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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广东省惠阳县1蝇5 -1锦6年网箱养殖的生产统计数锯，拟合了真娟的生产函数。 该生产函数为

二次模型，解释变量包括放养密度、鱼种规格、养殖湖、饲料系数及其平方项和叉乘项。 模型的决定系数为

82.8%。 根据生产函数计算了在不同水平的养殖期、鱼种规格、鱼种价格反成鱼的市场价格等条件下获得最

大经济效益的放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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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我国海水鱼类网箱养殖业发展迅速，弄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晶种越来越名优高档
化，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产业之 。 但是同网箱养殖的生产技本相比，其经济管理技术仍比较薄
弱，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在养殖生产中，放养密度过高会使水质罩化，导致鱼类生长缓
慢，死亡率升高;而放养密度过低卫擅费养殖空间，增大生产成本。 因此，如何科学地确定放养密度、最
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是名优鱼类网箱养殖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来评价水产养殖的最
佳敢养密度的报道井不多见，国外学者报道了池塘网箱养殖斑点卫尾嗣Ul、扇贝养殖["及池塘混弄青、
草、链、蝙["的最佳放养密度。 而对同箱葬殖海水名贵鱼类的最佳放养密度尚未见报道。 真细
(p，叩VS01I'W.'I major )为近海暖温性底层鱼费，在我国沿海均有分币，是海水网箱养殖的名贵品种之二，本
主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生产理论[" 通过建立生产函数，研究了真捆的最佳放养密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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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
广东省大亚湾水域，由于其特睐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准域生态环境，成为华南沿海最大的海产名优

鱼类网箱养殖基地，无论生产规模还是技术革平在华南地区都具有代表性o 为了评估网箱养殖的生产
效益，惠阳县水产局曾专门开展了全县网箱养殖成本核算，收集r 1985 和1986两年间放养的数百个网
箱不同品种的生产数据。 当时，海水网箱养殖生产正处于成熟发展期，养殖海域基本没有出现养殖环境
老化问题，也没有明显的大规模病害施行，生产和市场都比较稳定，因此，这些数据反映了正常的商业网
箱养殖生产过程。本文利用这段时期真钢的生产数据进行研究。þ吗箱规格为3mx3mx3m，养殖方式
为单养。在真娟生产中大部分养殖户在养殖前期采取密养， 段时间后再进行分箱。 因此本研究对这
壳数据进行了处理，以分箱后的实际放养密度来构建生产函数。
1.2 模型

在养殖设施、劳动力、养殖技术及环境条件稳定的前提下，直在响产量的主要要素有鱼种规格、放养密
度、养殖期以政饲料系数。根据预测，放养密度与产量之间呈曲线关系，所以选用二世模型来拟合生产
函数。此二次模型适用于因使用高放养密度导致产量减少的情况。 模型中包括放养密度、鱼种规格、养
殖期和饲料系教及其平方项，问时也包括放养密度与鱼种规格、养殖期的卫秉项，以表征直立养密度与它
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对生产函数进行处理时，按照统计学的要求去除了对模型有明显影响的数据点，消除预报因子之
间的相关性，以使建立的模型更符合生产实际。数据借助计算机进行分析，并根据放养密度的边际产量
方程['1计算出最佳放养密度。本研究所指的最佳放养密度是指获得最大经济雄益的放养密度，而不是
指获得最大产量的放养密度。

2 结果与分析

来用最小二乘法拟古生产函数，系教且
有关统计数字列于茬10

截距和准入模型的8个解释变量 在
109岛的水平下拟合效果显著，这些因于包括:
放养密度及其平方项，养殖期及其平方项，鱼
种规格，饲料革数，放养密度和养殖期、鱼种
规格的叉乖项。 生产函数模型的决定罪数为

82.8%0 该函数模型主要针对4 - 8 cm的真
摘苗种，如果种苗规格超过此拖圈，可能会引
起较大的偏差。

表2给出了在饲料系数等于7.50、饲料
价格为1. 20元/kg、成鱼的市场价格为50元
/kg时，不同规格的鱼种在不同养殖期内的
最佳般养密度。结果表明，在养殖期一定时，

表1 真嗣同箱养殖生产西放的参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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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放养密度随鱼种规格的增大而减小;当鱼种规格确定时，随着养殖期的延长，最佳放养密度逐渐降
低。

表3给出了在饲料亘数等于7.50、饲料价格为1.20元/阳、养殖期为21个月时，不同规格鱼种的最
佳放养密度随成鱼的市场销售价格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当成鱼的市场价格一定时，最佳放养密度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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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种规格的增大而减小;当鱼种规格确定时， 最佳放养密度随着成鱼市场价格的升高略微增加。

褒2 养殖期与鱼种规格不同组合的最佳放养密度

T由2 opt缸皿班副吨d曲曲("'"相富:e) ror vmiot蝇帽副na世晒of growi吨揭曲00....晒幽咱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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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K(cm) 平均体重(，) (元/尾) 18 19 20 21 z2 23 

4.0 1.0 1.2 645 628 611 594 577 5ω 

放养密度 5.0 2.2 1.5 621 ω4 587 57鸣。 553 536 

〈尾局自〉 6.0 3.7 2.0 591 57鸣 557 S.J 523 筑施

7.5 7.6 2.8 515 499 482 465 448 431 

褒3 成鱼的市场价格与鱼种规格不同组合的是佳放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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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 可知，在饲料系数为7.50、饲料价格为1.20元/悔、成鱼售价为50元Ikg时，对于平均体长
为7.5 cm 的鱼种，如果养殖19个月其最佳放养窜度为499尾，养殖生产中为4剧-510尾左右，比较接
近。 而对于平均体长为5 <m 的鱼种，如果养殖21个月，其最佳放养密度为570.实际生产中多数养殖户
果用的放养密度为500尾，相对偏低，而有的养殖户丑放养7∞尾，明显偏高，其已超过最大产量的放养
密度。

本研究中，根据生产函数计算的结果，当成鱼的上市价格 定时，最大产量的放养密度比最大利润
的放养密度高出1.4% -4.9%;养殖期 定时，最大产量的放养密度比最大利润的放养密度高0.7% -

8 .9%0 

3 讨论

(l)从收靠的资料来看，生产中养殖户往往根据经验来确定放养密度，具有 定的盲目性ι 不少养
殖户不论规格大小、养殖期长短(成鱼销售渠道不畅通除外)均未用相同或相近的放养密度。 放养密度
太大，会降低生长率，加速养殖环境老化，增大发病机率;放养密度过低卫琅费养殖空间，增大生产成本。
因此，在商业化网箱养殖生产中，应科学确定放养密度，达到最大经济效益。

(2)根据生产函数计算的结果，实际生产中大规格鱼种(7- 8 cm)的放养密度与最佳放养密度接近或
略偏高，而小规格鱼种(4-6cm)的放养密度则相对偏低。 对于小规格鱼种，在当时的生产、市场条件下，
其实际放养密度下的边际收益仍大于边际成本，应适当增加放养密度以便利润最大。

(3)确定网箱养殖最佳放养密度的关键是建立生产函数，仅果用生产统汁资料拟告函数模型，有时
结果可能生产生较大的偏差， 因此，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应该把生产数据和试验数据结合起来使用。
本项研究果用真躏网箱葬殖资料拟告生产函数井研究其最佳放养密度，旨在提供一种方法，结果仅供参
考。

(4)梅水网箱养殖是海洋生物的再生产过程，其产量与养殖种类自身的生物学特性、生产者的管理
水平和水域生态环境等多种要章密切相关，因此，难于建立一个通用的生产函数模型，不同种费和环境
条件差异显著的海域的养殖生产应当针对当地的生产实际，建立有针对性的函数模型。

(5)生产函数是一个动态模型，它将生产要素与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生产者规划、 管理生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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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动态优化调控手段 ，并为评价经挤效益提供指导，这也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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