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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渔业作为我国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发展较快。文章基于灰色关联理论，选

用我国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的海洋渔业相关数据，计算出各个因素与海洋渔业经济产值的综合灰色关联

度，并对每个变量展开分析；基于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海洋渔业的经济形势，提出大力发展水产品

加工业、加强自然灾害预警、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海水养殖效率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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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洋渔业经济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显示出蓬勃发展态势。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务院

发布《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明确将海洋渔业作为农业的重点，切实推进海

洋渔业的现代化建设。然而近年来，过渡捕捞使海

洋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全球气候变暖、海

洋污染以及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海洋渔业生态

系统面临严峻挑战。

海洋渔业经济是当前海洋经济研究的重要课

题之一，我国学者针对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问题做了

大量研究。安倩倩等［１］研究渔业贷款与海洋渔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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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之间的关系，得出渔业贷款能够促进海洋渔业经

济增长、而海洋渔业经济增长对渔业贷款影响不明

显的结论；林香红等［２］从我国海洋渔业发展政策角

度出发，提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转变海洋渔业生

产方式、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建议；杨林等［３］基于产

业生态学视角，提出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加快

海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建立渔业协会和合作组织

等优化路径。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分别从贷款、

政策和生态等单一角度出发，在理论层面和实证方

面对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细致研究，然而对

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多角度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选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研究影响我

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旨在为海洋渔业

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２　广义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

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

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

越小。为优化灰色关联理论，学者们提出不同的量

化模型，包括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灰

色综合关联度等分析方法。其中，广义的灰色绝对

关联度实质上是利用两序列曲线之间所夹面积的

绝对值从整体上度量两序列曲线的相似性，这种思

想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４］；灰色相对关联度是两

序列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联系的表征；灰色综

合关联度既体现序列之间的相似程度，又反映出序

列相对于始点的变化速率的接近程度，是较为全面

地表征序列之间联系是否紧密的一个数量指标。

本文通过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具体

计算过程如下。

２１　灰色绝对关联度的计算

首先，根据研究的具体问题确定参考数列犡０

与比较数列犡犻：

犡０ ＝ （狓０（１），狓０（２），…，狓０（狀））

犡犻＝ （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狀））（犻＝１，２，…，犿）

其次，求出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的始点零化像：

犡００＝（狓
０
０（１），狓

０
０（２），…，狓

０
０（狀））＝

（狓０（１）－狓０（１），狓０（２）－狓０（１），…，狓０（狀）－

狓０（１））

犡０犻＝（狓
０
犻（１），狓

０
犻（２），…，狓

０
犻（狀））＝

（狓犻（１）－狓犻（１），狓犻（２）－狓犻（１），…，狓犻（狀）－

狓犻（１））

最后，求出参考数列犡０ 与比较数列犡犻的灰色

绝对关联度ε０犻：

ε０犻 ＝
１＋ 犛０ ＋ 犛犻

１＋ 犛０ ＋ 犛犻 ＋ 犛犻－犛０
（１）

其中，

犛０ ＝∫
狀

１
犡００ｄ狋＝ 

狀－１

犽＝２

狓００（犽）＋
１

２
狓００（狀） （２）

犛犻 ＝∫
狀

１
犡０犻ｄ狋＝ 

狀－１

犽＝２

狓０犻（犽）＋
１

２
狓０犻（狀） （３）

犛犻－犛０ ＝


狀－１

犽＝２

（狓０犻（犽）－狓
０
０（犽））

＋
１

２
（狓０犻（狀）－狓

０
０（狀））

（４）

２２　灰色相对关联度的计算

首先，求犡０ 、犡犻的初值像犡′０ 、犡′犻：

犡′０ ＝
犡０
狓０（１）

＝ （
狓０（１）

狓０（１）
，狓０
（２）

狓０（１）
，…，狓０

（狀）

狓０（１）
）

犡′犻＝
犡犻
狓犻（１）

＝ （
狓犻（１）

狓犻（１）
，狓犻
（２）

狓犻（１）
，…，狓犻

（狀）

狓犻（１）
）

其次，求犡′０ 、犡′犻的始点零化像。

最后，求犡０ 与犡犻的相对关联度狉０犻：

狉０犻 ＝
１＋ 犛′０ ＋ 犛′犻

１＋ 犛′０ ＋ 犛′犻 ＋ 犛′犻－犛′０
（５）

２３　求犡０ 与犡犻的灰色综合关联度ρ０犻：

ρ０犻 ＝θε０犻＋（１－θ）狉０犻，其中θ∈ ［０，１］ （６）

一般可取θ＝０．５。如果对绝对量之间的关系

较为注重，可取大一些；如果对变化速率较为注重，

θ可取小一些。

３　广义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

３１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经济学研究分析中，ＧＤＰ通常被认为是代表

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因此本

文选用每年海洋渔业经济产值代表海洋渔业经济

发展水平。

影响海洋渔业产值的因素众多，根据选取变量

的一般性、可得性原则，选取７个变量因素，具体包

括海水养殖产量犡１、海洋捕捞产量犡２、海洋机动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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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数量犡３、海洋渔业从业人员数量犡４、海洋水产品

加工总量犡５、自然灾害直接损失犡６、国家海洋自然

科研基金投入犡７ 等。表１给出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我国海洋渔业经济总产值及相关影响因素，其中犡０

为每年海洋渔业经济产值。

３２　数据处理

通过计算，得出每个变量因素与海洋渔业经济

产值的广义灰色关联度（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我国海洋渔业经济总产值及相关影响因素

年份 犡０／亿元 犡１／万ｔ 犡２／万ｔ 犡３／万艘 犡４／万人 犡５／万ｔ 犡６／亿元 犡７／万元

２００４ １６３８．２０ １３１６．７０ １４５１．０９ ２７．９９ ３０９．７２ ９４０．０５ ５２．１５ ４１１９

２００５ １８２５．８３ １３８４．７８ １４５３．３０ ２７．７９ ３０８．９１ １０８３．２０ ３３２．４０ ４９６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２．４８ １４４５．６４ １４４２．０４ ２８．３６ ２９８．３１ １２１５．２５ ２１８．４５ ５８１５

２００７ ２１５３．０７ １３０７．３４ １１３６．０３ ２８．８７ ３０１．８８ １１８２．１６ ８８．３７ ８６８９

２００８ ２３５６．２５ １３４０．３２ １１４９．６３ ２８．６９ ３３５．２８ １１６６．９５ ２０６．０５ ９７４８

２００９ ２５５５．７７ １４０５．２２ １１７８．６１ ２９．５８ ３３８．８２ １２４９．４０ １００．２３ １１２５０

２０１０ ２９２２．７３ １４８２．３０ １２０３．５９ ２９．７７ ３４４．６１ １３５０．９７ １３２．７６ １３２８０

２０１１ ３４１９．８１ １５５１．３３ １２４１．９４ ２９．０５ ３６８．９７ １４７７．６４ ６２．０７ ２５７７６

２０１２ ３９７１．１１ １６４３．８１ １２６７．１９ ２８．０４ ３８３．９４ １５６３．４０ １５５．２５ ３１０３４

２０１３ ４４５９．８５ １７３９．２５ １２６４．３８ ２８．３３ ３９０．６９ １５９１．００ １６３．４８ ３２４６８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海洋年鉴》．

表２　变量与海洋渔业经济产值的广义灰色关联度

变量 ε０犻 狉０犻 ρ０犻

犡１ ０．５６５１ ０．６１４２ ０．５８９７

犡２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３３６ ０．５１６８

犡３ ０．５００４ ０．５５７８ ０．５２９１

犡４ ０．５１２８ ０．６０２０ ０．５５７４

犡５ ０．６６２７ ０．８００６ ０．７３１６

犡６ ０．５４９１ ０．６７１３ ０．６１０２

犡７ ０．５５１８ ０．６３８４ ０．５９５１

３３　结果分析

通过表２可知，有ρ０５＞ρ０６＞ρ０７＞ρ０１＞ρ０４＞ρ０３

＞ρ０２。海洋水产品加工总量与海洋渔业产值的综

合关联度为０．７３１６，居于首位，说明水产品加工的

附加值使海洋渔业产值有大幅提升，我国在发展水

产品加工业、提高水产品综合效益等方面取得不错

的成效。２０１４年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有９６６３个、

年加工能力达２８４７．２４万ｔ，目前加工企业由山东、

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省份扩张，

分布逐步合理，发展较为迅速；加工产品种类不断

增加，鱼糜制品、干腌制品、藻类加工品及灌制品的

比重大幅提高。然而我国水产品加工业仍存在不

少突出问题，如水产品加工比例较低、企业规模整

体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低、企业创新能力不高、生产

卫生条件较差以及融资困难导致科研投入不足等，

都严重制约着我国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为促进

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水产品加工存在的问题是

今后关注的重点。

自然灾害直接损失与海洋渔业产值的综合关

联度为０．６１０２，仅次于海洋水产品加工因素，说明

海洋渔业经济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降低自然灾害

损失可以显著提高海洋渔业产值。我国由于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件，每年台风、海啸、风暴

潮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其后续的污染等也严重影响海洋渔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自然灾害具有不可抗拒性，因此应加强灾

害预警，将损失降到最低。

国家海洋自然科研基金投入与海洋渔业产值

的综合关联度只有０．５９５１，排名第三，说明其对海

洋渔业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显著。这可能有

以下原因：①科研本身就存在滞后性，可能需要经

过较长时间才会出成果；②我国海洋渔业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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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处于极低水平［５］，目前我国海洋渔业发展还

属于粗放式增长，仍以“小农经营”模式为主，小型

渔船占渔船总数的７０％以上，很多渔民只能在近海

捕捞。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国家海洋自

然科研基金投入大幅增长，表明国家对海洋科学研

究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为真正看到科研成果，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仍

然有待提高，海洋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的问题

亟须解决。

海水养殖产量与海洋渔业产值的综合关联度

为０．５８９７，排名第四，说明提高海水养殖产量对海

洋渔业经济的增长作用较弱。从表１可知，２００４年

我国海水养殖产量为１３１６．７０万ｔ，２０１３年为

１７３９．２５万ｔ，１０年之间仅增长３２％，海水养殖存

在效率低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海水养殖业仍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渔民大多通过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来增

加产量，由于养殖技术水平落后，出现生产要素的边

际报酬递减现象；而有研究发现小规模的海水养殖具

有较高的效率，单位面积增加值较高［６］。因此，应从

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着重提高海水养殖效率。

海洋捕捞产量、海洋机动渔船数量、海洋渔业

从业人员数量与海洋渔业产值的综合关联度都不

高，说明仅依靠增加生产资料来增加产量，从而提

高产值的粗放式做法已经不适应当前海洋经济的

发展模式。早在１９８７年我国就开始对捕捞渔船实

施“双控制度”；农业部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分别实

施海洋捕捞“零增长”和“负增长”政策；渔民方面，

农业部在２０００年明确规定“渔业生产船员”实行就

业准入。从上述规定和政策来看，政府已经基本建

立围绕“捕捞量、渔船和渔业从业者”的管理体系并

在逐步完善。这也从侧面反映提高海洋渔业产值、

发展海洋渔业经济需要另辟蹊径。

４　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建议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理论，选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的

数据，研究海洋渔业经济产值与海水养殖产量、海

洋捕捞产量、海洋机动渔船数量、海洋渔业从业人

员数量、海洋水产品加工总量、自然灾害直接损失、

国家海洋自然科研基金投入等因素的灰色关联度，

并对每个变量做深入分析。基于分析结果，结合当

前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形势，提出关于促进我国海洋

渔业经济发展的建议。

（１）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业，引导渔民向加工

方向转型，积极研发和推广水产品加工设备和技

术，优化水产品加工结构；拓宽水产加工企业的融

资渠道，解决融资困难问题，培养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水产品龙头加工企业，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２）加强对海洋自然灾害预警技术的研发，提

高海洋自然灾害精细化预报能力，加强沿海工程设

施建设，提高渔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完

善渔民灾后保障体系。

（３）加强海洋科技研发力度，积极培养和引进

优秀海洋人才，促进研究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４）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海水养

殖技术的研究，继续培育和养殖新品种；逐步扩大

海水养殖规模，使其与养殖技术相匹配，促进海水

养殖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最终实现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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