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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县域渔业经济综合实力评价

苏新红，沈长春，黄培民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福建厦门361012)

摘要：根据2003、2004年福建省渔业统计资料，选择适当的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福建省县域渔业经济进行定

量的分析。结果表明可将影响县域渔业经济实力的21项指标归纳为6个公共影响因子，然后计算出各因子的得

分和综合得分，以此为依据对各地区的渔业经济实力进行排序，分析了它们的差异、存在的优缺点，为渔业生

产和管理部门在制定渔业发展规划和决策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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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mct： Based on tIle statistical data in 2003锄d 2004，this paper，adopting some appropriate economic indexes of fishery，印plied

山e f如tor analysis metllod to analyze tlle general power 0f fisher)r economy in tlle county are鹊in Fujian Province．The resuh shawed

that tlle 2l v耐ables chosen fbr factor蛐alysis c肌be reduced to 6 common facto瑁．Then we calculated山e individual and syntlletical

f如tor scores of each c聃e． According to tlle scores tIley got，tlle orders of fishery eco∞IIlic power for each region w船r蛐ked There-

fore，the difference锄ong tllem w鹊allalyzed柚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brwaId．The result 0f this study will dfer some valuable

infomalion for fishery development s似e韶锄d fi8hery m帅agement in Fuji锄PmVin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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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渔业发达，是我国

的渔业大省。近年来全省的水产品总产量一直稳居

全国排名的第三位，2003年福建省水产业增加值

达441．21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8．47％，

全省水产品人居占有量居全国首位④，全省的渔业

经济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势头。但是，由于地理分布

等原因，福建省各地的渔业发展很不平衡。内陆与

沿海地区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为了客观、科学地

分析和评价福建各地区渔业经济的实力及发展水

平，本文根据2003年和2004年《福建省水产业统

计年鉴》的统计数据㈣，采用多指标因子分析法，

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探讨福建省县域渔业经济

综合实力的差异，认识它们各自的长处和存在的问

题，便于管理部门加强分类指导，采取措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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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发挥优点，使各地的渔业经济协调健康地发展。 ⋯，n，；．『=1，2，⋯，p，)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的来源

本文以福建省县域的渔业经济为基本研究单元

(其中地级市及以上的市区由于渔业经济总量普遍

较小合并为市辖区)，采用的经济数据主要来源

2003、2004年的《福建省水产业统计年鉴》和

《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农村篇⋯等。

1．2指标体系的设计

县域渔业经济综合实力评价的指标体系是全面

反映各地区渔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尺，是研究

县域渔业社会经济综合实力及其差异的基础。因

此，各指标的选定主要遵循代表性、系统性、独立

性、可比性、可获得性的原则，结合渔业生产自身

的特性，选用21项渔业经济指标来构建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具体为：

算。渔业生产总产值(×104元)、石：渔业总人

口(人)、省，海洋捕捞总产量(t)、菇。海水养殖总

面积(hm2)、菇，淡水养殖总面积(hm2)、％渔业

船舶拥有量(艘)、石，海水苗种总产值(×104

元)、‰淡水苗种总产值(×104元)、菇。水产品

加工能力(∥年)、戈m人均渔业生产总值(元)、

戈¨人均海洋捕捞产值(元)、菇，：人均海水养殖产值

(元)、戈，，人均淡水捕捞产值(元)、髫，。人均淡水

养殖产值(元)、菇。，人均拥有船功率(w)、菇。。海

水养殖每公顷创产值(×104元)、戈"淡水养殖每

公顷创产值(×104元)、菇。。人均加工产值(元)、

戈。。人均创饲料产值(元)、石加行政管理人员(人／

104人)、戈：，科技推广人员(人／104人)。这些指

标既涵盖了渔业生产中捕捞、养殖、苗种、加工、

饲料等主要产业数据又考虑了渔业行政管理、科研

等方面的因素，既有经济总量又有效益等方面的指

标。它们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区渔业经济综合实力。

1．3计算方法旧3

设有n个样本，每个样本有p个观测指标，则

可得原始数据矩阵(戈。)。。。，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

步骤如下：

(1)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且p：戈；=(并if一面f)／√伽r(戈f)，其中(i=1，2，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尺=(r；f)，其中～=
S } “

了荨云，s2者磊(石“一互i)(戈“一互；)’为样本协
V u“u且

方阵。

(3)求相关矩阵尺的特征根及特征向量，令

IR—AJI_0，求得特征根Ai、特征根贡献率、累

积贡献率。将这些特征根Ai按大小顺序排列，选

择特征根Ai>l的前m(m<p)个主因子数目。

(4)计算初始因子载荷矩阵，A=(口d)，。。=

(uⅡ~／Af)P。。，(J=1，2，⋯，m，；i=1，2，一·，p)。
(5)因子旋转，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

最大正交旋转变换得到A’，便于各因子的分析。

(6)设各公共因子F由变量戈表示的线性组

合为：‘=序菇，+序戈：+⋯+岛％，(，=1，2，⋯，

m)；其中回归系数6通过最小二乘解得到。将每

个样品的p个变量代人式中，即可计算每个样品的

公共因子得分，再以提起的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

，率占各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

汇总，得出各县的综合得分，进而对各县的渔业经

济实力进行深入的分析。

2结果与分析

根据原始数据矩阵(因数据较多略)，依据因

子分析法原理，计算得出相关系数阵(表1)、旋

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和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根、贡

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表2)。按照特征根大于

1的原则，选取前6个公共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

率为82．800％，可见这6个公共因子已经提取了

大部分的信息，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2．1各公共因子的分析

根据表2因子载荷阵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

F，在戈。(海养面积)、菇。(渔船拥有量)、并：(渔

业人口)、戈，(渔业总产值)4项指标上的载荷较

大，这4项因子主要反映海水养殖、渔船数量和渔

业经济总量的信息，由于福建的海水养殖产量已超

过了海洋捕捞产量，因此海水养殖所占份额大的县

其渔业经济总量往往也比较大；另在渔船数量中，

用在养殖上的渔船数量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故将

该因子定义为海水养殖与总量因子，在这个因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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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853 ．7251．Ooo

扎．861．809．5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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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549 ．450．294．683．280．430 1．000

08 ．06l一．010一．058．112．327．041．290 1．000

z。 ．665 ．442．646．451 ．015．500．472．090 1．000

olo．774 ．609．824．613一．123．639．500一．061 ．71l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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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一．220一．156一．293一．206．33l一．223一．町4．166一．20l一．283

2】4一．055一．138一．181 ．叭3．356一．112．315．230．139 ．054

xl 5．570．387．757．370一．154．440．322一．067．602．898

016．843 ．714．721 ．694一．054．679．469一．034．628 ．766

017．255 ．107．128．238一．199．243．313．031 ．349 ．334

。18．571 ．394．638．420一．039．422．500一．069．735 ．851

019．114 ．078．108．100．162．111．040一．061．033一．01l

520．319．236．212．419一．024．303．385．033．215．497

021．277 ．217．233．304一．047．270．265．044．252 ．497

得分越高表明海水养殖业越发达，渔业经济规模越

大；第二主因子凡在戈。。(人均海洋捕捞产值)、

石。，(人均拥有渔船功率数)和菇，。(人均水产品加

工产值)3项指标上的载荷较大，它主要反映捕捞

和加工能力方面的信息，将其称为捕捞、加工能力

因子，在这个因子上得分越高表明它的海洋捕捞能

力和水产品加工能力越强；第三主因子疋在戈，

(淡水养殖面积)、戈。，(人均淡水捕捞产值)、戈。。

(人均淡水养殖产值)、菇。(淡水苗种产值)4个指

标上的载荷较大，该因子集中反映了淡水生产方面

的信息，故将其称为淡水生产因子，在该因子上得

分越高表明该县的淡水渔业生产越好；第四主因子

F4在菇∞(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z：，(技术推广

人员)2项指标上的载荷较大，将其称为管理与技

术因子；第五主因子凡在z。，(淡水养殖每公顷创

产值)上的载荷较大，将其成为淡水养殖效率因

子；第六主因子凡在筇。。(人均饲料产值)指标上

的载荷较大，将其称为饲料生产因子，该因子的得

分越高表明该地区的水产饲料加工业越发达。

2．2各县渔业综合实力评析

从表3可以看出，福建省县域渔业经济综合实

力前10名的依次为：莆田市辖区(主要以秀屿区

为主)、漳浦县、连江县、霞浦县、福清市、厦门

市辖区、龙海市、诏安县、平潭县、惠安县。不难

看出这些县(市)除了厦门市辖区外，大多都是

海水养殖的大县，它们的F。得分也都较高，这也

再次表明海水养殖业在福建省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已经超过海洋捕捞业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海水养殖

业发达的县其渔业经济总量往往也比较大，因此渔

业综合经济实力也较强。而综合得分排位靠最后几

名分别是柘荣、屏南、永春、三明、德化、寿宁、

安溪、周宁、大田、华安等，这些都是内陆县

(市)。

在R上得分前几名的依次东山、石狮、连江、

平潭、诏安、龙海、长乐、福鼎、晋江等县

(市)，表明这些县是我省的海洋捕捞大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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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水产品加工能力较强的县(市)，它们是

福建省海洋捕捞的主要县(市)。在F：得分后几

名的分别是漳州市辖区、莆田市辖区、厦门市辖

区、漳浦县、宁德市辖区和一些内陆县(市)，表

明这些县(市)在海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方面的

能力比较弱，而一些内陆县(市)更是没有海洋

渔业。

B得分较高的分别是漳浦、龙海、泰宁、古

田、福清、永定、闽侯、清流、上杭、蒲城等县

(市)，这些县(市)的淡水渔业比较发达，表明

这些县(市)是我省淡水养殖的大县，特别是漳

浦和龙海即是海水养殖大县也是淡水养殖大县，其

余在F，得分较高的大部分均为内陆县(市)；在

E上得分较低的有平潭、霞浦、罗源等县，表明

这几个县(市)的淡水渔业不发达。

在凡得分较高的县(市)主要有东山、宁德

市辖区、漳州市辖区、平潭、漳浦等，表明它们在

渔业管理和科研与技术推广方面的力量比较强，而

晋江、石狮、诏安和连江等县(市)虽然是福建

省的海洋捕捞大县，但在管理与技术力量方面的投

入明显不足。

表2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特征根、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

Tah2 Themtated factor J∞dillg mat一】|【，出e eig明删u巧and lhe c伽巾彻蚰t c蚰tributj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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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因子得分及各县渔业经济综合实力排序

Tab．3 T1地Synthetic砒s∞r器柚d inm订dual鼹or姻matrix f栅翰ch c伽ty

县／市名 E得分 R得分 B得分 只得分 瓦得分 凡得分 综合得分 综合排序

count丫／city E score 疋score ，3score 瓦score Bscore 民score geneml score鲫【eral眦klng

闽侯县Minhou 一0．684 0．157 1．343 —0．932 0．655 O．056 一O．211 29

闽清县Minqing

永泰县Yon昏ai

长乐市ch粕de

福清市Fuqing

平潭县Pin昏aIl

连江县“anjiang

罗源县Luoyu肌

福州市辖区Fuzhou

厦门市辖区xi棚en

明溪县Mingxj

永安市Yong’舳

清流县Qin班u

宁化县Nin曲ua

大田县Datian

尤溪县Youxi

沙县Sha)【iaJl

将乐县Jiande

泰宁县rIkning

建宁县Jianning

三明市辖区s吼IIling

仙游县xianyou

莆田市辖区Putian

福鼎市Fuding

霞浦县xiapu

福安市Fu’龃

古田县GutiaIl

屏南县Nanping

寿宁县shouning

周宁县zhouning

柘荣县zherong

宁德市辖区Ningde

邵武市shaowll

建阳县Jianyang

顺昌县shunchang

建瓯市Jian’ou

浦城县Pucheng

武夷山市wuyi

一0．557

一O．443

—0．097

1．516

1．420

2．779

0．677

—0．458

1．503

一O．729

—0．465

—0．705

—0．507

—0．452

—0．467

—0．706

一O．853

—1．006

—0．926

—0．586

—0．106

3．737

O．824

2．746

0．425

—0．290

—O．467

—0．396

—0．44l

一0．545

0．902

—0．755

—0．554

—0．530

一0．343

一O．567

—0．684

一O．240

一0．330

0．980

—0．074

1．026

3．012

—0．202

—0．049

—0．93l

一0．047

一O．142

0．105

—0．127

—0．342

—0．110

—0．076

0．072

0．264

—0．470

—0．59l

一0．360

一O．926

O．688

—0．435

—0．518

0．118

—0．382

—0．283

—0．321

一O．369

—1．074

—0．190

—0．495

—0．45l

—O．265

—0．001

—0．122

—0．628

一O．927

—0．1lO

1．693

一1．268

—0．411

—1．501

—0．657

0．039

0．376

0．268

1．253

0．652

—0．825

O．327

O．309

O．962

2．329

O．020

—1．078

—0．473

O．073

一O．98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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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建宁、诏安、福清、东山等县在以上

得分较高，表明这些县的淡水养殖经济效率较好，

而平潭、永定、古田、上杭、福鼎等县的淡水养殖

效率较差。

在F6上得分较高的有福州市辖区、厦门市辖

区、福清等地区，表明这些地区的饲料工业较发

达，特别是福州市辖区的得分远远高出其它地区，

表明福州市是福建省的水产饲料主要生产基地。实

际情况的确是这样，福建省的渔业饲料工业主要集

中在福州和厦门2市，这与这2个市的工业基础雄

厚有着密切的关系。

3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综合分

析福建省县域渔业经济综合实力是可行的，其结果

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从总体来看，福建省渔业经济区域间发展很不

平衡，渔业发达的地区全部集中在沿海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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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而内陆县(市)的渔业经济相对薄弱，这

主要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从各公共因子的得分分

析，内陆县(市)的渔业主要靠淡水养殖来支撑，

产业比较单一；受作业区域的影响，淡水捕捞的份

量占的份额相当小；加工业几乎是空白，因此，建

议内陆县(市)今后的渔业发展重点还是放在养

殖业，养殖业的发展在为内陆人民提供水产需求的

同时也可为渔业加工提供原材料，在保证原材料供

应的情况下适当地发展一些加工业，这样可提高淡

水养殖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人。

沿海地区传统的渔业强县(市)、如东山、石

狮、晋江等在本次的分析中其综合得分分别处在第

11、22、23’名，未能进入前10强；分析这些县

(市)各因子的得分，它们在Fl上的得分太低、

特别是东山和石狮分别位于第64和55名，表明它

们的海水养殖业相对薄弱、渔业经济总量较小；而

在R上的得分东山和石狮位于第1和第2名、晋

江第9名，表明东山、石狮和晋江的海洋捕捞和水

产品加工业十分发达，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东山县由于是个岛县，海洋捕捞业是传统的产业，

但受陆地区域和渔业人口规模限制，渔业经济总量

不高，这是制约该县渔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石狮与晋江传统上是我省的渔业大县，主要以海洋

捕捞为主，养殖业所占的份额小，加上石狮与晋江

分成2个市后，更稀释了渔业经济总量，所以造成

了这些县(市)的E得分不高，见的得分较高。

所以今后要增加这些县(市)的渔业经济实力，

建议要积极调整渔业的产业结构，适当发展海水养

殖业。此外，像连江、石狮、晋江等这样一些传统

的海洋捕捞大县在渔业科技和管理上的投人也明显

不足，它们在凡的得分上均处在倒数第5名内；

因此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科技管理方面投入的不足是

制约这些地区渔业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主要因

素。今后有必要在这方面增加投入，特别是石狮和

晋江两市。

从表3还可以看出，福建省的淡水养殖大县，

除福清、龙海、漳浦县(市)外，大部分的县

(市)在几上的得分均较低，表明了这些县(市)

的淡水养殖生产效益不高，它们主要靠扩大规模、

增加养殖面积等方式来提高产量的，因此这些县

(市)今后应该从提高效率入手，努力提高单位养

殖面积的产量，增加生产的技术含量，走“低投

入、低消耗、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特别

是古田、永定、上杭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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