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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青岛市321个海洋渔户样本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异质性渔户海洋渔业

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全体渔户的家庭年均收入、家庭成员从事技术推广工

作情况和生产方式3个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历和享有补贴情况2个因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捕捞渔户的生产方式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享有补贴情况因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渔户的

家庭年均收入和生产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研究

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即加强对渔户的文化教育,提升渔户整体素质;加强海洋渔业技术推广体系建

设,满足异质性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建立捕捞渔户渔业生产补贴的监管机制;结合养殖渔户海

洋渔业技术需求开展普及性和针对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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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wasbasedonsurveydataof321householdmarinesamplesinQingdaocity,

usingtheinfluencefactorsoftheLogisticmodelofheterogeneousmarinefisherytechnicalre-

quirementsformari-culturistsanalysis.Theresearchshowedthatalltheobservedaveragefamily
income,familymembersengagedintechnologypromotionworkandproductionmodehadsignifi-

cantpositiveeffectsof3factors,2factorsofeducationandenjoysubsidieshadsignificantnegative

impact;thefactorsoffishingfishermenproductionhad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enjoy
subsidieshadasignificantnegativeeffect;annualfamilyincomeofthefishermenandthemod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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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hadpositiveeffects,whilethefisheryproductiontimehadasignificantnegative

impact.Th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basedontheresearchresults,

namelytostrengthentheculturaleducationandimprovetheoverallqualityofstaff;strengthen

theconstructionofMarineFisheriesTechnologyExtensionSystemtomeetthetechnicalrequire-

mentsofmarinefisherymari-culturistsheterogeneity;establishsupervisionmechanismoffishing
fishermensubsidiesoffisheryproduction;carryouttargetedtrainingandpopularizationbycombi-

ningfarmingfishermenmarinefisherytechnicalrequirements.

Keywords:Heterogeneity,Thefishermen,Marinefishery,Fisherytechnology,Technologypopu-

larization

1 引言

海洋渔业技术是指人类在涉及海洋渔业的生

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

经验、知识和操作技巧。海洋渔业的发展受生态环

境和资源等因素的刚性制约,渔户对新型海洋渔业

技术的需求日益提高。

青岛市通过构建高效有序的海洋渔业技术推

广体系,创新技术推广方式和方法,丰富主导推广

品种,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实地调研发现,广大渔

户虽然已得到一些海洋渔业技术指导,但仍存在技

术供求矛盾突出和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等问题,导致

海洋渔业技术推广资源浪费,直接影响渔业的有效

增产和渔民的实际增收。随着海洋渔业生产规模

的扩大,以海洋水产养殖户为代表的渔户群体的异

质化程度提高;而满足异质化渔户对海洋渔业技术

的多元化需求,是实现海洋渔业技术有效推广的

关键。

目前我国针对农户技术需求的研究较多,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

(1)农户的禀赋和条件对其技术需求具有显著

影响。孔祥智等[1]和方松海等[2]研究发现,年龄、受

教育程度、社交网络、信息资源、经营规模和位置等

因素对农户技术需求有重要影响;黄彦等[3]认为除

上述因素外,劳动力比例、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和家

庭拥有通信设备种类也是影响农户技术需求的重

要因素;陈琛等[4]和刘子飞等[5]研究发现,农户的务

农时间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其技术的需求和采纳具

有一定影响;石洪景[6]将农户参加农业经济合作组

织的情况和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纳入影

响农户技术需求的因素范围。

(2)社会因素对农户技术需求具有一定的影

响。刘宇等[7]认为政府的政策对农户技术需求具有

一定的影响;唐博文等[8]和李后建[9]认为新品种和

新技术的特征以及技术的采纳条件对农户技术需

求具有显著作用;高杨等[10]认为农户的绩效期望、

努力期望和促进因素对其技术的需求和采纳具有

正向影响作用;展进涛等[11]认为劳动力转移也是影

响农户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徐世艳等[12]认为农业

技术信息的来源对农户技术需求具有重要影响。

然而目前学者对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的研

究较少,祖岫杰等[13]、徐忠[14]、徐开新等[15]、焦源

等[16]和金炜博等[17]对该课题进行了初步探究。相

较而言,大多数学者只是对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

的现状进行定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进行定量研

究,且涉及海洋渔业技术较单一,研究也缺乏全面

性。基于此,本研究从异质性渔户的视角,分析青

岛市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

高海洋渔业技术推广效率和加快海洋渔业技术成

果转化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

农户(渔户)的异质性是指其受资源禀赋、受教

育程度和自身学习能力影响而表现出的差异性。

现实中异质性渔户的指标选取主要分为捕捞渔户

和养殖渔户2个类型:①捕捞渔户主要使用捕捞渔

具捕获水域内天然成形的水产资源,其生产方式受

资源和环境等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应用的技术传统

且单一;②养殖渔户主要通过承包和养殖获取水域

内的水产资源,其生产方式多样,受自然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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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

鉴于此,为明晰异质化渔户的不同技术需求,

本研究选取青岛市7个区(市)共计14个乡镇(街

道)的捕捞渔户和养殖渔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地

区包括黄岛区琅琊镇、滨海街道、灵山卫街道、薛家

岛街道和红石崖街道,城阳区红岛街道,崂山区沙

子口街道和王哥庄街道,胶州市营海镇,莱西市日

庄镇,平度市祝沟镇,即墨市丰城镇、田横镇和鳌山

卫镇;调查时间为2016年5—10月;调查方式为海

洋渔业技术推广部门座谈调查和渔户问卷调查相

结合。

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海洋渔业生产

和技术推广工作实际设计调查问卷,确定被解释变

量和解释变量(表1)。总计发放调查问卷400份,

实际收回378份,回收率达94.5%;去除无效问卷,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21份,有效率达80.3%;捕捞

渔户 和 养 殖 渔 户 的 有 效 问 卷 分 别 为 121 份 和

200份。

表1 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评价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渔户技术需求(Y) 0=否,1=是

解
释
变
量

户
主
禀
赋
变
量

家
庭
禀
赋
变
量

生
产
条
件
变
量

年龄(X1)
1=20岁以下,2=21~30岁,3=31~40岁,4=41~50岁,5=51~60岁,

6=60岁以上

学历(X2)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专科,5=本科及以上

身体健康状况(X3) 1=健康,2=一般,3=较差

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X4) 1=3年以内,2=3~5年,3=6~10年,4=10年以上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X5) 1=渔业生产经营所得,2=非渔业生产经营所得,3=二者都有

家庭年均收入(X6)
1=3万元以下,2=3~5万元,3=6~10万元,4=11~15万元,5=16~

20万元,6=21~25万元,7=26~30万元,8=30万元以上

家庭成员从事技术推广工作情况(X7) 0=否,1=是

生产规模(X8) 1=自给自足,2=小规模生产,3=大规模生产

生产方式(X9)
1=完全依靠传统经验,2=在传统经验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3=完全运

用现代科技

享有补贴情况(X10) 0=否,1=是

生态环境(X11) 1=重度污染,2=中度污染,3=轻度污染,4=环境良好

3 模型构建和影响因素

3.1 模型构建

对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的考察结果分为需

要和不需要2种。因此,本研究通过建立渔户技术

需求的实证模型,测度相关影响因素。

渔户技术需求用函数F 表示,F 取决于Xi,则

函数模型为:

P=F(X1+X2+X3+…+Xi) (1)

使用二项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采用

“是”和“否”作为被解释变量,即是(需要)=1、否

(不需要)=0。设定P 为渔户需要海洋渔业技术的

概率,Pi的取值范围为[0,1];1-P 为渔户不需要

海洋渔业技术的概率。对P 进行Logit转化,即定

义logP=ln[P/(1-P)],该模型具体为:

Pi=Fα+
m

i=1
βjXij( ) =

1/{1+exp[-(α+
m

i=1
βjXij)]} (2)

式中:Pi为渔户技术需求概率;i为渔户的编号;βj

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m 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

为第j个影响因素;α为回归截距。

3.2 影响因素

3.2.1 所有渔户

根据渔户技术需求特征,运用SPSS17.0统计

软件对调查的321个渔户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

gistic回归分析(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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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I)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发生比

X1 0.127 0.234 0.296 0.586 1.136

X2 -0.429 0.240 3.185 0.074* 0.651

X3 0.511 0.436 1.378 0.240 1.668

X4 -0.178 0.260 0.470 0.493 0.837

X5 0.090 0.191 0.223 0.637 1.094

X6 0.366 0.175 4.383 0.036** 1.442

X7 1.201 0.689 3.038 0.081* 3.323

X8 -0.238 0.340 0.049 0.484 0.788

X9 2.526 0.339 55.394 0.000*** 12.504

X10 -1.298 0.365 12.674 0.000*** 0.273

X11 0.117 0.216 0.293 0.588 1.124

常量 -3.937 1.165 11.416 0.001*** 0.02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

上呈现显著。

结果表明,模型I的预测准确比为81.000%,

卡方 检 验 值 为 155.835,极 大 似 然 估 计 值 为

260.625,NagelkerkeR 值为0.529,模型I具有统

计意义。

从各变量看,渔户的学历(X2)、家庭年均收入

(X6)、家庭成员从事技术推广工作情况(X7)、生产

方式(X9)和享有补贴情况(X10)5个因素对渔户技

术需求有显著影响。

(1)户主禀赋因素。学历变量的回归系数是

-0.429,且在10%水平上呈现负向显著关系,表明

随着学历水平的提升,由于渔户通过自身获取海洋

渔业技术的主观能动性有所提高,对海洋渔业技术

推广机构提供的常规技术的需求随之降低。年龄、

身体健康状况和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对渔户技术

需求无显著影响。

(2)家庭禀赋因素。家庭年均收入变量的回归

系数是0.366,且在5%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关系,

表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有益于促进渔户选择更

多、更先进的海洋渔业技术;家庭成员从事技术推

广工作情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是1.201,且在10%水

平上呈现正向显著关系,表明渔户家庭成员从事技

术推广工作有利于促进渔户接触先进技术,使其技

术需求提高。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渔户技术需求

无显著影响。

(3)生产条件因素。生产方式变量的回归系数

是2.526,且在1%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关系,表明

渔户对现代科技接触得越多,越愿意将先进技术应

用于生产活动;享有补贴情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是

-1.298,且在1%水平上呈现负向显著关系,表明

渔户得到补贴越多越会降低对渔业生产活动的积

极性,其技术需求也随之降低。生产规模和生态环

境对渔户技术需求无显著影响。

3.2.2 捕捞渔户

由于捕捞渔户和养殖渔户的生产方式差异较

大,二者的技术需求特征也不相同。鉴于此,根据

渔户类型继续对121名捕捞渔户和200名养殖渔户

的截面数据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探

究二者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

捕捞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捕捞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II)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发生比

X1 -0.383 0.460 0.694 0.405 0.682

X2 -0.792 0.494 2.576 0.109 0.453

X3 0.950 0.768 1.531 0.216 2.585

X4 0.507 0.417 1.480 0.224 1.661

X5 0.209 0.411 0.259 0.611 1.232

X6 -0.188 0.358 0.275 0.600 0.829

X7 0.404 0.253 0.131 1.595 0.144

X8 0.190 0.598 0.100 0.751 1.209

X9 2.149 0.598 12.909 0.000*** 8.578

X10 -1.459 0.593 6.058 0.014** 0.232

X11 0.676 0.677 0.996 0.318 1.966

常量 -4.654 2.678 3.021 2.678 3.02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

上呈现显著。

结果表明,模型II的预测准确比为79.300%,

卡方检验值为48.983,极大似然估计值为109.643,

NagelkerkeR 值为0.456,模型II具有统计意义。

从各变量看,户主禀赋和家庭禀赋对捕捞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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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求无显著影响,而生产条件变量中的生产方

式(X9)和享有补贴情况(X10)是关键影响因素。

(1)生产方式变量的回归系数是2.149,且在

1%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关系。捕捞渔户应用的海

洋渔业技术具有较强的常规性,主要集中在以使用

新型捕捞网为中心的科学捕捞技术和生产工具安

全使用技术2个方面。随着我国“碳汇渔业”的发

展[18],捕捞渔业正由传统粗放式向新型集约式转

变,捕捞渔户对应用现代技术的需求日益提升;而

通过应用现代技术可得到更好的收益,越发提升其

技术需求。因此,该因素对捕捞渔户技术需求的影

响最为明显。

(2)享有补贴情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是-1.459,

且在5%水平上呈现负向显著关系。捕捞渔户是获

得政府燃油补贴的主体,随着捕捞渔业产业结构的

不断优化,老旧型捕捞渔船的报废补贴力度也不断

增大,捕捞渔户“获补贴,不生产”的问题日益突出,

生产活动的减少使捕捞渔户技术需求不断降低。

3.2.3 养殖渔户

养殖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养殖渔户海洋渔业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III)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发生比

X1 0.222 0.296 0.565 0.452 1.249

X2 -0.458 0.312 2.151 0.143 0.633

X3 0.236 0.630 0.140 0.709 1.266

X4 -0.626 0.366 2.917 0.088* 0.535

X5 -0.142 0.240 0.348 0.555 0.868

X6 0.523 0.221 5.608 0.018** 1.687

X7 0.539 0.711 0.575 0.448 1.715

X8 -0.299 0.473 0.401 0.526 0.741

X9 2.419 0.526 21.156 0.000*** 11.239

X10 0.116 0.886 0.017 0.896 1.123

X11 0.165 0.275 0.358 0.550 1.179

常量 -2.343 1.566 2.239 0.135 0.09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

上呈现显著。

结果表明,模型III的预测准确比为83.000%,

卡方检验值为61.966,极大似然估计值为126.562,

NagelkerkeR 值为0.437,模型III具有统计意义。

从各变量看,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X4)、家庭

年均收入(X6)和生产方式(X9)3个因素对养殖渔

户技术需求有显著影响。

(1)户主禀赋因素。从事渔业生产的时间变量

的回归系数是-0.626,且在10%水平上呈现负向

显著关系。随着养殖渔户从事渔业生产时间的不

断增多,其自身掌握了较多的生产技术,技术掌握

程度也不断加强,对新技术和新苗种的需求也趋于

保守。

(2)家庭禀赋因素。家庭年均收入变量的回归

系数是0.523,且在5%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关系。

随着养殖渔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经济实力不断

增加,能够购买更多更先进的养殖设备,为满足海

洋渔业技术需求奠定物质基础。

(3)生产条件因素。生产方式变量的回归系数

是2.419,且在1%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关系。完全

依靠传统经验的养殖渔户对海洋渔业技术的需求

程度较低,随着部分养殖渔户越来越多地运用现代

科技,对海洋渔业技术作为生产支撑的需求也不断

提升。

比较而言,影响捕捞渔户和养殖渔户的因素既

有相同也有不同。生产条件因素中的生产方式变

量对二者的海洋渔业技术需求都具有较强的推进

作用。对捕捞渔户影响较大的主要是生产条件因

素,这与捕捞渔业受资源和环境影响较大有关;而

对养殖渔户影响较大的则兼顾户主禀赋、家庭禀赋

和生产条件等因素,这与现代海洋渔业技术推广工

作向养殖渔业倾斜密切相关。

4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应从4个方面加强海洋渔

业技术的有效推广。

(1)加强对渔户的文化教育,通过开展内部激

励和外部适应相结合的海洋渔业技术培训,提升渔

户整体素质。

(2)加强“一主多元”海洋渔业技术推广体系建

设,促进渔户生产方式的升级,尤其是通过基层海

洋渔业技术推广体系满足异质性渔户海洋渔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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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需求,保证其从中受益。

(3)建立捕捞渔户渔业生产补贴的监管机制,

真正发挥补贴效能,对新网具和新方法予以奖励,

杜绝经费的浪费和套用。

(4)结合大部分养殖渔户的海洋渔业技术需求

进行普及性培训,对养殖渔户的特殊海洋渔业技术

需求,尤其是对最新技术的需求,相关机构应联合

水产科研院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合作式推广,并依

托海洋渔业科技示范户实现高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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