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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CHA ID 方法, 对 2002 年舟山渔业人口家庭消费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类分析。结果表

明, 舟山渔民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年有了显著提高, 但同时收入差异也在扩大, 而收入水平又正是

影响舟山渔民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文化教

育水平的差异。就政策问题对分析的结果作了初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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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舟山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 长江南侧, 杭州湾外缘的东南洋面上。全市由 2. 08 万平方公里

海域和 1390 个岛屿组成, 是华东门户, 沪、杭的海上屏障, 素以“中国鱼都”而闻名于世。舟山群

岛附近海域, 拥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 尤其是渔业资源得天独厚。舟山是我国最大、世界第四

大渔场, 也是我国重要的海洋捕捞和加工基地。海洋渔业是舟山的传统优势基础产业, 也是影

响未来舟山社会经济发展一支重要的力量。

解放以后, 舟山渔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 年, 舟山出海渔船只有 3522 艘, 年产量仅为

1. 25 万吨。解放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舟山渔业有了快速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 舟山

渔业产量达到 50 万吨, 90 年代继续高速发展, 2000 年更是达到 135 万吨。2000 年全市渔业总

产值 65. 35 亿元, 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 32. 29% , 占大农业①总产值的 87. 70%。舟山渔业发展

的背后是渔业装备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重捕轻

养”, 舟山的海水养殖一直比较薄弱。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舟山水产养殖业也有了长足的发

展。2000 年, 舟山海水养殖面积达 6753 公顷, 产量 5. 19 万吨, 但比重依然很低。淡水养殖产量

仅为 4355 吨。

进入 21 世纪, 舟山渔业发展与全国一样也面临着许多困境。首先, 传统渔业资源继续衰
退。例如, 传统经济鱼类大黄鱼、马面鱼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急剧衰退, 90 年代仍处在波

动衰减之中。1980 年大黄鱼产量高达 35139 吨, 2000 年仅为 327 吨, 减少了 100 多倍。其次,

由于渔业资源的减少, 船多鱼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近年来近海捕捞的船只和吨位都在不断地减

少。例如, 1997 年舟山近海捕捞的船只为 4737 艘, 吨位 182351 吨, 2000 年船只减少到 3520

艘, 吨位为 147090 吨。此外, 舟山渔业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 捕捞、养殖和加工的发展比例不甚

协调。海水养殖由于受到整个海洋污染的制约, 至今发展缓慢。在 2000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生效以后, 舟山捕捞渔场范围已经大大缩小, 舟山渔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舟山作为我国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 面对上述挑战, 如何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则成了

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而要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事渔业的主体——渔民对渔业资源可持

续发展的认知水平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能

否顺利而有效地实施, 也直接关系到渔业经济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同时也必然会

对渔民自身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生重要的作用, 并进而影响到是否能为国家相关政策的

实施创造有利的人力、物力条件。

本文主要依据以 2002 年舟山渔业人口家庭消费抽样调查数据对舟山渔业发展进行初步

的实证分析, 尤其是从渔民的视角来考察渔民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与态度。如前面所

述, 舟山地区的渔业人口、生产、消费以及资源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实际上, 这种宏观的

变化是与渔民的渔业生产行为和态度息息相关的。因此, 深入调查和研究舟山地区渔民的渔业

生产经济发展状况, 分析舟山渔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以及可持续发展观, 可以加深我们对沿海地

区人口、生产和消费以及资源环境这几方面的关系的认识, 也有助于我们探寻我国海洋渔业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 2002 年 2 月我们对舟山所实施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的研究

总体是舟山地区的渔业人口。从理论上讲, 调查范围应该覆盖舟山市所辖的定海区和普陀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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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 1000 多个岛屿。但考虑到海岛地域和人口的分散以及人力、物力和时间的约束, 具体实施

抽样调查时, 首先在渔业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重点岛屿 (渔业人口占 30% ) 中, 简单随机抽取

了舟山本岛、朱家尖岛、登步岛、蚂蚁岛、桃花岛、岱山岛、大长涂山岛和长白岛等 8 个岛屿中的

8 个乡镇。然后, 在渔民人口比例高于 30% 的自然村中, 简单随机抽取 16 个村庄, 在选取的村

委会中, 获取所有渔业家庭户的户主名单作为具体的抽样框架, 然后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 在

每个村委会当中, 随机选取 40 个渔业家庭户进行入户访问。为了保证有效样本, 总共选取 680

户被访者, 其中 662 户为有效样本。调查对象主要为调查区域中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的渔民,

其年龄在 18- 65 岁之间。

2. 2　方法

为了迅速、准确反映本次调查对象的特征和差异, 本文采取CHA ID (Squared A u tom atic

In teract ion D etecto r) 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研究。CHA ID 的核心思想是根据一个给定的

目标变量和其他经过筛选的样本特征指标对样本进行最优分割的方法, 是专门用于对分类和

序次等级数据进行分析的有效方法, 是针对分类或序次等级变量, 根据给定的目标变量和样本

特征变量进行优化分类的方法。CHA ID是以目标最优为依据, 具有目标选择、变量筛选和聚类

功能的分析方法。在分类的过程中, 可以选择使用一个最佳分类变量并根据选择的结果和目标

函数判断下一阶段分裂的方向, 也就是, 在分类中识别下一次分类的最佳变量, 同时可以对分
类过程进行过程控制。

CHA ID 以原始数据处理为出发点。首先选定分类的目标变量, 然后选定分类指标与分类

目标变量进行交叉分类, 产生一系列二维频数表; 分别计算所生成二维分类表的X 2 或似然估

计统计量; 比较统计量的大小, 以最大统计量的二维表作为最佳初始分类表, 在最佳二维分类

的基础上继续使用分类指标对目标变量进行分类, 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分类条件满足为止。

CHA ID 具体算法可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步, 建立交叉分类表。

将变量X j (1< = J < = M ) 与 Y 进行交叉分类, 假定 Y 为目标序次等级或分类变量, 交叉

分类的结果形成一个二维交叉分类表。由于使用M 个分类指标与目标变量进行交叉分类, 因

此, 可以产生M 个交叉分类表。

第二步, 计算X 2 统计量或最大似然估计值。

第三步, 选择分类变量。

比较M 个交叉的X 2 统计量或似然估计值的大小。假定 Y 与X i 交叉分类的统计值最大,

则选定 X i 为最佳交互分类方法。也就是, Y 与X i 交叉分类最能体现 Y 的分布差异。

第四步, 分类方向确定。

对已分好的最优二维表继续根据X i 对 Y 进行交叉分类 (已使用过的最优变量除外) 形成

三维交叉表。重复 (1) , (2) , (3) 就可在不同阶段得到多维交互表并找到针对目标变量 Y 的最

优分类。

第五步, 确定停止条件。

一是设置统计量域值。如果统计量小于设定的有统计意义的最小统计值则分类停止。

二是设置交叉分类维数。如果交叉分类的维数大于预先设置的交叉分类的维数则迭代停

止。

三是设置每组的最少样本数。如果继续进行交叉分类的组内样本数小于设定的样本数则

·14·

舟山渔民人口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观的实证分析



迭代停止。

从CHA ID 的算法可以看到: CHA ID 是采用逐步探查的方法。由于CHA ID 采用定性数

据, 目标变量可以根据分类特征指标进行多种分类, CHA ID 方法就是对众多分类加以比较并

找到最佳分类变量和最佳分类结果。按照最优分类线索找到的最佳结果成为继续进行最优分

类依据。在分类过程中, 随着分类维数的增加, 对样本特征的描述越来越准确, 同时, 样本对目

标的反映也越来越突出。

3　舟山渔民渔业资源生产和消费的行为和态度分析

3. 1　调查对象的人口和经济特征

在 662 名被调查者中, 男性为 497 人, 女性为 165 人。男女年龄主要集中在 30- 49 岁, 该

年龄组即占 662 名被访者中的 78%。在 662 名被调查者中, 本地居民为 538 人, 占 81% , 迁移

者为 119 人, 其中女性为 83 人, 占 70%。被调查对象中, 户主为 491 人, 占 74% , 绝大多数是有

配偶家庭, 662 名被调查者代表的 662 户家庭, 其家庭户平均人数为 3. 34 人。被调查者以初小

文化水平为多, 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50. 2% , 初中文化水平的占 42. 1% ,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 1
年。受访者中主要是渔民, 占被调查者的 74. 9%。

伴随着舟山渔业的迅速发展, 渔民的家庭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调查数据显示, 2001 年渔

民全年家庭的毛收入平均为 31728 元, 为 10 年前 8212 元的 3. 8 倍。10000 元以上收入的渔民

家庭现今是占 78. 4% , 而 10 前仅为 21. 3% ; 30000 元以上收入的现在有 27. 3% , 而 10 前仅为

1. 5%。渔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在渔民收入大大提高的同时, 渔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在增大。10 年

前渔民平均收入的极差②为 12 万, 而如今这一指标已扩大为 56 万。

如果把现今的收入作为目标变量, 而寻求影响其样本特征变量, 通过CHA ID 方法, 我们

发现现今的收入差别很受十年前收入水平的影响。10 年前万元以上收入的渔民有更高的比例

(46. 3% )进入现今 3 万元以上收入的行列, 而万元以下收入者只有 18. 2% 进入了现今的高收

入行列。

3. 2　被调查者有关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观评价

与过去 5 年前的生活水平相比, 多数被调查户认为是有所进步或者改善。近 50% 的被调

查对象认为现在生活比过去要好, 但也有 20% 的人认为现今的生活是变差了。其实, 生活水平

的高低, 生活质量的好坏, 最直接影响因素就是经济收入。依照CHA ID 方法, 很容易得出相同

的结论。以经济收入分类作进一步分析, 可以看到收入差异对生活水平评价的差异影响很大。

从调查结果来看, 低收入人群③中, 有 44% 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水平比以前更糟了, 只有不到

19% 的人认为生活比以前变好了。相反, 在高收入人群中有近 75% 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比以

前好了, 只有不到 7% 的人认为比以前变坏了 (参见表 1)。值得注意的是, 在高收入人群中, 被

调查者的职业也会影响他们对现在和过去生活对比的评价。分析表明, 高收入人群中的渔民与

非渔民 (商业、办事人员、其他) 对现今生活的评价有显著差异, 例如, 在这些渔民中有 66% 的

人认为生活比过去好了, 但在非渔民人群中, 这个比例高达 88%。这一差别表明, 即便是高收

入人群的渔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渔业发展带给他们的福利不甚显著, 远不及 20 世纪 80

年代渔业发展带给他们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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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对象对目前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

　　生活水平

评价　　

总　体 10000 元以下 10001- 20000 元 20001- 30000 元 30000 元以上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0 2 0. 30 0 0. 00 0 0. 00 0 0. 00 2 1. 10

好 29 4. 38 1 0. 70 1 0. 49 6 4. 55 21 11. 60

较好 77 11. 63 7 4. 90 8 3. 88 21 15. 91 41 22. 65

一般 422 63. 75 71 49. 65 157 76. 21 94 71. 21 100 55. 25

较差 110 16. 62 52 36. 36 34 16. 50 9 6. 82 15 8. 29

差 22 3. 32 12 8. 9 6 2. 91 2 1. 52 2 1. 10

合计 662 100. 0 143 21. 60 206 31. 12 132 19. 94 181 27. 34

　　P 值= 0. 0000, Ch i 平方= 124. 8856

3. 3　被调查者关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观

这部分我们将从调查对象对目前渔业资源环境现状的认识和对现行渔业政策的认可度两

方面分别展开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的增长, 环境污染日趋明显和严重, 沿海发达地区该问题尤为突

出。海洋资源环境形势也不容乐观。作为我国最大的渔港, 舟山在渔业生产大发展的同时, 渔

业资源减少, 环境污染趋于严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事实上, 从调查的情况看, 绝大多数被调

查者都认为海洋污染比以前是恶化了, 只有不足 5% 的认为没有变化或减轻了。不过, 有不小

的比例 (14% )对此问题不清楚。应用CHA ID 方法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 高收入人群中有更高

的比例 (88. 4% )认为环境恶化了, 更小的比例 (不到 5% ) 回答不知道。而在中低收入人群中,

较低的比例认为环境恶化了, 而较高的比例回答不知道。在中低收入人群中, 文化水平差异会

影响他们对环境污染认知水平。在这些人群中, 有一半以上的人只有小学以下文化水平, 他们

当中有 72% 的人认为环境恶化了, 有 22% 的人不知道; 另一半是初中及以上的人群, 他们中有

85% 的人认为环境恶化了, 有 11% 的人回答不知道。因此, 文化水平也同样影响着他们对环境

质量的认知水平。

表 2　与五年前相比对本地海洋污染状况的评价

　　　生活水平

评价　　　　　

总体 低于 30000 元 30000 元以上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0 3 0. 45 3 0. 62 0 0. 00

恶化了 535 80. 82 375 77. 96 160 88. 40

没有变化 16 2. 42 9 1. 87 7 3. 87

减轻了 15 2. 27 10 2. 08 5 2. 76

不知道 93 14. 05 84 17. 46 9 4. 97

合计 662 100. 00 481 72. 66 181 27. 34

　　　P 值= 0. 0004, Ch i 平方= 14. 4605

如果说被调查者对海洋污染还不够敏感的话, 那么对这些以海为生的渔民来说, 渔业资源

的衰退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被调查者中 95% 的人都认为海洋渔业资源是减少了。当然, 在

这些被调查者中, 文化水平差异略微影响回答的差异。文化水平越高, 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关注

越明显。

为了遏制国家海洋资源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陆续颁布和修改了许

多有关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法规, 休渔期管理制度就是有效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之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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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政策规定, 在休渔期禁止近海捕捞。对于这项政策, 被调查者普遍是认同的。不过, 经济收入

的差距直接影响着对休渔政策的态度。从表 3 看到, 低收入人群中, 认可休渔政策的比例明显

低于中高收入的人群。而且, 还有不小的比例 (15% )认为休渔政策不利于他们的渔业生产。这

种差异的解释或许是, 收入相对高的人, 由于较好的生产水平和技术, 更希望捕捞到高质量的

鱼类产品; 而低收入的则希望能够不加限制捕捞, 增加渔业生产的时间。在收入为 10000 元以

上的人群中, 过去 10 年前就处于有较好收入 (10000 元以上) 的人比收入较低 (10000 元以下)

的人有更高的比例认为休渔政策有利于渔业生产。对于这些过去就从渔业生产上获得收益的

渔民来说, 他们更了解这些年渔业资源的枯竭以及休渔期的重要性。

对于现行的休渔期政策是否还应该延长或缩短这样一个问题, 经济收入是影响他们回答

该问题差异的一个原因。从表 4 中看到, 中等以上收入的人群对现行政策的认可度要高于中等

以下收入的人群, 而且, 认为缩短和不知道的比例也要小于这组人群的比例。显然, 这些结果与

上述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 3　关于目前休渔政策对渔业生产影响的评价

　　　生活水平

评价　　　　　

总体 10000 元以下 10000 元以上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0 5 0. 76 2 1. 40 3 0. 58

有利 535 80. 82 98 68. 53 437 84. 20

没有影响 26 3. 93 6 4. 20 20 3. 85

不利 46 6. 95 22 15. 38 24 4. 62

不知道 50 7. 55 15 10. 49 35 6. 74

合计 662 100. 00 143 21. 60 519 78. 40

　　　P 值= 0. 0012, Ch i 平方= 12. 4851

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迅速枯竭, 海洋捕捞的成本越来越大, 海水养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

视。虽然, 舟山群岛的海水养殖的天然条件并不十分理想, 但近几年, 舟山海水养殖发展还是很

快。对于是否应当大力发展海水养殖这个问题, 不同的收入群体对此有不同的回答。从表中看

到, 经济收入越高越赞同要大力发展海水养殖, 收入水平越低赞同大力发展海水养殖的比例就

低, 而回答不知道的比例较高。实际上, 发展海水养殖不仅需要资金, 而且还需要技术, 这也许

就是为什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在看到海洋捕捞的资源制约后, 有较高的积极性支持养殖

业的缘故吧。

表 4　对现在休渔期应当如何的调查

　　　生活水平

评价　　　　　

总体 20000 元以下 20000 元以上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0 1 0. 15 1 0. 29 0 0. 00

延长 148 22. 36 75 21. 49 73 23. 32

不变 345 52. 11 163 46. 70 182 58. 15

缩短 87 13. 14 50 14. 33 37 11. 82

不知道 81 12. 24 60 17. 19 21 6. 71

合计 662 100. 00 349 52. 72 313 47. 28

　　　P 值= 0. 0013, Ch i 平方= 12. 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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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对今后海水养殖业应该如何发展的调查

　　　生活水平

评价　　　　　

总　体 10000 元以下 10001- 20000 元 20000 元以上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0 4 0. 60 2 1. 40 1 0. 49 1 0. 32

大力发展 444 67. 07 75 52. 45 137 66. 50 232 74. 12

不变 23 3. 47 6 4. 20 5 2. 43 12 3. 83

减少 24 3. 63 9 6. 29 7 3. 40 8 2. 56

不知道 167 25. 23 51 35. 66 56 27. 18 60 19. 17

合计 662 100. 0 143 21. 60 206 31. 12 313 47. 28

　　P 值= 0. 0004, Ch i 平方= 18. 0533

综上所述, 被调查者关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收入水平的影响,

当然, 文化水平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4　小结和思考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和重视。1992 年里约

热内卢环发大会以后,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广泛被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并倡导, 中国

也不例外。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过去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反思。盲目的经济

增长不仅没有消除贫困, 提高人类生活水平, 而且还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 20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经济步入了迅

速发展的轨道。中国渔业发展也是如此。1999 年全国水产品总量达 4122 万吨, 是 1949 年的近

80 倍, 其中, 捕捞产量 1726 万吨, 养殖产量 2396 万吨。从 1990 年起, 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跃居

为世界第一, 并一直保持至今。然而,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渔业高速发展所积累的环境污

染、渔业资源衰退等问题日趋严重。加之中韩、中日渔业协定的生效, 中国海洋渔业和作业渔场

明显减少, 海洋渔业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然, 面

对巨大的挑战, 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寻求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986 年, 中国政府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加强了渔业生产的法制化管理, 加强了渔业资源的保护。1995 年起中

国政府在黄渤海、东海、南海实施了伏季休渔制度。为了加大对我国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 从

1999 年起, 农业部提出海洋捕捞“零增长”目标。

通过对舟山调查数据的分析,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舟山的渔业发展和困境实际上是中国渔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 舟山渔业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东南沿海一带渔业发展所面临的问

题, 从舟山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多少可以窥见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通过上述

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 在现行的渔业政策和渔业资源现状之下, 仅靠传统的捕捞业已很难支撑舟山海洋经

济的长期健康的发展, 也必将制约着渔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这在高收入人群中的渔民与非渔

民对现今生活评价的显著差异分析中已有所体现。所以, 为实现渔业人口、生产和消费以及资

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海洋养殖业应是一条可取之路。不过, 舟山的海洋养殖

业发展又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限制。上述分析还显示, 目前广大渔民已普遍地对渔业资源的枯

竭和海洋环境污染表示担忧, 这就在认识层面上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了有利的思想基础。但

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渔民对该问题的认识水平。同时, 渔民在对现行渔业政策

和政策发展方向方面的态度, 同样很明显地受到了收入水平的影响。通常, 收入水平较高的人

群对目前本地海洋环境污染状况、对目前休渔政策的影响以及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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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都显得更为深刻一些。调查结果中占有不小比例的“不知道”人群尤为值得关注。渔业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之一正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渔民的收入, 而渔民的收入水平也正是可持

续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 不论是从客观的样本数据来看, 还是从被调查者对其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观评价来

看, 渔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都可体现出比十年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这就为舟山经济实现

向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型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但与此同时, 该地区渔民收入的贫富差距却也

在令人担忧的增大。我们的分析表明, 一个阶段的收入水平将会对后一个阶段的收入状况产生

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收入水平也正是渔民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认知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制

约因素。因此, 贫富差距的拉大, 既不利于广大渔民收入的普遍、持续提高, 从而制约了渔民科

学的渔业资源可持续观念的形成和完善, 更不利于整个社会全面、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 文化水平的差异同样是引起渔民对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认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

素。而从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也可看到, 舟山地区渔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仅以初小文化

水平为主。因此, 今后应大力发展教育, 尤其是应展开一些针对性强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教育,

促进渔民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观的普遍形成, 从而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

注释:

① 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 统称“大农业”。

② 极差是样本数据中极大值与极小值的差值。

③ 本文中, 低收入人群是指年毛收入 10000 元以下的; 高收入人群是指年毛收入 30000 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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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人口空间增长和分布的模式是目前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随着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发展和小汽车的普及, 城市空间距离会大大缩小, 人口增长的高峰区将由

“中城”地区向外围推移, 最终向郊区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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