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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渔业是海洋产业中开发利用最早的产业之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运用

核密度分析法以及负二项分析方法,对2000-2020年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新增海

产加工企业选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威海市海产加工业的集聚核心逐渐由单一核

心向双核心演变;前期海产加工企业集聚主要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后期多因政策、经济等因素产生集

聚;街道内原有海产企业数量以及与高速收费站的距离均是影响新增海洋渔业企业选址的因素。

关键词:产业集聚;区域经济;海产加工业;时空演变;威海市

中图分类号:F326.4;F061.5;P7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3)02-0067-05

StudyontheTemporalandSpatialEvolutionofSeafood
ProcessingEnterprisesinWeihaiCityandthe

InfluencingFactorsofSiteSelection

WANGZishan,YUJie,ZHANGAijuan,CHENYan,YOUFei

(InstituteofAgriculturalResourcesandRegionalPlanning,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Marinefisheryisoneoftheearliestindustriesdevelopedandutilizedinmarineindus-

tries,andoccupiesanimportantpositionintheentirenationaleconomy.Inthispaper,thespa-

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marinefisheryenterprisesinWeihaicityfrom2000to

2020and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siteselectionofnewmarinefisheryenterpriseswereana-

lyzedbyusingnucleardensityanalysismethodandnegativebinomialanalysismethod.Theanal-

ysisresultsshowedthat:①theagglomerationcoreofmarinefisheryenterprisesinWeihaihad

graduallyevolvedfromasinglecoretoadualcore.②Theearlystageofmarinefisheryindustry
agglomerationwasmainlyaffectedbygeographicalfactors,andinthelaterstage,itwasmostly
duetopoliciesandotherfactors.③ Thenumberoforiginalmarinefisheryenterprisesinthe

streetandthedistancefromfishingports,high-speedtollstationsandmodernfisheryindustrial

parkswerefactorsaffectingthelocationofnewmarinefishery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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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渔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

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李博等[2]从海洋渔

业产业生态系统脆弱性出发,分析中国海洋渔业

产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王波等[3]发现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对海洋渔业经济

增长具有结构红利;岳冬冬等[4]从碳平衡的角度

出发,对中国海洋渔业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以往学者对于海洋渔业产业

的研究,多从生态、经济的角度出发,且研究地区

多集中于浙江等我国南部地区[5-7],对于山东及其

沿海城市研究较少。山东半岛作为我国第一大半

岛,海洋资源丰富,海洋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本研

究以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刻画海产

加工企业时空演变的特征,分析新增海产加工业

选址的影响因素,并对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的进

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对于推动威海市海洋

渔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研究区概况、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威海市作为山东半岛的区域中心城市,拥有食

品加工、临港物流、船舶装备等完整的3条产业链。

其中,海水养殖业规模庞大,海洋牧场“威海模式”

全国领先,产量连续30年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远

洋捕捞业发展势头良好,拥有远洋捕捞渔船244艘,

约占全省50%、全国9%;海洋食品业实力雄厚,在

海产品产量方面长期居地级市首位,是全国最大的

金枪鱼、鱿鱼等仓储物流、交易集散以及精深加工

基地。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数量近年来呈持续递

增的态势,2018年后海产加工业企业大幅度增长,

因此本研究在划分新增海产加工企业时以2018年

为时间节点(图1)。

1.2 数据来源

结合威海市海产加工业发展情况,依据国家企

业信用公示系统和“企查查”平台筛选出与这类产

业相关的企业并进行校正。通过其注册地址,借助

高德开发者平台 API接口获取地理坐标并转换为

WGS84坐标,建立威海市海洋渔业企业空间数据

库。数据库囊括2020年12月31日之前所有登记

图1 1980—2020年威海市新增海产加工企业数量

Fig.1 Changesinthenumberofnewseafood

processingenterprisesinWeihaifrom1980to2020

的企业数据,共计1453条。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

本研究数据主要为企业在空间上的点,核密度

方法可将离散的点转化为连续的密度图,可以直观

地反映点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8]。输出的密度图为

栅格图,其中各个栅格i的密度值设为Di ,其计算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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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是以栅格i为中心的计算半径;n 是半径r
内的点的数量;di是半径r内某点距离中心的距离;

r采用ArcGis10.7软件的默认值。

1.3.2 负二项回归方法

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对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

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2018—

2020年威海市各街道内新增海产加工企业数量,为

非负整数,即计数模型。通常计数回归模型会采用

泊松回归或负二项回归,假设ni 服从参数为λi的泊

松分布[9-10]:

P(Newi=ni|Xi)=
e-λiλnii

ni!
(ni=0,1,2,…)

  则Newi的条件期望函数为:

E(Newi|Xi)=λi=exp(βXi)=Var(Newi|Xi)

  可见泊松回归的满足条件是方差与期望相等。

当因变量方差大于期望值时,数据会产生过度分散

(over-dispersion)的问题,泊松回归不适用,但负二

项回归可以解决此类问题。本研究选取样本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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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方差均大于期望值,存在过度分散情况,故选

择负二项回归模型,引入过度分散参数α,重新指定

方差:

Var(Newi|Xi)=λi+αλ2i
式中:i为以城市街道为代表的空间单元;Newi为第

i个空间单元内新增企业数量;Xi 是单元i影响企

业选择的特征要素;ni 是样本观测到的街道i新增

的企业数量;λi为ni 服从泊松分布的参数。

2 海产加工业的演化特征

以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核

密度分析法刻画2000—2020年威海市海产加工

业集 聚 的 时 空 演 变 特 征,并 将 威 海 市 划 分 为

2km×2km的网格,统计网格内海产加工企业的

增加量。

2000年海产加工企业主要在荣成市南部的人

和镇、港湾街道等沿海地区存在集聚,这是由于荣

成市区位优势明显,毗邻日韩并且海洋资源丰富,

有助于海产加工业的发展集聚。截至2010年,海
产加工企业的集聚特征与2000年大致相似。截

至2020年,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除了集中在荣成

市南部的人和镇、斥山街道等沿海地区,在乳山市

南部的城区街道、乳山口镇也出现集聚。这主要

得益于乳山市牡蛎产业的集聚壮大,带动乳山市

牡蛎企业的加工发展与集聚。此时,威海市海产

加工业形成以荣成市南部以及乳山市南部为核心

的空间分布格局。新增海产加工企业最多的地区

主要分布在乳山市南部的乳山口镇,其次是乳山

市的城区街道以及荣成市的虎山镇。其余新增海

产加工企业呈带状在威海市沿海分布或呈点状在

威海市市内分布。从各年核密度系数来看,威海

市海产加工企业核密度呈上升趋势,2000年核密

度最大值为0.034,2020年核密度值为0.514,是

2000年的15倍。

3 威海市海洋渔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

因素分析

  通过对以往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指标的整

理,可知学者们在企业区位选取指标上多注重交

通、市场、原有集聚程度、土地价格、人口数量、政策

等因素[11-15]。

以威海市73个街道作为基本空间分析单元,以

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特点、

数据可获得性以及以往研究成果,选取地方化经

济、人口、土地成本、交通、政策、土地面积6个因素

进行测量,并以2018年为时间节点,2018—2020年

内各街道新成立的海产加工企业数量为被解释变

量,研究影响威海市新增海产加工企业区位选择的

因素(表1)。

表1 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变量及度量方法

Table1 Variablesinfluencingthelocationselection

ofenterprisesandtheirmeasurementmethods

变量 度量方法

新增海产加工企业数量
2018—2020年街道内新成立海产

加工企业数量

地方化

经济

原有海产捕捞企业数量(ff) 2017年末街道海产捕捞企业数量

原有海产养殖企业数量(fc) 2017年末街道海产养殖企业数量

原有海产加工企业数量(fp) 2017年末街道海产加工企业数量

原有海产零售企业数量(fr) 2017年末街道海产零售企业数量

人口 各街道人口数(pop)
2010年末街道人口普查中单位面

积的常住人口数量

土地

成本
土地价格(land) 所在街道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交通
与高速收费站最短距离(st) 街道中心与高速收费站直线距离

与重要渔港最短距离(port) 街道中心与重要渔港直线距离

政策
距离现代渔业产业园区的距

离(park)
街道中心与现代渔业产业园区的

距离

控制

变量
街道面积(area) 街道面积

影响新增海产加工企业选址的因素包括街

道内原有海产养殖企业数量、街道内原有海产加

工企业数量、街道内原有零售企业数量、街道与

高速收费站的距离。海产养殖企业相较于海产

捕捞企业可以稳定地为海产加工企业提供原料,

故新增海产加工企业在选址时会考虑靠近养殖

企业较多的街道;新增海产加工企业选择原有海

产加工企业较多的街道,可以发挥海产加工企业

的集聚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海产零售企业可以

对海产加工企业的产品进行分销;靠近高速公路

收费站则方便海产加工企业产品的运输,降低运

输成本(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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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区位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Table2 Regressionresultsoflocationselectionmodelfor

seafoodprocessingenterprisesinWeihaiCity

项目 标准化回归系数

ff -0.0320

fc 0.0265**

fp 0.0401**

fr 0.0150***

station -0.0001*

port -8.0500

park 0.0001

pop 1.1400

land -0.0001

area -5.4200

伪R2 0.150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样本

数为73个。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经过动态数据比对分析,威海市海产加工企业

在威海市存在集聚情况。2000—2020年威海市海

产加工企业的集聚从单一核心向多核心演变,初期

海产加工企业的集聚多基于资源、地理位置等自然

条件,后期的集聚基于品牌化、产业规划等因素较

多。乳山市作为海产加工企业发展的后起之秀,近

年来凭借科学养殖技术的提升、品牌化的打造,逐

渐形成海产加工企业的集聚中心。

企业选址方面,海洋渔业企业不仅会考虑同类

型企业,还会靠近上下游企业较多的地区,这主要

是因为靠近上下游企业可以为海产加工企业提供

原料以及协助海产加工企业产品的分销。除此之

外,靠近高速公路则可以降低运费,方便海产加工

产品的运输。

4.2 建议

4.2.1 推动威海市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建设

从新增海产加工企业选址的影响因素来看,新

增海产加工企业会靠近上下游企业,因此要进一步

加强威海市海洋渔业的陆海联动,建立全区域的海

洋产业集群发展机制,推动威海市海洋渔业产业集

群的形成。充分发挥威海市海洋渔业龙头企业的

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具有“极化-扩散”效应的经济网

络,发展现代渔业产业园,使其成为威海市海洋渔

业发展的载体。

4.2.2 加强品牌打造,提升海产品影响力

在发展海产加工业方面,推进海产加工业高质

量发展,以生蚝、鱿鱼、南极磷虾等威海市优势海产

品为依托,推进产品升级换代,发展高端水产品,建
设国内一流的海产加工基地。在保障海产加工企

业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强品牌打造,扩大宣传,提升

威海市海产加工产品的影响力。

4.2.3 完善交通,推动交通与农业融合发展

交通运输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为促进威海

市海洋渔业进一步发展,要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

合理布局交通线路及高速收费点,确保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总规模、空间布局和技术结构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另外要拓宽交通运输服务边界,全面推

动交通运输与物流业、农业、商贸服务业等产业的

深度融合发展。

4.2.4 延长产业链条,提升综合竞争力

在推动威海市海产捕捞、养殖、加工、零售企业

做大做强的同时,依托各类型企业集聚的优势,整

合渔业企业,主要包括2个维度。①围绕渔业本身

产业链,推动上下游相互衔接配套,三次产业融合

发展,开发“休闲观光+养殖垂钓”、水上餐饮娱乐

等渔业模式,使当地渔业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

用。②通过数字经济、文化创意、新材料、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等产业与渔业的融合,加强数字技术、

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对渔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通

过产业跨界融合,在培育“渔业+”新业态的同时实

现产业间的互融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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