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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依赖、资源条件与渔户投入产出

———基于北江上游3个渔村的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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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北江上游渔业规模缩小,渔户收入下降的现象,从基本要素投入、经验技术和资源条件3个方

面对该流域渔户捕鱼投入产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对于捕捞量和捕捞价值

都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北江上游渔户存在经验依赖现象;资源条件只会通过资本投入影响捕捞量,并未对捕捞价

值产生任何影响。得到几点改善渔户收入的启示:维持并适当增加劳动时间;不盲目增加资本投入;通过培训、

教育等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不随意变换捕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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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户,是指从事渔业生产的家庭。根据作业区

域,渔户可分为咸水渔户和淡水渔户,咸水渔户主要

进行海洋捕捞作业,而淡水渔户则是进行内河捕捞

作业[1]。北江上游河域是中国淡水渔户的主要作业

区域之一,近年来该区渔户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部分

地区出现了收入负增长的现象。据调查资料显示,
北江上游渔户每月捕鱼平均净收入仅有800元左

右,即使收入最高的也只有1600元左右,而广东省

农村每月最低生活消费支出为831.07元①。可见,
北江上游渔户依靠捕鱼收入仅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

开支。长期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必将迫使许多年

轻渔户转产转业,最终将导致北江上游渔业规模逐

年缩小。基于此,本文拟对渔户捕鱼的投入产出情

况进行分析,以找出制约北江上游渔户收入增加的

主要因素,从而探讨促进北江上游渔业发展、提高渔

户收入的可行之路。

  一、研究假设

  尽管渔业属于大农业范围,但捕捞渔户的投入

产出模式却与一般种植业农户有所不同,两者最大

的区别在于种植业农户的产出类型具有确定性,而
捕捞渔户的产出类型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2]。不同

捕捞渔户用相同类型的工具作业,却可能捕捞到不

同类型的鱼,而不同类型鱼的经济价值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捕捞渔业常常出现捕捞量与捕捞价值不

成比例的现象,即常常出现捕捞量低的渔户收入高

于捕捞量高的渔户。基于此,文章认为研究捕捞渔

户的投入产出问题,需将产出分为2种情况:捕捞量

和捕捞价值,并分别进行研究,方能更加全面的探析

捕捞渔业中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要素投入与捕捞产出

在生产投入方面,捕捞渔业与一般种植业相似,
主要包括4种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与技术。
但土地要素和技术要素的含义有所不同:捕捞渔业

的土地要素并非农地,而是渔户作业所在流域的自

然资源条件;技术要素也并非机械设备,而是指渔户

的捕捞技能[3]。据此,可将捕捞渔业的投入要素分

为3种类别:一是基本要素投入,包括渔船、渔网等

资本性投入和渔户作业时间的劳动力投入;二是技

术投入,指渔户的捕鱼技术水平;三是资源环境,主
要是指渔户作业区域内的鱼种、鱼量等自然条件。

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基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捕捞

产出也将不断增加。因为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属

于一般要素,其投入对于产出的刺激作用遵循一般

生产理论,即在一定范围内,要素投入将具有正的边

际产量,其对产出将存在正向刺激作用[4]。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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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河捕捞渔业的现状可知,一方面渔户经济收入

水平较低,不存在过度投入资本的可能性,因此资本

投入将遵循一般生产规律,对产出具有正向刺激作

用;另一方面渔户是家庭作业,不存在过度投入劳动

力的情况,因此劳动力投入也将遵循一般生产规律,
对产出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另外,当其他条件一致

的情况下,捕捞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捕捞价值的提

升,因此基本要素投入对捕捞价值也具有正向刺激

作用。据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基本要素投入对渔户捕捞量和捕捞价

值都具有正向刺激作用;
假设1A:劳动力投入对渔户捕捞量和捕捞价值

都具有正向刺激作用;
假设1B:资本投入对渔户捕捞量和捕捞价值都

具有正向刺激作用。

2.经验依赖与捕捞产出

内河渔户的捕鱼技能一方面能起到刺激捕捞产

出的作用,同时又将对劳动力投入产生阻滞作用,进
而降低捕捞产出。这是因为中国内河捕捞渔户的技

术基本都属于经验型技能,即大部分渔户都是通过

积累经验而并非通过培训学习来提高捕捞技术[5]。
因此随着捕鱼时间的增多,渔户捕鱼技术逐步上升,
捕鱼产出也将随之提高。与此同时,随着捕鱼时间

的增多,渔户的年龄也将随之增加,劳动力质量也就

随之降低,劳动力对捕捞产出的刺激作用也将随之

减弱。换句话说,中国内河渔户的经验型技术使得

捕捞渔业存在一定的经验依赖现象。据此,可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2:渔户生产具有一定的经验依赖现象;
假设2A:经验技术对渔户捕捞量和捕捞价值都

具有直接正向刺激作用;
假设2B:经验技术将通过影响劳动力而起到制

约捕捞量和捕捞价值的作用。

3.资源条件与捕捞产出

资源条件的不同会影响渔户的捕鱼量,进而影

响捕鱼价值。这是因为资源条件不同,意味着作业

区域内鱼种和鱼量的不同,因此渔户在不同的区域

内作业,其捕捞量将受到影响,进而也将影响捕捞价

值[6]。换句话说,同一渔户利用同样的要素投入、相
同的技术条件在2个不同的区域内进行作业,捕捞

量和捕捞价值都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其中一个

区域的自然条件较优,其范围内的鱼种和鱼量明显

好于另外一个区域,那么相同渔户在该区域的捕捞

量和捕捞价值将会明显高于另外一个区域。据此,
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资源条件会对渔户的捕捞量和捕捞价

值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欧盟项目“上游水产资源

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地调研。调查采用跟踪调

查的形式,于北江上游3个渔村分别随机选取10户

渔户作为固定观察户,进行2~3个月的跟踪调查

(其中X渔村和Y渔村进行了3个月的跟踪调查,Z
渔村进行了2个月的跟踪调查),以获取渔户每天捕

鱼的相关数据。笔者通过整理,选取每个观察户每

个月的数据作为一个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其中,X
渔村形成了33个样本;Y渔村形成27个样本;Z渔

村形成了20个样本。由于部分渔户在登记过程中

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通过整理,最后得到的有效样

本数为:X渔村29个,Y渔村17个,Z渔村18个,
共64个。

从总体上看,北江上游渔户的收入都非常低,其
中X渔村户均月收入为836.11元,Y渔村渔户户

均月收入为761.63元,而Z渔村渔户户均月收入为

800.68元。并且渔户捕鱼收入因其所在渔村、渔户

年龄、捕鱼资本投入、捕鱼时间投入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

2.渔村与捕鱼收入

如表1所示,位于北江上游的X、Y、Z渔村,渔
户收入的结构分布基本相似,50%左右的渔户月均

收入在501~1000元。然而,由于渔村的外部资源

环境有所不同,渔户收入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X
渔村渔户收入低于500元的仅有17.24%,该村为3
个渔村中500元以下所在比例最低的;而Y和Z渔

村渔户收入低于500元的都在23%左右,其中Z渔

村渔民收入相对稳定,因此其户均月收入相对高于

Y渔村。

3.渔户年龄与捕鱼收入

笔者将样本渔户按年龄分为3类群体,分别为:

30~45岁的中年渔户;46~60岁的中老年渔户;61
岁以上的老年渔户。由表2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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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户捕鱼收入不断增加:500元以下收入的渔户比

例随着年龄增长,由23.81%下降到16.67%;而

1001元以上收入的渔户比例则由9.52%上升到

33.33%。据此,可判断随着年龄增长,渔户捕鱼经

验越来越丰富,因此捕鱼收入也越来越多。
表1 渔村与捕鱼收入

村别
样本
数

捕鱼收入及相应渔户比例/%

500元以下 501~1000元 1001元以上

X渔村 29 17.24 55.17 27.59

Y渔村 17 23.53 47.06 29.41

Z渔村 18 22.22 61.11 16.67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

表2 年龄与捕鱼收入

年龄/岁
样本
数

捕鱼收入及相应渔户比例/%

500元以下 501~1000元 1001元以上

30~45 21 23.81 66.67 9.52

46~60 37 18.92 48.65 32.43

≥61 6 16.67 50.00 33.33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

4.渔户捕鱼资本投入与捕鱼收入

资本投入为渔户捕鱼时的各种经济投入之和,
笔者根据样本资料的数据分布情况,将渔户资本投

入分为3个层次:250元以下、251~400元、401元

以上。如表3所示,随着投入资本的增加,捕鱼收入

在500元以下的渔户比例出现递减趋势,捕鱼收入

在501~1000元的渔户比例则出现先增后减的趋

势,而捕鱼收入在1001元以上的渔户比例出现了

先减后增的趋势。可见,随着捕鱼资本投入的增加,
渔户收入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变化过程相对复杂,难
以通过描述性统计直接判断两者关系。

表3 资本投入与捕鱼收入

资本
投入/元

样本
数

捕鱼收入及相应渔户比例/%

500元以下 501~1000元 1001元以上

≤250 31 25.81 45.16 29.03

251~400 16 18.75 68.75 12.50

≥401 17 11.76 58.82 29.41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

5.渔户捕鱼时间投入与捕鱼收入

时间投入为渔户1个月捕鱼所投入的捕鱼时间

之和,笔者根据样本资料的数据分布情况,将渔户时

间投入分为3个层次:100h以下、101h~200h、

201h以上。如表4所示,随着投入时间的增加,捕
鱼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渔户比例出现递减趋势,捕

鱼收入在501~1000元的渔户比例则出现先增后

减的趋势,而收入在1001元以上的渔户比例出现

了递增的趋势。可见随着捕鱼时间投入的增加,渔
户收入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变化过程相对比较复杂,
难以通过描述性统计直接判断两者关系。

表4 时间投入与捕鱼收入

时间投
入/h

样本
数

捕鱼收入及相应渔户比例/%

500元以下 501~1000元 1001元以上

≤100 12 58.33 33.33 8.33

101~200 31 16.13 61.29 22.58

≥201 21 4.76 57.14 38.1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调研数据整理而得。

  三、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说明了渔户的投入和产

出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并未明确变量间的

具体关系,无法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故须将进一步

对北江上游渔户捕鱼投入产出进行实证分析,以期

验证研究假设。

1.指标选取

如前文所述,渔户的产出包括捕捞量和捕捞价

值2个方面。为了更加全面地探讨北江上游渔户投

入产出情况,以下将分别对渔户捕捞量和捕捞价值

进行回归分析。
北江上游渔户的捕鱼投入主要分为资本投入和

劳动力投入。其中资本投入包括购买渔网、虾笼、鱼
线等捕鱼工具的投入,购买柴油、渔船维修投入等,
均可用花费的金钱来衡量。而劳动力投入则可以通

过每天捕鱼耗费的时间来衡量。另外,由于渔户的

捕鱼技能主要来自经验型技术,因为经验随着年龄

增长而积累,所以可选取渔户的年龄作为经验的衡

量指标。资源条件方面,不同渔村的外部环境以及

资源禀赋大不相同,这不仅直接影响河流的资源条

件,也将影响渔户的捕鱼效果,考虑到客观环境难以

用数据进行完全量化描述,笔者则采用虚拟变量的

形式将其纳入模型。

2.数据处理

将捕捞量和捕捞价值分别定义为因变量YQ 和

YV,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户主年龄定义为自变量

LI、CI、AI,将渔村定义为虚拟变量D1、D2(D1=1
表示所在渔村为Y渔村,D1=0表示所在渔村不是

Y渔村;D2=1表示所在渔村为Z渔村,D2=0表示

所在渔村不是Z渔村)。为了验证经验依赖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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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渔户年龄除了作为单独的自变量,还必须

与劳动投入组合形成新的自变量。另外,资源条

件也可能对渔户行为造成影响,因此虚拟变量D1、

D2 不仅作为单独的自变量,还与劳动投入、资本投

入组合形成新的自变量。据此,本文建立如下理

论方程:
模型1:log(YV)=a1log(CI)+b1log(LI)+c1log(AI)+d1log(AI)×log(LI)+e1D1+f1D2+

g1D1×log(CI)+h1D1×log(LI)+i1D2×log(CI)+j1D2×log(LI)+z1
模型2:log(YQ)=a2log(CI)+b2log(LI)+c2log(AI)+d2log(AI)×log(LI)+e2D1+f2D2+

g2D1×log(CI)+h2D1×log(LI)+i2D2×log(CI)+j2D2×log(LI)+z2
  运用软件EViews6.0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3.结果与假设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都通过方程整体

显著性检验(F检验),表明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

果具有一定的解释性,能用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1)要素投入与捕鱼产出。由表5可知,模型1

中的劳动力投入系数为7.34,并且通过1%的显著

性检验;模型2中的劳动力投入系数为7.73,也通

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1%的误差范围内,
劳动力投入对捕捞量和捕捞价值有明确的影响作

用。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渔户每增加

1%的劳动时间投入,就能提高7.34%的捕捞价值

和7.73%的捕捞量。可见,假设1A得到验证,劳动

力投入对渔户捕鱼量和捕捞价值都具有正向刺激

作用。
表5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log(YV)

回归系数 P 值

模型2:log(YQ)

回归系数 P 值

C -32.720*** 0.000 -40.006*** 0.000

log(LI) 7.339*** 0.000 7.731*** 0.000

log(CI) 0.201* 0.067 0.505*** 0.000

log(AI) 9.493*** 0.000 10.708*** 0.000

log(LI)×log(AI) -1.822*** 0.000 -1.995*** 0.000

D1 0.144 0.908 1.146 0.386

D2 -0.425 0.778 0.659 0.680

D1×log(LI) 0.025 0.919 0.246 0.347

D2×log(LI) 0.147 0.637 0.326 0.325

D1×log(CI) -0.026 0.860 -0.261* 0.095

D2×log(CI) -0.050 0.761 -0.331* 0.064

检验值

R2 0.538 0.648

F 6.172*** 0.000 9.752*** 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由表5可知,模型1中的资本投入系数为

0.201,并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的资

本投入系数为0.505,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在10%的误差范围内,资本投入对捕捞价值

有明确的影响作用;在1%的误差范围内,资本投入

对捕捞量有明确的影响作用。换句话说,在其他因

素不变的情况,渔户每增加1%的资本投入,就能提

高0.201%的捕捞价值和0.505%的捕捞量。可见,
假设1B得到验证,资本投入对渔户捕鱼量和捕捞

价值都具有正向刺激作用。

综上,假设1得到验证,基本要素投入对渔户捕

捞量和捕捞价值都具有正向刺激作用。
(2)经验技术与捕鱼产出。由表5可知,模型1

中的经验技术系数为9.493,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

检验;模型2中的经验技术系数为10.708,也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1%的误差范围内,经
验技术对捕捞量和捕捞价值有明确的影响作用。
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渔户每提高

1%的经验技术,就能提高9.439%的捕捞价值和

10.708%的捕捞量。可见,假设2A得到验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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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技术对渔户捕鱼量和渔户价值都具有直接正向

刺激作用。
由表5可知,模型1中的经验技术和劳动力投

入交叉项系数为-1.822,并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

验;模型2中的经验技术系数为-1.995,也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1%的误差范围内,经
验技术将通过影响劳动力进而影响捕捞量和捕捞价

值。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渔户每提高

1%的经验技术,就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进而降低

1.822%的捕捞价值和1.995%的捕捞量。可见,假
设2B得到验证,经验技术将通过影响劳动力而起

到制约捕捞量和捕捞价值的作用。
综上,假设2得到检验,渔户具有一定的经验依

赖现象。
(3)资源条件与捕鱼产出。由表5可知,模型1

中所有与资源条件(D1 和D2)相关的变量都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也仅有资源条件和资本投入

的交叉项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资源条

件是通过影响资本投入进行影响捕捞量的,但资源

条件不会对捕捞价值产生任何影响。可见,假设3
并未通过完全验证,资源条件仅仅能通过资本投入

影响捕捞量,并未影响捕捞价值。

  四、结论与启示

  1.结 论

鉴于北江上游渔户收入低下、渔业规模逐年缩

小的现象,本文对北江上游3个渔村渔户捕鱼的投

入产出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劳动

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作为基础性投入,对于北江渔户

的捕捞产出具有正向的刺激作用;经验技术对于捕

捞产出也有正向刺激作用,但却也存在经验依赖现

象,经验技术将通过影响劳动力投入进而产生制约

产出的作用;资源条件仅会通过资本投入对捕捞量

产生微小影响,并不会对捕捞价值产生任何影响。

2.启 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就增加渔户收入及扩大渔

业规模,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维持现有的劳动时间投入,条件允许情况

下,可适当增加劳动时间投入。通过实证分析可知,
渔户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劳动时间投入,就能提高

7.34个百分点的捕捞价值和7.73个百分点的捕捞

量。可见通过提高劳动时间投入能较为有效的实现

提高捕捞产出的效果,但是渔户每天的时间是有限

的,不可能无限度提高劳动时间[7],因此渔户在保证

正常生活作息时间的前提下,可适当通过增加劳动

时间投入来提高捕鱼产出。
第二,不能盲目增加资本投入。尽管捕捞量和

捕捞价值将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增加

的程度极其微弱。通过实证分析可知,资本投入每

增加1个百分点,捕捞价值仅将增加0.2个百分点,
捕捞量也仅增加0.5个百分点。可见通过提高资本

投入而实现提高捕捞产出的效果并不理想,并非渔

户的首选措施。
第三,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进行技术创新。通

过实证分析可知,一方面北江渔户依然是停留在经

验技术阶段,并且存在经验依赖现象;另一方面经验

技术对于捕鱼产出又具有非常大的正向刺激作用。
因此对于北江上游渔户而言,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

进行技术创新是刺激捕鱼产出,增加收入最为有效

的措施[8]。因为这样既能提高渔户技术水平,刺激

捕鱼产出,又能降低渔户对经验的过度依赖,减缓经

验依赖对产出的限制作用。
第四,盲目变换捕捞位置难以实现提高捕鱼收

入的效果。调查中发现,许多渔户都试图通过变换

捕捞位置来实现增产。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资源

条件仅会通过影响资本投入进而对捕捞量产生微小

的作用,其对捕捞价值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据此,
笔者建议渔户不要盲目变换捕捞位置,这样不但不

能提高捕捞收入,反而会浪费渔户时间,减少可捕捞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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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广东统计年鉴2011数据可知,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每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324.29元,如果每个家庭按3个人计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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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phenomenonthatfishingscaleisnarrowingandincomeoffishermenhouse-
holdisdeclininginupstreamofBeijiangriver,this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elementinvestment,ex-
perience-dependenceandresourceconditions,theoreticallyanalyzesandempiricallyteststhefishingin-
put-outputoffishermenhouseholdinthisarea.Theresultshowsthatcapitalandlaborinputhaveposi-
tivesimulativeeffectonquantityoffishingandvalueoffishing;experience-dependentphenomenonex-
istsinupstreamofBeijiangriverandtheresourceconditionswillonlyaffectnumberoffishingthrough
capitalinputandhavenotanyimpactonvalueoffishing.Therefore,thispaperconcludesthatinorderto
increasefishermen’sincome,itisessentialtomaintainandppropriatelyincreasehoursoflabourandnot
toblindlyincreasecapitalinput.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nbeachievedthroughtrainingandeducation
andfishingplacescannotbechangedrando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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