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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国家最新渔民收入统计制度，研究中国渔民收入结构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变化趋势。利用灰色
关联度量化综合模型，从变化率差异和绝对值差异两个角度，对渔民收入结构与渔民总收入的关联度进行分

析，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与渔民总收入的关联度名列第一；基于强调变化率差异，财产性收入关联度名列第二；

基于强调绝对差异分析，工资性收入关联度排第二位。通过进一步分析渔民收入结构对渔民总收入的贡献率

和拉动力，分析发现，家庭其他经营收入对家庭经营收入提供的贡献率和拉动力高于来自渔业生产收入所提

供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这表明渔民劳动力已产生明显分化。生产性补贴成为影响渔民收入的第二大要素，其

对渔民收入的贡献率与拉动力皆名列第二。渔民工资性收入的拉动力主要来源于其他行业，说明渔业雇工水

平低、渔业产业工资水平低；渔民土地和水面经营权租金对渔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影响，作业渔

场缩减等问题制约了渔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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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民是开展水产品初级生产的重要群体，是
渔业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渔民的增收关系

着渔村小康的全面建设，关系着和谐渔区的构

建，对维持渔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渔民收入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

题，针对渔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自然

影响［１－２］、政策影响［３］、市场影响［４－５］和人力资

本［６］影响四个方面，渔民增收意见主要分布在组

织机构［７］、政府政策［８］、产业结构［９－１０］、渔业资

源［１１－１２］和拓宽就业渠道［１３－１４］等方面，国外学者

还从渔民收入不平等［１５－１６］角度进行研究。

近年来，随着渔业经济快速增长，渔民收入

不断提高，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学者

局限于分析历年渔民收入结构内部占比变化，鉴

于渔民收入结构的复杂性，利用多种方法对渔民

收入结构变化以及拉动力进行定量分析，有利于

揭示渔民收入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反映在内

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渔民收入及其结构变化的

规律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渔

民家庭为单位，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渔业统计
年鉴》为数据基础，结合灰色关联度量化综合模

型对近年来中国渔民收入结构进行分析，测算

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收入结构各部分对渔民总收入
的贡献率和拉动力，旨在了解中国近年来渔民收

入结构变化情况和渔民收入结构对渔民收入的

影响。

１　中国渔民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１．１　近年来中国渔民收入变化趋势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渔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都

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图１）［１７］。
２００８年渔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７５７５元，到

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３０３９元的新
高，６年间中国渔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１１．４７％。２０１３年与２０１２年相比，中国渔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１１２５６元，增加了１７８３元，增长了
１５．８４％，增长幅度为历年之最。２０１３年，扣除
ＣＰＩ上涨２．６％的物价因素，实际增长１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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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２０１３年ＧＤＰ增长率达到７．７％。两相比较，
中国渔民的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超过 ＧＤＰ
增长率５．１３个百分点。
１．２　中国渔民收入一级结构变化比较

渔民收入不断增长其收入结构也随之改变。

２０１３年之前，国家统计局规定中国渔民总收入一
级结构由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五部分构成［１７］，生产

性补贴属转移性收入构成项之一。自２０１３年起，
我国采用新的渔民收支统计制度，中国渔民总收

入一级结构由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

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生产性补贴五部分组成［１７］。

表１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总收入一级结构
占比变化表。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我国渔民人均纯收入水平
Ｆｉｇ．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３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总收入一级结构占比变化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３

年份

ｙｅａｒ
家庭经营收入

ｆａｍｉ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
工资性收入

ｗａｇｅｉｎｃｏｍｅ
财产性收入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ｏｍｅ
转移性收入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
生产性补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ｉｎｃｏｍｅ
２０１３ ８９．３２％ ４．５５％ ０．９８％ ０．４９％ ４．６６％
２０１２ ８９．１１％ ４．９３％ ０．９４％ ０．８４％ ３．３５％
２０１１ ９０．８７％ ４．０１％ ０．９４％ ０．７５％ ２．７６％
２０１０ ８８．３６％ ６．３０％ ０．９４％ １．１０％ ２．２４％
２００９ ８７．９７％ ６．０８％ １．２６％ １．０５％ ２．１８％
２００８ ９１．０４％ ４．３０％ ０．８５％ ０．７５％ ２．０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家庭经营收入在渔民总收入
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是渔民总收入的首要组成部

分；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虽有波动，但

总体水平呈现平稳态势；转移性收入上下波动，

整体呈下降趋势；生产性补贴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８
年占比２．０２％，逐年增长至２０１３年占比４．６６％，
生产性补贴超过工资性收入跃居第二，与财产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逐渐拉开差距。

１．３　中国渔民人均总收入结构灰色关联度量化
综合模型分析

为研究收入结构哪部分与渔民总收入最具

关联度，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量化综合模型［１８］，

从强调变化率差异和强调绝对差异两个角度，对

中国渔民人均年总收入及其一级收入结构的关

联度进行分析。根据灰色关联度量化综合模型，

由公式（１）得出关联系数：

γ０ｉ（ｘ０（ｋ），ｘｉ（ｋ））＝
１＋ζ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ΔＸ０ｉ｜＋η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Ｘ′０ｉ｜

１＋λ１｜ΔＸ０ｉ｜＋λ２｜ΔＸ′０ｉ｜＋ζ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Ｘ０ｉ｜＋η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Ｘ′０ｉ｜
（１）

＝
１＋ζ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Δｘ０ｉ（ｋ）｜＋η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ｘ′０ｉ（ｋ）｜

１＋λ１｜Δｘ０ｉ（ｋ）｜＋λ２｜Δｘ′０ｉ（ｋ）｜＋ζ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ｘ０ｉ（ｋ）｜＋η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Δｘ′０ｉ（ｋ）｜

式中：λ１＞０，λ２＞０，且λ１＋λ２＝１；λ１为对绝对位
置差异的重视程度，λ２为对变化率差异的重视程
度；ζ，η分别是绝对位置差异和变化率差异的辨
识系数，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参数均可取为０．５；

Δｘ０ｉ（ｋ）＝ｘ０（ｋ）－ｘｉ（ｋ）为序列间的绝对位
置差异；

Δｘ′０ｉ（ｋ）＝ｘ′０（ｋ）－ｘ′ｉ（ｋ）为序列间的变化
率差异；

ｘ′ｉ（ｋ）＝ｘ′０（ｋ）－ｘ′ｉ（ｋ－１）为序列的变化
率；

式（１）中ｉ＝０，１，２，…ｎ；ｋ＝２，３，…ｍ。
最后利用关联系数，并结合关联度公式（２）

求得关联度：

γｉ＝γ０ｉ（Ｘ０，Ｘｉ）＝
１
ｎ

ｎ

ｋ＝１
γ（ｘ０（ｋ），ｘｉ（ｋ））（２）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１７］，以２００８年中

３５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５卷

国渔民收入为基期，利用 ＧＤＰ平减数对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收入进行价格平减，以避免因价
格波动而带来的误差或错误。

经过价格平减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人
均年总收入序列为：

Ｘ０ ＝（３３３５８．３１，３６９００．７２，３５５９１．７８，
５０１４３．８３，４８７５５．４６，５８６４４．９３）

已知中国渔民总收入一级收入结构包括：家

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

入和生产性补贴，分别记为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和 Ｘ５，
其中：

Ｘ１＝（３０３７０．９９，３２４５９．９６，３１４４７．９３，

４５５６４．０８，４３４４４．２１，５２３８１．００）
Ｘ２ ＝（１４３２．９２，２２４４．８５，２２４３．１５，

２００８．６５，２４０２，２６６９．７６）
Ｘ３ ＝（２８３．３４，４６５．９０，３３３．２０，４７２．６５，

４５９．２１，５７４．７７）
Ｘ４ ＝（２４８．８６，３８８．０１，３９１．４９，３７４．６１，

４１１．３８，２８４．７６）
Ｘ５＝（６７３．４９，８０３．６３，７９７．０９，１３８５．１６，

１６３２．９２，２７３３．９９）
利用给出的参数，以渔民人均总收入为系统

特征序列，分别计算出强调变化率差异和强调绝

对差异的关联度（表２）。

表２　渔民人均总收入结构关联度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ｙ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ｃｏ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强调角度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ａｎｇｌｅｓ
（λ１，λ２） （ζ，η） γ１ γ２ γ３ γ４ γ５

强调变化率差异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０．１，０．９） （０．５，０．５） ０．９７２ ０．８１８ ０．８３７ ０．８３５ ０．８３４

强调绝对差异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０．９，０．１） （０．５，０．５） ０．８９４ ０．４８７ ０．４７７ ０．４７６ ０．４８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强调变化率差
异分析，还是强调绝对差异分析，家庭经营收入

与渔民总收入的关联度都名列第一，这说明渔民

收入的变化主要受到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基

于强调变化率差异分析，财产性收入名列第二，

其次分别是转移性收入、生产性补贴和工资性收

入；基于强调绝对差异分析，工资性收入排第二

位，其次分别是生产性补贴、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

２　中国渔民收入结构的贡献率和拉动力
分析

２．１　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总收入各组成部分的贡献
率和拉动力

通过测算拉动力和贡献率，可以直观地体现

渔民家庭总收入各组成部分对总收入的贡献度，

以及对总收入增长率的推动作用。本文根据《中

国渔业统计》［１９］中介绍的贡献率和拉动力的测算

方法，对中国渔民总收入各组成部分对总收入的

贡献率及拉动力和收入二级结构对一级结构的

贡献率和拉动力进行计算。

表３，表４及表５为中国渔民总收入各组成

部分对总收入的贡献率及拉动力测算表，即渔民

家庭经营收入及其结构、工资性收入及其结构、

转移性收入及其结构、生产性补贴及其结构、财

产性收入及其结构和其他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

率和拉动力测算表。根据测算结果，家庭经营收

入对渔民增收提供的贡献率和拉动力分别为

８８．１８％和５．８６％（表３），成为拉动渔民增收的
第一要素；生产性补贴对渔民总收入的贡献率和

拉动力分别为２３．６２％和１．５７％（表４），远超转
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名列第二。

　　表６，表７及表８为渔民收入二级结构对一
级结构的贡献率和拉动力测算表，即渔民家庭经

营收入结构（渔业生产收入和家庭其他经营收

入）对渔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结构（来自

渔业生产的收入和来自其他行业的收入）对工资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结构（利息、红利、储蓄性保

险，土地或水面经营权租金和其他财产性收入）

对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结构（养老或退休

金社会救济或政策性生活补贴，赡养收入和其他

转移性收入）对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及拉动力测

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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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渔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及其结构对总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力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ａｍｉ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ｗａｇｅｉｎｃｏｍｅ

家庭经营收入 ｆａｍｉ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

渔业生产收入

ｆｉｓｈｅ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家庭其他经营收入

ｏｔｈ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

汇总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工资性收入 ｗａｇｅｉｎｃｏｍｅ

来自渔业的收入

ｆｒｏｍｆｉｓｈｅｒｙ

来自其他行业

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汇总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２９．８１％ ５８．３７％ ８８．１８％ －１．７６％ ３．２５％ １．４８％

拉动力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８％ ３．８８％ ５．８６％ －０．１２％ ０．２２％ ０．０９８％
注：同意±０．０１％的计算误差。
Ｎｏｔｅ：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ｌｕｓｏｒｍｉｎｕｓ０．０１％．

表４　渔民转移性收入和生产性补贴及其结构对总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力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ｉｄｙ

转移性收入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

养老或退休金社会

救济或政策性生活补贴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ｆｕｎ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ｉｅ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赡养收入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ｃｏｍｅ

其他转移性收入

ｏｔｈ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汇总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产性补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ｉｄｙ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２．６４％ －６．２％ －０．０４９６％ －３．６２％ ２３．６２％

拉动力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０．１８％ －０．４１％ －０．００３３％ －０．２４％ １．５７％
注：（１）２０１３年实行新的统计制度，把生产性补贴剥离转移性收入。（２）同意±０．０１％的计算误差。
Ｎｏｔｅ：（１）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ｉｎｃｏｍｅｐｉｃｋｅｄｏｕ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２０１３．（２）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ｌｕｓｏｒｍｉｎｕｓ０．０１％．

表５　渔民财产性收入及其结构与渔民其他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力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ｏｔｈｅｒｉｎｃｏｍｅ

财产性收入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ｏｍｅ

利息、红利、储蓄性保险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ｓａｖ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土地或水面

经营权租金

ｒｅｎｔ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ｇｈｔ

其他财产性收入

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汇总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其他收入

ｏｔｈｅｒｉｎｃｏｍｅ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４．８９％ －３．４４％ １．４２％ ２．８８％ －１２．５５％

拉动力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８３％
注：（１）２０１３年实行新的统计制度无其他收入这项，所以２０１３年该项为０。（２）同意±０．０１％的计算误差。
Ｎｏｔｅ：（１）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ｓｅ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ｎｃｏｍｅ，ｓｏ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ｎｃｏｍｅｗａｓ０ｉｎ２０１３．（２）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ｌｕｓｏｒｍｉｎｕｓ０．０１％．

表６　渔民家庭经营收入结构与工资性收入结构对其自身带来的贡献率及拉动力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ｂ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ａｍｉ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ｗａｇｅｉｎ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家庭经营收入 ｆａｍｉ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

渔业生产收入

ｆｉｓｈｅ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家庭其他经营收入

ｏｔｈ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

工资性收入 ｗａｇｅｉｎｃｏｍｅ

来自渔业的收入

ｆｒｏｍｆｉｓｈｅｒｙ

来自其他行业

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３３．８１％ ６６．１９％ －１１８．９８％ ２１８．９７％

拉动力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２１％ ４．３４％ －２．４６％ ４．５３％
注：同意±０．０１％的计算误差。
Ｎｏｔｅ：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ｌｕｓｏｒｍｉｎｕｓ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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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渔民财产性收入结构对其自身的贡献率及拉动力
Ｔａｂ．７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ｂ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ｏｍｅｔｏｉｔｓｅｌｆ
财产性收入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ｏｍｅ
利息、红利、储蓄性保险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ｓａｖ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土地或水面经营权租金

ｒ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ｒｉｇｈｔ
其他财产性收入

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ｏｍｅ
贡献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１６９．９％ －１１９．１９％ ４９．２９％
拉动力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８．０９％ －２６．７２％ １１．０５％

注：同意±０．０１％的计算误差。
Ｎｏｔｅ：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ｌｕｓｏｒｍｉｎｕｓ０．０１％．

表８　转移性收入对其自身的贡献率及拉动力
Ｔａｂ．８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ｂ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ｔｏｉｔｓｅｌｆ

转移性收入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

养老或退休金社会救济或政策性生活补贴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ｆｕｎ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ｉｅｆ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赡养收入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ｃｏｍｅ

其他转移性收入

ｏｔｈ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

贡献率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７２．８８％ １７１．５２％ １．３７％
拉动力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３．０９％ －５４．３５％ －０．４３％

注：同意±０．０１％的计算误差。

Ｎｏｔｅ：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ｌｕｓｏｒｍｉｎｕｓ０．０１％．

２．２　从贡献率和拉动力分析中国渔民家庭经营
收入发展趋势

根据贡献率和拉动力测算结果，家庭经营收

入对渔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及拉动力名列第一，

成为带动渔民增收最主要因素。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
中国渔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从２００８年的３０３７１
元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２０７１元，增长了１．０４倍左
右，年增长率为１５．３７％。家庭经营收入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年变化趋势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ｆａｍｉ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界定一个渔民家庭的重要标志是从事渔业
生产，渔业生产纯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是高

于５０％的［１７］，因此研究渔业生产收入对渔民家

庭经营收入的贡献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渔民渔

业生产收入对渔民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为

３３．８１％，拉动力为２．２１％；渔民家庭其他经营收
入对渔民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为６６．１９％，拉
动力为４．３４％（表６）。中国渔民家庭其他经营
收入对渔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影响力远大于

渔民来自渔业生产的收入。

２．３　从贡献率和拉动力分析生产性补贴增长情
况

渔民生产性补贴对渔民总收入的贡献率和

拉动力位居第二，是带动渔民增收的第二大因

素。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排除生产补贴的渔民转移性
收入年均增长率为６．２８％，而渔民生产性补贴的
年均增长率达到３６．９１％（表９）。一方面，体现
新统计制度把渔民生产性补贴从渔民转移性收

入中单列出来，成为平行项的必要性；另一方面，

上述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２００６年国家专门出
台渔用柴油补贴政策［２０］实施效果。

３　结论

本文基于２０１３年新渔民收支统计制度对渔
民总收入构成的定义，把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
家庭生产性补贴从转移性收入中单列出来，成为

平行项，并结合中国渔民家庭收入数据进行研

究。分析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渔民收入不断增加，
渔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对渔民收入产生不同程

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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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中国渔民转移性收入与生产性补贴对比（单位：元）
Ｔａｂ．９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Ｕｎｉｔ：ＲＭＢ）

年份 ｙｅａｒ 转移性收入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ｃｏｍｅ 生产性补贴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ｉｄｙ

２００８ ２４８．８６ ６７３．４９
２００９ ３８５．６６ ７９８．７６
２０１０ ４１４．９５ ８４４．８５
２０１１ ４２８．０５ １５８２．７７
２０１２ ４７９．４４ １９０３．０８
２０１３ ３３７．４４ ３２３９．７３

年均增长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ｎｕ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 ６．２８％ ３６．９１％
２０１３年比２０１２年增长率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１３ａｎｄ２０１２
－２９．６２％ ７０．２４％

３．１　渔民家庭经营收入对渔民收入的影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渔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渔民总

收入８５％以上，居于主导地位。通过灰色关联度
量化综合模型分析，渔民家庭经营收入与渔民总

收入最具关联度，更证实渔民家庭经营收入是影

响渔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渔业生产对渔

民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逐年减少［７］，２０１３年渔民
家庭其他经营收入对渔民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

率和拉动力分别是６６．１９％和４．３４％（表６），高
于来自渔业生产收入提供的贡献率和拉动力。

这表明，渔民劳动力结构产生分化，非渔业经营

活动不再处于“萌芽状态”［３］，已发展到一定程

度。渔民不再以单一的渔业生产为生，在渔业生

产的同时从事其他生产经营，例如家禽养殖、种

地、各种副业生产和从事个体经销等。要增加渔

民家庭经营收入首先要通过各政府部门对渔业

科技的开发和创新给予大力支持，吸引高科技人

才从事渔业技术研发事业，同时借鉴国外先进技

术经验，从而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其次要开

展渔民技术培训，及时普及渔业养殖新技术，从

而提高渔民生产能力；再者，还需积极拓展水产

品销售渠道；同时，要鼓励渔民收入方式多样

化［１４］，进一步合理利用渔业生产闲暇时间，参与

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只有多种方式相互配合作

用，才能促使渔民增产增收。

３．２　生产性补贴对渔民收入的影响
生产性补贴自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年均增长

率为 ３６．９１％，２０１３年与 ２０１２年相比达到
７０．２４％的增长速度（表９），这说明国家渔业政策
性补贴力度逐年加大。生产性补贴在渔民总收

入中占比也逐渐增长，跃居第二。通过灰色关联

度量化综合模型分析，生产性补贴关联度排名第

二。根据贡献率和拉动力测算结果，生产性补贴

对渔民总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力分别为２３．６２％
和１．５７％（表４），名列第二。这证明生产性补贴
在渔民总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

大，对渔民增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拉动作用。

所以国家更要落实支渔惠渔政策。加大渔业生

产补贴力度［６］，一方面降低渔业生产成本，另一

方面提升渔业生产基础条件，有效地提高渔业生

产装备水平。

３．３　渔民收入结构其他组成部分对渔民财产性
收入增长的影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
转移性收入占渔民总收入比例整体呈现平稳态

势；在灰色关联度量化综合模型的分析结果中，

三者与渔民总收入的关联度也十分相近。工资

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不是影响

渔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但对渔民增收也起到一定

的影响作用。

目前，部分渔民在从事渔业生产的同时还从

事其他工作［７］。通过拉动力和贡献率分析，渔民

工资性收入对渔民总收入的增长起到拉动作用，

但拉动力主要来源于其他行业。来自其他行业

收入对渔民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力分别

为２１８．９７％和４．５３％（表６），而来自渔业收入对
渔民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力竟为负值，这

说明一方面渔业雇工水平不高，渔业工资水平

低，渔业产业化有待提高［９］，另一方面，因为渔业

产业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很多渔民选择进入其他

行业务工，渔业产业面临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所

以需要通过支持渔业产业化发展，调整渔业产业

结构［２１］，调动养殖户、合作社及企业发展渔业的

积极性；培育龙头企业［２２］，从而提高渔业雇工水

平，提高渔业工资水平，促使渔业产业劳动力回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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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渔民财产性收入对渔民总收入的增长

也起到拉动作用。但土地和水面经营权租金对

渔民 财 产 性 收 入 的 贡 献 率 和 拉 动 力 为

－１１９．１９％和－２６．７２％（表７），对渔民财产性收
入的增长产生负影响。因为近年来沿岸近海和

内陆水域的水利建设、采砂施工［１１］、填湖还田和

大兴建房等工程，导致一些渔场失去渔业功能，

作业渔场缩减，致使渔民的土地和水面经营权租

金减少。面对渔场缩减问题，一方面要保护自然

渔场资源，保证渔民作业渔场面积；另一方面，要

提高渔民转产转业能力，根据渔民实际需求，对

渔民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为失业渔民提供

再就业机会，拓宽就业渠道。

渔民转移性收入对渔民总收入的贡献率为

－３．６２％，拉动力为－０．２４％（表５），制约了渔民
增收。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２年，赡养收入及其他转
移性收入均有所下降，其中赡养收入的降低是主

要原因，渔民转移性收入能维持在一定水平，是

因为养老或退休金及社会救济或政策性生活补

贴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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