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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高渔民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渔民社会保障的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
通过对浙江舟山某渔村和广东台山某渔村的渔民综合社会保障表现进行访谈和问卷调研，利用模糊评价法

对渔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定。研究发现：在同等条件下，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高于不

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越高，渔业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政府可通过相关政

策引导渔民加入合作社是提高渔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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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由于二
元城乡结构而导致的“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各

界的关注。渔民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的农民，其面

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复杂，影响渔民社会保障

表现的因素很多。目前，我国有渔村 １万多个，
２０００多万渔业从业人口，渔民群体数量庞大，属
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分散经营的社会群体，抵御

风险的能力较弱。渔民社会保障建设是渔村社

会稳定的基础，建设和谐渔村，需要我们更好地

掌握渔民的社会保障表现。对于渔民社会保障

方面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渔民社会保障的某一

个特征指标，例如针对收入、满意度等单方面的

渔民社会保障分析，而单一指标并不能科学衡量

渔民的综合社会保障表现。另一方面，不同渔民

的组织化程度差异很大，有些渔民还是以家庭为

单位从事生产作业，有些渔民已加入合作社等社

会组织从事生产作业。本文采用阿玛蒂亚·

森［１］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从组织化程度角度，

采取模糊数学方法，系统分析渔民是否加入合作

社对渔民社会保障表现的影响，本研究结论对于

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　渔民社会保障和渔业合作社的国内外
研究现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第一章总则第二条的定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

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

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

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渔民专业合作社是指渔业生产经营者或者渔业

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按照自愿联合、

经济参与、共同所有、民主管理的原则联合组建

而成，对渔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

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生产、加工、储运等方

面进行合作，以提高渔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

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维护成员利益，并具备法

人资格的合作经济组织。我国渔业专业合作社

主要有四种类型［２］：“专业协会＋渔户”模式、“龙
头企业（大户）＋渔户”模式、“基地 ＋渔户”的股
份经济合作社模式以及“经纪人 ＋渔户”的渔业
互保模式。

对于渔民社会保障问题，国内学者如张晓

鸥［３］从法律视角分析了渔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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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关措施；王艳玲等［４］从建立多元化海洋渔

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提出渔民社会保障建议。

对于合作社对渔民社会保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主要有：姜秉国和于会娟［５］指出渔民专业合作社

已成为提升渔民组织化水平的重要载体。张国

海［６］提出以合作社为载体，创新农民养老保障制

度，林源［７］提出以农村合作社为载体，构建农村

的社会保障制度。韩敏［８］从合作组织的性质、原

则目标、机构与治理服务内涵与运行效果等方面

进行研究，肯定了农民合作社的“内生性组织价

值”。国外学者 ＭＷＥＳＩＧＹＥ［９］认为，合作社可以
为底层穷人服务，提供非正规的社会保障。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１０］认为，合作社对于穷人的社会保障
功能分三个层次：一是保障穷人从事安全的经济

活动，即便是低收益的活动；二是当受到各种灾

难时，不至于动用自己的多年财产储蓄；三是有

能力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联合国在２０１１年的
《合作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实施国际合作社

年》的报告中［１１］，把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归纳为六

个方面：就业、减贫、金融融资、社会保护、灾后救

济和和平建设。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关于合作

社对于渔民社会保障表现的研究还只是定性分

析，对于渔民参加合作社是否有利于提高渔民的

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还缺少定量分析。

２　合作社视角下的渔民社会保障表现分
析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１２

月对浙江舟山某渔业村和广东台山某渔业村的

渔民入户调研数据，在当地村委会的支持下，我

们以家庭为单位挨家挨户发放问卷，对渔民在填

写问卷过程中给予填写辅导，共发放问卷 １２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 ９８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８１．６７％。

我们调查的浙江省舟山市某渔业村成立于

１９８４年，以近海捕捞为主，修船、制冰等捕捞业配
套产业为辅，拥有股份经济合作社，是由村集体

牵头成立的合作社，主要负责村里经济事务，如

渔禁、海事、纠纷调解以及燃油补贴等方面的问

题，合作社成员有１１００人左右。广东台山的渔
业村是纯渔业村，２０１０年５月成立了海洋专业合
作社，是台山市第一家海洋捕捞渔民合作社，现

有社员３２户，合作社成员１４０人左右，合作社主
要为成员提供信贷担保。从组织化程度看，浙江

舟山渔村的合作社组织化程度明显高于广东台

山渔村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

２．２　渔民的社会保障构成
２．２．１　渔民社会保障构成指标及描述性分析

阿玛蒂亚·森［１］指出个人社会保障主要包

括收入水平、居住条件、健康状况、教育和知识、

社交和心理状况等六个方面。结合阿玛蒂亚·

森［１］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及当前我国对个人社会

保障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经济状况、居住条

件、社会机会、社会保险等四个方面来分析渔民

社会保障表现，具体如下：①经济情况，从“捕捞
收入、生活开支、纯收入”来反映这一指标；②居
住条件，从“居住面积、居住位置、房屋类型、周边

的配套设施及水电供应的便利性”来反映；③社
会机会，从“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求职机会与医

疗资源、家庭外部人际关系”来反映；④社会保
险，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他商业保险、健康

状况、社会保险水平”来反映。

表１给出了样本户参加和不参加合作社的
渔民社会保障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参加合作

社的渔民社会保障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

机会和社会保险”的二级指标中的大部分指标表

现比不参加合作社的渔民要高一些，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参加合作社渔民的综合社会保障水平

比不参加合作社渔民的综合社会保障水平高。

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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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渔民社会保障描述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变量类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ｙｐｅｓ
变量名称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ｎａｍｅ
变量定义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广东鲲鹏村

Ｋｕｎｐｅｎｇｖｉｌｌｅｇ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没参加合作社

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参加合作社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浙江樟州村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ｖｉｌｌｅｇ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没参加合作社

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参加合作社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经济状况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捕捞收入

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 年家庭人均捕捞收入／元 １５１５７１ １６６１５１ １２９３３３ ２８６９５７

生活开支

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ｌｉｖｉｎｇ 年家庭人均生活开支／元 １６０５７ １５０５３ ２７０００ ３１２１２

纯收入

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 年家庭人均收入／元 ３３６１０ ３７２８６ ２９３３３ ３５２８０

居住条件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居住位置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农村，２＝城郊，３＝城市 １．００ １．３８ １．２３ １．３３

居住面积

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ｅａ 家庭人均居住面积／ｍ２ ４６．４０ ３８．８７ ６１．７ ５０

房屋类型

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ｓ
１＝自建房，２＝租房，３＝经济
适用房，４＝商品房 １．００ １．７５ １．６３ １．５

周边配套设施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１＝不完善，２＝比较不完善，３
＝一般，４＝比较完善，５＝完善 ３．１３ ３．５５ ２．９３ ３．５

水电供应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ｓｕｐｐｌｙ

１＝不便利２＝比较不便利 ３＝
一般４＝比较便利 ５＝便利 ４．５５ ５．００ ４．００ ４．３８

社会机会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教育资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少，２＝比较少，３＝一般，４
＝比较多，５＝多 ３．３５ ３．６２５ ３．３８ ３．５０

求职机会

Ｊｏｂ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１＝少，２＝比较少，３＝一般，４
＝比较多，５＝多 ２．３０ ３．００ ２．４０ ２．５０

医疗资源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少，２＝比较少，３＝一般，４
＝比较多，５＝多 ３．６０ ３．００ ３．１０ ３．５０

人际关系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１＝差，２＝较差，３＝一般，４＝
较好，５＝好 ４．８０ ４．１２５ ４．３５ ４．５０

社会保险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养老保险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有，２＝没有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３ １．５０

医疗保险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有，２＝没有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其他保险

Ｏｔｈｅ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有，２＝没有 １．５５ １．５ １．５３ ２．０

健康状况

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
１＝很差，２＝稍差，３＝一般，４
＝较好，５＝很好 ４．１０ ３．７５ ３．９３ ４．５

保险水平

Ｔｈ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１＝低，２＝比较低，３＝一般，４
＝比较高，５＝高 ２．７０ １．８８ ３．２５ ３．５０

２．３　渔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定依据
表１是渔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描述性分析，基

于社会保障概念的多维度、内在模糊性和界定的

复杂性，如何科学地评价渔民社会保障的综合水

平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模糊数学法在处理此

类问题上具有独特优势。因此，本研究运用模糊

数学方法综合测定是否参加合作社以及组织化

程度不同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对比分析。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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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社会保障模糊函数的设定
将渔民的社会保障状况定义为模糊集 Ｘ，渔

民是否参加合作社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保障水

平的内容定义为Ｘ的子集Ｗ，则第ｎ个渔民的社
会保障函数可以表示为：

Ｗ（ｎ）＝ ｘ，μｗ（ｘ{ }）；ｘ∈Ｘ，μｗ（ｘ）∈［０，１］（１）
式中：μｗ（ｘ）是ｘ对Ｗ的隶属度。一般，μｗ（ｘ）等
于０的时候，社会保障状况最差，等于０．５的时候
社会保障状况一般，等于１的时候社会保障状况
最好。μｗ（ｘ）越大，表示社会保障状况越好。
２．３．２　隶属函数的设定

在运用模糊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时，最重要的

任务便是确定隶属函数μｗ（ｘ）。该函数的确定主
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研究所处的现实背景，

另一是所选择指标的类型。一般地，后者可分为

三种类型，即虚拟二分变量、连续变量和虚拟定

性变量。

定义ｘｉ是渔民社会保障的第 ｉ个功能子集，
并由初级指标ｘｉｊ决定，且渔民社会保障的初级指
标为ｘｉｊ＝［ｘｉ１，…，ｘｉｊ，…］。

虚拟二分变量所表达的现象比较明确，即只

存在两种情况，其隶属函数为：

μｗ（ｘｉｊ）＝
０，ｘｉｊ＝０

１，ｘｉｊ＝{ １
（２）

式（２）表示，当个体拥有某个商品或者服务
时此时ｘｉｊ＝１，该指标对于第ｉ个功能子集的隶属
度μｗ（ｘｉｊ）＝１；相反，个体不拥有某种商品或者服
务时ｘｉｊ＝０，该指标对于第ｉ个功能子集的隶属度
μｗ（ｘｉｊ）＝０。

连续变量的隶属函数为：

μｗ（ｘｉｊ，ａ，ｂ）＝

０，０≤ｘｉｊ≤ａ

ｘｉｊ－ａ
ｂ－ａ，ａ＜ｘｉｊ＜ｂ

１，ｘｉｊ≥










ｂ

（３）

其中ａ，ｂ为参数，且ｂ＞ａ

μｗ（ｘｉｊ，ａ，ｂ）＝

１，０≤ｘｉｊ≤ａ

ｂ－ｘｉｊ
ｂ－ａ，ａ＜ｘｉｊ＜ｂ

０，ｘｉｊ≥










ｂ

（４）

其中ａ，ｂ为参数，且ｂ＞ａ
式中：ｂ为 ｘｉｊ的上限，当 ｘｉｊ大于或等于 ｂ时，其社
会保障状况是最好的，ａ为ｘｉｊ的下限，当ｘｉｊ不大于
ａ时，其社会保障状况是最差的。隶属度函数 μｗ

（ｘｉｊ，ａ，ｂ）的值越大，表示渔民的社会保障状态越
好。

式（３）表示指标ｘｉｊ与社会保障状况正相关。
式（４）表示的情况相反，即指标 ｘｉｊ与社会保

障状况负相关，隶属度函数 μｗ（ｘｉｊ，ａ，ｂ）的值越
小，则表示渔民的社会保障状态越好。

虚拟定性变量不能直接量化，只能进行定量

描述，是对研究对象的主观评价。假设对某个变

量的主观评价有ｍ种状态，对这ｍ种状态进行赋
值：

ｘｉｊ＝ ｘｉｊ
（１）…ｘｉｊ

（ｍ{ }） （５）
假设这些赋值呈等距分布，那么值越大意味

着社会保障状态越好。通常假设这些赋值满足：

ｘｉｊ
（１）π∧πｘｉｊ

（１）π∧πｘｉｊ
（ｍ）；ｘ＝１（ｌ＝１，∧，ｍ）

（６）
由此，虚拟定性变量的隶属函数可以表示

为：

μｗ（ｘｉｊ，ａ，ｂ）＝

０，０≤ｘｉｊ≤ａ

ｘｉｊ－ａ
ｂ－ａ，ａ＜ｘｉｊ＜ｂ

１，ｘｉｊ≥










ｂ

（７）

式中：ａ、ｂ为指标ｘｉｊ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２．３．３　权重的计算

在得到初级指标隶属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

各初级指标的隶属度加总，形成一个综合的指

标，计算各指标相应的权重。我们认为各初级指

标的权重是不同的，ＣＨＥＬＩＡ和 ＬＥＲＭＭＩ［１２］提出
了如下的权重计算公式：

ωｉｊ＝Ｌｎ
１

μ（ｘｉｊ[ ]），μ（ｘｉｊ）＝１ｎ∑
ｎ

ｐ＝１
μ（ｘｉｊ）

（ｐ） （８）

式中：后一个方程表示 ｎ个渔民第 ｉ个功能子集
中第 ｊ项指标的均值。这个权重公式的优点在
于，给予了隶属度较小的变量以较大的权重，从

而使那些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指标在进行社会

保障评价时得到应有的关注，各功能子集的隶属

度通过初级指标隶属度和权重的相关计算获得，

加总的公式如下：

ｆ（ｘｉ）＝∑
ｋ

ｊ＝１
μ（ｘｉｊ）×ωｉｊ／∑

ｋ

ｊ＝１
ωｉｊ （９）

式中：ｋ表示第ｉ个功能子集包括ｋ个初级指标。
根据上述测算依据，我们分别对广东台山渔

村和浙江舟山渔村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进行综

合测定，结果见表２和表３，从渔民社会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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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台山渔村参加和不参加合作社渔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模糊评价对比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ｆｕｚｚ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ｂｏｕｔ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ａｎｄ

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ａｉｓｈａ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功能指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变量类型

Ｔｙｐｅｓ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隶属度 μ（ｘｉｊ）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没参加合作社

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参加合作社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权重ωｉｊｗｅｉｇｈｔ

没参加合作社

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参加合作社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经济情况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３６４ ０．４３６ １．０１１ ０．８３０
人均捕捞收入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 Ｃ ０．５５６１ ０．８５５２ ０．５８６８ ０．１５６４
人均生活开支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ｖｉｎｇ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Ｃ ０．２７２０ ０．３０２９ １．３０２０ １．１９４５
人均纯收入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 Ｃ ０．３６９７ ０．７２２９ ０．９９５１ ０．３２４５
居住条件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１６４ ０．３１０ １．８０８ １．１７１
居住位置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Ｑ ０．０５００ ０．１７５０ ２．９９５７ １．７４３
人均居住面积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ｅａ Ｃ ０．４１００ ０．３４３２ ０．８９１６ １．０６９５
房屋类型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ｓ Ｑ ０．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２．９９５７ １．３８６３
周边配套设施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Ｑ ０．５５００ ０．７０８３ ０．５９７８ ０．３４４８
水电供应便利性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Ｑ ０．５５００ ０．５６８８ ０．５９７８ ０．５６４

社会机会Ｓｏｃｉａｌ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０．６６１ ０．５６１ ０．４１４ ０．５７８
教育资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 ０．６７５０ ０．６２５０ ０．３９３０ ０．４７００
求职机会Ｊｏｂ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Ｑ ０．６５０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３０８ ０．６９３１
医疗资源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 ０．６００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１０８ ０．６９３１
人际关系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Ｑ ０．８０００ ０．７８１３ ０．２２３１ ０．２４６９
社会保险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３ ０．７６６ ０．７７０
养老保险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 ０．７４９５ ０．７４９５ ０．２８８３ ０．２８８３
医疗保险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 ０．９９９０ ０．９９９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其他保险Ｏｔｈｅ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 ０．４５０１ ０．５０００ ０．７９８３ ０．６９３１
健康状况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 Ｑ ０．５５００ ０．３７５０ ０．５９７８ ０．９８０８
保险水平Ｔｈ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Ｑ ０．３５００ ０．４３７５ １．０４９８ ０．８２６７
总模糊指数Ｔｏｔａｌｆｕｚｚｙｉｎｄｅｘ ０．３２４ ０．４２０
注：变量类型中，Ｃ表示连续变量，Ｑ表示虚拟定性变量，Ｄ表示虚拟二分变量，在运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变成计算时，为符合数学意义，分
别将Ｄ的数值１和０改为０．９９９和０．００１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ｙｐｅ，Ｃｍｅａｎ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Ｑｍｅａｎ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ｍｅａｎ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ｔｌａｂ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１ａｎｄ０ｔｏ０．９９９ａｎｄ０．００１

模糊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参加合作社渔民的社会

保障水平高于不参加合作社渔民的社会保障水

平：台山渔村参加合作社渔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是

０．４２０，而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
是０．３２４；舟山渔村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
水平是０．４９４，而没有参加合作社渔民的社会保
障水平是０．３５８。另一方面，舟山渔村参加合作
社渔民的社会保障水平０．４９４比台山渔村参加合
作社渔民的社会保障水平０．４２０要高，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舟山渔村采用的组织化程度更高的

股份经济合作社模式更利于渔民社会保障水平

的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

的偏差和不足，在实践中，可能存在参加合作社

的家庭都是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的家庭，在选择

样本时我们已考虑到这一因素，对于那些收入较

高、经营良好的渔户没有全部进行调研，相反，我

们刻意选择了一些家庭收入不高、经营不善的渔

户作为调研分析的对象，使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因此，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对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分析其原
因。渔民作为单独的家庭经营个体，自组织水平

很低，渔民之间缺少相互交流和协作的机制，抗

风险能力弱，削弱了他们适应市场和社会的能

力，进而影响渔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合作社作为

衔接渔民和市场的中介组织，可以有效地克服家

庭经营的局限性，把家庭经营的优势和合作经营

的优势结合起来，有效地提高渔民收入和社会保

障水平。例如，渔民成为合作社成员后可以一起

筹资购买更大的船，提高捕捞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联合运销水产品返港销售，为捕捞船提供补

给，稳定了水产品的市场价格，在收入方面比没

有参加合作社的渔民要高，收入也更加稳定。合

作社社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信息来源更丰

富，求职机会和就业机会比不参加合作社的渔民

更多。很多参加合作社的渔民在镇上或者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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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房子，虽然居住面积会有所下降，但能享受

到较高的教育和医疗水平，综合社会机会有所增

多。一些观点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如各地注重发

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优化配置劳动力、土地、资

金、技术等方面的作用，使分散经营的小农户组

合成大规模的生产基地［１３］。一些地方成立社区

农民协会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综合

性自我服务，通过农民协会，提高了农民组织化

程度，解决了单个分散农户在生产经营中的盲目

性以及生产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效益低的问题，

增加了农民收入［１４］。另一方面，渔民的组织化程

度低，导致他们在社会利益分割过程中没有谈判

地位，进而影响自身的社会保障表现。农民是我

国人口最多的阶层，但是也是最没谈判权力的社

会阶层，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迟迟没有建立即

源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没有谈判权力［１５］。

表３　舟山渔村参加和不参加合作社渔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模糊评价对比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ｆｕｚｚ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ｂｏｕｔ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ｉｎ

ａｎｄ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功能指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变量类型

Ｔｙｐｅｓ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隶属度 μ（ｘｉｊ）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没参加合作社

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参加合作社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权重ωｉｊＷｅｉｇｈｔ

没参加合作社

Ｎｏ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参加合作社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经济情况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２６９ ０．５６２ １．３１３ ０．５７６
人均捕捞收入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ｏｍｅ Ｃ ０．６０３３ ０．９８９９ ０．５０５４ ０．０１０２
人均生活开支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ｖｉｎｇ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Ｃ ０．１１４４ ０．５０００ ２．１６８１ ０．６９３１
人均纯收入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 Ｃ ０．５４６３ ０．８８８９ ０．６０４５ ０．１１７８
居住条件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２７８ ０．３６８ １．２８０ ０．９９９
居住位置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Ｑ ０．１１２５ ０．１６６７ ２．１８４８ １．７９１８
人均居住面积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ｖｉｎｇａｒｅａ Ｃ ０．５０９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７５４ ０．６９３１
房屋类型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ｙｐｅｓ Ｑ ０．２０８３ ０．５０００ １．５６８６ ０．６９３１
周边配套设施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Ｑ ０．６４１７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４３７ ０．６９３１
水电供应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ｓｕｐｐｌｙ Ｑ ０．６８７５ ０．８３３３ ０．３７４７ ０．１８２３
社会机会Ｓｏｃｉａｌ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０．５００ ０．５６３ ０．６９３ ０．５７４
教育资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 ０．５０００ ０．７９１７ ０．６９３１ ０．２３３６
求职机会Ｊｏｂ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Ｑ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６６７ ０．６９３１ ０．７６２１
医疗资源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 ０．５０００ ０．５２５０ ０．６９３１ ０．６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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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模糊指数Ｔｏｔａｌｆｕｚｚｙｉｎｄｅｘ ０．３５８ ０．４９４

注：变量类型中，Ｃ表示连续变量，Ｑ表示虚拟定性变量，Ｄ表示虚拟二分变量，在运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变成计算时，为符合数学意义，分
别将Ｄ的数值１和０改为０．９９９和０．００１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ｙｐｅ，Ｃｍｅａｎ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Ｑｍｅａｎ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ｍｅａｎ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ｂｉｎａｒ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ｔｌａｂ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１ａｎｄ０ｔｏ０．９９９ａｎｄ０．００１

３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１）在同等
条件下，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高于不

参加合作社的渔民社会保障水平；（２）合作社的
组织化程度越高，渔业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政

府可通过一定的政策引导渔民加入合作社，这是

提高渔民生计水平，降低渔民生计风险，提升社

会保障的有效途径。我们调研的两个渔村是典

型的以捕捞为主的渔村，渔村充分发挥合作社的

作用，逐渐改变以个体捕捞为主的体制，从个体

经营模式转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是当前

捕捞业减量增效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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