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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CP 范式的舟山水产品加工业市场结构研究
1
 

朱浩东 

浙江海洋大学 

摘要：水产品加工业是舟山市的主导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行业视角分析了舟山市水产

品加工业的现状和问题，基于 SCP 范式,从市场集中度、产业差异化、进出口壁垒等方面剖析了舟山水产品加工行

业的市场主体构成,提出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促进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水产品加工业;SCP 范式;市场结构;舟山市; 

作为中国传统产业社会组织学说的研究基础，SCP 范式，即“市场经济组织结构——市场经济活动——市场经济业绩”模式，

是美国哈佛流派的现代企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基础部分。根据 SCP 的范式原则，在市场经济组织结构、市场经济活动、市场经济业

绩 3 个基本要素中间有密切的单向因果关系，市场经济组织结构确定了整个企业的市场经济活动，而整个企业的市场经济活动

则产生了整个企业成绩。这其中，市场经济组织结构是第一位的因素，是确定企业行为与市场经济业绩的主要依据，是市场经济

关系中资源配置优劣的最终影响力量。市场结构究竟如何变化，是直接影响到整个企业市场行为和市场效益以及生产结构和产

业结构究竟如何变化的先决性要素，由此可见 SCP 范式对市场结构的强调及其市场经济组织形式在整个企业市场行为和市场效

益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由于 SCP 范式对探讨和构建企业可观察的市场经济组织形式构成和整个企业市场绩效 2 种因素间的相互

作用提出了一定且合理的实证模式，因此，从商业生产与产业组织的视角，根据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企业本身的经营特征，对其展

开 SCP 范式下的整个企业市场结构研究，并提出促进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企业发展的意见与措施。 

1 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的现状和问题 

1.1 舟山市水产品加工基本情况 

1.1.1 水产品加工业产量情况 

目前，舟山市的水产品加工原料来源仍以海洋捕捞为主，捕捞产量也持续上升，据舟山群岛新区统计信息网得知，2021 年

舟山全年水产品总产量 182.8万 t，增长 2.0%。其中，远洋渔业产量 67.5万 t，增长 7.1%。全市年末海水养殖面积 3 926 hm2，

下降 1.3%；海水养殖产量 28.6 万 t，下降 2.3%。表 1 为 2021 年舟山市水产加工公司年产值前八强。目前中国水产品综合加工

方式大多以饲养为主，捕捞为辅
[1]
，而舟山市由于捕捞力度过大，海洋污染问题严重，专家预测 2017—2025 年舟山市的近海渔

业资源将会有所下降，这也将造成海上捕捞商品供给的短缺，而海洋绿鳍、马面鲀、鲐鱼竹荚鱼等传统加工种类也将会因大幅减

产而无法形成综合加工优势，在水产养殖业发展力量不够以及运用海外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能力相对较弱的

状况下，舟山市以海洋捕捞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发展趋势将放缓。舟山市应注意管理好海洋捕捞与农业生产供需平衡问题，尤其

是管理一些依靠大宗渔业资源开展生产活动的大公司。尤其要注重改变生产布局、调整产品流水线等，以防止因投入不足产能结

构性的过剩等风险加大
[2]
。 

 
1 作者简介：朱浩东（1998—），男，山东临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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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水产门类、品种情况 

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企业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已由原来单一的冻、干制品逐渐变为品类完整、种类繁多的新鲜、半熟成品，以

及小包装、高价值的各种精深加工产品
[3]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冰冻冰箱、腌制罐藏、调味休闲产品、鱼糜制品、海藻食品、深

海保鲜产品、海洋药品、鱼皮制革及化妆品和工艺品等十几个行业品类，已成为了带动渔业经济不断增长的巨大动能。此外，水

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部分产品已步入加工的中高档范畴，如舟山市鱿鱼产品公司已拥有 200 多个产品，公司已建立国内最

大的火烤鳗鱼生产基地，鱼糜、鱼粉等产品已销往国内市场；同样，海洋医药也已研制出贝特令、多西康等新产品。 

1.2 舟山市水产品加工存在的问题 

1.2.1 水产加工行业不规范，管理体制落后 

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目前面临着“条块分割”的企业管理体制问题，有的水产品加工企业的自主性较大，但也面临着经营分

散的困难，且水产行业的发展长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宏观调控。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企业管理体制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是各级主管不够配合、业务归口不统一，从而造成了多头管理，但又不落实具体职责划分。经走访调查后得知，舟山市目前的 500

多家水产品加工公司，有的在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有的在各县区乡镇注册，有的归口海洋渔业局或者水产局，有的归口

海洋产业集聚区或者经济开发区，由于“多重政策”、缺乏政府控制，许多小企业实际上被关闭、暂停和合并。 

1.2.2 加工技术落后，市场价值较低 

因为水产加工公司没有生产技术和先进设备，所以长期以来，舟山市内不少具有中国传统口味的渔产食品都一直使用较落

后的家庭作坊式或手工加工
[4]
，科技支持力量也不大。此外，由于舟山不少水产公司仅加工某一类甚至某一种的水产品，从而造

成了市场产品结构趋同，无法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要，更不利于企业规模和档次的提升。在记者走访调查普陀水产品加

工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蚂蚁岛上和登步岛上都存在成群的虾皮加工场景，一方面由于因虾皮收获时间加重了夏季出现的巨大

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另外，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在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小虾头、烂尾等都被当做低值原料，有些虾头烂尾被当

做废弃物直接丢弃，这不仅没有提高产品附加值，而且造成海陆环境严重污染
[5]
。 

表 1 2021 年舟山市水产加工公司年产值前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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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在 SCP 范式中，所谓“市场结构”，就是指在某一行业的领域中企业之间在市场占有率、产品规格上的关系，以及在这种特

殊的产业中由市场构成所决定的竞争形态。这是体现行业组织竞争性质与行业垄断水平的基础，一般由加入障碍、行业集中度、

产业差异性等方面来体现。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市场结构中往往有内生与外生 2 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以此在衡量的时候，要把

多个衡量指标组合起来。分析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的市场结构重点从市场集中度、产业差别化、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等方面着

手。 

2.1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用来描述在某个行业或领域内，由卖方或购买者拥有怎样的相对的经济规模所构成的指数。因市场集中度通

常是衡量特定领域内的相对集中水平的指数，而且它和领域内垄断能力的形成密不可分，也正是由于这样，传统研究通常将市场

集中度作为衡量竞争格局的主要变量。而由于企业通常是由购买者、卖方构成的，所以市场集中度也可分为购买者集中度和卖方

集中度，但是由于购买者相对集中的情况通常仅发生于一些特定的领域，所以传统研究关注的重点通常是卖方相对集中度，而市

场集中度则是最普遍、最简单易行的企业绝对集聚度的评价指数。它是指企业中，规模最高的或前几名公司的相关数值(可以是

规模、质量、营业收入、数量、员工总数、财产总数等)占有整个公司或企业中的一定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Rn 为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 n 位企业的行业集中度；Xi 为产业中第 i 位企业的规模、质量、销售额、数量、员工总

数，或投资总量等的数字；n为产业内的企业数；N 为产业内的企业总数。 

根据上式，计算出舟山市 CR8 的值为 46%，根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舟山市的水产加工业属于寡占 IV 型，这说明舟山市

水产品加工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 

2.2 产品自身特性 

一是水产品保质期较短。由于我国的水产品市场中以新鲜消费居多，而淡水水产品则相对分散，所以水产品加工业是受食品

保质期短和冷藏影响较为突出的领域行业。二是仓储成本较高。因为水产品对保质期和冷藏环境的要求比较严格，使得水产品的

仓储成本较高，这也是产品集中度降低的主要影响原因。三是受原材料供给影响。由于水产品的加工制造基础需要建立在原材料

所在地附近。另外，由于水产品制造领域的原料供给市场变化很大，且生产等级分类比较严格，因此要求公司必须对原料投入、

产品进行准确计量、质量严格控制。 

2.3 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是指各企业所生产的同类产品间存在区别，即企业某个产品所服务的产品和其他企业所服务产品之间具有的相

对差异化的特性，并由此企业能够取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佳的产品效果。产品不同程度上会影响产业的市场经济竞争形势，

产品同质的行业，产品的市场价格竞争更加剧烈，而市场价格竞争的剧烈程度也会对行业结构形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企业通

过制订或增加产品差别化的发展策略，以降低同类产品的可替代功能，从而增加与竞争者产品之间的差异程度，从而提高产品的

国际市场竞争性，也就将表明企业产品在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区别更加明显，以避免出现过分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现象，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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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也会形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一般而言，渔产品加工物的品质、文化与功效上的商品差异性程度相对较低，其差异性程度一

般表现在以下 3 个主要方面:一是由于各个水产品加工公司所制造的商品本身的性质不同，比如种类的差异。这在较大程度上取

决于所加工件原料的资源情况和品质;二是由于加工企业本身条件(如区位优势、渠道、资本和生产规模等)的差异而造成的产品

差异，比如某个地域内公司的产品在本公司附近的地理位置上或者交通上所占据的资源优势，就能够降低贸易费用，从而提高了

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三是由于消费者对公司产品所存在的认识差异性，这主要是基于不同公司在产品营销过程中为消费者

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产品营销服务，以及通过宣传所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满意度等而产生的消费者

偏好差异性。从现实情况分析，水产加工业的产品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产品的质量差异。 

2.4 行业进入、退出壁垒 

一个行业潜在的进入者或新加入者进入壁垒与行业内现有企业的退出壁垒是决定着产业市场结构发展的 2 种主要原因，不

同性质的行业之间存在不同的市场经济加入与退出壁垒。金融市场流入与退出壁垒强弱并非由金融市场绝对的流入和退出壁垒

强弱来判断，而是由相对于金融市场流入或退出公司的能力及其盈利水平来判断与评估的。 

2.4.1 行业进入壁垒 

水产加工业的引进市场壁垒，是指新的或潜力的水产加工厂引进国际市场所受到的约束与阻碍，这同时就是行业内现有企

业所拥有的最大优势。对水产加工业公司而言，重要的引进市场壁垒包含规模经济效益、商品差异化、资金需求、分销渠道、工

艺技术壁垒以及有关政策法律技术壁垒等。同时，随着传统水产机械加工业务由于没有规模经济效益、商品差异化并不突出、资

金需求不高，以及分销渠道易于流入国际市场等原因，传统水产加工公司一般面临着技术优势壁垒、原材料来源市场壁垒等，影

响着新兴公司的引进。从生产经营角度看，由于水产品销售加工制造公司的传统工艺生产技术相对完善，所以初始生产技术引进

的市场壁垒非常低，但是因为水产品销售加工制造业务的特点，对其生产的产品品质需要程度最高，所以由于技术标准、产品质

量认定等政策制度性原因，成为了制约公司生产技术引进的一个重要市场壁垒。 

2.4.2 行业退出壁垒 

退出障碍既是对现有企业退出市场的限制或壁垒，而退出障碍又是决定企业结构和竞争效果的关键原因。水产品加工业的

技术退出障碍，主要在于沉没成本和企业专用性，但对于劳力、资本、科技等相对密集的水产品加工业，少数的大型公司在产品、

工艺、资本、政策等领域均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而就整体产业市场而言，公司的技术进入相对简单，技术退出障碍也较少，所

以，水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市场组织属性本来就具备了市场生命力，并应以推动完全可竞争市场格局的形成为主要目的。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舟山水产品加工业市场格局的 SCP 范式分析，能够得到几点初步研究成果与意见。 

1）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且产品差异化水平较弱。多数的中小水产品加工公司由于普遍缺少产品技术创

新和名牌制造能力，易与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同类公司发生同构竞争。政府必须进一步扶植具备较高科技水平和可以起到农业产

业化龙头效应的大规模生产公司，一方面可以经过集约化、大规模生产，从而达到较高的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综

合效益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充分发挥龙头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优势，进一步增强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的出口能力。 

2）舟山市水产品加工业的基础技术能力相对欠缺，水产品加工业亟须进一步提升转型。目前，舟山市水产品加工科技水平

已无法满足全球和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水产品加工业高速发展的重大障碍，所以，增强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创

新能力是促进水产品加工业提升技术改造水平的必由之路。通过加强政府对水产品加工业企业的技术研究事业的扶持与投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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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过强化理论研究，调动有关科研高校的力量，通过引导与帮助有关研究高校和加工企业开展技术研究协作，通过各种举措

引导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改，通过促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技术开发，进一步提升了水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升级改造。 

3）舟山市应处理好行业组织、企业活动与市场发展成果三者间的关系。按照 SCP 范式分析方法，行业内部结构受制于公司

活动，而公司活动直接影响行业业绩，因此，政府必须在做好对水产品市场结构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在着力调节水产加工行业市

场增长内部结构的时候，需要强化政府对公司活动的监督，增强对水产品加工业的政府支持力度，以形成科学合理的水产品加工

制度，进一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水产品加工公司和产品销售的行业信息透明化，以保持行业正常的社会秩序，为企业活动

的良性发展创造一种公平合理的经济发展条件。 

4）舟山市水产品加工行业严重依赖外贸，防范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许多中国渔业加工公司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国

际市场利润的优势，但产品附加值低且具有竞争力。特别是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全球经济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成本

增加，人民币升值，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风险增加，而国内公司则以低价竞争出口订单，进一步降低进口材料加

工公司的生产利润。这些公司的利润已经很低，一些中小型公司被迫停工，对舟山市水产品加工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了较

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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