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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辽宁省渔业尤其是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综合相关统计数据,运用产业结构三

轴图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系统分析辽宁省渔业产业结构及其主要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6个主

要产业对海洋渔业的影响程度,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渔业第一产业仍占主体

地位,但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逐渐提高,产业结构三角形的重心呈左旋趋势;渔业第一产业有所优

化,第二产业对渔业经济发展起到支柱作用,第三产业以水产品运输业为主;海水产品加工业和运

输业对海洋渔业的影响程度最高;未来辽宁省应继续科学发展海水养殖业、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

业、水产品运输业、休闲渔业和“互联网+渔业”,不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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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ishery,especiallymarinefisheryin

LiaoningProvince,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developmentoffisheryindustrialstruc-

tureanditsmainindustriesinLiaoningProvinceandtheimpactof6mainindustriesonmarine

fisherybyintegratingrelevantstatisticaldata,usingindustrialstructuretri-axischartandgrey
correlationanalysismethod,andputforwarddevelopmentsugges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

theprimaryfisheryindustrystilloccupiedthedominantpositioninLiaoningProvince,butthe

proportionofthesecondaryandtertiaryindustriesincreasedgradually,andthecenterofgravity
oftheindustrialstructuretriangleshowedaleft-handedtrend.Theprimaryindustryoffishery
hadbeenoptimized,thesecondaryindustryplayedapillarroleinthedevelopmentoffishery
economy,andthetertiaryindustrywasdominatedbythetransportationofaquaticproducts.Ma-

rineproductsprocessingindustryandtransportationindustryhadthehighestimpacton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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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ies.Inthefuture,Liaoningshouldcontinuetoscientificallydevelopmarineaquaculture,

deep-seafisheries,aquaticproductsprocessing,aquaticproductstransportation,recreational

fisheriesand“Internetplusfisheries”,andconstantlyoptimizethefisheryindustrystructure.

Keywords:LiaoningProvince,Fisheryindustrystructure,Tri-axischart,Greycorrelationanalysis,

Developmentsuggestions

0 引言

渔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食物

供给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提高从业者收

入水平和消费者福利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辽宁省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陆海兼备的省份,借助

便利的交通优势和丰富的渔业资源,已初步形成集

养殖、捕捞、储藏、运输、加工、教育和科研于一体的

现代渔业产业结构[1],但在渔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出现水体环境污染、产品结构性过剩、基础设施

薄弱和技术较为落后等问题。

本研究根据渔业的产业特征,将辽宁省渔业分为

以捕捞业、养殖业和远洋渔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以水

产品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以及以休闲渔业和水产

品运输业为主的第三产业[2-4];利用三轴图分析辽宁

省渔业产业结构特征及其产业重心[5-6];根据相关统

计数据和灰色关联理论,分析辽宁省渔业6个主要产

业的发展情况及其对海洋渔业的影响程度[7-8]。

1 辽宁省渔业产业结构及其主要产业

1.1 渔业产值、产量和产业结构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大省,2000—2019年

渔业产值和产量如图1所示。

图1 2000—2019年辽宁省渔业产值和产量

2000—2019年辽宁省渔业产值由271.65亿元

增至1330.00亿元,平均增长率为5.9%;其中,

2000—2014年高速增长至最大值即1574.50亿元,

2015年、2017年和2018年出现负增长,此后增速减

缓。渔业产量基本不低于400万t且变化幅度较

小,最大值为2016年的550.07万t。辽宁省渔业产

值的增长率远高于渔业产量,表明其在水产品的品

质、附加值和科技含量等方面不断提升,促使渔业

在产量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实现产值的迅速增长。

根据相关产业的产值数据,绘制2000—2019年

辽宁省渔业产业结构三轴图(图2)。

图2 2000—2019年辽宁省渔业

产业结构三角形的重心转移

在辽宁省渔业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据主体

地位,且远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但第一产业占

比在大多数年份呈降低趋势,表明第二和第三产业占

比逐渐提高。辽宁省渔业产业结构三角形的重心转

移路径可划分为3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为2000—

2004年,主要特征为第一产业占比持续降低,第三产

业占比逐渐提高且在2003年和2004年超过第二产

业;②第二阶段为2004—2010年,主要特征为第一产

业占比变化较小,第二产业占比迅速提高且超过第三

产业,表明水产品加工业等第二产业发展迅速;③第

三阶段为2013—2019年,主要特征为第一产业占比

呈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且在

2016年超过第二产业并保持较稳定的趋势。从总体

来看,2000—2019年辽宁省渔业产业结构三角形的

重心逐渐向左旋转,表明产业结构逐渐优化。

1.2 渔业捕捞业

辽宁省的渔业捕捞产品主要包括鱼类、甲壳

类、贝类、藻类和头足类,2008—2019年渔业捕捞产

量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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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8—2019年辽宁省渔业捕捞产量

由图3可以看出,辽宁省淡水捕捞产量较低且

相对稳定,海洋捕捞占据主导地位,其产量变化是

渔业捕捞产量变化的主要原因。

渔业捕捞产量和海洋捕捞产量自2016年开始

有所降低,主要有2个原因。①海洋环境污染和近

海过度捕捞等导致海洋渔业资源遭到破坏,辽宁省

许多沿海地区出现渔业荒漠化的现象[9];②作为我

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产地,辽宁省在促进渔业

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执行国家对渔业捕捞的限制

政策,严控捕捞渔船并合理制定休渔期。

1.3 渔业养殖业

2008—2019年辽宁省渔业养殖产值和产量占

比如图4所示。

图4 2008—2019年辽宁省渔业养殖产值和产量占比

由图4可以看出:随着渔业养殖技术的不断进

步,辽宁省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的产值均有所增

长;渔业养殖业是辽宁省渔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

其产量占比超过渔业产量的70%;海水养殖在辽宁

省渔业养殖业中居主要地位,其产值约为淡水养殖

的2倍,其产量约为渔业养殖产量的80%。

目前辽宁省海水养殖业发展较迅速,但短期内

仍存在3个问题。①沿海经济区建设将大量滩涂水

域转为工业城市用地,导致海水养殖面积不断萎

缩;②海水养殖方法仍较传统,养殖技术虽然不断

进步但集约化和自动化程度仍不高,导致发展后劲

不足;③随着大量工业向沿海地区集聚,近海海洋

环境污染不断加重,导致海水养殖环境质量下降、

海洋生物病害率提高以及海水产品品质下降。

1.4 远洋渔业

辽宁省是我国最早发展远洋渔业的沿海地区,目

前已形成集捕捞、加工、运输、销售和后勤补给于一体

的远洋渔业产业链。2008—2019年辽宁省远洋渔业产

量从13万t增至20万t,累积产量近200万t,且产值

不断增长,远洋渔业已成为辽宁省发展外向型渔业经

济的重要窗口。促进远洋渔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缓解

近海渔业资源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引进优质海水产品,

在扩大消费者选择空间的同时增加外汇收入[10]。

1.5 水产品加工业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重工业地区,在工业基础和

技术实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水产品加工业起步较

早且发展迅速。2008—2019年辽宁省水产品加工企业

的数量变化不大,但水产品加工能力保持增强趋势,水

产品加工业产值由162亿元增至280亿元,产量由

158万t增至239万t。经过多年的发展,辽宁省水产品

加工业已形成生产格局多元化、产品结构多样化、产+
销经营一体化和产品质量国际化的产业格局。

近年来,辽宁省各级海洋与渔业行政管理部门

围绕现代化渔业建设要求,通过积极争取优质发展

项目、加大科研资金投入和延长水产品深加工产业

链等措施,不断提升水产品加工业的竞争力。据统

计,2019年辽宁省新上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的精

深水产品加工项目超过20个,投资额达10亿元,实

现水产 品 加 工 业 产 量 和 产 值 分 别 为99万t和

76.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0%和14.6%。目前

辽宁省水产品加工业的产品类型超过230种,在农

产品加工业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打破传统水产品加

工方式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化食品加工工艺,先后

研制出调味干制品、即食水产品、冷冻食品和半成

品以及超低温金枪鱼制品四大系列水产品。

1.6 水产品运输业

辽宁省现有丹东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沈阳前

当堡鲜鱼批发市场、沈阳水产品批发市场、盘山县

胡家河蟹市场和辽渔国际水产品大市场等多个大

型水产品交易市场。近年来辽宁省水产品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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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大,主要有2个原因。①省

内城市之间缺少明确的水产品运输规划,运输主体

较为分散且信息不对等,往往须进行多环节运输,

从而提高运输成本;②与东北地区其他城市之间缺

少良好的水产品运输沟通,出现运输辐射范围不明

确、路线交叉重复和主体过于分散等问题[11]。

1.7 休闲渔业

近年来辽宁省休闲渔业发展较快,不仅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并增加当地渔民的收入,而且对相关

基础产业的发展发挥推动作用[12]。辽宁省濒临黄

海和渤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178km,拥有40余处

港湾和500余个海岛,具有发展休闲渔业的丰富资

源。此外,辽宁省沿海城市均具有独特的旅游资

源,在诸多沿海景区中遍布优质的滨海渔场,成为

盛夏时节的避暑胜地。近年来辽宁省依托优越的

旅游资源建设现代旅游设施,已形成多处集餐饮、

垂钓、观光和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休闲渔业

产值不断增长且在渔业产值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2 辽宁省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

分析

2.1 研究方法

根据辽宁省渔业及其主要产业的发展情况,本

研究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究辽宁省海洋渔

业产业结构的特征。

灰色系统理论由我国的邓聚龙教授首次提出,

在农业、工业和气象等领域得到成功应用。灰色关

联度分析方法通过确定数据参考序列和若干比较

序列的几何相似形,判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根

据指标数列,若样本数据反映的2个因素的变化态

势(方向、大小和速度等)基本一致,则其关联度较

大,反之则其关联度较小[13-14]。

灰色关联度分析包括3个计算步骤。

(1)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i(k)=
Xi(k)

Xi(2008)
(1)

式中:X'i 和Xi 分别表示无量纲数据和原始数据,

i=0,1,…,6;k表示年份,k=2008,2009,…,2019。
(2)计算差值序列:

Δj(k)=|X'0(k)-X'j(k)| (2)

式中:Δj(k)表示差值序列,j=1,2,…,6。

(3)计算关联系数:

ξj(k)=
Δj(k)min+ρΔj(k)max
Δj(k)+ρΔj(k)max

(3)

式中:ξj(k)表示关联系数;Δj(k)max和Δj(k)min分

别表示差值序列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ρ 表示分辨

系数,取值范围为0~1,通常取值为0.5。

(4)计算灰色关联度:

Rj =
1
n 

2019

k=2008
ξj(k) (4)

式中:Rj 表示灰色关联度;n 表示年份数,取值为

12。灰色关联度越大,该因素对参考序列的影响程

度越高。

2.2 实证分析

基于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取性,本研究以辽宁省

海洋渔业产值(X0)为参考序列,以海洋捕捞业(X1)、

海水养殖业(X2)、远洋渔业(X3)、海水产品加工业

(X4)、海水产品运输业(X5)和海洋休闲渔业(X6)

6个主要产业产值为比较序列,计算灰色关联度。涉

及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将2008—2019年辽宁省海洋渔业的统计数据带

入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为R1=0.6887、R2=

0.7485、R3=0.6964、R4=0.8750、R5=0.8398和

R6=0.6883,由大到小依次为R4、R5、R2、R3、R1、

R6,表明6个主要产业与海洋渔业的关联度由高到低

依次为海水产品加工业、海水产品运输业、海水养殖

业、远洋渔业、海洋捕捞业和海洋休闲渔业。

根据灰色关联度的计算结果,辽宁省的海水产

品加工业和海水产品运输业对海洋渔业的影响程

度最高,且近年来海水产品加工业的影响程度不断

提高;海水养殖业对海洋渔业的影响程度较高且不

断提高;远洋渔业和海洋捕捞业对海洋渔业的影响

程度呈降低趋势;海洋休闲渔业对海洋渔业的影响

程度最低,且2016年后持续降低。

3 建议

本研究基于辽宁省渔业产业结构及其主要产业

的发展情况,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究6个主要

产业与海洋渔业的关联度,主要得到4点结论。①根

据渔业产业结构三轴图,第一产业仍占主体地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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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逐渐提高,产业结构三角形的重

心呈左旋趋势;②渔业捕捞产量有所减少,而渔业养

殖产量和产值呈现明显优势,表明渔业第一产业的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③以水产品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

对渔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已成为渔业的支柱产

业;④渔业第三产业中的水产品运输业占主体地位,

休闲渔业作为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目前

发展仍较薄弱。根据研究结论,提出4点发展建议。

3.1 发展海水养殖业和远洋渔业,优化渔业第一

产业

坚持执行国家“零增长”的海洋捕捞限制政策,

减少近海捕捞量,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投入,实现渔

业捕捞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发展科学高效的海水养殖业,转变传统养殖方

式,积极建设集休闲、娱乐、养殖、垂钓和捕捞于一

体的海洋牧场;加速科技创新,通过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等措施,促进海

水养殖业向专业化和集约化发展;不断提升海水养

殖病害防控能力,提高名优海水产品的养殖占比;

对海水养殖户加强政策、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支

持,提高其生产积极性。

3.2 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延长渔业第二产业产业链

积极引进先进水产品加工技术,依托充足的水

产品原材料,科学延长水产品加工业产业链。根据

市场需求,研发养生保健类绿色水产品,提高水产

品的科技附加值;融合地方历史文化,研发特色水

产品,提高水产品的文化附加值。

3.3 发展水产品运输业和休闲渔业,提高渔业第三

产业产值

加大对水产品运输业的投入,合理规划冷链运

输网络,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和信息联系,减少水

产品运输时间;保障水产品运输质量,加大对冷链

运输的科技投入和监管力度。

休闲渔业属于新兴产业,应加大扶持力度,使

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积极引导广大渔民参

与休闲渔业发展,不断为休闲渔业的发展注入新鲜

血液,促进各种规模休闲渔业企业的同步发展;提

高本地休闲渔业企业的服务能力,为游客提供优雅

舒适的休闲环境;因地制宜发展休闲渔业,结合特

色旅游资源开发特色休闲渔业项目,提高休闲渔业

产品的文化价值和知名度。

3.4 发展“互联网+渔业”,转变渔业商业模式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线上经济”占据越来

越大的市场份额。因此,促进“互联网+渔业”的发

展是渔业经济顺应时代潮流的积极转变。将互联

网与渔业相结合的主要措施包括:①面向渔民积极

开展技术培训,将科研成果与实际生产相结合,改

进渔业生产方式,提升渔民的生产积极性;②加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网络运行成本,建设并推

广渔业信息服务网络平台;③通过加大对渔业电商

的资助力度和拓宽渔业发展的融资渠道等途径,解

决发展“互联网+渔业”资金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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