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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淡水渔业生产的投入要素分析

陈　曙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淡水渔业是我国农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 ,更是湖北省的优势产业。根据 1996 - 2007

年湖北省淡水渔业投入产出数据 ,建立了湖北省淡水渔业 C2D 生产函数。实证结果表明 ,湖北省淡水渔业产量

的主要因素影响程度排序依次是养殖面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 ,且规模报酬递增 ,进一步比较分析各投入要

素的贡献率发现 ,各要素贡献率大小排序依次为劳动力、资本投入、养殖面积 ,由此证明了湖北省淡水渔业劳动

密集型的产业特征 ,并据此提出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大技术培训力度、加大产业整合力度 ,促进湖北省淡水

渔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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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业是农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

业。大力发展水产业 ,对于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优化农村产业结

构 ,合理配置资源 ,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2008 年 ,全国渔业产值达 5 203 亿元 ,比 1949 年增

长 468 倍 ,年均增长 11 %。水产品总产量自 1989

年起连续 19 年位居世界首位 ;人均水产品占有量

36 千克 ,是世界人均水平的 1. 6 倍 ;全国人均动物

蛋白食物摄入量 ,有 1/ 3 来自于水产品[1 ] 。渔业发

展带动了渔业机械、渔船修造、水产品加工、运输及

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一大批农村劳

动力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为此 ,党的十六

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水产业 ,保护和合理利

用渔业资源”的方针。国务院随后强调指出 ,水产是

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要求各

有关部门积极支持渔业生产。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均

涉及推动水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淡水渔业是湖北具有明显资源优势和巨大发展

潜力的产业 ,2008 年淡水水产品总量 338 000 万千

克、全国第一 ;加工能力 87 000 万千克、出口创汇

2. 1亿美元 ,全国第一 ,保持了淡水产品产量连续十

五年全国第一的中国淡水水产第一大省的地位[2 ] 。

全省养殖面积实现放养面积 64. 667 万公顷 ,同比增

加 9. 667 万公顷 ,增17. 6 % ,连续 27 年全国第一。

2005 - 2007 年 ,水产业为全省农民增收 61. 2 %[3 ] 。

因此大力发展湖北水产业 ,实现由水产大省向水产

强省的新跨越 ,对于加速湖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与结构调整 ,增加农民收入 ,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的重要支点都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 ,研究湖北

省渔业产业各种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

系 ,分析各种要素投入对渔业产业的影响程度 ,对于

湖北省淡水渔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1. 模型的建立

广义柯布2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 简称 C2D 生产函数 ) Q =

A K
α

L
β是将各种要素的投入、技术和产出结合起

来 ,分析各因素的影响[4 ] 。渔业这种生产技术进步

较慢的部门比较适用 ,且易于线性拟合 ,在模型建立

上具有一定的数学优势 ,因此 ,本文将采用该函数进

行计量分析。

本文以 C2D 生产函数为基础 ,选取适当的要素

指标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

Q = A SαKβLγ (1)

两边分别取对数得 :

ln Q = ln A +αln S +βln K +γln L +ε (2)

其中 Q表示总产量 ,A 表示科技投入 ,S 为淡水养

殖面积 , K为固定资产投资 ,L 为劳动力 ,α,β,γ为待估

参数 ,参数的经济学含义为弹性系数 ,ε为常数项。



第 2 期 陈 　曙 :湖北省淡水渔业生产的投入要素分析 　

2. 研究指标的选择

在影响淡水渔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有的要素

指标暂时只能做定性分析 ,无法量化 ,有的要素指标

可以做定量分析 ,但是由于数据的获得性较差 ,为了

便于分析 ,本文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便于统计、能

够客观反映实际情况的要素指标。

一般产出可以用产量或产值来表示 ,但由于产

值受到当年价格的影响 ,在统计上有一定的偏差 ,会

影响分析的结果 ,经测算模拟 ,采用产量来表示产出

比较合适 ,因此 ,本文选取湖北省鱼类总产量来表示

产出。

渔业生产所投入的要素主要有 :资本、劳动力、

水域面积 (可供渔业生产) ,据此选择以下指标 :

(1)资本 :渔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主要是用于

捕捞生产、养殖生产、水产加工、科研教育、渔业执

法、技术推广、渔港建设、渔业检测、资源保护、育苗

生产等方面的投资总额。剔除物价因素对测算结果

的影响。

(2)劳动力 :渔业劳动力总数 ,包括专业劳动力

和兼业劳动力。

(3)水域面积 :水域面积主要包括渔业捕捞和养

殖生产水域面积 ,包括池塘、湖泊、水库、河沟、稻田、

江河、其它等可供渔业生产的水域面积。为了计量

分析的可操作性 ,本文只选取内陆淡水养殖面积来

代表水域面积。

　　二、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数据主要通过 1996 - 2006 年《中国农业统计资

料》、2007 - 2008 年《中国渔业年鉴》和《湖北农村统

计年鉴》整理而来。

在整理数据的过程当中 ,发现 2004 年和 2005

年的劳动力数据一摸一样 ,当查询所有的统计资料

后发现确实如此 ,因此只有采用。经统计分析和简

单测算后发现数据中有些存在明显的逻辑误差 ,因

此对部分数据进行了修正。数据收集整理如表 1。

　　三、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1.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计算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如

表 2 所示。

计算结果显示自变量 S , K , L 与因变量 Q 之间

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可以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建立

回归方程。
表 1 　1996 - 2006 年湖北省淡水渔业要素指标统计

年份
总产量

Q(万千克)

淡水养殖面积 S

(公顷)

固定资产投资
K(万元)

劳动力
L (人)

1996 174 638. 8 538 977 4 672 629 567 3

1997 189 047. 4 549 139 8 573 783 067

1998 204 658. 6 565 389 51 949 798 893

1999 215 205. 5 571 624 12 066 803 637

2000 219 877. 4 584 440 13 066 807 405

2001 242 175. 4 604 414 18 066 836 151

2002 255 118. 5 635 064 24 712 921 549

2003 238 466. 5 665 667 46 194 948 715

2004 253 869. 2 671 462 55 169 988 551

2005 264 363. 6 673 548 74 461 988 551

2006 276 103. 6 683 654 79 886 991 968

2007 239 082. 6 550 040 85 690 3 1028 188 3

　3 表示修正后的数据。

表 2 　1996 - 2006 年湖北省淡水渔业要素指标相关系数

总产
量 Q

淡水养
殖面积 S

固定资
产投资 K

劳动
力 L

总产量 Q 1
0 . 851
0 . 000

0 . 676
0 . 016

0 . 882
0 . 000

淡水养
殖面积 S

0 . 851
0 . 000

1
0 . 502
0 . 097

0 . 693
0 . 012

固定资
产投资 K

0 . 676
0 . 016

0 . 502
0 . 097

1
0 . 831
0 . 001

劳动力 L
0 . 882
0 . 000

0 . 693
0 . 012

0 . 831
0 . 001

1

　　2. 模型结果与分析

(1)模型结果与修正。将所有变量均放入模型

进行参数估计 ,以便于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采

用多元回归进行拟合 ,回归的结果如表 3。
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P值

lnS 0. 654 0. 242 2. 701 0. 027

ln K - 0. 010 0. 035 - 0. 296 0. 775

ln L 0. 647 0. 262 2. 467 0. 039

ε - 2. 816 3. 421 - 0. 823 0. 434

　　可以看出 K 的 P 值为 0 . 774 5 > 0 . 05 ,未通过

检验 ,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滞后性 ,因此将模型进

行如下修正 :

lnQt = lnA +αlnS t +βln Kt- 1 +γlnL t +ε (3)

另外为克服异方差性 ,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OL S) ,

再进行回归拟合 ,得到结果如表 4。
表 4 　修正后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P 值

ln S t 0. 632 0. 043 14. 881 0. 000

ln Kt - 1 0. 022 0. 012 1. 896 0. 100

ln L t 0. 473 0. 103 4. 577 0. 003

ε - 0. 472 1. 220 - 0. 387 0. 710

　　因此 ,可以得到投入产出模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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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Qt = lnA + 0 . 632lnS t + 0 . 022ln Kt +

0. 473lnL t- 1 - 0. 472 (4)

　　从表 4 可以看出 , S , L 的 P > | t| 小于 0 . 05 , K

的 P > | t| 小于 0 . 10 ,即拟合的 C2D 函数模型的参

数均有效 ,表明了单个要素的投入对渔业总产量都

有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 ,模型的建立达到了数学上

所有的要求。

模型 ( 4 ) 拟合的精度比较高 , 误差率仅为

0. 64 % ,图 1 显示了湖北省淡水渔业产量真实值与

拟合值的比较。

图 1 　1996 - 2007 年湖北省淡水渔业

产量真实值与拟合值的比较

　　(2)各投入要素弹性分析。根据对模型参数的

估计 ,可以得到 :

α= 0. 632 　β= 0. 022 　γ= 0. 473

α>γ>β,说明影响湖北省淡水渔业发展的主要

因素是淡水养殖面积 ,其次是渔业劳动力投入 ,然后

是资本投入 ,以上要素对湖北省淡水渔业发展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可以真实的反映湖北省淡水渔业

发展的客观现实。各要素弹性系数之和α+β+γ=

1. 128 > 1 ,即规模报酬参数大于 1 ,也就是说湖北省

淡水渔业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 ,适合规模化经营。

湖北省淡水渔业淡水养殖面积的产出弹性为

0. 632 ,即淡水养殖面积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淡水鱼

类总产量可以增加约 63. 20 % ,同样 ,淡水养殖面积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 ,淡水鱼类总产量则减少约

63. 20 %。由此可见淡水养殖面积如能显著增加 ,对

湖北省淡水渔业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是因

为水域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 ,

其生产能力有限。截止到 2008 年底 ,湖北省淡水养

殖已利用面积占全省可养殖水域面积的 64. 30 % ,

占各类水域面积的 39. 77 % ,也就是说 ,湖北省的淡

水养殖大有潜力可挖。

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 0. 022 ,即渔业资本投

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淡水鱼类总产量可以增加约

2. 20 % ,反之 ,渔业资本投入每减少一个百分点 ,淡

水鱼类总产量则减少约 2. 20 %。因为 ,固定资产投

资的效益具有滞后性 ,也就是说当年投资的固定资

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滞后显现。

渔业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 0. 473 ,即渔业劳动

力为增加一个百分点 ,淡水鱼类总产量可以增加约

47. 30 %。由此可见 ,湖北省渔业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比较高 ,原因在于湖北省淡水渔业属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 ,且水域资源丰富 ,只要有渔业劳动力投入 ,就

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

由于各要素弹性系数之 和 α + β + γ =

1. 128 > 1 ,即规模报酬参数大于 1 ,也就是说湖北省

淡水渔业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

(3)各投入要素的贡献率。通过计算 ,湖北省淡

水渔业淡水养殖面积、资本 (固定资产投资) 、劳动力

等要素的的贡献率分别为 7. 55 %、43. 16 %、

63. 84 % ,由此 ,充分印证了湖北淡水渔业发展的劳

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征。

　　四、对策建议

1. 以改善水产养殖基础设施为重点 ,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

要加大投入力度 ,分期分批对全省的标准化池

塘进行清淤改造升级 ,完善配套设施 ,力图实现板块

基地上规模、上档次 ,全面提升基地综合生产能力。

着重加强鱼塘通往主干道道路建设 ,改善路况 ,改善

鱼塘的给排水系统、越冬设施、孵化设施等 ,提高鱼

塘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渔业机械购置补贴标准 ,扩

大覆盖面 ,提高渔民户养殖的机械化水平 ,提高生产

效率。鼓励发展规范化得地方渔业批发市场 ,增加

对市场建设的补贴 ,适当降低摊位费 ,改善市场环境

和卫生条件 ,提高市场的服务水平。

2. 以构建全面渔业技术体系为重点 ,加大技术

培训力度

第一 ,通过举办不同类型的培训提高渔民综合

素质。在农闲季节组织渔民科技培训 ,加强无公害

养殖技术和生态养殖技术培训 ,做好产前指导 ;在养

殖过程中组织技术人员对渔民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第二 ,加强推广站点建设 ,加强水产技术推广人员新

知识新技术新操作的培训。一方面提高机构基础条

件 ,保障推广机构的工作经费 ,另一方面 ,合理配置

高质量的技术人员 ,改善推广工作的质量 ,提高服务

水平。第三 ,完善水产养殖防疫体系 ,进一步贯彻落

实“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疫病防治工作方针 ,提高

养殖病害防治效果、保证水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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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建设渔业专业合作组织为重点 ,加大产业

整合力度

第一 ,加强规范化建设。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

帮助和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订好章程。大力培

植水产专业协会、水产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

作为推进水产产业化进程。把水产品生产销售能人

和懂技术、会管理的经营大户吸引到水产合作经济

组织中来 ,鼓励热心从事水产生产和销售服务工作

的能人、大户牵头成立水产专业协会和水产专业合

作社。第二 ,要构建良好服务平台。各级渔业主管

部门要主动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供公共政策咨

询、搜集和发布价格信息、市场供求信息、科技信息

等方面的服务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网站 ,实现各类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联网。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

水产品质量安全速测自检 ,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申报无公害基地、

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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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of Input of Freshwater

Fisheries Prod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CH EN Shu

( Col lege of Economics M anagement , H uaz hong A g ricul t ural U ni versi t y , W uhan , H ubei ,430070)

Abstract 　Freshwater fisheries indust ry is t he basic indust ries and pillar indust ries to t he rural econ2
omy ,and also competitive indust ries in Hube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f reshwater fisheries in2
p ut and outp ut in Hubei Province f rom 1996 to 2007 , t his paper creates t he CD production f unction of

f reshwater fishery in Hubei Province. The empirical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main factors impacting t he

f reshwater fisheries p rod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are cult ure area , labor inp ut ,and capital investment

one by one in order ,and returns to scale increase. From f urt he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 he cont ribution

of various inp ut factors , we find t hat t he order of the cont ribution of t he three main factors is labor

inp ut > capital investment > cult ure area ,t hus f ully p roved the labor2intensive characterizes t he f reshwa2
ter fisheries in Hube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 his ,t his paper p ut s forward t h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 ro2
mote t he develop ment of f reshwater fisheries in Hubei Province.

Key words 　C2D production f unction ; fisheries ; flexibility ; cont ribution rate ;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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