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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商业模式视角研究价值创造对海洋渔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研发费用除以营业收

入指标作为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以企业资产、资本结构、客户集中度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对海洋类

渔业上市公司2007-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海洋渔业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比较低,

海洋渔业仍以传统的价值转移模式为主。部分企业逐渐转变商业模式,以价值创造模式为其发展

方向,同时价值创造能力对海洋渔业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文章提出了增加科技投入、

注重品牌发展、加强质量监管和加强互联网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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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tudiedtheimpactofvaluecreationonmarinefisheryenterprisesperform-

ancebasedonbusinessmodel,dividingtheR&Dexpensesbythebusinessincomeindexasthe

enterprisevaluecreationability.Thepapertooktheenterpriseassets,thecapitalstructureandthe

customerconcentrationdegreeasthecontrolvariables.Throughempiricalresearchonthedataof

marinefisherylistedcompaniesfrom2007to2015,itwasfoundthatthevaluecreationabilityof

marinefisheryenterprisesisrelativelylow,marinefisheryisstillbasedonthetraditionalvalue

transfermodel,someenterprisesgraduallychangethebusinessmodeltovaluecreationmodelfor

itsdevelopingdirectionandthevaluecreationabilityhas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theper-

formanceofmarinefisheryenterprises.Onthisbasis,theopinionsofincreasingtheinvestmentin

scienceandtechnology,payingattentiontothebranddevelopment,strengtheningthequality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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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visionandtheInternetconstruction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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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传统的以供给为导向

的商业模式已经渐渐走向灭亡,以需求为导向的商

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正在出现[1]。传统的商业模式以

商业资源稀缺为前提,商家主导控制权,股东利益

最大化是商业的原点,企业发展大多以生产制造驱

动市场需求,而且规模化、标准化就是其企业追求。

在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更多依靠价值要素发展企

业,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分配是商业模

式的重要价值要素。一些企业通过转变商业模式,

发展以需求为导向或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例如,中国的山寨手机已经消失于老

百姓的生活中,就是因为这些山寨企业不懂得转变

商业模式发展,而消费者已经发生变化了,与此同

时一批以价值创造为发展模式的手机企业快速发

展,而且其速度惊人。可见在新的时代下,企业要

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转变理念,发展新的商业模式,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最终都是要坚持以价值要素为

起点的发展模式。

21世纪也是海洋的世纪,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而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国的现代海洋渔业起步比较晚,这些

年海洋渔业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离海洋渔业强

国还有一定的距离。加上对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

捕捞,导致海洋渔业环境显著恶化。当传统的海洋

渔业和互联网相遇在一起时,海洋渔业企业的商业

模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现在比较大型的海洋渔业

企业都在通过建立互联网来转变商业模式,提高水

产品价值创造能力。

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但到了21
世纪,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商业模式的研究越来

越多,各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商业模式,主要

从定义、要素和其对行业的影响角度研究[2-8],而且

以定性分析为主。对于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对企

业的盈利能力有多大的影响,至今学术界研究的比

较少,尤其是对某个行业的研究更是如此,这促使

我们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海洋渔业企业而

言,其本身规模不是很大,其价值反馈的系统没有

完全形成,从而对其价值主张能力的研究意义不

大。同时企业的收入分配视角早已经研究泛滥,所

以海洋渔业企业的价值获取与分配的研究也不适

合。尽管海洋渔业的价值创造也有人研究,但是从

商业模式视角研究的很少,因此也值得我们研究。

2 理论分析

商业模式的根本职能在于创造价值,企业商业

模式的构建应围绕价值创造而展开。所以,商业模

式理论研究应该沿着价值创造方向,分为价值主

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与分配,从这3个方向来研

究商业模式,形成商业模式的总体框架。

价值主张由商业机会和好的创意而来,而这更

多地体现在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消费者通过

购买产品和体验产品后,形成对产品的评价和期

望,通过正常的反馈渠道,消费者可以将未来对产

品的期望反馈给企业,这样企业就可将以发现的商

业机会变成之间的价值主张。价值主张是企业面

临的首要问题,企业应考虑为这些顾客服务,考虑

这些顾客需要什么样价值的产品,同时考虑其他各

方的利益,使得价值主张得到认同。

价值创造是整个商业模式过程最核心的部分,

它整合了企业的内外资源,设计和创造符合消费者

的价值的产品,价值创造决定着企业竞争优势的形

成和最终价值的获取,同时它也是企业生产产品的

最重要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企业通过技术投入来

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的资

金投入,加强商品的品牌宣传,为产品赢得好的口

碑,从而创造价值[9]。

价值获取与分配是企业已经将产品售出,和客

户完成交易,一方面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

求,实现最初的价值主张,更重要的是企业能收回

一部分价值作为企业盈利,为下一轮价值创造做

准备。

对于海洋渔业企业,其主要产品是海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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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主张能力不是很强,虽然有品牌价值,但消费者

还是主要从品质角度购买,所以价值主张方向研究

价值不大。海洋渔业的公司的收入分配比较复杂,

而且是公司内部数据,不宜获取。所以本研究主要

通过价值创造对海洋渔业企业绩效影响进行研究,

对价值创造选取适合的指标进行量化。构建混合

面板数据模型,控制其他变量,研究价值创造对海

洋渔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3 理论模型、数据和方法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利用海洋渔业企业的2007-2015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研究商

业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对海洋渔业企业的绩效影

响。模型设定如下:

ROEit=C+aVCit+b1lnLNSit+

b2DTAit+b3CCit+uit
3.1 变量选取

(1)价值创造指标(VC)。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

价值创造的界定不完全相同,但主流的界定认为价

值创造是研发投入,这种研发投入不单单是对于技

术的投入,也包括对于品牌建设、人才培养的投入

等。所以本研究以研发费用除以销售收入代表价

值创造指数。其中,研发费用是从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和财务费用中提取出来的。

(2)企业绩效指标(ROE)。企业绩效是指一定

经营期间的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主要表现

在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和后

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目前学术界一般采用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ROE)、股票价值增值(SVA)、托

宾Q值、总资产报酬率等指标来界定企业的绩效。

本研究采取的是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作

为企业的绩效指标。

(3)企业规模(LNS)。一般来说,企业的规模越

大,企业就更有资金提高其生产技术,也更容易采

取新的技术,其产品的社会影响力也很大,从而提

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有很多,

本研究以企业的总资产来衡量企业的规模。考虑

到企业总资产一般数额巨大,所以采用其对数形式

(总资产以亿元为单位)。

(4)资本结构(DTA)。采用的衡量资本结构的

指标是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企业筹资

能力越强,企业筹集资金一般都用于引进新技术,

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有一定的影响。

(5)客户集中度(CC)。客户集中度是指前五大

客户的销售额除以总销售额,反映了企业销售额的

稳定性,其对企业经营绩效也有一定影响,随着客

户集中度增大,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3.2 样本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是行业中比较优秀的企业,与非上市

公司相比,上市公司更容易筹集资金和提高技术,

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所以本研究选择海洋

渔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来研究价值创造对海

洋渔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截至2015年10月,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表,

我国海洋渔业上市公司共有16家,考虑到数据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本研究选取了13家海洋渔业上市公

司,以2007—2015年的相关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共

117个样本观测值。在此基础上删去了一些重要数

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了95个观测值作为本研究

的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国

渔业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主要包括

变量样本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4个

方面。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E 9.552211 4.987382 2.51 28.98

VC 4.740000 1.842434 0.76 9.30

LNS 20.152320 3.334715 16.41 48.78

DTA 35.146740 7.905486 20.29 49.12

CC 35.194320 8.367257 20.08 59.12

  注:样本共95个观测值.

由表1可知,海洋渔业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研发

率)的均值为4.74%,说明海洋渔业企业的价值创

造能力比较低。同时海洋渔业企业的规模也不是

很大,从差异度来看比较集中,但是海洋渔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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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结构和客户集中度差异性比较大。

4.2 回归结果和检验

(1)回归模型构建。本研究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来研究价值创造对海洋渔业企业绩效的影响,采用

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模型如下:

ROEit=C+aVCit+b1lnLNSit+

b2DTAit+b3CCit+uit
式中:VCit为 价 值 创 造 指 数,用 研 发 率 来 测 量;

LNSit为企业规模,DTAit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用

负债与资产比率来衡量;CCit为客户集中度,用前

五大客户的销售额除以总销售额表示。运用了

Stata11软件对模型进行的计算,得出回归结构如

表2所示。

表2 企业绩效指标与各变量的回归结果

项目 估计值 ROE标准差 t值

C -12.81874 1.77139 7.24***

VC 2.480729 0.21694 11.43***

lnLNS 0.219124 0.05515 3.97***

DTA 0.108566 0.03268 3.32**

CC 0.067644 0.02834 2.39**

R2 0.9365

调整后的R2 0.9337

F 值 331.86***

Prob(F-ststistic) 0.0001

D.W.统计量 1.4532

  注:**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2)回归模型的检验。由表2可知,各变量系数

的t都大于2,表明在5%的水平下各变量系数都是

显著的,尤其是VC 和lnLNS 的系数在1%的水平

下显著。D.W.统计量为1.4532接近2,表明模型

不存在自相关的问题。而对于异方差问题更不用

担心,因为模型采用的是Robust的多元回归,已经

把异方差问题处理了。对于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

究单独做了一个VIF 检验,如表3所示,各变量和

平均的VIF 都在1~10之间,所以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

表3 各变量的膨胀因子结果

变量 VIF 1/VIF

VC 4.27 0.233988

LNS 3.09 0.323114

DTA 2.11 0.474334

CC 1.79 0.557905

MeanVIF 2.82

(3)回归结果分析。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

价值创造的回归系数为2.480729,表明海洋渔业企

业的价值创造指数(研发率)与企业绩效表现为正

相关关系,价值创造指数每提高1%,海洋渔业企业

绩效 就 提 高 2.48%;企 业 规 模 回 归 系 数 为

0.219124,表明海洋渔业企业的企业规模与企业绩

效呈正相关,这也符合实际,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其

产品的影响力就越大,盈利效益就越高;虽然企业

的资本结构和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也呈现正相

关,但是系数比较小,显著性不如前两个变量,从一

般的上市企业来考察,资本结构和客户集中度在每

个行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可能对企业的发展

有正向作用,也可能有负向作用,从本研究中发现

其作用并不是很大。对于海洋渔业而言,其资本结

构和客户集中度在企业绩效方面贡献有一点,但不

是很大,这也符合海洋渔业本身的特征。

5 结论与启示

利用在沪深两市上市的13家海洋渔业企业

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

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对海洋渔业企业的绩效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价值创造对海洋渔业企业绩效

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发现海洋渔业的价值创造能

力比较低,大部分海洋渔业企业还是依靠传统的价

值转移或供给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发展海洋渔业。

通过本研究对于海洋渔业发展的启示如下。

5.1 转变海洋渔业商业模式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10],传统的商业模式已

经跟不上时代,中国需要发展现代海洋渔业,要发

展好现代海洋渔业,首先一条就是转变发展模式,

即商业模式。传统的以供给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带

来了严重的海洋环境的破坏,同时海洋渔业产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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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大幅度提高,而且质量越来越差。面对这样的

情况,转变商业模式是唯一的出路。价值创造是提

高质量的前提,所以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是我国海

洋渔业企业的唯一出路。

5.2 运用互联网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对于价值创造也不能单单从产品技术投入去

理解,马克思认为价值创造是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能

力,除去转移的价值剩下的就是创造的价值。所以

价值创造应从多方面去理解,如销售渠道或者产品

的宣传,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其价值创造能力更强。

对于海洋渔业而言,应该加大互联网的投入,提高

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

5.3 扩大横向一体化进程

当前,我国水产行业中普遍实行的是分散的经

营模式,其规模不大,中小企业纷杂,而小规模企业

很难加大投入,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很难有市场竞

争优势,从而导致了市场上的价格和数量竞争。从

企业角度考虑,应当加大海洋渔业企业的横向一体

化进程,提高企业规模和价值创造的投入。

5.4 政府积极参与

营造有助于海洋渔业企业的商业模式转变的

良好环境。政府需要着眼于海洋渔业企业商业模

式转变的长期发展,积极引导其转向价值创造的商

业模式方向,并制定和完善海洋渔业企业合作制度

创新的法律法规,同时给予政策性补贴,降低海洋

渔业企业商业模式转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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