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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岛市渔民收入与农民收入间关系的回归模型显示，前者对后者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渔民收入提高可以从总体上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而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规避制约养殖渔业发展的

海洋灾害、养殖病害、市场风险和引苗育种瓶颈四大问题，是促进渔民收入提高的关键所在。在

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探寻渔民收入与农民收入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海洋灾害问题的政

策措施，以求有效阻止青岛市渔民收入连年递减的趋势，进而切实保障青岛市农民收入的持续增

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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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摆在青岛市乃

至全国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提高农民收入，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是涉及扩大内需和更大程

度上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

说，是涉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新农村建设

的关键。

青岛市现有海岸线740千米，69个岛屿和49

处港湾，海洋生物资源丰富，其中鱼类资源占

80％，虾、蟹及头足类资源约占20％。青岛市有

6个沿海市区和30多个渔业乡镇，长久以来，青

岛市沿海村庄的群众主要从事海洋捕捞和海水养

殖业，另有部分群众从事相关产业。相对于内陆

地区，青岛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渔业收入在

农业收入中应占有更大的比重，因此渔民收入的

变动将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民整体收入的

水平‘川。

1青岛市渔民收入与农民收人的内任联系

性

考察青岛市渔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

涉及渔民及农民的总收入或平均收入，但目前渔民

的收人数据难以获得。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国

内生产总值“是指经济社会(即一国或一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旧J，从国民生产总值

中扣除折旧、间接税及企业的转移支付就是国民收

入，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

分配利润、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等之后的部分。考虑

到诸如折旧、间接税及个人所得税等是相对固定的

因素，个人可支配收入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近似地代

表。把这一结论应用到本研究，则渔业的产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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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渔业产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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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渔业产值与农业产值变化趋势

对这一带动作用进行确认，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来代表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应地用渔业产值来代表

渔民的收入水平。设计如图3：x为渔民的收入水

平；l，为农民的收入水平。

具体到青岛市的实际情况，近年来，受近海捕

捞强度不断增大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影响，海洋渔

业资源严重衰退，渔用柴油、网具等渔需物资价格

却不断上扬，导致捕捞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海洋捕

捞效益大幅下降。尤其是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签署

实施后，相当部分的捕捞渔船退出了传统作业渔

区，转回到近海渔场作业，这进一步加大了近海捕

捞强度，海洋捕捞渔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下滑

明显，海洋捕捞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1999-2007年青岛市捕捞及养殖渔业产量变化情

况如表2所示。

图3渔民收入与农民收入关系散点图 表2 1999—2007年捕捞、养殖产量变化

由图3可以看出，渔民收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呈

现很大的线性相关性。根据图示的关系，建立线性

回归模型如下：

y：2．830 755X+181 773．1

f=(25．751 71) (3．737 002)

R2=O．979 325 ，=663．150 7 S．E：63

522．93

根据砰的数值为0．979 325可知方程的拟合度

很好，自变量收尾概率的数值为0也说明其是显著

的。方程显示当青岛市渔民收入增加1元时，青岛

市农民收入将会增加2．830 755元。由此可知，渔

民收入提高对农民收入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渔

民收入提高可以从总体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资料来源：青岛市统计年报(青岛市统计局)

根据上述数据所示，自1999年以来，青岛市

捕捞渔业产量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2007年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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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9—2007年捕捞、养殖产量变化

48．57万吨下降到37．51万吨，不足养殖产量的一

半(83．01万吨)。同时，捕捞渔业在面临巨大捕

捞压力下，青岛市以号召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办法

来促进渔民收入提高，具体做法是通过政府补贴的

形式，鼓励老、小渔船报废。到目前为止，青岛市

有捕捞从业人员3万人，捕捞船只减至5 485条。

从长远观点看，因海洋牛物资源的数量有一定

限度，当前近海的捕捞强度过大是造成渔业资源衰

退的首要原因，危机依然存在，海洋资源不可能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旧1。目前海洋捕捞业成本

较高、捕捞压力过大、资源衰退严重、有效町捕海

域缩小、捕捞难度越来越大，上述因素导致随着捕

捞量增加渔民收入反而下降这种反常现象发生。

从现在状况看，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海洋捕捞

上，而应着重发展对渔民增收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

海水养殖业。然而统计显示，青岛市海水养殖业在

1999—2004年以较高的速率逐年递增后，自2005

年起又呈现出连年递减的趋势。课题组通过长期调

研发现，海洋灾害、养殖病害、市场风险和菌种问

题是造成青岛市海水养殖业产量进而渔民收入由增

趋减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青岛市渔

民收入连年递减的趋势，就必须有效解决海洋灾害

等四大问题。

海洋渔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海洋环境和渔

业资源为依托的，因此，在四大问题中自然属性较

强的海洋灾害对渔业的影响是频繁和不可忽视的，

各种海洋灾害如风暴潮和赤潮，以及各种海洋环境

的变化如温度变化和海洋环境污染等，常常给海洋

渔业生产者带来生产障碍甚至导致毁灭性打击。自

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难以抵御性和相当大的破坏

性极大地增加了渔业生产活动的风险性，本研究主

要针对海洋灾害对渔业造成的危害进行剖析并给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

3青岛市海洋灾害现状及提高养殖渔民收

人的对策建}义

海洋灾害是指源于海洋的自然灾害，主要有灾

害性海浪、海冰、赤潮、海啸和风暴潮、龙卷风，

与海洋大气相关的灾害性现象还有“厄尔尼诺现

象”、“拉尼娜现象”和台风等。对青岛市海水养

殖影响较大的是风暴潮和赤潮灾害，青岛市近海发

生灾害的频率较高，历史经济损失数额巨大，海洋

灾害的防范工作不可忽视。

3．1 青岛市海洋灾害历史及现状分析

风暴潮灾害是由于剧烈的大气扰动，如强风和

气压骤变(通常指台风和温带气旋等灾害性天气

系统)导致海水异常升降，使受其影响的海区的

潮位大大地超过平常潮位的现象，而赤潮是与海洋

生态环境有关的海洋灾害。

风暴潮灾害对青岛市渔业生产活动造成的损失

频繁而且巨大。据统计，1898—1997年的100年

间，影响青岛市的台风共有130次，平均每年1．3

次，多集中在7一月份，约占总台风数的80％，
其中又以8月份最为集中。这些台风的登陆地点多

在外省，在山东省登陆的台风很少，大约每5年有

一次。在这130次台风中造成风暴潮灾害的有7

次，根据灾情调查和青岛港出现的最高潮位资料确

定其中仅有4次为特大风暴潮灾害H]，这4次灾害

分别发生在1939年、1985年、1992年和1997年。

新中国成立前发生的风暴潮灾害多是造成房屋等建

筑物倒塌带来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的损失，新中国

成立后由于我国渔业养殖技术的推广，从事渔业养

殖业生产的海域面积也不断增加，这一时期的损失

主要是工农业生产设施和水产养殖场的损失。例

如，1992年的9216号台风引发的风暴潮致使青岛

港的潮位达到548厘米，超过警戒水位20厘米以

上，给青岛近海带来损失3．95亿元，占此次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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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损失的58．1％，而近海损失的绝大部分就是水

产养殖业的损失，其中青岛沿海阀养扇贝绝产在

857．7公顷以上，对虾养殖绝产1 288公顷以上。

1997年8月19q0日，历史上特大台风与天文大
潮相迭加，使青岛港水位达551厘米的历史最高潮

位，此次青岛近海虾池绝产面积2 667公顷，是上

次特大风暴潮的两倍以上，扇贝绝产2 200公顷。

2004年属海洋灾害发生的自然年份，我国共发生

10次台风风暴潮和8次温带风暴潮，对青岛市造

成影响的就有4次。

另一种影响渔民收入的海洋灾害是赤潮。赤潮

发生时不仅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更会给海洋经济造

成严重损失。赤潮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就青

岛市而言，近年来大型海上工业项目占用了大片海

域，使得用于海水养殖的水域面积减小，再加上海

水养殖业本身的高利润使海水养殖密度加大，高密

度高投入又缺乏先进技术的指导，使得海水污染日

益严重。所以，从赤潮的形成过程可知，渔民既是

赤潮的受害者又是赤潮的制造者，赤潮是天灾又是

人祸‘引。

如表3所示，近年来青岛近海发生的赤潮与过

去相比有所增多，对海洋渔业造成的损失也在增

加。随着养殖面积的增加和赤潮发生次数的越来越

频繁，其对水产养殖业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严重。

表3青岛近年来赤潮灾害统计‘‘1

年份 灾情

1990年6月 胶州湾内发生红褐赤潮，面积达9万平方米

1990年 第一海水浴场海面出现赤潮

1994年6月 虾池裸甲藻赤潮一次、虾池隐藻赤潮一次

1994年7月 虾池锥状新克里普藻赤潮

．． 虾池三角褐指藻赤潮一次、虾池新月菱形藻赤
1995年7月

潮一次

1995年8月 虾池新月菱形藻赤潮

199r7年8月 胶州湾中部发现骨条藻赤潮

1998年7月 胶州湾东北部发现骨条藻赤潮

1999年6月 胶州湾东北部发现浮动弯角藻赤潮

2003年7月 浅海一线附近海域赤潮，面积450平方千米

2004年一200r7年青岛近岸海域共发生六次赤潮

从行业角度来讲，青岛市海水养殖业的生产方

式比较原始，技术含量不高，应对强度较大的海洋

灾害的能力比较低；对渔民来讲，养殖规模较小、

防灾意识淡薄投入有限、合作化程度低，抵抗大规

模海洋灾害的能力更是不足，所以海洋灾害一旦发

生将严重影响渔民的收入。尤其是目前新型的深水

网箱等投入巨大，很多渔民是用多年秋蓄或贷款上

网箱，一次大的海洋灾害往往能使渔民几年的辛苦

毁于一旦。由此，防范海洋灾害风险是促进渔业生

产和渔民增收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3．2规避灾害风险。提高养殖渔民收入的对策

建议

为有效应对海洋灾害，及时补偿造成的损失，

保证渔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

3．2．1 建立灾害预测预警机制，加强渔民信息沟

通．增强渔业风险规避能力

在鼓励渔民建立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政府应加

大对构建海洋灾害预测预警机制的投入，并通过有

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为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提供相关

的灾害预测信息，在技术上设备上协助渔民有效抵

制未来自然风险。

3．2．2 开展渔业救济，补偿渔民灾害损失，协助

渔民灾后恢复生产

渔业救济是一种风险发生后的补救方式，以保

证灾后渔民和企业的生活和生产需要。救济由政府

发放或来自社会捐助，包括发放救济款和实物或提

供优惠贷款，和渔业保险一样，渔业救济也能起到

弥补风险损失的作用，从而保证遭受巨大损失的渔

民可以在政府的救济下迅速重新投人生产，这也是

强化渔业抵抗海洋灾害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71。

3．2．3 商业保险和政府行为相结合，发展渔业保

险，提高对海洋灾害的防范能力

2008年6月20日，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与大连

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下亿元保单，中国

渔业互保协保险集团、韦莱保险经济有限会与英国

RsA公司也签订了渔业海水增养殖产品再保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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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标志着我国水产养殖保险市场尤其是多年来

如一块坚冰的海水养殖保险市场的正式启动旧J。

青岛市于2006年11月也建立了渔业互保协会，开

展水产养殖保险是保障青岛渔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

渔民增收的关键。根据中国水产养殖第一份保单的

实践经验，这项工作应从以下角度开展。

(1)针对青岛市养殖渔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保

险的方式和内容。保证参保养殖户的养殖资质，规

范水产养殖准人标准，提高养殖业主的素质水平以

避免诈保骗赔道德风险的发生；与国内外有水产养

殖保险经验的保险公司或机构进行合作，利用他们

的先进保险技术支持；对青岛市各养殖区域进行风

险区划，不同区域根据养殖风险的不同确定不同的

赔付率。

(2)建立相应的渔业合作组织或机构，统一

参保。由于青岛市个体养殖户分布相对分散，而养

殖风险如自然灾害与养殖病害一旦发生则打击面非

常广泛，养殖户分散投保不利于综合管理，组织渔

民建立合作组织或由当地政府出面统一联系养殖个

体，统一与保险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3)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我国《渔业

法》缺乏对渔业保险内容的规定，《农业法》里已

经写入了农业保险，《渔业法》中却没有提及渔业

保险。其实捕捞和养殖的保险都需要明确，建议青

岛市政府在相关法规中加入养殖保险的内容，为水

产养殖业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政策法规支持，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把水产养殖保险作为现代渔业可

持续发展的霞要工作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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