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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的案例 

郑建明 1 张相国 2 黄 滕 3 

(1.上海海洋大学行政管理系 201306; 2.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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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水产养殖业的安全健康发展对渔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一直受到政府的重

视,政府制定并执行各类措施以实现对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的规制。政府采取各种不同的规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养殖户的经

济效益。基于对上海市养殖户生产行为和经济效益的调查,应用两阶段平均处理效应模型计量实证分析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

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我们的计量实证结果发现:在有关政府规制的变量中,无公害认证、政府补贴、渔业保险额度、违

规处罚认知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养殖户质量安全监管认知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不显著。因此,渔业行政管理

部门应加大无公害认证的力度,加大渔业政府资金补贴力度,政府应该大力提高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和养殖户的专业化水平,并对

养殖户的安全认证水产品销售给予市场支持来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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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是水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水产品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成为人们喜爱的重要食品之一,在人类的食物结果中所占的比重

也越来越大。全世界有 10 多亿人食用水产品,水产品为人类提供了大约 30%的动物蛋白食物。在渔业中,水产养殖业在满足人类

对鱼和鱼产品的消费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过去几年,水产品的消费的主要增长来自于水产养殖,水产养殖对人类消费

的水产品供应量从 1996 年的 30%增加到 2006 年的 47%,预计未来几年可达到 50%。而这主要是中国推动了增长。但是近几年爆发

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给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敲响了警钟。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理念的变化,

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正在受到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之一因此加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政府规研究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外关于政府食品安全管理规制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食品安全政府规制政策的效率与绩效、食品安全管理规

制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以及企业对规制的反应研究,主要涉及的方法有企业执行规制后市场份额、收益率和增加的内部成本比较

(Caswel,l J.A. 1998)。对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研究主要集中在 HACCP 认证的作用与成本(Maruyama, 2000; Zuurbier, 

2008),采用量化分析方法,他们认为 HACCP 实施会带来养殖成本的增加,HACCP 的实施也有利于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提高。国内对食

品安全管理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政策层面的描述及其对现有管理措施的分析上。在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管理体制和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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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相对于其他农产品来说较少,主要从法律法规体系、标准化体系、检测体系、认证体系展开的。李颖洁(2002)从政府管理、

监督检测体系、水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养殖投入品管理、无公害水产品示范区、引进先进工业六个途径提供我国水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黄家庆(2003)对我国水产质量安全管理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应该从法律、技术和行政三个保障体系来管理水产

品质量安全按问题。刘新山,高媛媛(2009)对我国相应水产养殖产品行政监管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提出要加强行政监管具

体措施。国内对农户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从农户经济效益的现状出发,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佟景春,吕子臣, 1998;黄仲青,

蒋之埙, 2003)。周峰(2008)提出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受到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支持和政府规制的影响,但是没有从政府规

制的角度计量实证分析对农户的经济效益。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研究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农户经济效益的文章很少,几

乎没有人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本文以上海市郊区养殖户为例,计量实证分析

我国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首先界定研究变量、选择理论模型和对

样本数据统计分析;其次建立计量模型并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

府规制方式提供借鉴。二、变量界定与理论模型的设定 

 (一)变量界定 

政府规制经济学说明只要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都为政府规制提供了切入点,而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公共产

品属性和外部性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为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的提供了合理的理由。最近几年我国政府针对水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颁布并实施了诸多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与经济效益产生重要的影

响。而养殖户对政府规制政策的认知、选择并采取相应的行为也会对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在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之前,

本文假定水产养殖户服从“经济理性人”的基本假定,养殖户从事水产养殖业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本文试图分析政府相

关的规制变量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养殖户的个人、家庭和生产特征变量可以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结合以上理论分析、假

定和水产养殖业的特点,本文以养殖户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有影响的变量做如下

界定。 

第一,养殖户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养殖户户主的年龄和教育状况。养殖户年龄越大,养殖户的经验越丰富,养殖户的经济效

益越高;养殖户的教育程度越高,会有更多的外部资源可以利用,经济效益也越高。 

第二,养殖户的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对养殖业劳动力配置。由于养殖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把更多的劳动力从事水产

养殖业,家庭成员有激励机制去努力实现养殖业效益提高,因此我们假设越多劳动力从事水产养殖业,该养殖户家庭养殖业的经

济效益越高。 

第三,养殖户的生产经营特征,主要包括养殖户养殖品种的选择、养殖面积和养殖产品的价格情况。养殖面积对养殖业经济

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养殖面积越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养殖,以期望最大效用的利用资源。养殖户

的水产品价格越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就较高。养殖户选择养殖不同的品种,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也会有差别。 

第四,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变量。本文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变量不

便直接测量,养殖户对政府规制的认同程度近似看作政府规制的替代变量,本文涉及到这类政府规制变量主要有:养殖户对水产

养殖质量安全监管的认同程度和养殖户对违规养殖处罚严格认同程度,如果政府在这两个方面的管理越严格,养殖户的认同度就

越高,相应的养殖户为此要投入更多养殖成本,因此养殖户从事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益也越低。另一类是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

规制可以直接测量的,本文涉及到这类政府规制变量主要有水产养殖业补贴、水产养殖业保险额度和养殖户是否参与无公害认

证。在政府渔业资金补贴方面,本文假定政府对养殖户有资金方面的补贴,养殖户就越有激励从事养殖户生产,从而养殖户经济效

益也越高。养殖户如果能够获得渔业保险额度较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也就较高。现实中由于无公害认证制度等政策的实施,养

殖户可以分为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户和普通水产养殖户两大类。无公害认证养殖户是指养殖户养殖的水产养殖产品已经过国家

渔业行政管理的无公害认证部门认证。本文假定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产品销售方面有保障,市场风险低,因此从事无公害认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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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户的经济效益较好。 

(二)理论模型的设定 

根据上述的变量的界定,本文建立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考虑到我国水产品

无公害认证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的重要性,而无公害认证又是养殖户的一种自愿行为,并且我国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对

养殖户采取强制的认证措施,因此本文采用两阶段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作为本文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具体表述如下: 

y =x·β+α·d+u                                      (1) 

d =1{z·δ-v >0}                                      (2) 

其中式(1)是模型的结果方程,式(2)是模型的决定方程。其中 x是结果方程中的自变量,是结果方方程中的虚拟变量,也就是

观测的养殖户是否是无公害认证养殖户,由于 d 与 u 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模型中用式(2)来进一步估计 d, z 是决定方程中的自

变量,v 是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在具体估计过程中,第一步就是利用 Probit 模型,对决定方程进行估计,得到参数估计值^δ,进

而可得 d的估计值 d^;第二步就是用 d^代替结果方程中的 d,然后用 Ols 估计法估计出我们感兴趣变量的参数。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上海市地处长江出口,面临东黄海、西依大陆,境内有吴淞江、黄浦江水系,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港口条件,对

发展渔业亦属得天独厚。上海市渔业一直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渔业坚持全国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在结合本地区

的特点下,不断深化渔业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广大养殖户的积极性,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鱼、虾、蟹特种水产养殖,养殖业生产力水

平大幅提高,养殖户收入不断提高。上海市渔业包括水产养殖业和捕捞业, 2009 年水产品总产量为 338574 吨,捕捞产品 153 151

吨,养殖产品 200388 吨。在水产养殖业中,淡水养殖占总水产养殖的比重 1998 年以来一直在 98. 5%以上。上海市水产养殖业基

本上以养殖户分散养殖为主,无公害认证产品作为质量安全的标志,正受到政府、养殖户和消费者的重视,是否对水产养殖产品实

行强制性无公害认证制度正处于政策性讨论阶段。 

本文所进行的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的计量实证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笔者于 2009 年 6月到 9月对上海市养殖户

的基本信息、养殖生产模式及其质量控制行为、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政策评价的问卷调查。笔者在广泛听取经上海市水产技

术推广站、上海市各郊区水产办和上海市农产品质量认证中心等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选择上海市郊区县虾类、蟹类和鱼类养

殖户作为调查对象。 

上海市郊区各区县水产养殖户总数为 11700 户左右,主要分布在奉贤区、青浦区、金山区和崇明县。这四个区县的水产养殖

户总数占上海养殖户总数接近 90%,因此本研究选取奉贤区、青浦区、金山区、崇明县为调查区县。本文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调查

和典型抽样调查相结合的办法,从每个区县选取养殖产量较多的乡镇调查,以户为单位,各区调查数量按照该区养殖户数量所占

的比例为依据,根据获取相关资料和信息。因此,在问卷设计中,笔者对养殖户调查做了有针对性地选择,主要调查奉贤虾类养殖

户、青浦的鱼类和虾类养殖户、崇明的鱼类和蟹类养殖户和金山的虾类养殖户,笔者总共调查了 450 养殖户,最后回收的问卷有

430 户,剔除无效问卷 23 份,剩下有效问卷 407 份,其中奉贤区 150 份,青浦区 105 份,崇明县 112 份,金山区 40 份。调查问卷的回

收率达到 95. 56%,问卷的有效率达到 92. 55%。 

(二)样本统计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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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殖户年龄: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年龄为 50. 69 岁,标准差为 7. 08,样本分布区间为 30~75,最高年龄达到 75 岁,其中介于

50~60 岁之间的比例为 60%。可见,大多数养殖户的年龄较高。 

(2)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 07 年,标准差为 1. 75,样本分布区间为 5~15。从中可以看出

养殖户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平均水平接近小学文化程度。 

(3)养殖户的养殖年限:样本养殖户从事水产养殖业的年限比较长,平均种植年限为 11. 49 年,标准差 6. 51,样本分布区间为

3~40 年,可见大多数养殖户有一定的从业经验。 

(4)养殖户的养殖规模: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养殖面积为 25. 09 亩,标准差为 17. 48,样本分布区间为 5~100 亩。养殖规模在

20 亩以下的养殖户有 63. 2%个,占多数比例,由此可见还有相当多的养殖户的规模较小。但是近几年出现了一批种植规模比较大

的养殖专业户, 50 亩以上的养殖户有 80 个,其中 100 亩的养殖户有 4个。 

(5)养殖户的养殖劳动力投入:样本养殖户的平均劳动力投入状况为 1. 91,标准差为 0. 73,样本分布区间为 1~7。从中可以

看出,上海市水产养殖业的劳动投入为 2个左右,养殖户的劳动力配置符合传统农户的劳动力配置状况,属于小农经济范畴。 

(6)养殖户的收入结构:按照水产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所属区间进行分组,有 22. 35%的养殖户的养殖业收入占总收

入的0~25%,有24. 45%的养殖户的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 ~50%,养殖户的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的养殖户达到54. 2%,

其中占总收入比重比例在 80%以上的养殖户达到 30%。由此可见,以占总收入 80%以上作为一个指标的话,养殖户的专业化程度不

是很高,很多养殖户属于兼业从事水产养殖业。 

(7)养殖户质量安全政府规制认知水平分析:样本养殖户对无公害认证标准认知的平均值 2. 38,标准差为 1. 02,从中可见,

养殖户对无公害认证标准还不是很了解。养殖户对政府检测监管方面的认知的平均值为 2. 95,标准差为 0. 75,由此可见样本养

殖户对政府检测监管比较认知,并认为政府检测监管方面比较严格。养殖户对违法无公害标准生产处罚认知的平均值为 2. 27,

标准差为 0. 99,养殖户对相关违规处罚认知水平较低。 

(8)养殖户参与无公害认证水产养殖行为分析:在样本养殖户中,有 165 个养殖户从事无公害认证水产品养殖,占调查样本比

例 40. 44%;普通水产品生产的养殖户有 242 户,占调查样本比例为 59. 56%。由此可见无公害认证养殖户所占比例低于普通养殖

户所占比例。 

四、实证计量模型和结果分析 

(一)计量经济模型建立和变量说明 

根据前面的变量界定和理论模型的设定,本文建立了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的计量实证模

型。本文具体采用两阶段平均处理效应计量实证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第一步的具体决定方程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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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个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所代表的含义、取值范围和赋值内容如表 1中所示: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运用 Stata 11. 0 对 407 个有效养殖户样本的数据进行了 OLS 回归处理,在具体的回归过程中,第一步就是利用 Probit

模型,对决定方程进行估计,得到参数估计值^δ,进而可得 d 的估计值 d^;第二步就是用 d^代替结果方程中的 d,然后用 Ols 估计

法估计出我们感兴趣变量的参数,本文以 y 表示养殖户从事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益, y 为因变量;以政府规制变量 insur、sub、

moni、puni、d 基本自变量,其他变量为控制自变量,分析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具体的计量结果如

表 2(见第 99 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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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中显示的估计结果,我国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政府规制对养殖经济效益影响的显著性及其影响程度分析如下: 

第一,从水产养殖户的个体特征来看,不同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变量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影响显著性存在差距。其中养殖户

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在 10%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一致的。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养殖户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养殖户提高水产养殖业的质量安全程的意识会增强,从而也会使得其产品更加好销售,

养殖户从事养殖业的经济效益就越高,从表中可以看出,养殖户户主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养殖户从事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益会

增加 1654. 761 元。但是养殖户劳动力投入与年龄对养殖户从事养殖业的经济效益影响不大。在养殖业劳动投入方面,由于养殖

户从事养殖业都是属于小农家庭经营,劳动力投入差别不是很大,对劳动力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因此劳动力投入变量对养殖户经

济效益影响不显著。 

第二,从水产养殖户生产特征来看,水产养殖户的专业化程度对经济效益的存在显著性影响,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在当前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下,大力提高养殖户养殖业收入在家庭中的收入比重,有利于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实现,养殖户水产养殖

收入比重提高一个档次,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会增加 4035. 107 元。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具有完成显著性影响,由此可见,水

产养殖业具有非常正的经济规模效应;养殖户产品的价格水平高也自然有利于保证养殖户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些结果与笔者预期

是一致的。因此,提高养殖户的专业程度和养殖户水产品的价格保护,有利于养殖户经济效益的提高。养殖品种作为无排序变量,

对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影响不是很显著,但是从计量结果来看,我们发现虾类和蟹类养殖户并没有鱼类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好。 

第三,从政府规制相关变量来看,养殖户是否是无公害认证养殖户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存在显著的影响,在 1%置信水平上通过

检验,且相关系数也为正,这说明养殖户从普通养殖户转变为无公害认证养殖户,其经济效益会增加 14533. 52 元,由此可见,无公

害认证水产品的养殖户相比较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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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而言,其经济效益较好。我国无公害水产品认证采用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我国为提供水产品质

量安全而采取的一种非强制的规制方式。首先,在产地环境方面要求较高,产品质量安全也有国家标准,保证产品的市场形象;其

次,无公害认证产品实行产品标识制度,上海市近几年对不同的水产品采用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有利于无公害认证水产品适销

对路,市场价格和销量方面有稳固的保证;最后,小规模分散无公害认证养殖户为了保证其产品顺利进入市场,一般来说都会加入

水产养殖产业化组织,相关渔业产业化组织会提供产前生产指导和产后的产品销售服务,有利于保证无公害认证养殖户经济效益

的提高。政府资金支持变量和渔业保险额度变量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也有显著的影响,分别在 5%和 1%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

政提供资金支持和良好的渔业政策性保险属于我国政府的一种激励性政府规制方式,不仅能降低养殖户的生产成本和生产风险,

而且还能够直接激励养殖户采取努力生产行为以提高其经济效益。违规养殖处罚变量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在 10%置信水平上通过检

验,但是影响系数为负,处罚措施一种消极性的政府规制措施,会有比较明显的规制结果。一般来说,对违规养殖处罚认知度高的

养殖户接受过处罚的经验,一旦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违规处罚,就会面临资金没收、养殖条件受限制,这就会给养殖户带来负的经

济效益。质量安全监管规制变量知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影响系数为正。我国政府一般通过媒体宣传、

检测和标准化实施来增加生产者对质量安全的重视,这说明随着养殖户对质量安全监管认知程度的提高,养殖户会采取各种措施

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安全,从而有利于其从事水产养殖业经济效益的实现。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计量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从总体上看,养殖户作为理性人,其从事养殖业主要是为了追逐经济效益。养殖户从事养殖业的年利润的均值为 84625. 

22 元,标准差为 1028408 元,可见不同的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差别很大。其中有养殖户年总养殖利润达到 20000000 元,最小的为负

值,负值达到 4090000 元。这说明水产养殖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不同养殖户自身条件和政府规制外部变量不同,最终获得的经济

收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第二,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自身因素和政府规制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存在不同程度影响。因此,要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不

仅要依靠养殖户自身的努力,还非常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水产养殖业不同于传统农业行业。政府应该逐步建立起相关的服务

机制和良好的规制方式来鼓励养殖户提高水产养殖产品的质量安全,也有利于养殖户自身的经济收益的实现。 

第三,回归结果显示,渔业保险额度和政府资金支持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应给予更多养殖户资金支持,渔

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政府也应该建立相关机制让更多的养殖户得到养殖业保险赔偿,减少养殖户的从业风险。另外,政府也应

该加强对违规养殖处罚的力度和质量安全监管的力度,把处罚力度与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建立联系起来,这样才有利于水产养殖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 

第四,计量实证表明,养殖户无公害认证、养殖业专业化水平和养殖规模对养殖户从事养殖业的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无公

害认证作为一种非强制性政府规制行为,对养殖户经济效益有着显著的影响。无公害认知包括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两个部分。养

殖户是否参与无公害认证与养殖户从事无公害认证所获得经济效益,具有密切的联系。无公害认证能为养殖户的产品的市场销售

带来好处,产品价格的提高能确保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实现。养殖户的养殖业专业化水平提高,养殖户就越有动力从事养殖业,从而

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另外,养殖规模能够来了显著的经济规模,由此可见,政府应该大力提倡养殖业的区域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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