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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结构直接影响产业经济效益，而产业结构是产业链长期发展和优化的产物。产业链越长，分工
经济越明显，但随之而来的交易环节增多会导致费用增加，分工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升有可能被交易费用的

增加所抵消。同一产业内不同养殖户对产业链各环节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产业链模式。对不同产业链

模式经济效益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养殖户效益最大化，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发

展。以我国鲆鲽类养殖为例，基于２０１３年不同鲆鲽类养殖模式经济效益的跟踪调查，用秩和检验的方法对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收益和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１）专业化分工程度越低的产业链模式，其可变成本越低，固定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高；（２）专业化
分工程度越高的产业链模式，单位净收益越高，资本回报率越高。基于此，建议管理部门通过合理整顿市场来

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为养殖生产者经济效益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建议养殖生产者加强技术创新和科学管

理能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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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我国的水产养殖产量占到全国水产
品总产量的 ７３．４９％，已连续多年超过捕捞量。
作为我国的水产养殖业，尤其是海水鱼类养殖的

重要代表，鲆鲽类养殖业在海水养殖第四次浪潮

中脱颖而出并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养殖过程中

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科技先导型养殖观念深入人

心，工厂化养殖及产业集群现象越来越普遍。在

现代水产养殖中，旨在提高效益的竞争不仅依靠

单个生产环节，而且有赖于产业结构及产业链各

环节的合理化。产业结构是产业链持续发展与

优化的产物［１－２］。随着产业链的拉长，交易费用

会增加，分工经济提升的效益就有可能被交易费

用的增加所抵消。因此，养殖户为了最大化利

润，会通过理性对比交易费用与内部管理组织费

用的高低来选择是进行市场交易还是推进企业

内分工，进而决定纳入养殖户内部的产业链环节

数量，从而最终决定产业链模式。不同的产业链

模式打破了养殖户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在追求利

润最大化过程中不再仅仅着眼于一体化的全产

业链模式，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的专业分工和协

作。对比分析不同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产业链模

式的经济效益情况，有利于揭示在当前养殖环境

下，不同产业链模式的生产成本收益情况，从而

为养殖生产者在专业分工的选择方面提供科学

依据。

尽管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有关

于分工的论断，但国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水产
养殖经济研究的著作多数集中于技术经济效益

评估［３－７］，从产业经济角度开展的研究甚少，且仅

聚焦于水产养殖产业链的某一环节［８－１１］，关于不

同产业链模式的经济效益分析的著作就更少。

国内这方面研究起源于２１世纪初，但可能由于
数据获得性较低等原因，研究以定性方法为主，

多数选择从宏观层面分析水产养殖产业链的现

状［１２－２３］。纵观国内外文献，用定量方法研究水

产养殖产业链模式的相关文献仍较少，尚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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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空间。鉴于此，本文以中国鲆鲽类种业为

例，对２０１３年主产区的两类产业链模式展开跟踪
调研，运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的分析方法，对比分

析不同模式的要素成本、净收益和资本报酬率，

剖析两种不同专业化程度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

收益及资本投资回报情况，从而评估出在现有环

境下，鲆鲽类养殖产业链的最优模式，以期为产

业链模式优化研究抛砖引玉。

１　研究对象、方法及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对象的描述
本研究采用了比较分析法，针对不同专业化

分工程度的鲆鲽类养殖产业链模式，分析其要素

成本、收益以及资本投资回报率。在调查中发

现，鲆鲽类养殖产业链模式可根据专业化分工的

程度分为“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模式
及“仅成鱼养殖”模式。“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
是指育苗与成鱼养殖在同一经济主体内进行，将

交易费用内部化，产生更多养殖户内部的管理组

织费用，是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的产业链模式；

“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指育苗、成鱼

养殖两个环节在两个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

产业链模式，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彼此间产生

的费用为养殖户之间的交易费用。本研究以“育

苗＋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
殖”模式为研究对象来评估在当前环境下不同程

度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链模式的经济效益情况。

１．２　研究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１．２．１　研究指标

本研究指标主要有两方面：要素成本和收

益。其中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总收益

为该经营主体销售所养殖的产品而获得的总收

入。为方便对比，将所有成本及收益转换为单位

产量成本与收益。

１．２．２　计算方法
（１）成本收益及资本回报率
总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

定成本为不随产量变动的成本，根据养殖生产者

的实际情况，将厂房折旧、设备折旧、租金、维修

费用、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工资归为固定成本。可

变成本为随着养殖产量变动的成本，根据实际情

况，将苗种（鱼卵）支出、鱼药支出、饲料支出、水

电煤支出、临时工工资、其他支出归为可变成本。

资本回报率用于衡量投出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

利用该指标来衡量不同产业链模式的经营主体

对资金的利用效率情况。

（２）非参数秩和检验
秩和检验指的是以秩和作为统计量进行假

设检验的方法，包括参数秩和检验和非参数秩和

检验。由于样本总体分布类型未知，故本文选用

非参数秩和检验，即不考虑总体分布类型是否已

知，不比较总体参数，只比较总体分布的位置是

否相同的统计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进行三组

对比时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用来检验多个样本

是否来自相同或同分布的总体，先将所有样本看

成单一样本，然后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统一编

秩，转换成秩样本后再对其进行方差分析。与方

差分析的区别在于构造的统计量不是组间平均

平方和除以组内平均平方和，而是组间平方和除

以全体样本秩方差。需要检验的原假设Ｈ０：各组
之间不存在差异；备择假设 Ｈ１：各组之间存在差
异。采用卡方分布检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统计量

ＫＷ＝ １２
ｎ（ｎ＋１）∑

ｋ

ｉ＝１
ｎｉ（
Ｒｉ
ｎｉ
－ｎ＋１２ ）

２ （１）

如果样本中存在结值，将上述公式调整为：

ＫＷｃ＝
ＫＷ

１－
∑（τ３ｊ－τｊ）
ｎ３－ｎ

（２）

式中：ＫＷ表示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统计量，ｋ表示
有ｋ组样本，ｎｉ表示第 ｉ组样本中的观察数，ｎ表
示所有样本中的观察总数，Ｒｉ表示第 ｉ组样本中
的秩和，μ表示平均值，σ表示标准差，τｊ表示第 ｊ
个结值的个数。ＫＷｃ表示调整后的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秩和统计量。

在本研究中，原假设为不同产业链模式之间

不存在差异。若原假设为真，则秩将大约均匀分

布在样本中，说明不同产业链模式不会导致经济

效益差异；若备择假设为真，则说明产业链模式

的不同会导致经济效益存在显著差异，此时进而

比较两种模式之间的平均值便可说明其中某种

模式之优劣。

１．３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资料查

阅，包括《中国渔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和《中国渔
业统计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５）》；二是通过调查问卷

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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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此调研数据包括国家鲆

鲽类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的调研数

据和该体系各综合试验站在２０１３年跟踪调研数
据。调研区域涵盖了鲆鲽类主产区辽宁、河北、

天津、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市４０多个区县。根
据实地调研观察发现，选择“仅育苗”和“育苗 ＋
成鱼养殖”养殖模式的总量相对较少，因此抽样

调查的户数也较少。共回收有效问卷 ８９份，其
中“仅育苗”模式 ６份，“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
１１份，“仅成鱼养殖”模式７２份。
１．４　基本信息描述

从养殖户规模来看，职工总数在１～１１６人，
拥有２位职工数的最多占２５．４５％，职工数在１０
人以下的养殖户占８３．６４％，自有劳动力人数在
１～１０人，拥有１位自有劳动力的养殖户最多，占
５８．１３％，说明养殖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养殖形式
居多；调研的三类模式中养殖户主年龄在３２～６８
岁之间；从受教育程度看，４３．５１％的养殖者为高
中毕业，３３．７７％为初中水平，１４．２９％的养殖者为
小学程度，这说明养殖户的文化水平还普遍较

低，但同时也有高学历养殖者。表１描述了抽样

调查中不同产业链模式产量的基本情况。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成本分析
从整体成本结构来看，三种模式的所有要素

成本都存在显著差异，并以三种方式呈现：

（１）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
＜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即
表现为“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仅育
苗”模式的成本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或
者“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仅成鱼养
殖”模式的成本＜“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２）“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育苗 ＋成鱼养
殖”模式的成本＜“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３）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
＜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产业链模式的成本。即
表现为“仅育苗”模式的成本 ＜“仅成鱼养殖”模
式的成本＜“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或者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仅育苗”模式的成
本＜“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成本。

表１　２０１３年不同产业链模式养殖概况
Ｔａｂ．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ｓ

产业链模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ｉｎｍｏｄｅｓ
样本量

ｓａｍｐｌｅｖｏｌｕｍｅ

产量／万公斤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仅育苗”模式

ｆ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ｇｍｏｄｅ
６ ４６．０４ １００ １１．２５ ３３．０８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
ｆ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ｇ＋ａｄｕｌｔｆｉｓｈｍｏｄｅ

１１ ８９．３９ ３０９．００ １３．７５ ８７．６２

“仅成鱼养殖”模式

ａｄｕｌｔｆｉｓｈｍｏｄｅ
７２ ４．７９ ２１．７５ ０．２８ ４．０９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８９ １８．０２ ３０９．００ ０．２８ ８４．９９

　　第一种差异方式表明，专业化分工程度越低
的产业链模式成本越低。主要体现在苗种（卵）、

鱼药、水电煤和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工资上，且从

表２中可发现，该项差异大部分体现在可变成本
中。说明育苗环节内部化有助于降低苗种（卵）、

鱼药和水电煤，从而降低可变成本，通过降低一

般管理人员工人工资来降低固定成本。从每个

要素成本上看，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产业链

模式在苗种（卵）上支出降低幅度最大，比“仅成

鱼养殖”模式的低７４．７％；从下降的绝对量上看，
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模式水电煤支出最大，“仅

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为４．３６元／ｋｇ，而“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的仅１．５５元／ｋｇ，两者差额达
到２．８１元／ｋｇ。造成这种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低模
式可变成本低的原因可能是，当前单独的育苗和

成鱼养殖环节的技术水平有限，专业化分工程度

加深后，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技术效率不明显，

导致经济组织内部管理费用低于企业间交易费

用。

第二种差异方式表明，专业化分工程度在该

项成本上作用并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混养模式

起到成本分摊的作用。在以这种方式体现要素

成本差异的方式中，“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要
素成本位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

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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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在总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上均有体

现。整体上看，“育苗＋成鱼养殖”模式单位总成
本为２０．６１元／ｋｇ，略低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
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２３．６８元／ｋｇ；“育苗 ＋成
鱼养殖”模式可变成本为 １３．７６元／ｋｇ，略低于
“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

１７．４７元／ｋｇ；但是，“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固定
成本为 ６．８５元／ｋｇ，要略高于“仅育苗”模式和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６．２１元／ｋｇ。在作
为可变要素的饲料及临时工工资、作为固定成本

的厂房折旧和维修费上，“育苗＋成鱼养殖”模式

的成本均要高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

模式的平均值。

第三种差异方式表明，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

的产业链模式成本越低。从表２看，主要体现在
租金和设备折旧上，以此影响固定成本。说明提

高专业化分工程度更有利于固定资产的充分利

用，从而降低固定成本。就租金而言“仅育苗”模

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比“育苗＋成鱼
养殖”模式低 １．４５元／ｋｇ；对于设备折旧来说，
“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平均值比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低０．６６元／ｋｇ。

表２　２０１３年不同产业链模式要素成本秩和检验对比分析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ａｎｋｓｕｍｔｅｓ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ｓｔｉｎ２０１３

要素成本／（元／ｋｇ）
ｆａｃｔｏｒＣｏｓｔ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卡方值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ｏｆ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Ｔｅｓｔ

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
ｆ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ｇ＋ａｄｕｌｔｍｏｄｅ

“仅育苗”模式

ｆ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ｇｍｏｄｅ
“仅成鱼养殖”模式

ａｄｕｌｔｆｉｓｈｍｏｄｅ

差异呈现方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苗种（卵）支出

ｆ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ｇｃｏｓｔ ３６．３０ ０．７３ ０．９４ ２．８７ ①

渔药支出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ｓｔ ７．９１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３９ ①

饲料支出

ｆｅｅｄｃｏｓｔ ３０．３２ １１．３５ ０．８９ １９．３６ ②

水电煤费

ｃｏｓ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ａｌ

１１．３０ １．５５ ３．０８ ４．３６ ①

临时工工资

ｐａｒｔｔｉｍｅｌａｂｏｒｃｏｓｔ １１．６７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６２ ②

其他支出

ｏｔｈｅｒｃｏｓｔ ２１．０６ ０．１２ １．８５ ０．２３ ①

可变成本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ｏｓｔ ３３．７７ １３．７６ ７．０７ ２７．８７ ②

厂房折旧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 ８．３５ ２．０１ ０．７１ ２．８６ ②

租金

ｒｅｎｔｃｏｓｔ ９．５６ １．７６ ０．０４ ０．５８ ③

维修费用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ｃｏｓｔ １５．３０ ０．９２ ０．０４ ０．９７ ②

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工资

ｗａｇｅｃｏｓｔ １１．５３ １．２０ ２．９３ ３．７０ ①

设备折旧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４９．４５ ０．９５ ０．４６ ０．１２ ③

固定支出

ｆｉｘｅｄｃｏｓｔ ６．８３ ６．８５ ４．１８ ８．２３ ②

总成本支出

ｔｏｔａｌｃｏｓｔ ３３．８４ ２０．６１ １１．２５ ３６．１０ ②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
Ｎｏｔｅ：，， ｍｅａｎｉｔ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１０％，５％，１％

　　综上，产业链模式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对于成
本的大致影响在于：（１）整体上看，产业链模式
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在总成本、固定成本、以及可

变成本上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来说，“育苗 ＋

成鱼养殖”模式起到的成本分摊的作用更明显。

成本整体呈现如下趋势：“育苗＋成鱼养殖”模式
的要素成本位于“仅育苗”模式和“仅成鱼养殖”

模式之间；（２）分开来看，产业链模式的专业化

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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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程度越低，可变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低，固

定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高。可能原因在于将育

苗环节内部化后，有助于在苗种（卵）、鱼药、水电

煤上降低可变成本，并通过一般管理人员工资降

低固定成本。但同时也需注意到，将育苗环节内

部化后，可能增加租金和设备折旧从而使得固定

成本升高。

２．２　收益及资本回报率分析
从收益角度看，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的产业

链模式收益越高，对资金利用程度也越高。从表

３中发现，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仅育苗”模式与
“仅成鱼养殖”模式的单位净收益均为正，分别为

１．６１元／ｋｇ和５．５２元／ｋｇ；资金回报率也相对较
高，分别为０．１５和０．２２。而专业化分工程度低

的产业链模式的净收益及资金回报率为负，且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表明不同专业化分工的
产业链模式的净收益与资本回报率在１％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净收益以及资本回报率对比情况

均体现为：“育苗＋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模
式＜“仅成鱼养殖”模式。

在综合考虑成本与收益情况下，“仅育苗”模

式与“仅成鱼养殖”模式要比“育苗 ＋成鱼养殖”
模式的经济效益要高。“仅育苗”模式相比于“育

苗＋成鱼养殖”模式，成本低约一半，并且在净收
益与资本回报率上为正；“仅成鱼养殖”模式相比

于“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成本更高，净收益与
资本报酬率均为正。

表３　２０１３年成本收益秩和检验分析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ｓｔ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卡方值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ｏｆ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Ｔｅｓｔ

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仅育苗”模式

ｆ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ｇｍｏｄｅ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
ｆ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ｇ＋ａｄｕｌｔｍｏｄｅ

“仅成鱼养殖”模式

ａｄｕｌｔｆｉｓｈｍｏｄｅ

总成本支出／（元／ｋｇ）
ｔｏｔａｌｃｏｓｔ（ｙｕａｎ／ｋｇ） ３３．８４ １１．２５ ２０．６１ ３６．１０

净收益／（元／ｋｇ）
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ｙｕａｎ／ｋｇ） ９．４０ １．６１ －１．７１ ５．５２

资本回报率

ＲＯＩＣ ６．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２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下显著
Ｎｏｔｅ：，， ｍｅａｎｉｔ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ｌｅｖｅｌｏｆ１０％，５％，１％

３　结论及建议

３．１　结论
本文用秩和检验的方法分析了２０１３年我国

４０多个地区不同产业链模式下鲆鲽类养殖的经
济效益，结论如下：

（１）我国鲆鲽类养殖产业链模式按专业化分
工程度分，有“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仅育苗”
模式及“仅成鱼养殖”三种模式。其中“育苗＋成
鱼养殖”模式专业化分工程度相对较低，“仅育

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专业化分工程度较

高。三种模式中“仅成鱼养殖”模式占据的比例

较高，其余两种模式则相对较低。

（２）鲆鲽类养殖的经济效益受到产业链模式
的显著影响。不同产业链模式下鲆鲽类养殖的

成本和收益不同，并最终影响到鲆鲽类养殖的资

本回报率。秩和检验的结果表明“育苗 ＋成鱼养
殖”模式的整体要素成本位于“仅育苗”模式和

“仅成鱼养殖”模式之间，三种模式中可变成本中

的要素成本越低，固定成本中的要素成本越高；

“育苗＋成鱼养殖”模式的收益低于“仅育苗”模
式和“仅成鱼养殖”模式；三种模式的资本回报率

对比情况是“育苗 ＋成鱼养殖”模式 ＜“仅育苗”
模式＜“仅成鱼养殖”模式。

（３）产业链模式对鲆鲽类养殖经济效益的影
响因专业化分工程度而异。专业化分工程度更

高的“仅育苗”模式及“仅成鱼养殖”模式经济效

益明显高于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育苗 ＋成鱼养
殖”模式。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育苗和成鱼

养殖企业技术提升，进而带来技术效率，从而降

低整体要素成本并提高单位净收益。

３．２　对策建议
（１）整顿产业，促进专业化分工。建议有关

部门通过合理整顿产业来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

进而加速整个鲆鲽类养殖的产业结构转型。充

分考虑种业产业链前端的特殊性，对于亲本质量

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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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严格控制及技术研发将是整个产业链模式

健康发展的基础；有效监督交易过程，防止道德

风险及信息不对称带来交易成本的加大，这是产

业链模式发展的关键因素；适当宣传产业转型相

关知识，稳定养殖生产者投资心里，这是产业链

模式发展的最有效推动力。

（２）创新技术，提高专业化程度。建议养殖
生产者加强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能力从而提高

经济效益。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的产业链模式将

会是一个趋势，养殖生产者提高养殖的专业化分

工程度能更好地改善当前利润空间被压缩的现

状。加强养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能

力，通过提高专业化程度来提升经济效益，不仅

可提高养殖户资本回报率，同时也可为整个产业

转型和发展夯实基础。

３．３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在将来进一步

探讨：（１）因条件有限，研究选取的样本较少。本
文仅有８９份有效样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增加样本量可能会使本研究的结果更加稳健。

（２）本文采用的研究指标不够全面。影响养殖户
经济效益的因素很多，受条件限制，很多因素，比

如组织化程度、品牌建设情况、资源禀赋条件等

并未加以考虑，因此本文得到的是一个初步的研

究结果，亟待后续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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