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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近几年带鱼市场价格变动规律和带鱼消费的收入与价格弹性。研究表明：（1）产地市场的带
鱼价格在一年内经历2～3个涨跌周期；（2）产地市场的带鱼价格在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3）不同规格
带鱼价格都有上扬趋势�规格350～500ｇ带鱼平均价格上升最快；（4）上海地区带鱼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0
而小于1。为了提高带鱼产业的经济效益�首先应提高捕捞网具的选择性�有效保护小规格带鱼；其次应对小
规格带鱼实行市场禁入政策；第三�鼓励使用钓渔具捕捞大规格带鱼并给与适当补贴�对使用破坏性渔具捕捞
小规格鱼类的渔船合理征收税费等；第四�应推进ＴＡＣ制度、个人渔获配额制度和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以有
利于带鱼的均衡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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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暖海区�近年来渔获量在110万吨左右�约
占世界同种鱼类渔获量的70％ ～80％。带鱼的
捕捞生产对东部沿海尤其是浙江和江苏省海洋

捕捞渔业生产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与中国
一衣带水的韩国和日本消费者也对带鱼有较高

的消费偏好�尤其喜爱大规格带鱼。因此�中韩
之间争夺带鱼资源的竞争比较激烈。近年来�由
于渔业生态环境破坏、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
的设立和捕捞过度的影响�导致我国海洋海洋捕
捞的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因此�如何提高带鱼产
业的经济效益�改善管理制度成为政府和生产者
关注的问题。

本文选择舟山和上海分别作为产地市场和

消费地市场是基于以下3点理由：浙江省带鱼捕
捞产量占全国捕捞产量的36％ ［1］�舟山带鱼产量
占全国产量的13％ ［2］�是我国带鱼产业最发达地
区。舟山的国际水产城具有吸纳周边地区捕捞
带鱼的功能�是典型的产地市场。上海是我国经
济中心、人口密度高、消费者对带鱼的消费偏好
高、消费潜力大�而且上海市场与舟山市场有着
直接的联系�是舟山产带鱼最主要消费地市场。
上海铜川路水产品批发市场是上海最大的水产

品批发市场。
通过分析带鱼产地市场和消费地市场的价

格变动规律、影响带鱼价格的主要因素和带鱼的
价格与收入弹性�研究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带
鱼捕捞与流通产业的经济效益。
1　数据采集与弹性计算
1．1　数据采集与处理

带鱼产地价格来源于中国渔网和舟山国际

水产城�产量来源于历年的 《舟山年鉴》［2］�柴油
价格数据采自中国石油网。单位能耗公式为：单
位能耗＝消耗柴油量／捕捞鱼量�材料费主要采
用渔民每次出海维修费用的加权平均�其数据来
源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所得�税费支出通过渔业
管理部门调查所得。消费地市场带鱼价格来源
于上海铜川路水产品批发市场统计资料、《科学
养鱼》杂志和中国渔网提供的全国主要水产品市
场交易价格。居民收入水平数据来源于研究期
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

产地市场的带鱼按100～200、200～350和
350～500ｇ分为小中大三种不同规格�且价格资

料比较齐全�把2004－2007年期间三种不同规格
带鱼的价格按月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每月的平均
价格。消费地市场上�大规格带鱼主要经批发市
场流通�中小规格带鱼常常直接流入零售市场。
铜川路水产品批发市场只能提供350～500ｇ带
鱼的价格�因此�只分析了消费地市场上350～
500ｇ带鱼的价格变动规律。
1．2　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
1．2．1　供给弹性

在研究农产品的消费中�有的研究者采用线
性模型�也有研究者采用双对数模型。鉴于本研
究中带鱼与解释变量之间呈现出较好的线性相

关性�在研究带鱼供给弹性时�我们采用了线性
模型法。研究假设带鱼单位捕捞量 （ｑ）主要受带
鱼价格ｐ1、柴油价格ｐ2、材料价格ｐ3、税费支出ｐ4
等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呈线性关系：

ｑ＝ｃ1＋ｃ2ｐ1＋ｃ3ｐ2＋ｃ4ｐ3＋ｃ5ｐ4＋ε （1）
式中：ｃ1为常数项；ｃ2、ｃ3、ｃ4和 ｃ5为解释变量系
数；ε为随机扰动项。
1．2．2　需求弹性

在研究带鱼需求弹性时也采用了线性模型

法。假设带鱼消费量 （ｑ）主要受到居民收入水平
（ｙ）、带鱼价格ｐ1和其他鱼种价格ｐ2等因素的影
响。这些因素之间呈线性关系：

ｑ＝ｃ1＋ｃ2ｙ＋ｃ3ｐ1＋ｃ4ｐ2＋ε （2）
式中：ｃ1为常数项；ｃ2、ｃ3、和ｃ4为解释变量系数；ε
为随机扰动项。采用此模型拟合方程后�收入弹
性可表示为

Ｅｙ＝ｄｑｄｙ·
ｙ
ｑ

（3）
价格弹性可以表示为

Ｅｐ＝ｄｑｄｐ·
ｐ
ｑ
（4）

在研究带鱼的消费弹性时�由于数据的不可
得性�直接采用定义法求取带鱼消费的收入弹性
和价格弹性。
2　结果
2．1　产地市场不同规格带鱼的价格年变
动
　　对2004到2007年之间产地市场不同规格带
鱼价格变动的实证分析表明 （图1－3）�产地市场
带鱼价格变动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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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舟山国际水产城100～200ｇ带鱼价格变化趋势
Ｆｉｇ．1　Ｐｒｉｃ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ｈａｉｌｔａｉｌ（100－200ｇ）
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ｓｅａｆｏｏｄｗｈｏｌｅｓｅｌｌｍａｒｋｅｔ

图2　舟山国际水产城200～350ｇ带鱼价格变化趋势
Ｆｉｇ．2　Ｐｒｉｃ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ｈａｉｌｔａｉｌ（200－350ｇ）
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ｓｅａｆｏｏｄｗｈｏｌｅｓｅｌｌｍａｒｋｅｔ

图3　舟山国际水产城350～500ｇ带鱼价格变化趋势
Ｆｉｇ．3　Ｐｒｉｃ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ｈａｉｌｔａｉｌ（300－500ｇ）
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ｓｅａｆｏｏｄｗｈｏｌｅｓｅｌｌｍａｒｋｅｔ

第一�产地市场的带鱼价格在一年内经历2～3
个涨跌周期。价格从1月开始回升并达到峰值。
2004－2006年�规格100～200ｇ带鱼价格高峰期
在7－8月间�低峰期在每年的6月和10月间。
2007年�高峰期在3－4月和8－9月�低峰期6
月和10－11月 （图1）。规格200～300ｇ的中带
鱼和350～500ｇ的大带鱼�价格也是在6月和10
月最低�7－8月份较高 （图2、3）。主要是每年
7－8月属禁渔期的缘故�由于捕捞受限导致价格
上扬。

第二�产地市场的带鱼价格在2007年有较大
幅度的提高 （图1～3）。与2004－2006年带鱼产
地市场价格相比�2007年带鱼平均价格同比增长
10％左右。2007年3－4月�100～200ｇ带鱼的
平均价格为10元／ｋｇ�2004－2006年同期平均价
格只有6元／ｋｇ。2007年10月份�100～200ｇ带

鱼平均价格为7元／ｋｇ�而2004－2006年的平均
价格只有5元／ｋｇ。主要是2007年带鱼捕捞成本
（柴油等 ）有较大上升。
第三�从2004－2007年�3种不同规格带鱼

价格都有上扬趋势�规格350～500ｇ带鱼平均价
格上升最快。大规格带鱼价格上升幅度快的主
要原因与小规格带鱼产量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大
规格带鱼产量所占比例逐年下降有关。
2．2　消费市场大规格带鱼价格变动

铜川路市场带鱼平均价格变化较舟山带鱼

价格变化复杂。上海作为消费地市场�影响市场
的因素较影响产地市场的因素多�这些因素包括
产地带鱼价格、运输成本、替代食品价格、消费者
收入水平和供货渠道等。对2004－2007年铜川
市场的带鱼平均价格波动规律的研究表明�2005
和2006年�带鱼平均价格有相似的变化趋势�1
月和8－9月价格位于高峰期�3月和11月位于
低峰期�带鱼平均价格有2个波动周期 （图4）。
由图4可见�2004－2007年间�带鱼价格有明显
的增长趋势�2007年价格波动不大�总体在 25
元／ｋｇ以上的水平波动�2005－2006年的平均价
格总体上在25元／ｋｇ以下波动�2004年的平均价
格一般在20元／ｋｇ的左右 （图4）。

图4　上海铜川路水产批发市场350～500ｇ
带鱼价格变化趋势

Ｆｉｇ．4　Ｐｒｉｃ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ｈａｉｌｔａｉｌ（350－500ｇ）
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ｓｅａｆｏｏｄｗｈｏｌｅｓｅｌｌｍａｒｋｅｔ

2．3　供给弹性
以带鱼价格ｐ1�柴油单位能耗ｐ2�单位材料

消耗值ｐ3�税费支出ｐ4作为解释变量�以单位捕
捞量 ｑ作为被解释变量�得拟合回归方程。对
100～200ｇ的带鱼�除 ｐ3和 ｐ4未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外�ｃ、ｐ1和 ｐ2等 解 释 变 量 都 通 过 了 显 著 性
检 验 �结合变量筛选 的 ｔｅｓｔｄｒｏｐ检验�舍弃 ｐ4�得
拟合方程5。
ｑ＝11．66＋1．0014ｐ1－0．1186ｐ2－0．070ｐ3 （5）
对200～350ｇ的带鱼�拟合方程为方程6�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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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6可知�带鱼供给量主 要受带鱼价格、单位
能耗和材料价格的影响。
ｑ＝1．001950ｐ1－0．081299ｐ2－0．004654ｐ3 （6）
对350～500ｇ带鱼�最 终拟合方程可表示为
方程7：
ｑ＝0．1265＋0．0011ｐ1 （7）
通过对3种不同规格带鱼价格弹性的分析�
发现假定影响因素对不同规格带鱼价格变动的
影响权重是不同的。对规格100～200ｇ的带鱼
来说�影响供给的因素主 要有价格、单位能耗和
单位材料消耗量�最 主 要因素是单位能耗。价格
对3种不同规格带鱼供给的影响有较大差异 �价
格对350～500ｇ规格带鱼的供给量影响最 小�影
响权重仅为0．0011。因此�350～500ｇ带鱼价格
变动对带鱼供给量的影响不太敏感。
2．4　需求弹性
带鱼的需求量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便于
分析�本研究假定带鱼的需求弹性主 要受收入水
平 （ｙ）、带鱼价格 （ｐ1）、其它水产品价格 （ｐ2）等因
素的影响。通过回归、迭代处理�得到回归方程
8：
ｑ＝6．075＋0．0022ｙ－0．045451ｐ1＋0．031542ｐ2 （8）
由方程8�带鱼消费量主 要受居民收入水平、
自 身价格、其它水产品价格的影响�上述变量的
解释力可达99％。
3　讨论 与建议
从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可得出�上海地区带鱼
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Ｅｙ＝0．0022�大于0而小于
1�表明上 海地区带鱼的需求量随着 居民收入水
平的提高而提高。带鱼是上 海居民主 要消费的
水产品之一 �这一 结论 与前人的研究结论 一
致 ［3］。2004年以来�带鱼价格弹性逐渐变小�表
明带鱼越 来越 成为广大消费者偏好的水产品。
从产地市场不同规格带鱼的价格来看�大规格带
鱼的平均价格远 远 大于中小规格带鱼。大规格
带鱼主 要供应有一 定规模 的饭店�中小带鱼主 要
供家庭消费。因此�从提高带鱼捕捞产业 经济效
益角度来看�应控制捕捞小规格带鱼�提高大规

格带鱼的供应量。为此�首先应提高捕捞网具的
选 择 性�设计能有效保护小规格带鱼的网具。其
次是对小规格带鱼实行市场禁入政策�严格控制
小规格带鱼进入产地和消费地市场。第三�鼓励
使用钓渔具捕捞大规格带鱼�对使用钓鱼具的渔
民给与适当补贴。
研究结果还表明�产地市场和消费地市场带
鱼价格年波动较大�波动周期明显。由图1～4
可见�无论 是产地还是消费地市场�都是每年1－
2月 和7－8月 平均价格较高�3－4月 和10－11
月 平均价格较低。影响价格波动的原 因除与消
费淡旺季有关外�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变动的主
要因素 ［4－5］。1－2月 份的高价位受需求量增 大
和供给量不足 的双重影响�而7－8月 的高价位
主 要受供应量少 的影响。中国从1995年实施伏
季休渔制度 ［6］�在 该期间带鱼的供应量比较少 。
因此�稳定供应量是稳定带鱼产地与消费地市场
价格的主 要路径。在 目前我国实施的投入控制
管理制度下�很难控制渔获量的均衡供应。有效
的管理制度是实施个人可转 让配额制度�在 该制
度下�渔民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决定捕捞量。中国
应积极推进ＴＡＣ制度的实施 ［7］�并在 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推动ＴＡＣ制度向个人渔获配额制度和个
人可转 让配额制度的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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