿色发展不仅仅存在发展水平层次较低的问

题,而且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以第一梯队广

东为例,渔业的生产效率(0.786)非常突出,远高于

第三梯队的河北(0.026)与天津(0.08),位居第一

位,而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却是劣势(0.124),低于

第三梯队的天津(0.125)与广西(0.1242),所以在绿

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广东需要加强渔业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2.3 沿海地区渔业融合发展均衡性分析

第一梯队包含广东和山东。这两个地区渔业

生产效率的优势非常突出,分别位居沿海地区的第

一名和第二名。同时,在产业链延伸层面和渔业经

济发展层面,两者都有较好的成绩,但是发展水平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渔业经济发展为例,山东位

居第1名,而广东位居第5名。在渔业绿色可持续

发展层面,虽然山东在沿海地区排名第2名,但是总

体的发展水平较低,其水平为0.1249,而广东在沿

海地区的位居第7名,低于第三梯队的天津。就地

区均衡发展分析,第一代梯队地区存在着发展不均

衡的问题,绿色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梯队包括浙江、江苏、福建、辽宁。这一梯

队的雷达图的形状较为接近,虽然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与第一梯队的雷达图相比差距较小(图3和图

4)。浙江在各个指标的表现差异程度最小,说明浙

江渔业发展的不均衡性较小,各个层面都得到有效

发展;江苏的多数指标处于中上水平,渔业生产效

率、渔业经济效益、产业链延伸排名分别为第4名、

第3名、第5名,只有绿色可持续发展指标处于较低

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渔业融合发展的效

果;福建与上述两个地区相比,存在的不均衡性程

度稍大,在渔业经济效益层面,在沿海地区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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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能是由于生产技术革新、养殖模式的优化造

成的单位养殖产量增加,从2011年的每公顷水产品

产量6.5万t,到2018年 的 每 公 顷 水 产 品 产 量

8.5万t,提高了30.8%。

图3 第一梯队地区各指标得分雷达图

图4 第二梯队地区各指标得分雷达图

第三梯队主要包含海南、广西、天津、河北。这

一梯队的整体表现为多数的发展指标水平较低,说

明渔业融合发展的效果欠佳,尚有较大的提升改善

空间,仅有少数指标的水平高于第一梯队。以天津

为例,其渔业生产效率(0.0804)处于第8名,渔业

经济效益(0.1101)和产业链延伸(0.2136)都处于

第9名,只有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排在第

1名,但是各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均维持在

0.12左右,各地区的相差程度很小(图5)。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沿海地区产业融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

从时间角度分析,沿海各地区的渔业融合发展

水平得分虽然在2016年之后出现稍有下降的趋势,

但是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说明渔业的融合程度随

图5 第三梯队地区各指标得分雷达图

着时间推移逐步加深。

3.1.2 沿海地区渔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沿海地区渔业融合发展呈现“两高、四中、四

低”局面。“两高”指的是山东和广东,在渔业生产

效率、产业链延伸等方面优势比较突出,从数据结

果可以看出,也是由于这几个优势,让山东和广东

的渔业融合发展水平位居沿海地区的前两名。“四

中”指的是浙江、江苏、福建、辽宁,其主要表现为渔

业融合的多个发展指标水平处于中等,各个渔业发

展指标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小。“四低”指的是广西、

海南、天津、河北,其主要表现为多个指标水平处于

较低的水平,少数指标有突出。

3.1.3 各地区内部发展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沿海地区的渔业融合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不

均衡性。第一梯队多数指标水平呈现突出优势,少

数指标水平处于中下游水平,其中广东的产业链延

伸水平与渔业生产效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二

梯队多数指标处于中等水平,少数指标水平较低,

但是不均衡性略低于第一梯队;第三梯队多数指标

处于低水平状态,其中海南的产业链延伸与渔业经

济效益存在很大的差距。

3.2 建议

3.2.1 注重渔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均衡性

从上述的结论和数据显示结果来看,沿海各地

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不均衡情况。各地区在

渔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注意渔业生产、加工、运输、

销售等多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促进多个系统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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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同发展。同时,沿海渔业发展应该充分利用自

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进而补齐渔业发展

过程中的短板。

3.2.2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交流

从数据结果得出,沿海各地区的渔业融合发展

存在一定的差距。沿海不同地区的渔业相关企业、

部门通过跨地区合作,通过学习其他地区的渔业生

产经营模式,以解决本地区遇到的生产经营问题。

这种模式有利于渔业生产要素如人力、资金等的流

通,有利于渔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引进先进的管理

经验,进而促进渔业高质量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优化。

3.2.3 加强对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监管力度

从雷达图可以看出,沿海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相较于其他指标的发展水平较低,说明绿色发展的

效果较差。各地区应规范渔业生产经营标准,增强

渔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注重渔业生产经营的多

样性,促进休闲渔业的发展,以及由单一的生产养

殖加工向渔业旅游、餐饮、娱乐等方向转变,拓宽渔

民的收入渠道,也有利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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