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湮争鬈燮警

一、前言

舟山市是我国唯一建在群岛之上的城市，海

洋捕捞业是舟山最重要的基础产业。据统计，全

市渔业人口约25万，占总人口1／4，直接从事渔

业的劳动力约7万人。近十年来，渔业资源日益

衰退，柴油等捕捞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近海海洋

捕捞业的效益逐渐下降，渔民收入处于“名义微

增、实际下降”的境况，发展难以为继。特别是随

着《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的实

施，传统作业海域大大缩小，近海捕捞能力严重

过剩，为此，舟山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提出了

全面实施转产转业，争取5～10年内减少近海捕

捞船只6 000艘，分流捕捞渔民3万人，把渔村

剩余劳动力从海洋捕捞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

业。同时，把就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结合起来，实

施“大岛建、小岛迁”，把边远小岛的渔民转到

人口众多的大岛，提高大岛基础设施共享率，提

高渔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如何实现以上目

标，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渔民

增加收入，对于舟山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

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渔区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居

乐业的重大政治问题。从当前来看，渔民“双

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渔民从

捕捞业中转移出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转移

出来的渔民增收幅度不大，离“转得出、能致

富”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二、对舟山渔业劳动力转移难度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产业上向非农产业转移

十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2006年度规划研究课题(SC90)，浙江海洋学院科研计划项目(X05wQ22)。

4^^

蠹l懑鬟餮鬻囊：：搿㈦：!型黪翻瓣《幕：t羟褒铡弼剖黪雕蠹萎一强t萎蓦雕；2006．4蠹霉盼萋蔼积蟹《缓瑶键毫雏藤蘸照爱烈删罐g

   



和空间上向城市及城镇转移的过程。经典的研究

模型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尼斯一费景汉

模式、乔根森模式、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及其哈

里斯的补充等，但按照景普秋、陈甬军(2004)的

观点，这些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取决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

展，取决于二者关系的演进与协调。他们认为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主要是：来自农业的排

斥力，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农业、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过程的摩擦

力。这里，笔者以此为分析框架，将舟山渔业劳

动力转移困难的症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1．来自渔业和渔村的排斥力不足

主要原因：一是外部性效应。在捕捞业中，船

只的生产成本是内部化的，而捕捞带来的资源衰

退等社会成本则是外部化的。二是海洋鱼汛有较

大的偶然性。虽然总体上渔业资源呈下降趋势，

但偶尔有几个年份因为各种原因某些资源突然

变得丰富，捕捞渔民可以获得丰收，弃渔的机会

成本便大大增加。这样，转出来的渔民会感到后

悔，致使渔业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瞻前顾后；三

是渔船的沉没成本大，这对于股东渔民来说，是

一个很重的负担。渔船资产变现难，用途窄，股

东渔民的转产转业受到制约，只能被迫继续从事

海洋捕捞业。

2．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不足

主要原因：一是舟山市的工业化还处于起步

阶段。尽管舟山市已有初步的工业体系，但产业

优势还不明显，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工资不够高。

二是舟山市是一个群岛市，城市化集聚还不够，

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够完善。二、三产业

的工资收入的比较优势不够，渔民从事二、三产

业的预期收入比较低，这是劳动力迁移困难的主

要原因。三是空间转移成本比较大。由于大多数

的海岛资源单一，居民都是以渔为生，岛上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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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也是以渔业、小型水产加工企业为主，渔

民要跳出渔业捕捞业，就必须跳出世代居住的小

岛，到大岛和城镇去从事二、三产业，所以，渔业

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是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的结

合。可是舟山是海岛，海面大，陆地小，房产价格

上升快，由此引起的渔民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居住

成本非常高。四是渔民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与

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技能一旦掌

握，就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渔民从事的

岗位受他原有的技术技能所限制，只能从事与之

技能相关度比较高的岗位，如海运业、水产加工

业等。

5．渔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摩擦力比较大

城镇相对的高收入只能构成迁移的原始激

励，并不能形成持续的流动激励。在向非渔产

业、城市转移过程中，渔民要遭遇到不同程度的

阻力与摩擦力。一是文化心理因素。渔民在长期

的渔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特性。

如海上作业生产形成的散漫性与企业里工作的

严谨守纪；从船主到企业打工者的心理失落等。

这些思想观念阻碍了渔业劳动力转移的顺利进

行。二是制度性、政策性的摩擦。对渔业转移劳

动力转移的各项制度不够完善，渔业劳动力的权

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和保护，相关的社会保障

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户籍制度、居住优惠等方面

的政策还不到位。三是风险厌恶。风险厌恶是指

人们对风险和波动都有规避的倾向。“风险厌

恶”的程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由于收入

的下降，渔民们会依据生存伦理行事，会千方百

计规避一切风险。毕竟，从自己熟悉的捕捞领域

转到不熟悉的领域，而且还是背井离乡，风险是

比较大。

三、关于渔业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政策建议

舟山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渔业劳动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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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攀譬
工作，通过各种手段加快渔民转产转业。一是补

偿机制；二是从2004年起，全面实施“暖人心、

促发展”工程，重点是加强渔农村劳动力的培

训，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失海渔民

和失地农民的保障机制；三是双转项目，使失海

渔民实现再就业。这些工作都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是总的来说，舟山的渔业劳动力转移的力度还

不够大，困难还比较多。关键的原因在于，还缺

乏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根据对渔村劳动力非渔

就业的障碍讨论，笔者认为促进渔村劳动力就业

转移还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增加

海洋捕捞业对渔业劳动力的排斥力，通过适当的

制度安排和产权制度创新，使过多的劳动力愿意

离开这一产业。二是在政策、制度、等方面采取

措施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解决渔民后顾之忧，

最终实现渔业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和代际转移。据

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渔业资源的产权制度和物权制度

所谓“产权”(property rights)，在现代经

济学中的涵义是很广的，它可理解为从一项财产

(知识、技能、环境等都可算作“财产”)上获取

利益的权利。产权不清必将导致“公地悲剧”，

渔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解决渔业问题的关

键是合理的产权界定。渔业劳动力是一个特殊

的群体，他们既不享受农民的家庭承包制，又没

有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制度，唯一的生活

依靠是渔业资源。因此，渔业资源的捕捞权是渔

民的合法权利，必须把这个产权清晰界定。首先

是明晰海洋资源捕捞权的主体，确认海洋捕捞

权归全体渔业劳动力所有。海洋渔业资源具有

公共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点，以分割海域的形

式进一步将产权界定到个人是不合理，也是不

可能的，然而可以将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权以

捕捞配额的形式量化到每个渔民。其次是将渔

业劳动力对渔业资源的使用权进行物权化，合

理界定海洋资源捕捞权主体的权利范围。使用

权的物权化包括法定化、固定化、长期化、可继

承化和市场化。要明确渔业资源捕捞权是一种

物权，主要包括承包权、经营权、抵押权、入股

权、继承权和转让权等，是具有交换价值的独立

资产。再次是要把这种物权充分运用到渔业劳

动力转移机制中来。由此，把界定清晰的渔业资

源捕捞权加以资本化，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

离，当渔民离开捕捞业转移到其他产业时，他的

海洋资源捕捞权没有就此废止，而是继续保留，

只是把资源捕捞权或配额权转让给其他渔民和

渔船，他仍以分红形式参与收益分配。这样，对

于转移出去的渔民，他们的收入等于务工的收

入加上渔业资源权的收入，预期收入提高了，而

在偶然的渔业大丰收年份，他们也能够相应的

增加收入，降低了弃渔的机会成本。

2．建设海岛移民社区，实现渔业劳动力的空

间转移、“代际”转移

渔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应该是渔区工业

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然而，当

前渔民再就业的显著特点是异地流动就业，即家

庭通常不随其本人进城，仍然留在渔村。基本属

于“单飞”模式，没有“挪窝”的打算。因此，在

渔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城镇化的进展最为缓

慢，它既影响了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又拖了现

代化的后腿。这种再就业模式是渔民面对较高的

城市生活成本(主要是房价)所作出的无奈选

择，要打破这一模式，只能靠政府在政策上予以

支持。为此，舟山市应该进一步推进“小岛迁、大

岛建”的城市化战略，不仅考虑到不适宜住人小

岛的迁移问题，也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渔业剩

余人口的搬迂，将从捕捞业中转移出来的渔民聚

集到中心县城和建制镇来，在城市中尝试规划海

岛移民社区，提供经济适用房。海岛移民社区的

建立，也将进一步促使这些渔民有可能在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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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建立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渔民的境况

与移居海外的华人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国外

的“唐人街”是吸引中国移民的重要因素，在那

里迁移者不仅得到就业上的帮助，还可以得到精

神支持。

另外，要真正实现渔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最终还要考虑到“代际”转移问题。“子承父

业”是渔家后代就业的主要途径，许多渔民执意

固守本行，其目的是确保下一代的就业。目前，

已经进入城市就业的渔民，其后代并不能自然取

得城市居民身份，即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生活，其第二代仍须重新进入城市。因此，

应该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福利体制以及包括户

籍管理在内的管理体制，接纳他们的子女进入城

市体系，将其子女的教育、劳动保障以及其他服

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

3．提高渔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增强渔民获

得非渔就业的能力

促进渔业劳动力非渔就业，关键在于提高渔

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渔民进行培训，应该以

适应市场和企业劳动力需求为目的，培训中强调

被培训者和提供培训方的互动，提高培训效果。

所以，制定渔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规划时，应按

市场要求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形式。建立

渔业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是，应根据市场的需

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

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

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渔民培训的提供方

面，政府需要承担主要任务。为提高政府公共支

出的效益，可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培训项目招标

等措施，并要根据培训效果予以评估。也可以采

取培训券韵蠢式发给渔民，即政府把用于培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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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以“培训券”，由他们拿着到一个竞争的培

训市场上去“购买”培训服务。将培训与就业相

结合是有效提高就业的一种方式。对渔民的转移

就业要采取“定单培训模式”，形成培训、职业

技能鉴定和推荐就业一条龙服务的培训格局。

四、结语

舟山渔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症结在于

海洋渔业资源的特殊属性和海岛二、三产业收入

比较优势不足。因此，必须从海岛地区特殊的地

理原因和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出发，将渔民对渔

业资源的使用权予以明晰界定，并进一步物权

化，以提高预期收入，同时辅之以一系列城乡一

体化的制度，把就业转移同空间转移、代际转移

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渔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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