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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over-fish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other issues, China’s offshore fi-
shery resources continue to declin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The low value of fishery products makes the utilization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inefficient. Based on DEA-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model, this paper calcu-
lates and analyses the decomposition index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fishery resource utili-
z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China has been improving continuously since 2013. The main reason is the 
remarkable improvement of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ate. Therefore, 
provinces should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technology, improve the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by technol-
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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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等问题，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不断衰退及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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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低值化使得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率低。本文通过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分析

2010~2016我国渔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分解指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自2013年我国渔业资源利

用效率不断提高，其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显著提高。因此，各省份应据此创新海洋技

术发展，完善海洋功能区划的技术支撑体系，以技术带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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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渔业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渔业转型升级

和渔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中明确提出我国海洋水产养殖业的产业优势，对于我国现

代化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渔业资源作为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渔业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至关重要，其资源利用效率的持续变化将直接影响海洋资源利用效率。 
近年来，我国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有关海洋渔业资源利用问题的研究不断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海洋资源利用问题。本文利用数据模型，分析当前渔业资源利用效率，提出相关的建议措施，丰富

现有的有关海洋资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文献。 

2. 文献综述 

通过了解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我国海洋经济及海洋渔业资源的研究方向比较宽阔，涉

及海洋渔业经济的各个方面。本文研究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率，使用 2010~2016 年渔业资源统计数

据，测算分析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对如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归纳、总结几点建议。 
(一) 对渔业资源现状的研究 
王世表等(2006)认为渔业资源是确保我国食物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食品源，因此，研究我国渔业资源

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对策就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1]。刘勤(2011)研究表明，海洋空间资

源性资产利用效率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需建立一个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流失治理体系[2]。王鲁

民等(2015)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渔船渔具管理监督及优化渔业支持政策创设等方面，提出促进近海捕捞

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3]。宋婷婷(2017)根据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测评结果，对海洋

渔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水平进行分析与调整，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渔业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4]。
谢颖(2018)对当前我国海洋开发存在的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海洋生物资源开发过度等问题进行了简单

阐述，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的方法[5]。韩杨(2018)分析 1949 年以来中国海洋

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长期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在不同阶段采取的投入控制、产出控制、技术控制与配套政

策等一系列治理措施、治理成效及成效有限的深层次原因[6]。黄徐晶(2018)对如何加大海洋渔业资源的

保护，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几点有效的对策建议[7]。 
(二) 对我国渔业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 
郑建明和张继平(2012)在分析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产权运行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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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我国海洋渔业资源产权的建议[8]。陈鹏(2013)分析我国海洋能源开发技术行业科技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对我国海洋能源开发技术行业的科技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做出科学的评价，提出提高我国海洋能源开发

技术行业科技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政策与建议[9]。于颖(2016)找出了致使浙江省海陆经济互动效率不高

的原因，并立足浙江省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寻求实现浙江省海陆经济良好互动发展的路径[10]。刘昭

阳(2018)指出我国的远洋渔业不仅在技术上亟待提高，并且在战略规划和行业发展上也存在许多问题[11]。 
综上所述，从方法上，虽然我国目前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研究很多，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或者说，当前的研究模型还未成熟，不能够确定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缺少数据支持。从研究

内容上，我国学者大多数针对海洋渔业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在分

析我国目前海洋渔业资源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我国 30 个省份 2010~2016 年的数据出发，分解测算我国

渔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不同省份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率，建立较为系统的研究数据体系。 

3. 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世界上渔业生产大国，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但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等问

题，使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不断衰退及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渔产品的低值化使得海洋渔业资源利

用效率低。 
(一) 水产品总量及渔业产值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 2010 年~2016 年水产品总量及渔业产值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otal aquatic products and fishery output value from 2010 to 2016 
图 1. 2010 年~2016 年水产品总量及渔业产值 

 
(二) 渔业产值增量减少 
虽然近年我国海洋渔业产值及产量呈上升态势，但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捕捞过度，渔业产值增量却在

下降，渔业总产值增速变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部分地区盲目发展捕捞业，以增加船、网的数量提

高产量。中国近海渔业捕捞量达 90%以上，造成近海渔业资源日趋枯竭。如图 2 所示渔业产值增速变缓。 
 

 
Figure 2. Fishery output value from 2010 to 2016 
图 2. 2010~2016 渔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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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渔产品低值化 
我国水产品的加工以传统初级加工为主，冷冻水产品占了 55%，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极少。再

加上捕捞强度增加、后期培育不及时，优质鱼类资源明显萎缩，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型鱼类已经难以捕获，

呈现低龄化、小型化、低值化的变化趋势。经济贝类、蟹类和虾类资源也明显减少，整个渔业资源群落

结构及资源量下降趋势明显。因此，由渔产品带来的产值增量逐渐下降，从而形成低值化。 
(四) 环境污染 
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农业、生活的不断发展海洋活动的持续进行，海洋生态环境正遭受着愈来愈严

重的污染。海洋污染导致海洋生物多样性下降、水产生态资源平衡遭到破坏，从而使得鱼类、贝类数量

减少，并且因污染而变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渔业经济的发展。 

4. 实证分析 

DEA 即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通常 DEA 模型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即技术约束(reference technology)和
效率测度(efficiency measures)。它是根据多项投入指标和多项产出指标，利用线性规划，对具有可比性的

同类型单位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的一种数量分析方法。DEA 是一个线形规划模型，表示为产出对投入的

比率。通过对一个特定单位的效率和一组提供相同服务的类似单位的绩效的比较，它试图使服务单位的

效率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获得 100%效率的一些单位被称为相对有效率单位，而另外的效率评分低于

100%的单位称为无效率单位。 
(一) 投入产出指标的确定 
本文对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率建立指标体系，各相关投入产出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put-output indicators 
表 1. 投入产出指标 

类型 核心指标 

投入指标 

水产养殖面积 海水养殖面积、淡水养殖面积 

渔船拥有量 机动渔船、养殖渔船、生产渔船 

劳动力 渔业人口与渔业从业人员 

产出指标 渔业产值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渔业统计数据，以 2010~2016 年的我国三十个省份为分类，着重探讨各省份每

一年中有关一个产出指标(即渔业产值)与其他三个投入指标(即水产养殖面积、渔船拥有量、劳动力)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此分析我国渔业资源利用效率。由于我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存在数据不足的

问题，本文暂不讨论上述地区的渔业资源利用问题。 
(三) 模型求解 
根据 DEA 模型要求，将 2010~2016 年我国渔业资源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和分解，得到有关

我国渔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以年为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素指标变化趋势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的浮动最为明显，2011~2013 年变动幅度最大。经过数据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其数据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直接的影响。而技术效率反应的是实际产量与最大可能产量的比

值，可从图中得出 2012、2014、2016 年实际产量均未达到最大可能产量，其中 2014 年比值最小。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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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规模效率，只有当生产规模扩大，其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全部要素投入量增加比例时，这种规模才具

有规模效益。由图可得 2012、2014、2016 的规模效率均小于 1，说明这三年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全部要

素投入量增加的比例。因此加大海洋资源保护、控制近海捕捞强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生物提

供健康的生活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Figure 3.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and its change degree by year 
图 3. 以年为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变化程度 

 
当纯技术效率 = 1，表示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其投入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由图 2 和图 3 我们

可以看到，2011~2016 年纯技术效率围绕 1 上下波动，其中 2011 年和 2015 年的纯技术效率分别为 1.528、
1.534，表明在当前技术水平上，2011 年和 2015 年投入资源的使用是低效的。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上，

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图 3 结果表明，2010~2016 年我国渔业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涨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

味着产业的升级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中 2011~2013 年变动最大，平均变动幅度为 3.147，主要原因是受技

术进步率的影响。2013~2016 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综合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科技

含量对提高渔业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加大技术和人才的投入，不断促进技术的发展。 
图 3，从时间维度表示了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标的变动情况，具体各省份海洋渔业资源相关的

Malmquist 指数及其分解项测算结果及其各因素指标变化趋势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我国各省份海洋渔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比较稳定，全国平均增幅 0.377。其

中，青海、山西、贵州、甘肃、河北、宁夏、云南等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和

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科技含量带来的成效较为显著。说明加大对内陆省份渔业技术的培养，不断发展

和完善技术体系，对提高内陆省份的渔业资源利用效率有重要作用。 
 

 
Figure 4.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of China’s provinces and its trends of decomposition factor indicators 
图 4. 我国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因素指标变化趋势 

https://doi.org/10.12677/sa.2019.83053


孙子淇，王传会 
 

 

DOI: 10.12677/sa.2019.83053 486 统计学与应用 
 

纯技术效率 = 1，表示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其投入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由图 4 数据可得北京、

江苏、福建、山东、海南等华东、华北及沿海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基本趋向于 1，由于其地理位置、产业

集群、人才科技市场等区位优势，这些地区对投入资源的利用是最有效率的。从规模效率也可以看出，

其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的差异较低。 
从总体上来看，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说明加大对海洋渔业技术

创新的投入，用相关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发展，带动海洋渔业产业向前发展，对提高海洋渔业资源利用效

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测算数据，可以看出华东、华北、华南的部分地区，可以

做到充分利用投入资源进行生产，再一次论证了技术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性。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利用 DEA 模型对我国渔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算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

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等相关政策建议。 
(一) 加强海洋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维护生态平衡 
为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应坚持绿色发展，突出抓好围填海问题整治、海岸带保护、海岛

保护利用及控制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全面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时，加强对渤海黄海对虾保护

区、东海和黄海的产卵带鱼保护区、大黄鱼幼鱼保护区、带鱼幼鱼保护区、等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的建

设和管理，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防止或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 
(二) 创新技术发展，完善海洋功能区划的技术支撑体系 
要加快推进海洋科研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壮大科研创新人才队伍，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环境，

推动海洋科技优势转化为海洋产业发展优势，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要突出特色化、高端化、

集群化、智慧化，着力突破一批科研项目，突破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依

靠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加强研究海洋功能区划。同时，对海域的资源与环境以及使用状况，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进行研究分析，为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提供基础依据。建立结构完整、功能齐全、技术先进

的海洋功能区划管理信息系统。 
(三) 提高附加值水产品产量，发展第三产业 
加大科技投入和新产品开发。国家应鼓励水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鼓励企

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鼓励技术中心建设，支持新产品开发和产学研结合，鼓励推进高附加值产品的研

发。发挥现有渔业产业优势，制定具有国际竞争力、高于现行国家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以保障我国技

术开发的长足发展。同时，大力推进渔业品牌化。对知名水产品品牌加强管理，切实做强生态渔业品牌，

提高水产品附加值，不断做强高附加值产业，推动第三产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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