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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远洋渔业事业正式起步于1985年3月10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通

过设立功能性海外机构,我国远洋渔业企业的海外业务得到顺利开展。借助计量回归分析,笔者

发现我国远洋渔业外直接投资,以资源为导向。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大背景下,我国远洋渔业企

业海外市场将进一步开拓。伴随国际竞争的加剧,兼并与收购将成为远洋渔业企业海外拓展的主

要方式;在跨国经营时,我国远洋渔业企业要遵守我国和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正确处

理好中外籍员工关系,建议设立可为多家企业同时提供服务的共享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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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deepseafishingindustrystartedon March10th,1985.Aftermorethan30

years,Chinasdeepseafishingindustryhasundergonegreatdevelopment.Byestablishingfunc-

tionaloverseassubsidies,Chinasdeepseafishingenterprisesunderwentgreatprogress.Usinge-

conometricsanalysis,the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ofChinasdeepseafishingwasfound

toberesource-oriented.Underthebackgroundofthe“oneroadandonebelt”initiative,thedevel-

opmentofChinasdeepseafishingenterprisesexpansiontooverseasmarketwillbefaster.With

theincreaseofinternationalcompetition,M&AmaybethemainwayofChinasdeepseafishing
enterprisesgoingabroad.When Chinasdeepseafisheryenterprisesgoingabroad,enough

attentionmustbepaidtolaws,regulationsandculturesbothathomeandabroad.Therelationship
betweenChineseandforeignworkersshouldbeemphasized.Itwasrecommendedthatindividual

enterprisesshouldbettersharetheirbaseformutual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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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在全球战略中的重

要地位日益突出,在深刻总结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和

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

洋强国”。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深

远的历史意义。

依渔场与本国之间的距离,海洋渔业可分为远

洋渔业和沿岸近海渔业。远洋渔业,泛指远离本国

海域,驶往他国管辖海域或驶往大洋的公海海域从

事的捕捞生产,前者称“过洋性远洋捕捞”,后者称

“大洋性远洋捕捞”或“公海捕捞”。远洋渔业往往

使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高,助渔和导航设备完

善,续航能力强劲,具有冷冻或加工能力的捕捞船,

或使用由设备齐全的大型加工母船和若干艘捕捞

船组成的捕鱼船队,从事拖网、围网、延绳钓等捕捞

作 业。捕 捞 对 象 主 要 为 鳕、鲱、鱿 鱼 和 金 枪 鱼

类等[1]。

远洋渔业具有相对性,对某个国家而言,是远

洋渔业,而对另外国家却不一定是,比如南极磷虾,

对于北半球的国家,如日本、俄罗斯、挪威而言,渔

场路途极其遥远,他们的捕磷虾船队可称为远洋渔

业,但其离智利的南端不远,智利捕磷虾船队就不

能说是远洋渔业[2]。

远洋渔业生产活动跨越国界,具有全球化的特

点,也是一项集产业经济、政治利益和食物供应于

一体的战略性产业。2015年,全国远洋渔船达到

2512艘,比2014年增加51艘,远洋渔业总产量

219.1万t,总产值206.5亿元,船队规模和产量世

界领先[3]。

远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是实施农业“走出去”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初《关于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支

持农业“走出去”,与周边国家进行农业合作[4]。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

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并在合作重点中明确提

出:“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

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

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

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

作”,为我国由远洋渔业大国向远洋渔业强国迈进

创造新的发展契机[5]。

2 我国远洋渔业海外发展历程

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组织的我国第一支远洋

船队于1985年3月10日,赴西非海域从事远洋捕

捞作业,并与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塞内加尔等国

开展渔业合作,我国远洋渔业发展历史进程由此开

启,标志着我国远洋渔业正式起步。1989年3月,

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产业政策中,将远洋渔业列为

重点扶持发展产业。1990年7月,在全国副食品工

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发展远洋渔业给

予高度重视,指出:“今后一方面要保护近海渔业资

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远洋捕捞。”,远洋渔业发

展迎来良好的机遇[6]。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2015年3月30日举

行的中国远洋渔业30年座谈会上指出:30年来,我

国远洋渔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为丰富我国水产

品供给、促进渔民增收、推动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

农产品贸易、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做出重要

的贡献[7]。

2015年,随着新建远洋渔船的陆续投产,我国

远洋渔业克服印度尼西亚政策变动、渔汛资源波

动、市场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继续保持稳定发

展,总产量、总产值等都创历史新高。获得远洋渔

业资格的企业共167家,比2014年增加3家;经批

准作业渔船2512艘,比上年增加51艘,其中253艘为

新建投产渔船;主机功率215万kW,总吨位125万t。

远洋渔业总产量、总产值分别为219.1万t、206.5亿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8%和11.7%;运回自捕水产

品144.4万t,占总产量的65.9%,比2014年增长

17.7%。远洋渔船作业海域分布在全球40个国家的

专属经济区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公海及南大洋

海域。公 海 作 业 船 数 及 产 量、产 值 比 重 分 别 占

53.4%、71.1%和64.1%,外派船员近4.7万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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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远洋渔业企业海外发展现状

功能性海外机构主要包括海外作业基地、海外

加工基地、海外研发基地、海外市场基地、海外综合

性服务基地和海外综合性区域中心等模式,能为远

洋渔业企业海外发展,顺利开展远洋渔业生产经营

活动提供相应的协调服务。

3.1 海外作业基地

海外作业基地为远洋渔业企业在远洋捕捞海

域的周边国家或地区设立,直接负责捕捞作业工作

的具体组织实施以及渔船的管理调配,并为船队在

其管理海域内捕捞作业提供燃油和船机电配件等

物料物资补给、船舶修理、进出港口、应急处置等支

持性服务。海外作业基地方式多样,包括办事处、

兼并或设立的分公司,以及在目的国港口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公司等。

3.2 海外加工基地

由于运输成本、保鲜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远

洋渔业企业大都采取“两头在外”的模式。在东道

国建立加工基地,有利于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同

时可以有效利用东道国的人力资源、技术优势或者

优惠政策。

3.3 海外研发基地

海外研发基地为远洋渔业企业在海外建立的

以水产品加工创新、新型渔船及相关设备研发、捕

捞技术开发等为目的的基地。海外研发基地能充

分利用各远洋渔业强国在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

势,同时针对各渔区海域资源环境的差异性,研发

出更有针对性适合不同海域、不同渔种的新型捕捞

方法和渔船设备,以及适合不同目标市场需求的技

术研发。

3.4 海外市场基地

远洋渔业海外市场基地为远洋渔业产业的最

后环节,通常以办事处、销售性渠道公司等方式设

立在产品销售目标国的国内,负责目标市场销售、

市场研究及拓展、市场信息咨询服务和与渔业相关

的进出口等业务。

3.5 海外综合性服务基地

海外综合性服务基地为远洋作业提供物料物

资补给、船舶修理、进出港口、应急处置等服务,还

包括水产品加工、市场开发、销售、运输以及研发方

面的职能。海外综合性服务基地能更好地发挥相

关产业的协调优势,形成规模经济,节约企业资源

和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3.6 海外综合性区域中心

与海外综合性服务基地相比,海外综合性区域

中心的职能范围更为广泛,除了加工、市场和研发

等基本职能外,还要负责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通

常为一个洲或一个大洋范围内的生产、市场和管理

工作。海外综合性区域中心要管理和协调众多远

洋渔业项目,负责整个区域内新项目开发和投资计

划的拟定和实施等[9]。

我国远洋渔业企业正在不断建立这6类远洋渔

业基地。笔者根据中国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公

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对我国远洋渔业

企业海外投资的情况进行梳理,发现从2009—2015
年,全国共有92家企业对39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对

外直接投资。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和摩洛哥是我

国远洋渔业企业最大的3个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

4 投资动因研究

本部分对影响我国远洋渔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动因进行研究。根据相关理论,企业在进行对外直

接投资时,主要有两种动因,即资源导向型和市场

导向型。如果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是

为了获得目的国的某种资源,则属于资源导向型;

如果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是为了拓展

目的国市场,则属于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动因

则往往与目的国某种资源相关;而市场导向型则往

往与目的国市场规模相关。为此我们构建如下回

归模型:

ofdii=α+β1fishproductioni+β2GDPi+

β3contigi+β4distwi+εi
式中:ofdi为远洋渔业的对外直接投资;fishproduc-

tion为目的国渔业产量,相关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粮

农组织(UNFAO)数据库,目的国的渔业产量以

2009—2015年渔业产量的平均值代表;GDP为目

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数据库,目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

2009—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代表;con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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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和该国是否接壤的虚拟变量,如果接壤,该

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为0;distw为我国与目的国的

距离,contig和distw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CEPII
数据库。研究过程中,笔者沿用Chen等的方法,将

香港、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数据剔除[10]。

表1报告估计结果。第(1)列没有加入控制变

量,单纯考察目的国渔业产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影响;第(2)列加入经济发展水平即GDP;第(3)

列加入是否接壤作为控制变量;第(4)列加入两国

间距离。

综合第(1)至第(4)列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目的国渔业产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

著,并且系数估计值保持稳定,而目的国经济发展

水平因素都不显著,可以得出我国远洋渔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为资源导向型,而非市场导向型。

表1 回归结果

指标 (1) (2) (3) (4)

ofdi ofdi ofdi ofdi

fishproduction 4.52E-07*** 4.38E-07*** 4.92E-07*** 4.83E-07***

(1.04E-07) (1.09E-07) (1.07E-07) (1.13E-07)

GDP 0.0001 0.0001 0.0001

(0.0004) (0.0003) (0.0003)

contig -2.2622* -2.3841*

(1.1082) (1.1925)

distw -2.66E-05

(8.56E-05)

_cons 1.3604*** 1.3044*** 1.422180*** 1.697037

(0.3718) (0.3951) (0.3801) (0.9662)

R2 0.3790 0.3835 0.4609 0.462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5 趋势与建议

远洋渔业在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具体

落实国务院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

施,巩固与有关国家合作关系、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等方面举足轻重[11]。

5.1 “一带一路”助力远洋渔业企业海外拓展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和实施、丝路

基金与亚洲投资银行的筹备成立,中国的对外投资

迎来新纪元(12),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

直接投资流出量1.47万亿美元,流量第一次名列全

球第二,同比增长11.8%,并超过同期外资流入水

平,在双向直接投资项目下,首次成功实现资本净

输出[13]。远洋渔业企业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先

驱,在“一带一路”战略引导下,我国远洋渔业企业

的步伐将更加稳健,走得更远。

5.2 国际资源竞争加剧,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流

世界渔业资源分布并不十分均衡,主要集中在

几大渔场,伴随着世界各国环保意识的增强、对渔

业资源价值认识的提高,国际水产品市场竞争将进

一步加剧,与绿地投资相比,兼并与收购可以快速

进入市场,有利于投资者获得外部市场不易获得的

经营资源,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还能取得该企业

的先进技术及专利权,提高投资者的技术水平,利
用现有的分销渠道及其当地客户所建立的信用,迅
速占领市场。如果时机恰当,还能以较低廉的价格

收购资产。我国远洋渔业企业通过兼并与收购的



第3期 陈晔:我国远洋渔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101  

方式进军海外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其中民营企业将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5.3 遵守当地法律和尊重当地文化,妥善处理中

外籍员工的关系

“入乡随俗,入国问禁”,我国远洋渔业企业在

海外拓展时,必须同时遵守我国和东道国的法律法

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境外

投资企业必须遵守目的国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当

地的风俗习惯,还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现在部

分远洋渔业企业的海外分公司中,外籍员工的比例

甚至高于中国员工,由于政策法规等原因,甚至出

现中国管理人员的收入还不及外籍普通员工的情

况,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国员工和外籍员工之间的关

系,值得认真关注。

5.4 建立海外综合基地共享机制

《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指出:

“加强远洋渔业综合基地建设,夯实远洋渔业后勤

保障能力”。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远洋渔业规

模不断增大,对完善远洋渔业产业链发挥十分重要

作用,但是我国远洋渔业还存在一些有待发展之

处,比如作业海域的沿岸国和地区建立远洋渔业综

合性基地尚不足,冷库、码头、渔船修造厂、渔需物

资供应、冷链运输及补给能力建设等方面与我国远

洋渔业大国尚不相匹配[14]。建议通过有关部门协

调整合,打破条块分割,建立海外综合基地共享机

制,实现“共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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