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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花鲈养殖是我国沿海重要的海水鱼养殖产业之一，对该行业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有利于促进
该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实地调研数据评估了不同养殖模式下花鲈养殖的经济效益。结果表明：在经

济效益方面，池塘养殖模式下花鲈单位产量总成本最低。其中池塘养殖模式下为１６．６９元／ｋｇ，普通网箱养殖
模式下为３１．４８元／ｋｇ，深水网箱养殖模式下为３６．６２元／ｋｇ。在成本结构方面，可变成本所占比例均高于固
定成本，其中饲料成本占比最大，其余成本项目根据养殖模式而产生差异。在盈亏平衡分析与敏感性分析中，

池塘养殖易受市场波动影响，普通网箱养殖具有一定的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基于此，建议池塘养殖主产区

加强产业集群程度，延伸产业链。网箱养殖户应提高科学养殖技术水平，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管理部门应通

过对花鲈苗种质量和养殖环境的有效监管为养殖生产者提高经济效益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中国花鲈；成本收益；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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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鲈（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隶属鲈形目、
!

科、花鲈属，俗称海鲈。广布于中国沿岸，南到

越南边界，北到朝鲜半岛边界［１］。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花鲈在广东，福建，浙江已经发展成为

池塘、网箱养殖的主要品种。随着对野生苗种捕

捞强度日益增大，种苗资源濒临衰竭，１９９２年，福
建省水产研究所同业界共同合作开发，于２００１年
正式攻破了花鲈排卵控制技术［２］。尔后，鱼苗的

质量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２００７年雷霁霖院
士与养殖企业成功对接了《花鲈生殖调控和室内

人工育苗技术》项目，提高了苗种孵化率和质量。

随后，花鲈人工养殖实现了产业化，成为我国重

要的养殖鱼类［３］。２０１６年，全国养殖花鲈产量约
１３．９４万吨，其中广东省为 ６９６１５ｔ，福建省为
３０１２０ｔ［４］，两省产量占全国的７１．５１％。
　　在以往的水产养殖经济效益研究中，学者们
多采用成本效益构成分析［５］、成本结构差异分

析［６８］、不确定性分析［９］和技术效率分析［１０］等方

法直观比较养殖活动的成本收益情况，全面评价

单个养殖行业在不同养殖模式下的养殖经济效

益。本研究将首先对我国花鲈在池塘养殖，网箱

养殖模式下的经济效益状况作出评价，分析我国

花鲈养殖的成本构成情况、盈利情况以及对于市

场风险的抵抗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

策建议。

１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对养殖户的问卷

调查，调研人员于２０１７年７月深入福建省福鼎市
以及广东省珠海市对２６个养殖主体进行一对一
访谈，获取养殖主体成本收益情况，２０１６年度生
产状况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是花鲈的主产区之一，养殖的花鲈已于２００９年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１１］，其主要采取池塘

养殖方式从事养殖生产活动。福鼎市是我国最

早对花鲈养殖进行大规模系统开发的地区［１２］，养

殖网箱已达一万多口。因此选取珠海市和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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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两市的养殖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并且由于

花鲈养殖技术的相似性，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具有

同质性，本研究的重点为对比不同模式下的花鲈

养殖经济效益，因此着重分析了其中１９个养殖
户的经济效益。调研样本的养殖规模如表 １所
示。

表１　调研样本量分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ｆａｒｍ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

养殖模式

Ｍｏｄｅｓ
养殖规模

Ｆａｒｍｓｉｚｅ
户数

Ｎｏ．
深水网箱／个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ａｇｅｓ １～９ １

１０～５９ ３
＞６０ ３

普通网箱／个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ｇｅｓ ２０～４９ ３
５０～７０ ５

池塘养殖／亩Ｐｏｎｄｆａｒｍｓ ２０～５９ ４

１．２　分析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成本利润率，盈亏平衡收入

两个指标以及敏感性分析来衡量花鲈养殖的经

济效益和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

１．２．１　成本利润率
成本利润率指标表明养殖户每付出一单位

成本费用可获得利润的占比。公式为

ＢＣＲ＝ＴＲ－ＴＣＴＣ （１）

式中：成本利润率 ＢＣＲ为单位产品总利润（ＴＲ
ＴＣ）和生产总成本ＴＣ的比值，该指标能反映一定
时期养殖户的利润水平，指标越高表示养殖户的

效益越好。

１．２．２　盈亏平衡分析
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中存在经营平衡点，此时

继续进行生产则将盈利。本文采取盈亏平衡收

入和盈亏平衡价格两个指标对养殖户的盈亏平

衡状态进行了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ＢＥＰＲ＝Ｐ（
Ｆ
Ｐ－Ｖ） （２）

式中：Ｐ表示单位产量花鲈的销售价格；Ｆ为花鲈
的总固定成本，Ｖ为花鲈的单位可变成本。
１．２．３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用来分析测算不确定因素（如

价格，饲料成本，苗种成本）对单位重量水产品的

净利润的影响程度和敏感性程度。计算公式如

下：

α＝ΔＮＰ／ＮＰΔＸ／Ｘ
（３）

式中：α为敏感系数，ΔＸ／Ｘ是不确定因素的变动
程度，ΔＮＰ／ＮＰ是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不
确定性因素变动导致的净利润变化的程度［１３］。

２　花鲈养殖成本收益分析

２．１　花鲈养殖成本结构
花鲈在不同养殖方式下的单位产量成本及

其占比如表２所示，深水网箱养殖的单位产量成
本最高，池塘养殖模式下的成本远低于网箱养

殖。在三种养殖模式花鲈的单位产量养殖成本

中，池塘养殖成本最低。在成本构成中，各养殖

模式下饲料占比在６６．３３％ ～７５．５４％内。因此
我国花鲈养殖成本的变动特点主要取决于饲料

费用的变化特点。各养殖模式的成本构成存在

较大差异，除开饲料支出，在池塘养殖模式下，占

比最高的前三项有水电支出，苗种成本以及水域

租金。因为（１）池塘养殖户一般是靠承包池塘进
行养殖生产活动，因此需要支付塘租。（２）由于
需要通过鱼苗中间商从福建收购鱼苗，因此物流

运输过程中，鱼苗有可能受到影响，导致死亡率

上升。（３）为增加收益，他们一般会采取高密度
养殖方式，在炎热或者下雨时需要通过增氧机等

设备调节水体含氧量。而在深水网箱和普通网

箱养殖模式下，单位产量总成本中占比最高依次

为固定资产折旧，固定人工工资以及苗种成本。

原因主要是：（１）普通网箱成本为１５００～７０００
元／口不等，深水网箱造价则根据规格。功能等
成本更高，一般为５～３５万元不等。因此折旧较
高。（２）网箱养殖过程中由于技术不成熟，网箱
容易有贝类藻类等附着物。因此不仅其放养密

度相对不会很高，而且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

清理网箱。（３）网箱养鱼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
因此投放的鱼苗成活率普遍较低，从而导致较高

的苗种成本。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知，对不同养殖模式下

的花鲈养殖单位产量总成本的绝对数而言，池塘

养殖存在一定的成本优势。造成这种优势的原

因主要有：（１）两地的养殖周期不同，网箱养殖的
养殖周期是池塘养殖的１．５倍。（２）两地投喂的
饲料偏好不同，池塘养殖主要采取投喂配合饲

料，而网箱养殖采用的饲料主要依赖于冰鲜小杂

鱼。冰鲜小杂鱼的成本一般为１．５～２．２元／斤，
饵料系数为７～８。而配合饲料的成本虽然比较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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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４～５元／斤，但其饵料系数低，在１．３～２．３区
间内浮动。因此池塘养殖模式下的饲料成本更

具优势。（３）池塘养殖模式下可以通过增氧机、

水泵等增加养殖水体的溶氧度，及时处理花鲈产

生的排泄物，改变花鲈生长环境的ｐＨ等因素。

表２　花鲈养殖的成本构成
Ｔａｂ．２　Ｃ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ａｐｅｒｃｈ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项目

Ｉｔｅｍ

池塘养殖

Ｐｏｎｄｆａｒｍｓ

金额／（元／ｋｇ）
Ｃｏｓｔ

比重／％
Ｒａｔｉｏ

深水网箱养殖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ａｇｅｓ

金额／（元／ｋｇ）
Ｃｏｓｔ

比重／％
Ｒａｔｉｏ

普通网箱养殖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ｇｅｓ

金额／（元／ｋｇ）
Ｃｏｓｔ

比重／％
Ｒａｔｉｏ

苗种支出Ｓｅｅｄ １．０７ ６．４１ １．８６ ５．０９ １．３２ ４．１８
饲料支出Ｆｅｅｄ １１．８７ ７１．１２ ２４．２９ ６６．３３ ２３．７８ ７５．５４
临时员工工资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ａｂｏｒ ０．２３ １．３８ ０．３５ ０．９５ ０．４２ １．３５
渔药支出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０．５２ ３．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水电支出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１．２３ ７．３７ ０．３５ ０．９６ ０．０５ ０．１６
运输费用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５９ １．６２ ０．５１ １．６４
单位可变成本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ｏｓｔ １４．９４ ８９．５１ ２７．４５ ７４．９８ ２６．０８ ８２．８７
固定人工工资Ｆｉｘｅｄｌａｂｏｒ ０．２８ １．６８ ２．１４ ５．８４ １．８１ ５．７４
固定资产折旧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０．５６ ３．３６ ６．１６ １６．８２ ３．４６ １０．９９
设备维修费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０．２ １．２０ ０．７５ ２．０５ ０．１２ ０．３８
其他固定成本ＯｔｈｅｒＦｉｘｅｄｃｏｓｔ ０．０６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２
水域租金Ｒｅｎｔ ０．６５ ３．８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单位固定成本Ｆｉｘｅｄｃｏｓｔ １．７５ １０．４９ ９．１７ ２５．０２ ５．４ １７．１３
单位总成本Ｔｏｔａｌｃｏｓｔ １６．６９ １００ ３６．６２ １００ ３１．４８ １００

２．２　花鲈养殖的收益分析
表３为中国花鲈在不同养殖模式下的单位

产量销售收入情况，在３种养殖模式下，池塘养
殖的单位产量销售价格最低。引起这一现象的

原因在于，斗门地区的花鲈加工产品主要以切片

急冻、生晒鱼干为主，加工程度仍停留在较为初

级的水平，产品也没有形成系列开发与品牌优

势，相比冰冻销往北方的方式，加工产品的附加

值潜能也没有完全地发挥。而且池塘养殖的花

鲈主要上市时间集中在十一和春节期间，鲜活和

冰鲜鱼的保存时间有限，所以需要在短时间内迅

速上市，而需求在短时间内相对平稳保持不变，

因此容易引起所养殖的花鲈市场价格的降低。

而网箱养殖的花鲈由于规格一般为１～２ｋｇ更适
宜进行深加工，其加工品则能长期保存，有利于

避开行情低谷。

表３　花鲈养殖的收益分析
Ｔａｂ．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ａｐｅｒｃｈ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养殖模式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

总成本

／（元／ｋｇ）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

销售价格

／（元／ｋｇ）
Ｐｒｉｃｅ

净利润

／（元／ｋｇ）
Ｎｅｔ
Ｐｒｏｆｉｔ

成本利润率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ｒａｔｉｏ

销售利润率

／％
Ｎｅｔ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ｒｇｉｎ

边际贡献率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ｒｇｉｎ

池塘养殖Ｓｍａｌｌｐｏｎｄｆａｒｍｓ １６．６９ １６．８８ ０．１９ １．１１ １．１０ １１．２８
深水网箱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ａｇｅｓ ３６．６２ ３９．７１ ３．０９ ８．４５ ７．７９ ３０．８７
普通网箱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ｇｅｓ ３１．４８ ３８．０９ ６．６１ ２１．００ １７．３６ ３１．５０

　　在净利润方面，这３种养殖方式的成本利润
率都不高，平均成本利润率都在２５％以下，说明
花鲈养殖所产生的利润远远小于所投入的总成

本，利润较低。小规模池塘由于需要依靠中间商

采购，不掌握定价权，所以利润率最低。网箱养

殖之所以利润率较高主要是由于可以进行深加

工、出口贸易等避开大批鱼上市导致的市场价格

波动。销售利润率如表 ３所示。这表示网箱养
殖花鲈的利润空间比池塘养殖的利润空间大。

边际贡献率可以理解为每一元销售收入中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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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户做出贡献的能力，深水网箱养殖模式的边际

贡献率最高，达到３０．８７％，意即该养殖模式下每
一元销售收入中有０．３１元为养殖户的净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深水网箱与普通网箱的成本

利润率及销售利润率差距显著，但是他们的边际

贡献率没有差别。这是因为成本利润率是利润

与总成本的比值，销售利润率是净利润与销售价

格的比值，边际贡献率是售价和变动成本的差与

售价的比值。深水网箱的固定成本高于普通网

箱，因此利润率低于普通网箱，而边际贡献率计

算的是毛利，两种养殖模式的可变成本及售价比

较相近，所以相差不大。综上，目前我国花鲈养

殖业整体处于一种高投入低利润的生产状态，有

待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利润。

２．３　花鲈养殖的不确定性分析
２．３．１　盈亏平衡分析

不同养殖模式下的盈亏平衡分析结果如表４
所示，盈亏平衡收入越高，表明该种养殖方式的

养殖风险越高。因此仅从盈亏平衡收入这一角

度来看，深水网箱的养殖风险最高。盈亏平衡作

业率反映的是生产周期内产业的盈亏平衡产量

与实际销售产量的比率，该比率越低对养殖个体

越有利。深水网箱养殖和池塘养殖模式的盈亏

平衡作业率比较接近，分别为 ７４．７６％ 和
８８．６０％。而普通网箱的盈亏平衡作业率最低，只
有４５％。因为普通网箱的成本远低于深水网箱，
而销售价格与其相差不大。

盈亏平衡价格是基于以往正常年份的生产

数据和市场价格数据测算而得，若市场价格高于

盈亏平衡价格，则养殖个体在正常生产活动中可

以实现盈利。销售价格与盈亏平衡价格的差值

越大，意味着生产者的利润空间越大。普通网箱

养殖，深水网箱养殖和小规模池塘养殖模式下的

销售价格和盈亏平衡价格之差分别为６．６１元／
ｋｇ，３．０９元／ｋｇ，０．１９元／ｋｇ。这意味着，小规模池
塘养殖容易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规避市场风

险的空间最低。

表４　不同养殖模式下花鲈养殖盈亏平衡分析
Ｔａｂ．４　Ｂｒｅａｋｅｖ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ａｐｅｒｃｈ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池塘养殖

Ｐｏｎｄｆａｒｍｓ
深水网箱养殖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ａｇｅｓ
普通网箱养殖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ｇｅｓ
盈亏平衡产量／ｋｇＢｒｅａｋｅｖ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５０１５４．７５ １００９２５ ５６９６８．５
盈亏平衡收入／元 Ｂｒｅａｋｅｖｅｎｒｅｖｅｎｕｅ ８３５５７８．１３５ ３６９５８７３．５ １７９３３６８．３８
盈亏平衡作业率／％ Ｂｒｅａｋｅｖｅｎｍａｒｇｉｎｓ ８８．６０ ７４．７６ ４４．９０
盈亏平衡价格／（元／ｋｇ）Ｂｒｅａｋｅｖｅｎｐｒｉｃｅ １６．６９ ３６．６２ ３１．４８
销售价格／（元／ｋｇ）Ｓａｌｅｓｐｒｉｃｅ １６．８８ ３９．７１ ３８．０９
销售价格与盈亏平衡价格之差／（元／ｋ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０．１９ ３．０９ ６．６１

２．３．２　敏感性分析
不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系数如表５所示。敏

感系数为正，说明影响因素与净利润的变化方向

相同，反之则相反。其绝对值越大，表明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相同比例的波动时，该

因素引起净利润波动的程度越大。由表５可得，
销售价格在各养殖模式中的敏感系数是最大的，

这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销售价格的变

动对净利润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饲料支出，

以小规模池塘养殖模式为例，当饲料成本上升

１０％，养殖户的净利润就会大幅下降，接近
５４．７０％。在几种养殖模式中，小规模池塘养殖
模式下各项的敏感系数最高，这再次表明小规模

池塘养殖对于市场的波动最为敏感，对市场风险

的抵抗能力最弱。

表５　花鲈养殖的敏感性分析
Ｔａｂ．５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ａｐｅｒｃｈ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动百分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池塘养殖

Ｐｏｎｄｆａｒｍｓ
深水网箱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ｃａｇｅｓ
普通网箱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ｇｅｓ
销售单价Ｓａｌｅｓｐｒｉｃｅ １０％ ７７．７５４％ １２．８３３％ ５．７６１％
苗种支出Ｓｅｅｄ １０％ －４．９１５％ －０．６０２％ －０．１９９％
饲料支出Ｆｅｅｄ １０％ －５４．７０４％ －７．８４８％ －３．５９７％
土地租金Ｒｅｎｔ １０％ －２．９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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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池塘高密度养殖，潜在养殖风险大
池塘养殖模式的投入成本最低，但抗风险能

力也最弱，容易受市场价格，饲料成本波动的影

响。由于近年来塘租上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养殖户普遍提高养殖密度，虽然可以保证经济效

益，但是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调研过程

中，养殖户反映最近几年养殖区域海洋水质环境

的恶化，使鱼生病的概率上升，导致养殖成本增

长。深水网箱的投入成本最高，虽然其盈亏作业

率不及普通网箱养殖，但是其产量一般较高，并

且对疾病和自然灾害的抵抗力较强，长期看来深

水网箱的成本优势将得以体现。

为降低养殖风险，相关部门应推行对苗种的

强制性检疫，制定生产行为规范，合理的病害控

制指南，对养殖水域定时检测，倡导养殖个体对

病鱼死鱼进行无公害化处理，避免对养殖水体的

二次污染。

３．２　不同养殖模式的单位成本及成本构成差异
大

不同养殖模式的单位成本及成本构成差异

大，在所有成本项目中，水域租金的变异系数最

大，其次是固定折旧，人工成本以及苗种成本。

变异系数最小的是饲料支出。原因在于：池塘养

殖户需要支付塘租，而被调研的网箱养殖户基本

上不需要支付水域租金。因此该成本项目差异

最大。其次，由于养殖网箱材料，养殖用管理房，

运输船等均未有标准规格，养殖户主要根据个人

资产状况及偏好等选购或建造，因此养殖户的固

定资产折旧存在较大差异。再者，因为苗种来源

不一样，养殖环境也各有不同，导致苗种的成活

率波动范围大，因此单位产量的花鲈所需要的苗

种成本存在显著差异。

所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当考虑到当地养

殖业的特点，根据调研情况，本研究团队建议福

建福鼎可以围绕龙头企业立鲈鱼科技产业园，加

大鲈鱼深加工、保健食品和药品开发。斗门则更

适合把斗门打造成鲈鱼物流集散中心、价格中

心、交易中心。

３．３　加工品附加值较低
目前就整体而言，海鲈产品附加值仍然较

低，能进行产品深加工的规模化企业不多，花鲈

加工产品主要以切片急冻、生晒鱼干为主，加工

技术仍停留在较为初级和粗放的水平，产品也没

有形成系列开发与品牌优势，相比冰冻销往北

方，鲜活对外出口的方式，加工产品的附加值潜

能也没有完全地发挥。而且这些企业数量辐射

带动能力仍不够强。就盈亏平衡分析而言，池塘

养殖模式和深水网箱养殖模式的盈亏作业率均

接近于８０％。池塘养殖模式已经实现高密度养
殖，若要提高其安全边际率，主要途径就是提高

当地花鲈的销售价格，这需要完善当地花鲈产业

链，促进当地水产品相关企业转型升级。

为推进现代化水产品综合加工基地建设，谋

划高端水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条，建议两地应以核

心企业为基础开展水产品深加工物流园区建设，

如白蕉镇的新港片区已经开始建设，并已与当地

水产龙头企业签约入园。福鼎则需要尽快落实

相关水产技术项目，以养殖龙头企业带动当地鲈

鱼产业链布局。

３．４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在将来进一步

改进：（１）因条件有限，研究的样本较少，样本主
要取自福建省福鼎市，以及广东省珠海市这两个

具有代表性的花鲈主产地，对于浙江省，山东省

等其他沿海地区的花鲈养殖情况未有深入了解，

采用其他省市花鲈养殖的生产数据以及对比不

同养殖规模的成本收益情况可作为后继的研究

内容，以便得到更全面的结论。（２）本文采用的
研究指标不够全面，影响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变量

有很多，比如产业集群程度，组织化程度，品牌建

设情况等未加以考虑，因此本文得到的是一个初

步的分析结果，亟待后续更为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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