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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全国海洋渔业重点市———浙江省舟山市作为典型 ,运用经济模型对我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海洋捕捞渔业生产
力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结合目前我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中的个体独资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和股份制公司存在的制度缺
陷 , 对经济模型分析的结论进行了现实层面的探讨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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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city Zhoushan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typical ,empirical study onthe relationshi ps betweenthe operating
mechanismreformation of marine capture fisheries in China and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of marine capture fisheries was carried out by economic mod-
el .Combini ng withthe systemdefect in operating mechanism( sole proprietorship ,stockcooperating management and joi nt stock li mited corporation) of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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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经济学家 W·舒尔茨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 ,

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 而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

长的能力 , 必须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的建

设仅仅重视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不够的, 还要重视能够使生产

要素实现有效配置并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的引入, 该理论对

我国现代渔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20 世纪70 年

代末以来, 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国海洋捕捞渔业

的经营机制也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并一度对海洋捕捞

渔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近年来, 随着各地

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的不断演化, 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

矛盾日益凸现出来, 并成为海洋捕捞渔业进一步发展的障

碍。因此, 深入分析我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与海洋捕捞

渔业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 探讨目前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

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并寻求可供突破的路径对我国现代渔业

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我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的演进与现状

改革开放20 余年来, 我国海洋渔业经营机制经历过2

个阶段不同内容的重大改革。第一阶段是1978 ～1984 年, 通

过普遍推行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 取消公社体

制, 给予渔民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 同时在流通领域里逐步

放开水产品市场, 给生产者进入市场的自主权 , 这实质上是

分配自主权的进一步延伸。生产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的下

放, 极大地释放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渔业生产力获得了

又一次解放。第二阶段是1985 ～1994 年的10 年左右时间 ,

渔业进一步实行完全放开水产品价格和下放基本生产资料

的政策, 允许把船网工具折价按工分和工龄下放归渔民所

有, 实行以船核算( 以一个捕捞作业单位为核算单位) 。但在

村社一级, 仍保留少量不动产, 由村社组织对以船核算的单

位进行管理和服务, 实行“分散经营, 集中服务”即所谓的“双

层经营”。这一阶段的改革使渔业的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变

化, 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渔业劳动者私人合伙或个体所

有制。

随着生产和分配权力关系以及基本生产资料所有权的

变化, 各地海洋捕捞渔业的经营机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并随着海洋捕捞渔业经营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目前我

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大致有3 种类型: 一是个体独资经

营, 即一部分在资金和技术上具有优势的老大并购了其他人

的股份, 渔船网具由船老大私人所有, 雇工经营。生产、经营

和分配等决策权由船老大掌握。在我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

这种情况较为普遍。一是股份合作经营即股东以渔船网具

等财产作价入股, 以技术为核心的合伙雇工经营。生产、经

营和分配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由大股东共同决策。在浙江很

多地区如舟山、洞头等地这种形式占主导地位。一是股份制

的公司 , 即集体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以作价入股的方式形成

公司的资产, 企业按照《公司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山

东、辽宁等地区这种形式居多。

2  我国海洋渔业经营机制改革与海洋渔业健康发展之间的

关系

2 .1  海洋渔业经营机制改革对促进海洋捕捞渔业健康发展

的作用  改革后的海洋渔业经营机制, 无论是哪种形式, 较

原来的传统集体经济, 均体现出产权明晰、利益直接的优势 ,

使渔业投资主体真正转移到民间, 极大地刺激了增加投入、

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 在促进渔业生产力的发展, 培育市场

经济微观基础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为传统渔业向

现代渔业转变提供了基础条件。曾经有人对这两个阶段改

革的成果进行了形象的概括: 第一阶段改革使渔民得到实

惠, 在解决温饱之后, 普遍地盖起了楼房, 过上比较宽裕的生

活; 第二阶段改革的成果是造大船, 打出去, 从外海拓展到远

洋; 同时大力发展了养殖业, 提升水产品加工业。对于第一

阶段经营机制改革即家庭成本经营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 由

于统计资料的缺乏, 无法进行深入分析 , 但是参考林毅夫对

农业所做的分析[ 1] , 结合1979 ～1984 年渔业发展的实际 , 可

以相信经营机制的改革对渔业生产力的解放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笔者主要对1985 年以后经营机制改革的作用进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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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实证研究。

2 .2  海洋渔业经营机制与海洋渔业生产力发展关系的实证

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1985 年以后海洋渔业经营机制的进一

步改革与海洋捕捞渔业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 笔者以国家海

洋渔业重点市浙江省舟山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单位

渔船生产率即海洋捕捞渔业单位功率生产率指标代表海洋

捕捞渔业的发展水平; 其影响因素主要有渔船功率的大小、

投入劳动力的规模、渔业经营机制、渔业自然资源状况、捕捞

生产方式和遭受自然灾害情况等 , 其中渔船的大小和投入劳

动力的规模分别用单位渔船功率数和单位功率劳动力投入

人数2 项指标表示, 渔业自然资源状况和捕捞生产方式的变

化用定置网产量所占比重表示, 遭受自然灾害情况用遭受自

然灾害人口数表示, 渔业经营机制作为虚拟变量, 对1979 ～

1984 年和1985～2006 年2 个不同的阶段赋以不同的值。如

果用 Y 表示单位功率生产率, 根据经济理论和渔业生产特点

相应的经济模型( 回归方程) 可以假设为:

Y= A Xl αXsβXr γe( δXm+ ρXd) ( 1)

式中, Xl 表示单位功率劳动力人数; Xs 表示单位渔船功率

数; Xr 表示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 Xm 表示定置网产量比

重; Xd 表示遭受自然灾害人口数。A 为常数, α、β、γ、δ和 ρ

为待估计参数。

①经济模型的参数估计。运用1989 ～2006 年时间序列

数据, 对( 1) 式线性化后进行初步估计 , 由于变量 Xd t 检验不

显著故从解释变量中剔除, 原经济模型可修正为:

Y= A Xl αXsβXr γe δXm ( 2)

用1979 ～2006 年时间序列数据应用 EViews 对( 2) 式进行模

拟, 得出线性化的对数模型为 :

Ln Y= 7 .308 + 0 .312ln Xl + 0 .511ln Xs - 0 .173ln Xr - 2 .307

Xm ( 3)

②经济模型的统计检验。由计算结果: 样本可决系数 R

为0 .764 2 修正样本可决系数 R 为0 .721 3 。可知回归方程

对样本观测值的拟合较好。给定显著性水平为0 .05 , 分子自

由度为4 , 分母自由度为22 的 F 分布侧分位数 F0 .05( 4 ,22) 为

2 .82 。由计算结果可知回归方程的 F 为17 .826 , 表明回归方

程是显著的 , 即单位功率生产率与单位渔船功率数、单位功

率劳动力人数、定置网产量所占比重和渔业经营机制之间存

在显著如( 2) 式的函数关系。

表1 浙江省舟山市海洋捕捞渔业相关数据

Table 1 Related data of marine capturefisheries in Zhoushan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年份

Year

单位功率生产率∥t/ kW

Productivity per unit power

单位渔船功率数∥kW

Power per fishing boat

定置网产量比重

Proportion of

set-net yield

单位功率劳动

力人口数∥人

Labors per unit power

遭受自然灾害人口数∥人

Populationsuffered from

natural disasters
1979     17 334     29 .04 0 .075 6 2 159 -

1980 13 698 32 .93 0 .104 0 1 929 -

1981 12 781 35 .14 0 .117 1 1 871 -

1982 11 684 37 .99 0 .132 9 1 788 -

1983 9 789 34 .78 0 .164 5 1 702 -

1984 10 765 37 .38 0 .156 5 1 580 -

1985 10 083 40 .10 0 .160 7 1 681 -

1986 10 560 41 .52 0 .169 6 1 600 -

1987 10 382 43 .88 0 .173 0 1 489 -

1988 8 933 48 .53 0 .205 6 1 426 -

1989 8 203 54 .59 0 .174 0 1 242 4 000

1990 8 865 53 .06 0 .171 3 1 214 73 057

1991 7 939 55 .81 0 .242 8 1 033 50 536

1992 7 192 64 .49 0 .226 7 902 99 632

1993 6 602 71 .49 0 .231 8 782 29 830

1994 8 757 77 .53 0 .198 6 722 54 250

1995 8 289 93 .26 0 .169 0 624 45 375

1996 8 567 98 .35 0 .153 2 622 43 370

1997 9 486 101 .08 0 .134 3 595 42 800

1998 9 859 112 .67 0 .126 4 545 18 800

1999 9 491 120 .64 0 .124 9 510 67 300

2000 8 808 134 .55 0 .117 7 492 329 000

2001 8 004 141 .95 0 .096 6 473 116 000

2002 7 653 146 .12 0 .078 0 447 210 000

2003 7 470 153 .43 0 .099 5 444 75 000

2004 7 749 163 .57 0 .081 8 417 51 000

2005 7 398 162 .34 0 .089 4 401 165 504

2006 7 446 165 .80 0 .088 8 398 289 010

 注 : - 表示没有数据。数据来源于《舟山市统计年鉴》和舟山市海洋渔业局提供数据计算得出。

 Note : - stands for no data . Data in the table came fromthe Zhoushan Statisti cal Yearbook and were offered by the Ocean and Fisheries Bureau of Zhoushan City .

  给定显著性水平为0 .10 , 自由度为22 的 t 分布双侧分 位数 t 0 .05/ 2 ,28 = 1 .32。计算结果: Xl 的 t 值为8 .235 ; Xs 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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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1 .460 ; Xm 的 t 值为- 5 .054 。可知解释变量 Xl 、Xs 、Xm

的 t 检验绝对值均大于1 .32 , 表明单位渔船功率数、单位功

率劳动力投入人数和定置网产量所占比重对单位功率生产

率均有显著影响。

Xr 的 t 值为 - 0 .707 , 绝对值小于1 .32 , 表明在0 .01 的

显著性水平下该解释变量对单位功率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但考虑到经营机制作为虚变量在赋值时, 除了对经营机制明

显变化的2 个阶段加以区别 , 在2 个阶段中尤其在第二阶段

1994 年以后所发生的各种具体变化没有也无法用数值的变

化加以表示, 因此可以推断经营机制影响的显著性实际上应

更大一些。若降低 t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给定显著性水平为

0 .25 , 自由度为22 的 t 分布双侧分位数 t 0 .25/ 2 ,8 = 0 .69 , 则 Xr 的

t 值为- 0 .707 , 绝对值大于0 .69 , 表明经营机制在0 .25 的显著

性水平下对单位功率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表1) 。

2 .3  经济模型的经济含义  将( 3) 式进行还原 , 可以得到估

计的经济模型为:

Y= 1 492 .19 Xl 0 .312 Xs0 .511 Xr - 0 .173e - 2 .307 Xm ( 4)

该模型说明, 单位功率的生产力水平随着单位功率投入

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提高, 随着单位渔船功率数的增加而

提高, 也随着定置网产量比重的下降而提高。由于经营机制

在1979 ～1984 年和1985 ～2006 年2 阶段的赋值以递增为特

点, 因此模型所估计参数表明1985 年以后的经营机制变化在

提高单位功率的生产力水平上并没有起到很多学者言及的

积极作用。换言之,1985 年以后海洋捕捞渔业单位功率生产

力水平的提高, 主要赖于单位渔船功率的不断提高、单位渔

船劳动力投入的不断增加和生产方式的改进。

3  我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的制度缺陷

3 .1 个体独资经营的缺陷 个体独资经营, 是指渔船网具

由船老大私人所有 , 雇工经营的机制。因此 , 有多少个船老

大, 就有多少个经营实体。尽管具有产权明晰、经营方式灵

活等优势 , 但分散经营所具有弱点也必然凸现出来。一是生

产和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 一方面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 另

一方面导致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和被前向和后向产业所盘

剥; 二是传统双层经营中“统”的一面长期处于软弱涣散状态

并不断弱化 , 不仅渔业生产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所需要

的服务无法得到保障, 各种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严重

缺失; 三是限制了投资规模, 绝大部分渔船的规模都在183 .75

kW 以下, 还有更多的仍是非机动渔船。在调查中笔者看到

很多小船都是夫妻搭档, 依照传统的生产方式 , 日出而作, 日

落而息。四是规模庞大且经营分散的生产主体加大了渔业

行政执法的难度, 加之相关法律的缺失和不健全, 无论是船

老大还是雇工的合法权益有时都难以得到保障。

3 .2 股份合作经营的缺陷 股份合作经营, 是指股东以渔

船网具等财产作价入股, 以技术为核心的合伙雇工经营机

制。这种经营机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生产和经营

的组织化程度, 而且为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空间, 但是在

经营过程中尤其随着股东关系的演变和股份的相对集中, 却

出现了各种问题: 首先, 股份合作制的生产经营主体属自然

人单位, 无法人资格 , 法人主体缺失。目前尚无“股份合作

制”可参照的法律法规, 仅有一些政府的政策性文件, 在市场

竞争中一旦需要法律的保护无处庇护 ; 其次,“股份合作制”

生产经营单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 在出现经营风险或海损事

故时, 由于赔偿没有限度, 一方面, 股东的基本权益难以保

证, 另一方面, 所涉及渔民的应有权益亦难以保证; 在浙江舟

山调查时很多船老大反映, 一旦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由于赔偿

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标准, 往往都由于惧怕而不愿承担

责任。再次, 渔船制定的有关股份合作的制度和章程, 多数

名存实亡。尤其在安全管理上, 主要责任人缺位, 一旦出现

安全事故难以诉诸法律 ; 最后, 不少渔船老大侵害其他股东

权益的现象严重, 被群众称为“捞大”。据浙江舟山的部分群

众反映, 有的老大收受回扣达十几种之多, 大肆侵吞小股东

资产。另外, 由于现行的股份合作制经过近20 年的运转, 已

非当初体制下放时每个渔民都有股份的情况, 许多地方股份

已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 使得国家的许多惠渔政策在落实时有

很大的局限性。

3 .3 股份制的公司经营的缺陷  股份制的公司经营, 是指

集体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以作价入股的方式形成公司的资

产, 职工绝大部分是本村村民, 有的村民由于有资产入股既

是职工也是股东, 企业按照《公司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

些公司绝大部分的资产以原村集体的资产为主, 公司的管理

层几乎是村委会的原班人马, 有的只是公司的董事长与村长

由不同的人担任, 因此公司的决策权实际上仍掌握在村委会

手里。在公司的载体下 , 村一级的管理职能不仅没有像在个

体经营和股份制经营下被弱化和边缘化, 而且得到了强化 ,

很多公司不仅为职工购买了医疗保险, 还购买了养老保险。

但这种经营机制由于很大一部分资产是集体资产 , 并由村委

会代为管理, 所以在委托- 代理关系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 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与代理人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

取决于代理人的经营水平和道德水准, 即一方面取决于代理

人是否是具有经营水平和管理经验的能人, 另一方面取决于

代理人是否是具有大公无私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高尚的人。

在山东荣城调查的东高家村渔业有限公司, 由于有具备上述

条件的带头人, 无论是村民的精神面貌还是村民的居住条件

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就连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收获季

节也能通过在公司临时帮工获得千把块钱的收入。但在另

外一些经营机制相似的村镇, 由于缺乏这样的带头人, 所见

所闻则差强人意。

4  我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我国海洋捕捞渔业经营机制的3 种主要形式个体独资

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和股份制公司经营 , 是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演进的必然结果 , 也是与当时的外部环境相适应的。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臻完善, 一些矛盾的产生和

凸现也具有客观的必然性, 必须通过解决矛盾来实现经营体

制的进一步优化, 而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也为其优化提

供了必要条件。

4 .1  逐步引导个体独资经营向股份合作制经营和公司经营

转变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多

层次性, 在某些市场经济发育尚未完善的地区 , 个体独资经

营仍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正如前所述, 个体独资经营具有的

一些与生俱来的弱点 ,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不仅无法占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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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而且这些弱点还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而逐步

被放大。因此, 应逐步引导个体独资经营由分散化向组织化

转变[ 2] , 具体是采取股份合作的经营机制还是采取股份公司

的经营机制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而定。

4 .2 把股份合作制纳入农业合作经营的范畴, 给予股份合

作制经营单位法人地位的保障  目前股份合作制所出现的

各种矛盾, 无论是在市场竞争中的尴尬和窘迫 , 还是在生产

管理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还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以及股

东与雇工之间的利益摩擦, 究其根源均在于其法律地位的缺

失和由此导致的制度不完善。因此, 应把股份合作制经营纳

入农业合作经营的范畴, 将其作为合作经营的一种具体形

式, 依据我国《农民合作社法》赋予其法人地位 , 并依据《农民

合作社法》规范其经营和管理制度。在有条件的沿海地区也

可以试行在《农民合作社法》指导下专门针对捕捞渔民股份

合作经营的管理办法。在股份合作制经营不断完善的基础

上, 可以逐步扩大和延伸合作的外延, 吸收水产品营销和渔

需物资供应环节的合作伙伴入股 , 由单一生产向综合经营转

变, 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3] 。

4 .3  规范股份制公司经营的产权关系和管理模式  股份制

公司经营之所以委托 - 代理风险过大, 主要原因在于村集体

的资产只是由村委会代为管理, 但产权关系并不明晰, 因而

村民对这部分资产监督的愿望和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 应

把集体资产按股明晰到村民, 在此基础上严格按照现代企业

制度的要求规范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从制度上保证公司的经

营以股东的利益为根本。同时, 原村级集体经济的部分职能

如医疗、养老等由公司以交纳基金的方式承担 , 另外一些职

能如治安管理、环境卫生等可通过成立居民社区的途径加以

解决。在公司规范经营和管理的基础上, 地方政府应大力支

持其围绕具体项目开展招商引资[ 4] , 既可以不断壮大公司的

实力和规模 , 又可以籍此逐步拓展公司管理层的层次和理

念, 使公司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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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土壤温度变化对生物的影响 作物在生命活动过程中

的最适温度、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的总称为三基点温度。在

最适温度下, 作物生长发育良好 ; 在最高和最低温度下, 作物

停止生长发育, 但仍能维持生命, 如果此时继续升高或者降

低温度 , 就会对作物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 直至死亡。在一

定范围内 , 土壤温度升高, 生长加快。土温太高也影响生长 ,

土温超过25 ℃, 根系吸收能力减弱; 土温30～35 ℃以上时 ,

根系生长受抑制, 容易感病, 引起植株早衰。土壤温度升高

也会影响植物根系活动, 从而影响其对营养元素的吸收。

土壤温度的变化会改变其中发生的化学反应, 其中对胶

体化学影响较大。同时可能影响其中的氧溶解、水分蒸发等

问题, 还可能影响其中的微生物等分解者活动从而影响死亡

地被物的分解速度。一般而言, 可能加速死亡地被物的分

解, 但也可能改变诸如动物等的种类与数量而发生部分物质

难以降解, 最终影响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

3  结论及应采取的措施

地源热泵在冷热不平衡的地区长期运行, 会带来土壤温

度的升高, 用虚拟热源法能很好地模拟地下埋管换热器长期

运行下 , 周围的土壤温度场分布情况。

由于季节性热平衡与普通的热平衡不同, 要实现100 %

的相等也是不可能的。通过长期的试验研究及数据分析认

为, 只要是系统夏季排放的热量与冬季吸收的热量相差在

10 % ～20 % , 均可认为达到季节性平衡。只要在此范围内, 由

于系统吸热、排热而对大地温度场造成的年改变可通过土壤

的蓄热、传热及热衰减等加以恢复。

而对于吸排热量难以自我平衡的系统, 长期的土壤热量

收支不平衡, 造成土壤温度持续的升高( 降低) , 不仅影响系

统的正常运行, 而且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需

要在进行工程之前, 必须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地质勘探等工

作; 在一定冷热负荷下, 借助外来的因素加以平衡。对于南

方地区, 夏季炎热、冬季暖和, 排热量远大于冬季吸热量 , 可

采用冷却塔的方式进行辅助散热; 而对于北方地区, 冬季寒

冷, 夏季温度适宜 , 则系统运行时, 冬季吸热量远大于夏季排

热量, 可采用辅助热源方式, 如太阳能、生产生活废热等提供

热量, 其中太阳能地源热泵联合系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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