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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我国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我国在国际渔业事务中的影响力,文章根据远

洋渔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采用组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

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策略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的

影响因素包括全产业链程度、生产要素、资源综合利用实力、挑战应对能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和自

身政策需求;其中,挑战应对能力是高产业竞争力组态的必备条件,全产业链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需求是具有同步性的高产业竞争力组合驱动因素,全产业链程度是非高产业竞争力组

态的核心条件;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应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和构建全产业链、加强政府主导作用、

化挑战为机遇、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实力以及通过“龙头”企业提高远洋渔业企业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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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hina'spelagicfisheryandimprove

China'spositionininternationalfisheryaffairs,thispaperdeducedthemechanismofthecompeti-

tivenesseffectsonChina'spelagicfisheryindustryintheviewofglobalvaluechain.Italsoused

the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methodandputforwardstrategicsuggestionsonChina'spe-

lagicfisheryindustry.Theresultsshowedthatthefactorsincludedtheintegrationdegreeofthe

industrialchain,productionfactors,comprehensiveutilizationoffisheryresources,andresponse

capability,aswellaspublicservicesandpolicyneeds.Amongthem,theresponsecapabilitywas

thenecessaryconditionfortheconfigurationofhighindustrialcompetitiveness.Theintegration

degreeoftheindustrialchain,thepublicservicesandtheirownpolicyneeds wer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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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ousincentivesofthecombinationofhighindustrialcompetitiveness.Theintegrationde-

greeoftheindustrialchainwasthecoreconditionfortheconfigurationofnon-high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ThedevelopmentofChina'spelagicfisheryshouldbeactivelyembeddedinthe

globalvaluechainandbuildthewholeindustrialchain,strengthentheleadingroleofthegovern-

ment,turnchallengesintoopportunities,advancethecomprehensiveutilizationofresourcesand

improvetheoverallcompetitivenessofpelagicfisheryenterprisesthrough“leading”enterprises.

Keywords:Globalvaluechain,Pelagicfishery,Industrialcompetitiveness,Wholeindustrychain,

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

0 引言

远洋渔业利用自身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有利于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随着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

发展阶段,亟须客观和综合地评价我国远洋渔业产

业竞争力。目前我国远洋渔业面临促进国内大循

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1-2]、在全球价值链发挥作

用[3-4]并成为举足轻重的环节[5-6]以及提高产业竞

争力[7-9]的机遇和挑战。已有关于产业的研究包括

产业竞争优势评估[10-11]、产业竞争力测度[12-13]、产

业发展动力机制[14-15]和产业国际竞争力[16-17]等方

向,而对于我国远洋渔业这种战略性产业来说,以

独立变量个体分析其产业竞争力仍不够厚重,适当

运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组态研究方法有利于客观

评价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远洋渔业呈现从高速增长发展转向

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2014—2019年我国渔业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从

9997.56万元增至13472万元,占比从47.93%增至

51.02%;2010—2019年我国海洋捕捞劳动生产效

率从11.93万元/人增至22.97万元/人,效率不断

提高但提高速率总体放缓。我国远洋渔业作业船

队和辅助渔船集中在浙江、福建、山东、辽宁和中国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其远洋渔船数量占全国远

洋渔船数量的比重约为86%;其中,浙江远洋渔船

主要从事过洋性渔业,而福建远洋船队的作业领域

主要为大洋性渔业。

2011—2015年我国远洋渔业的作业效率呈波

动降低趋势,其中广东和福建的降低幅度较为显

著,而浙江、天津和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

续提高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远洋渔

船单位功率的年均产量和产值分别为1.175t和

1.036万元,其中单位功率产量较高的是江苏、广东、

上海、福建和天津,其他地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整体而言,我国远洋渔业的作业效率较低且变化规

律具有周期性,除少数企业实现全产业链发展外,

其他大部分企业仅停留在生产环节,且高度依赖国

家远洋渔业燃油补贴。自2006年开始我国远洋渔

业燃油补贴达到40亿元/年,在西南大西洋和东南

太平洋作业的远洋渔船的利润基本就是燃油补贴,

群众性远洋渔业企业普遍存在散、小和弱的问题。

远洋渔业燃油补贴是把“双刃剑”,至2025年国家直

接用于生产性补贴的经费将不超过30%即12亿元,

且远洋渔业经费归口资金管理。在此背景下,我国

远洋渔业企业亟须提高作业效率和加速资源整合,

从而提高经营绩效。

1 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基于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等研

究理论成果以及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本研究根据波特-邓宁模型(Porter-Dunning
Model)进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远洋渔业产业

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的理论推演,从理论

层面剖析全产业链程度、生产要素、资源综合利用

实力、挑战应对能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

需求对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

1.1 全产业链程度

目前我国远洋渔业在大洋性渔业中的北太平

洋公海围网项目逐渐成熟,在过洋性渔业中的非洲

项目稳步发展,且海外基地逐渐成为远洋渔业发展

新的增长点。远洋渔业由捕捞逐渐扩展到水产品

加工、冷链物流甚至水产养殖领域,呈现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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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态势,其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和服务等环

节已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与此同时,我国远洋渔

业价值链核心环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作业

海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作业海域的远洋渔船维修也

无法满足需求。

全产业链构建是提高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

力的重要方向,应综合考虑远洋渔业企业的远洋水

产品销售议价能力,熟悉和遵守国际和他国远洋渔

业法律能力,独立开展生产性资源探捕能力,广泛

实施精准捕捞和定点捕捞能力,对进口装备和部件

的依赖程度,船上水产品加工技术和冷链物流技术

的业内地位以及水产品精深加工能力等因素。

1.2 生产要素

2017年我国大洋性渔业中,鱿鱼渔船占比为

44.0%,金枪鱼渔船占比为39.0%,秋刀鱼、南极磷

虾和公海围拖网渔船占比分别为5.0%、0.2%和

12.0%;过 洋 性 渔 业 中,亚 洲 作 业 渔 船 占 比 为

30.2%,非洲作业渔船占比为66.3%,南美洲作业渔

船占比为3.5%。目前我国远洋渔业的作业效率呈

波动降低趋势,同时存在生产装备现代化、机械化

和智能化程度较低以及国产装备功能不稳定和不

兼容等问题。

生产要素是评价远洋渔业企业生产实力的主

要指标,同时是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和客观

体现,包括企业综合能力和科技创新推广程度2个

维度。在考虑企业综合能力时,由于我国远洋渔船

大型化趋势明显,此外我国已出台标准化船型参数

且远洋渔船已经过更新改造,应包括企业专有远洋

渔船数量和远洋渔船总机功率等因素;同时,应包

括目标市场及其销售量占比情况、合作伙伴类型及

其所在地区情况以及物流加工情况等因素。此外,

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以及资源探捕技术的单位资本

投入产出比等因素可客观地反映科技创新推广

程度。

1.3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是从国家角度衡量远洋渔

业产业竞争力。我国远洋渔业现有的产业价值统

计方法无法准确反映产业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对

远洋渔业相关国际规则和资源国法律的研究不到

位,同时缺少资源探捕投入和信息化建设等公共服

务支持,严重制约远洋渔业企业的发展,亟须提高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从而提高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

远洋渔业配套产业发展程度是资源综合利用

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远洋渔业的金枪鱼出口量

约为30万t,其中有70%为直接出口,有20%为加

工后出口,出口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

原条鱼出口量约为30万t,主要销往日本和欧盟市

场;围网作业水产品的产量约为20万t,基本加工

成罐头后出口。目前我国拥有远洋渔业水产品精

加工企业约20家,有14家水产品加工企业加入中

国远洋渔业行业协会。远洋渔业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主要体现在国际渔业资源开发能力、国际履约能

力和水产品全球议价能力等方面。远洋渔业整体

发展水平包括远洋渔业作业技术以及远洋渔业装

备现代化和信息化等方面。

1.4 挑战应对能力

远洋渔业是对资源禀赋依赖度极强的产业,

其中捕捞业是远洋渔业的核心产业,捕捞量直接

决定远洋渔业的产值和成本。目前我国远洋渔业

企业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一些区域性组织和国

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我国远洋渔业企业的发展;

公海大量“三无”渔船及其生产作业极大地损害合

法渔船的切实利益和生产积极性;我国远洋渔船

渔具的相关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渔业资源国

存在强制买卖行为;远洋渔业企业凭借经验或购

买的方式获取渔场鱼汛信息,而缺少政府指导;一

线船员技能素质普遍下降,而雇佣外籍船员的法

律地位不明。

1.5 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需求

针对我国缺少远洋渔业发展规划和企业资质

标准以及远洋水产品分类目录较陈旧等问题,应从

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需求入手,开展远洋渔业

政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期间我国远洋渔业的指导方针是适

当鼓励过洋性渔业和控制大洋性渔业[18]。远洋渔

船更新改造和标准化船型参数发布是我国远洋渔

业政策的重点之一,国家和地方层面在投资补贴、

税收、保险、境外船检、外籍船员管理和金融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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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此外,远洋渔业产业

竞争力在政策方面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双边或多边

争议协商机制的建立、产业发展指导的出台和及时

更新、企业资质标准的明确、港口措施协定的订立、

远洋水产品的宣传以及远洋渔业人才的培养等

方面。

1.6 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根据已有文献和上述作用机理,我国远洋渔业

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微观层面的生产

要素和挑战应对能力、中观层面的全产业链程度和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以及宏观层面的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需求。基于此,构建我国远洋渔业产业

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图1)。

图1 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和处理

根据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理

论模型,选取1个结果变量即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

以及5个条件变量即全产业链程度、生产要素、资源

综合利用实力、挑战应对能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和

自身政策需求,各变量的具体内容如上文作用机理

所述,数据来源均为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与企

业政策需求调查问卷。

设计变量校准锚点(表1),对条件变量和结果

变量进行平均化处理并校准。

表1 变量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锚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条件变量

全产业链程度 5 3 1

生产要素 5 3 1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 5 3 1

挑战应对能力 5 3 1

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需求 5 3 1

结果变量 产业竞争力 5 3 1

各变量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描述性统计如

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QCA描述性统计

统计指标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全产业链程度 生产要素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 挑战应对能力
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需求
产业竞争力

平均值 0.2708108 0.6621622 0.5872973 0.7043243 0.7262162 0.5494595

标准差 0.3091171 0.1723468 0.1692216 0.1076165 0.1090586 0.1505476

最小值 0.05 0.20 0.17 0.50 0.47 0.34

最大值 0.95 0.94 0.90 0.93 0.91 0.86

案例数 37 37 37 37 37 37

  本研究采用FsQCA3.0软件分析我国37个远

洋渔业企业的案例数据,以识别远洋渔业产业竞争

力组态。将高产业竞争力和非高产业竞争力的案

例阈值分别设定为0.941和0.820,最终保留高产业

竞争力和非高产业竞争力案例各8个。

2.2 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即必须存在的条件,可导致结果的发

生但不保证结果的必然性。在 QCA中,当结果案

例作为子集组成条件案例时就会产生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是分析结果的超集通过充分条件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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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的子集,包含在真值表中时会作为“逻辑余

项”解被剔除(简约解中没有必要条件)。在进行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真值表分析前须进

行必要条件检验,必要条件检验的一致性公式为:

Consistency(Yi ≤Xi)=[min(Xi,Yi)/(Yi)]

式中:Yi 和Xi 分别表示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

当Yi≤Xi 时,一致性结果为1.0;当大部分

Yi>Xi 时,一致性结果小于1.0。必要条件检验的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必要条件检验

条件变量 条件
结果变量:高产业竞争力 结果变量:非高产业竞争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全产业链程度
存在 0.466306 0.946108 0.316137 0.525948

不存在 0.766355 0.577465 0.967607 0.597850

生产要素
存在 0.968519 0.803673 0.915417 0.622857

不存在 0.545499 0.887200 0.711458 0.948800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
存在 0.890310 0.832950 0.874625 0.670962

不存在 0.648303 0.863130 0.782243 0.853962

挑战应对能力
存在 0.957698 0.747122 0.986203 0.630852

不存在 0.526808 0.978976 0.604679 0.921389

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需求

存在 0.977373 0.739486 0.971806 0.602903

不存在 0.475160 0.953603 0.341735 0.910168

2.3 产业竞争力组态

经fsQCA真值表分析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

中间解,根据中间解和简约解确定影响组态的边缘

条件和核心条件。其中,核心条件对结果具有重要

影响,处于简约解和中间解中;边缘条件对结果具

有辅 助 作 用,只 出 现 于 中 间 解 中[19-20](表 4 和

表5)。

表4 高产业竞争力真值表

全产业链程度 生产要素
资源综合

利用实力
挑战应对能力

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需求
案例 产业竞争力 Raw一致性 PRI一致性 SYM一致性

0 1 1 1 1 13 0 0.903846 0.581081 0.733788

0 1 0 1 1 4 0 0.909304 0.382978 0.436363

1 1 1 1 1 3 1 1 1 1

0 0 0 1 1 2 0 0.940763 0.048388 0.051725

0 0 1 1 1 2 1 0.945386 0 0

0 0 1 1 0 1 1 0.979243 0 0

0 1 1 1 0 1 1 0.975610 0 0

1 1 0 1 1 1 1 1 1 1

  注:Raw一致性即原始一致性向量空间角中的隶属度是结果隶属度子集的一致性程度;PRI一致性即基于误差计算中准比例减少的模糊

集合的另一种一致性计算方式;SYM一致性即基于PRI一致性对称版本的模糊集合的一致性替代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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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非高产业竞争力真值表

全产业链程度 生产要素
资源综合

利用实力
挑战应对能力

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需求
案例 产业竞争力 Raw一致性 PRI一致性 SYM一致性

0 1 1 1 1 13 0 0.818859 0.210811 0.266211

0 1 0 1 1 4 1 0.925723 0.494681 0.563637

1 1 1 1 1 3 0 0.654040 0 0

0 0 0 1 1 2 1 0.992972 0.887097 0.948275

0 0 1 1 1 2 1 1 1 1

0 0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0 1 1 0.998839 0.952380 1

1 1 0 1 1 1 0 0.784108 0 0

  注:Raw一致性即原始一致性向量空间角中的隶属度是结果隶属度子集的一致性程度;PRI一致性即基于误差计算中准比例减少的模糊

集合的另一种一致性计算方式;SYM一致性即基于PRI一致性对称版本的模糊集合的一致性替代度量。

  经标准分析,得到高产业竞争力和非高产业竞

争力组态(表6)。

表6 高产业竞争力和非高产业竞争力组态

条件变量
高产业竞争力组态(H) 非高产业竞争力组态(NH)

H1 H2 NH1 NH2

全产业链程度 ⊗ ● ⊗ ⊗
生产要素 - ● - -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 ● - ● -

挑战应对能力 ● ● ● ●

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需求
⊗ ● - ●

  注:●表示条件变量存在于组态中;⊗表示非条件变量存在于组态中;大

图形表示核心条件;小图形表示边缘条件;-表示变量对结果无影响。

高产业竞争力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964126
和1,表明均为高产业竞争力的充分条件;解的一致

性为0.975516,表明高产业竞争力组态覆盖约

97.6%的案例;解的覆盖度为0.627152,表明组态

解释约62.7%的高产业竞争力原因;H1和 H2的覆

盖度分别为0.423020和0.407772,即分别解释结

果变量的42%和41%,表明二者均能有效产生高产

业竞争力。

非高 产 业 竞 争 力 组 态 的 一 致 性 分 别 为

0.797830和0.780671,表明均为非高产业竞争力的

充分条件;解的一致性为0.770925,表明非高产业

竞争力组态覆盖约77.1%的案例;解的覆盖度为

0.944811,表明组态解释约94.5%的非高产业竞争

力原因。

由于4组组态均涉及全产业链程度和挑战应对

能力,将促进和抑制产业竞争力的组态归纳为价值

链-政府主导型和非价值链-挑战型。

2.4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的

影响因素

高产业竞争力组态 H1代表经营型远洋渔业产

业竞争力构造,表明只要具备资源综合利用实力和

挑战应对能力2个条件变量,就可以产生高产业竞

争力。高产业竞争力组态 H2代表规划型远洋渔业

产业竞争力构造,表明只要具备全产业链程度、生

产要素、挑战应对能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

策需求4个条件变量,就可以产生高产业竞争力。

全产业链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需求是

具有同步性的组合驱动变量,二者在组态中同时出

现或同时缺失才可以产生高产业竞争力。挑战应

对能力是高产业竞争力组态的必备条件,而资源综

合利用实力和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

作用。

高产业竞争力组态 H1的案例为小型远洋渔业

企业,当企业资产水平较低、生产力受限、生产保障

较弱、运营自由度较小和生产要素不完备时,不应

一味追求全产业链程度以及过于依赖政府公共服

务和自身政策需求,而应充分提升生产和议价能

力、促进技术装备现代化和信息化、减少能耗、扩大

规模、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完善法律和后勤业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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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实力和挑战应对能力。与之

相比,高产业竞争力组态H2的案例为具有一定规模

的远洋渔业企业,部分企业已大致构建全产业链。

在非高产业竞争力组态中,全产业链程度均是

核心条件,表明只要缺乏全产业链程度的条件变

量,远洋渔业活动均受到抑制导致非高产业竞争

力。资源综合利用实力以及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

政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作用。

3 建议

本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分析我国远洋渔业产

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得到4点结论。①高产

业竞争力包括全产业链程度-资源综合利用实力-挑

战应对能力-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需求以及全

产业链程度-生产要素-挑战应对能力-政府公共服

务和自身政策需求2个组态;②挑战应对能力是高

产业竞争力组态的必备条件,资源综合利用实力和

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作用;③全产业链

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需求是具有同步

性的组合驱动变量,二者在组态中同时出现或同时

缺失才可以产生高产业竞争力;④非高产业竞争力

包括全产业链程度-资源综合利用实力-挑战应对能

力以及全产业链程度-挑战应对能力-政府公共服务

和自身政策2个组态,其中全产业链程度均是核心

条件。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针对提高我国远洋渔业

产业竞争力提出5项策略建议。

3.1 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构建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程度在1个高产业竞争力组态和2个

非高产业竞争力组态中为核心条件,因此其对于远

洋渔业企业和整个远洋渔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

用。远洋渔业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其生产活动的每

个环节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构建完善的

全产业链有助于增强我国远洋水产品的议价能力,

国内现有数家远洋渔业“龙头”企业已形成从远洋

捕捞到冷链物流再到水产品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3.2 政府主导提供公共服务,深化政策落实

政府公共服务和自身政策需求与全产业链程

度作为组合驱动因素,在高产业竞争力组态中发挥

重要作用,二者相互作用可产生良性效应,促进提

高远洋渔业产业竞争力。事实上,远洋渔业全产业

链构建过程中的很多步骤都须由政府主导,单靠企

业力量难以完成;同时,有能力构建全产业链的“龙

头”企业的远洋渔业生产和运营活动同样离不开政

府和政策的支持。例如:开展远洋渔业生产活动须

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沟通,远洋渔业基地的建立

和发展涉及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均须由政府主导

进行交涉。我国应积极建立远洋渔业的双边或多

边争议协商机制,同时出台并及时更新产业发展指

导政策。

3.3 企业与政府共同努力,化挑战为机遇

挑战应对能力是高产业竞争力组态的必备条

件。我国远洋渔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如始终被挑

战所困扰,就会导致远洋渔业的发展停滞不前,进

而阻碍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远洋渔业企业与

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共同努力应对挑战,将挑战转

化为机遇,构成高产业竞争力组态。

3.4 加强信息技术保障,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实力

资源综合利用实力是远洋渔业高产业竞争力

组态的条件之一。较高的资源综合利用实力对于

我国争取国际渔业资源、维护国际渔业权益以及提

高国际海洋事务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

国应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远洋渔业信息

平台,提高远洋渔船国际履约能力,保持远洋水产

品精深加工技术处于全球先进水平。

3.5 扶持“龙头”企业,提高企业整体实力

远洋渔业“龙头”企业可开展相关政策的试点

工作,推动我国远洋渔业构建全产业链并积极参与

全球价值链体系;完善远洋渔业国内市场,增强远

洋水产品的议价能力,从捕捞、冷链物流和水产品

精深加工等环节满足市场需求;带领远洋渔业中、

小型企业增强物流和沟通能力,整合区域物流资源

并建立专业物流团队,完善区域产业链分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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