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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仙桃、洪湖、汉南3个地区184户养殖户的问卷资料,分析比较了黄鳝网箱养殖户成本收益水

平状况,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黄鳝网箱养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养殖户养殖经

验、黄鳝饲料利用率、黄鳝销售价格水平以及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养殖户养殖利润的影响通过1%的

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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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

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青睐于淡水养殖产

品尤其是一些名贵的特种水产品,黄鳝因其具有较

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而深受广大国内外消费者的青

睐。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和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越来

越多的养殖户开始从事黄鳝养殖,甚至在一定范围

内形成了黄鳝养殖热潮。由于各地养殖户纷纷加入

到黄鳝养殖业,使得黄鳝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黄鳝产

量逐年增加。当前,学者们对黄鳝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人工繁育、人工养殖以及疫病的防治方面。如董

元凯等[1]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黄鳝人工繁

殖试验,李明锋[2]对黄鳝生物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并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常先苗[3]、陈楠[4]、张成

亮[5]、陆友福等[6]分别介绍了黄鳝标准化网箱养殖、
池塘网箱养殖以及水泥池高密度健康养殖的关键技

术和操作,其中涉及到网箱制作、网箱的设置、池塘

水源条件、苗种放养以及饲料的投喂等方面。高泽

霞等[7]、程咸立等[8]学者总结了常见的各种黄鳝疾

病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预防与治疗黄鳝疾病的方

法。这些学者的研究给养殖户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

验,进一步推动黄鳝养殖业朝着科学、规模化的方向

发展。本文试图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分析当

前黄鳝养殖的生产经营状况,对不同地区不同养殖

户之间的成本构成以及成本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在

对不同养殖户黄鳝养殖经营效果、成本收益水平、利
润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影响生产

经营效果的各种因素。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问卷调查。课题组

选择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湖北武汉市汉南区、仙桃

市、洪湖市3个调查区域,对黄鳝网箱养殖情况进行

调查。调查时间是2010年9月至10月,调查员为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8名研究生。本次调

查采取入户访谈的形式,课题组共收回200份问卷,
剔除信息缺失的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84份。

  二、黄鳝网箱养殖的成本分析

结合《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9]中的成

本统计核算方法,我们把黄鳝养殖的总成本分为生

产成本和土地成本两大类,其中生产成本又包括物

质成本和人工成本。物质成本包括种苗费、饲料费、
药物费、网箱费、固定资产折旧、销售费、修理费、管
理费等。人工成本一般包括家庭劳动用工成本和雇

工成本两部分。土地成本,有时也称为地租,指土地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的成本,一般包括

自有土地折租和流转地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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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查地区平均每口网箱成本水平

地区
平均成本
/(元/箱)

最小值
/(元/箱)

最大值
/(元/箱)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仙桃 714 464 1142 135.54 0.19
汉南 646 487 849 70.64 0.11
洪湖 515 299 894 124.09 0.24

三地区 627 299 1142 142 0.23
 注: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成本

从表1可以看出,三地区养殖户平均每口网箱

养殖成本有着明显的差别,仙桃养殖户成本较高,平
均每口网箱投入714元,该地区养殖户中投入成本

最低的为464元/箱,最高的达到1142元/箱。汉

南养殖户成本稍低,平均每口网箱投入646元,该地

区养殖户中投入成本最低的为487元/箱,最高的为

849元/箱。洪湖养殖户成本最低,平均每口箱投入

515元,该地区养殖户中投入成本最低的仅299元,
最高的为894元。从变异系数中可以看出,洪湖地

区养殖户之间成本投入差别比较大,仙桃地区养殖

户之间成本投入差别比较小,汉南地区养殖户之间

的成本差别最小。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3个地区中种苗费与饲料

费(包括配合饲料、鲜活饲料和其他饲料)均占有很

大的比重,基本上都占到总成本的80%以上,人工

成本与土地成本所占比重较小基本上在10%左右,
占总成本比重最小的是间接物质费用(固定资产折

旧和土地整修费),在2%以下。
表2 各地区养殖户平均每口网箱投入成本构成

成本项目
仙桃

数量/(元/箱) 比例/%

汉南

数量/(元/箱) 比例/%

洪湖

数量/(元/箱) 比例/%

物
质
成
本

    直接费用

种苗费 311.6 43.7 267.6 41.4 256.7 49.9
配合饲料费 158.8 22.3 122.2 18.9 81.8 15.9
鲜活饲料费 147.9 20.7 139.7 21.6 88.5 17.2
其他饲料费 20.9 2.9 13.2 2.0 6.1 1.2

药物费 13.6 1.9 27.7 4.3 12.9 2.5
网箱费 14.4 2.0 22.1 3.4 14.8 2.9

    间接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 3.5 0.5 4.7 0.7 4.7 0.9
土地整修费 2.5 0.4 2.8 0.4 5.4 1.0

人工成本 19.1 2.7 17.3 2.7 26.9 5.2
土地成本 21.3 3.0 28.4 4.4 17.2 3.3
合计 713.6 100 645.6 100 514.9 100

  三、黄鳝网箱养殖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方便对不同养殖户进行比较,我们所核算

的成本、收益以及利润都是指每口网箱的数据,如
表3,养殖户的网箱数量为统一折算成标准规格的

网箱数量。
表3 各地区养殖户平均每口网箱利润水平

地区
产量(Y)/
(kg/箱)

价格(P)/
(元/kg)

收益(R)/
(元/箱)

成本(C)/
(元/箱)

利润(∏)/
(元/箱)

仙桃 32 41.9 1341 714 627
汉南 28 38.3 1072 646 426
洪湖 17 45.1 767 515 252
三地区平均值 26 41.9 1060 625 435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三地区中仙桃养殖户每

口箱获得的利润最高,平均能达到627元,其次是汉

南地区养殖户,每口箱平均能获得426元,利润最低

的是洪湖地区养殖户,每口箱平均仅能获得252元。

3个地区养殖户每口箱的平均利润为435元。
由表4可以看出,仙桃地区黄鳝养殖户每口箱

的平均利润为627元,该地区养殖户中每口箱获得

的利润最低的只有212元,最高能达到1342元收

入。汉南地区黄鳝养殖户每口箱的平均利润为426
元,该地区养殖户中每口箱利润最低仅有57元,最
高能达到907元。洪湖地区养殖户每口箱的平均利

润为252元,该地区养殖户中经营效果最差的每口

箱亏了253元,每口箱利润最高的达到898元。变

异系数反映的是样本值之间的变动程度,变异系数

越大表示样本值之间波动较大,变异系数越小表示

样本值之间波动较小。从上表中的变异系数我们

可以看出仙桃地区养殖户之间每口箱的利润额差

别最小,汉南地区养殖户之间每口箱的利润额差

别稍大,洪湖地区养殖户之间每口箱的利润额差

别最大。
表4 各地区黄鳝网箱养殖户每口箱

平均利润及相关统计指标

地区
平均利润/
(元/箱)

最小值/
(元/箱)

最大值/
(元/箱)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仙桃 627 212 1342 221.70 0.35
汉南 426 57 907 202.30 0.47
洪湖 252 -253 898 268.20 1.07

 注: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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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黄鳝网箱养殖成本收益的主要
影响因素分析

  1.影响黄鳝养殖户利润水平的因素

(1)养殖户个体特征。养殖户的个体特征主要

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养殖经验等方面,个体特征不

同的养殖户在生产投入、经营模式方面会存在一定

的差异。一般来说年龄越大的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

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日常管理中会更加谨

慎。文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往往更容易通过学习主

动获取一些养殖技术,来应对自己在养殖过程中所

遇到的问题,从而获得比较好的养殖效果。养殖

户的养殖经验越丰富,往往会更多地依赖个人积

累的实践经验来应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因此养殖经验越丰富的养殖户获得的利润可

能越高。
(2)黄鳝种苗因素。种苗因素主要包含种苗来

源或种苗收购方式、种苗规格、种苗成活率以及投放

的种苗密度等方面,不同的种苗收购方式直接决定

着黄鳝种苗的质量,种苗质量的高低又会直接影响

最终的产出效果。
(3)饲料因素。引入饲料利用率的高低来探讨

其对养殖利润的影响作用,饲料利用率表示的是每

投入1kg饲料能使鳝鱼增重多少,饲料利用率=
(黄鳝产量-黄鳝种苗量)/饲料使用量。

(4)疫病因素。黄鳝疫病因素主要有黄鳝的疾

病感染率和养殖户为预防黄鳝疾病而采取的措施。
由于当前缺乏治疗黄鳝疾病的有效措施,因此黄鳝

疾病感染率越高,养殖产出效果就会越差。预防黄

鳝疾病采取的措施越多,养殖产出效果有可能会

越好。
(5)市场因素。市场因素里面包括有各养殖户

的销售方式、销售对象以及销售价格,但调查数据显

示各地区不同养殖户销售方式与销售对象差别不

大,基本上都是通过当地销售市场卖给贩子,差别比

较大的是销售价格,因此选择各养殖户的黄鳝平均

销售价格进行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黄
鳝销售价格应该与每口箱利润呈正相关关系。

(6)其他因素。其他因素里面包括养殖基地基

础设施完善程度与养殖规模,一般来说养殖基地基

础配套设施如养殖基地的整体规划布局、相关机器

设备以及周围道路交通等越完善,养殖户就越方便

进行日常管理与维护,从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物质、
劳动耗费,因此对养殖利润应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养殖规模主要指的是养殖户架设的网箱数量,其中

网箱数量均为折合为标准网箱后的数量。

2.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养殖户平均每口箱的利润(∏)。
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六类有13项,即养殖户个体特征

因素包括3项年龄(X1)、文化程度(X2)、养殖经验

(X3);黄鳝种苗因素包括4项即种苗收购方式

(X4)、种苗规格(X5)、种苗成活率(X6)以及种苗放

养密度(X7);黄鳝饲料因素包含1项饲料利用率

(X8);黄鳝疫病因素有2项即黄鳝疾病感染率

(X9)、黄鳝疫病预防措施(X10);市场因素有一项即

黄鳝平均销售价格(X11);其他因素有两项即养殖基

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X12)和养殖规模(X13)。

3.结果分析

对13个变量进行简单多元回归很容易就能得

到结果,但是这种简单多元回归没有考虑到解释变

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事实上通过对各解

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比较发现一些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很高如养殖户年龄(X1)与文化程度(X2)、
种苗放养密度(X7)与养殖规模(X13)等,这说明这

些变量之间很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这种简单

多元回归所得到结果的解释力度就会受到影响。为

了消除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我们可以使用SAS过

程中的逐步回归的方法,得到结果如下:
根据上表的回归结果,我们可将影响养殖户利

润水平的主要因素及其显著性归纳如下:
(1)从养殖户个体特征来看,养殖户年龄、文化

程度和养殖经验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年龄

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养殖经验较丰富的养殖户要比

那些年龄较年轻、文化程度比较低、养殖经验少的养

殖户平均每口箱获得的利润要高。显著性检验结果

表明,养殖户养殖经验对养殖户利润水平有比较显

著的影响作用,从逐步回归的最优回归方程可看出,
养殖户养殖经验每增加1年就可使每口箱利润提高

4.5元。养殖户年龄与教育程度对每口箱的利润的

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随着养殖户年龄的增加或

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能使得每口箱利润水平获得

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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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黄鳝养殖利润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一般回归模型

参数估计值 t值 显著水平(P 值)
逐步回归模型

参数估计值 F值 显著水平(P 值)

截距 -1047.310*** -7.08 <0.000 -945.148 112.90*** <0.000

年龄 3.668 0.35 0.724

文化程度 5.248 0.31 0.755

养殖经验 5.044 1.43 0.155 4.472 2.45** 0.119

种苗收购方式 7.274 0.61 0.544

种苗规格 1.129 0.05 0.963

种苗成活率 -3.175 -0.27 0.791

种苗放养密度 5.093 0.93 0.353

饲料利用率 119.751*** 6.28 <0.000 116.759 43.91*** <0.000

疾病感染率 -0.018 -0.02 0.983

疾病预防措施采用程度 13.251 0.98 0.330

黄鳝价格水平 16.607*** 8.04 <0.000 16.060 82.71*** <0.000

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211.944*** 12.25 <0.000 218.571 244.70*** <0.000

养殖规模 -0.025 -0.20 0.844

调整回归平方和 0.748 回归平方和 0.762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2)从黄鳝种苗因素方面来看,种苗收购方式、
种苗规格、种苗放养密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而种

苗成活率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亲自或派可靠

的人到鳝苗产地收购、放养规格较为统一的种苗、适
当增加每口箱的放养密度会获得较高的利润水平,
而黄鳝种苗成活率的提高不但不会使得养殖户利润

有所增加,反而有可能降低养殖户的利润水平。究

其原因,我们在自变量相关性检验中发现种苗收购

方式与种苗成活率有比较强的正相关性,即收购种

苗的质量越高,种苗的成活率就会越高。在种苗收

购方式一定的情况下,尽管我们通过采用相应的措

施,耗费一定的物质人工成本提高黄鳝种苗的成活

率,但是由于这些种苗的质量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变,
在以后的养殖过程中并不能获得比较好的生长效

果,以至于无法弥补为提高种苗成活率而耗费的成

本,因此使得最终利润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所降低。
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种苗收购方式、种苗规格、种
苗放养密度以及种苗成活率的变动并不能使得养殖

户最终利润水平获得明显的改变。
(3)从饲料影响因素来看,黄鳝饲料利用率对养

殖户最终利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从逐步回

归的最优回归方程也可看出,饲料利用率平均每提

升一个等级会使得养殖户每口箱的利润提升116.8
元,因此在当前的养殖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提高黄

鳝饲料利用率。
(4)从黄鳝疫病影响因素来看,疾病预防措施采

用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而疾病感染率的回归系

数为负值,这表明养殖户预防黄鳝疾病措施采用程

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养殖户每口箱利润,而比较高

的黄鳝疾病感染率会降低养殖户所获得的利润,这
一点与我们当初的推论是一致的。从显著性检验来

看,黄鳝疾病预防措施采用程度与黄鳝疾病感染率

的改变并不能使养殖户的利润有比较明显的变动,
也就是说我们所选择的黄鳝疾病影响因素对养殖户

利润的影响不显著。
(5)从市场影响因素来看,养殖户黄鳝平均销售

价格水平对每口箱利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显著性通过0.01水平检验。从逐步回归得到的最

优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黄
鳝平均销售价格每提高1元钱,养殖户每口箱利润

就能增加16.1元。
(6)从其他影响因素来看,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完

善程度对每口箱利润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养殖户养

殖规模对每口箱利润有负向的影响作用,也即是说

养殖基地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每口箱的利润水平

就会比较高,养殖户架设的网箱数量越多,每口箱的

利润水平反而比较低,这很有可能表明在当前状况

下养殖户架设的网箱数量偏多,超过了水体环境承

载能力。从显著性检验来看,养殖户养殖规模的变

动对每口箱利润的影响不太显著,而养殖基地基础

设施完善程度的提高会对每口箱利润有着显著的影

响作用,逐步回归结果表明,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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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养殖户平均每口箱利润可增

加244.7元。

  五、结 论

(1)在整个养殖过程中,黄鳝种苗对养殖成本、
养殖产出有着关键的影响作用,如当前野生种苗资

源的匮乏造成每年黄鳝种苗收购价格居高不下,增
加了养殖户的成本,而收购的野生种苗质量参差不

齐又直接影响着黄鳝饲料利用率以及黄鳝疫病的发

生,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推进黄鳝种苗的人工

繁育技术就显得尤为迫切。
(2)黄鳝疫病的发生每年都会使一些养殖户蒙

受巨大损失。当前由于黄鳝疫病防治研究技术的滞

后,暂时还没有能够治疗鳝鱼常见疾病的特效药物,
市场上充斥的品目繁多的药物多良莠不齐,再加上

由于管理不善以及过度养殖而造成的水质环境的不

断恶化,使得一些养殖户面对黄鳝疫病显得无所适

从。因此,一方面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黄

鳝疫病防治的科研投入,另一方面要规范药物市场

管理,同时还应尽可能地为养殖户提供改善水质的

技术支持。
(3)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对养殖

户的养殖利润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相关管理

部门应该对养殖基地进行科学合理规划,通过增加

投入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养殖基地水利水电建设等

方面,提高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4)黄鳝网箱养殖的投资成本很高,在所调查的

养殖户中有近80%的养殖户面临资金的问题或困

难,这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扶持来拓宽养殖户

的资金来源渠道。另外,相关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应

该加强对养殖户的技术指导与培训,不断提高黄鳝

养殖户的养殖经验。
(5)目前由于多数黄鳝养殖户规模比较小、分散

化经营还没有能力应对市场风险,这就需要政府相

关部门通过政策与资金支持引导养殖户提高组织化

程度、拓展产业规模,以此来增强养殖户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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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Cost-benefitofEelCageBreeding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DAIJun,HEPing-hua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questionnairedatafrom184breedingfarmersinXiantao,HonghuandHan-
nan,thispaperanalyzedthecostandbenefitofeelcagebreedingfarmersandusedmultiplelinearregres-
sionmodeltoanalyzethemainfactorsinfluencingeelcagebreeding.Theresultsshowedthatfarmers’

breedingexperience,eelfodderutilizationefficiency,priceofeelandimprovementofinfrastructurein
breedingbasehadpasseda1%significancetestovertheimpactonbreedingfarmers’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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