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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过洋性渔业是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捕捞渔业资源的海洋渔业，是远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投
入、高风险的海洋产业，其发展与资源、渔场、国内外渔业立法和政策、汇率等多方因素紧密联系。在我国过洋

性渔业的发展过程中，入渔国家的渔业资源衰退、政局不稳等因素关系到远洋渔业的稳定持续发展。过洋性

渔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风险投资，而对风险的评价是风险投资决策的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对过洋性渔业入

渔风险评价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分析过洋性渔业产业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风险与预警评价的理论，提出了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初步构建了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主要包括

风险因素识别、指标分级２个方面的内容，选取３个一级指标、１６个二级指标、１６个三级指标。这一评价体系
的构建将有利于我国过洋性渔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我国远洋渔业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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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洋性渔业是在他国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
内捕捞渔业资源的远洋渔业［１］，有着高投入、高

风险的产业特点，同时对国际渔业合作和外交战

略有深远影响［２］。“十二五”期间，“海洋强国”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
远洋渔业发展。同时，入渔不稳定、企业遭受经

济损失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既可能是由于

企业自身原因造成，也可能由合作国家社会、政

治等因素造成［３］。

“十三五”全国远洋渔业发展规划［４］指出，建

设远洋渔业风险预警体系，加强风险防控能力是

当前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因此，

须客观认识此类远洋渔业发展的问题，加强预警

与保障体系建设。目前，国内对过洋性渔业入渔

风险预警体系的学术研究和入渔风险管理尚处

于起步阶段。对远洋渔业涉外事件等问题，《远

洋渔业管理规定》第２８条规定了具体处理程序；
农业部办公厅分别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颁布了两

个文件（农渔发〔２０１１〕２８号［５］、农办渔〔２０１３〕１８
号［６］），分别从企业责任以及国务院安委会意见

（安委〔２０１１〕４号）等两个角度进行规定，但这些
规定是被动应对，缺少安全生产和涉外事件的预

防与保障体系。为此，需要通过持续对关键国家

或地区进行关注与跟踪研究，建立一套过洋性渔

业的预警防范指标体系，一旦出现可能影响渔业

合作的变化，入渔风险提升，及时作出预警，通过

国家渔业主管部门传达地方主管部门和渔业企

业，提前做好应对防范，为我国过洋性渔业稳定、

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本文通过研究过洋性渔业的特点，运用风险

与预警理论，提出了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

标选取的原则，构建了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

体系。

１　过洋性渔业的特点

过洋性渔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渔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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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要活动在海上捕捞、港口贸易，在部分入渔

国有基地，依赖投资国的稳定、资源丰富等［７］，通

常具有以下特征。

（１）投入大且周期长，管理难度也大。在时
间和经济成本上，海外基地、港口等基础设施的

建设时间长，投入的经济成本高，近些年入渔费

用也不断提升，回报周期也较长。在管理方面，

需要关注国外的政治、经济等现状和趋势，同时

对企业的管理、主管部门的监管等方面有着很高

的要求。

（２）风险高且影响因素多。高风险有以下原
因：其一，过洋性渔业具有涉外性，与国家战略、

外交关系等紧密联系。其二，政治风险和法律政

策风险的不确定性较大。入渔国的政治风险是

主要风险之一，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渔业管理

政策变动，会对入渔造成较大的影响。其三，过

洋性渔业作为出口和消费主导型产业［８］，受消费

水平、汇率等国际市场因素影响，经济效益波动

性大，风险源繁多且复杂。由于作业范围在境

外，法律合约、作业海域、劳务用工等都是入渔需

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境外投资和渔获贸易等

方方面面的内容。

（３）国家产业政策密切关联，且产业关联度
高。过洋性渔业发展高度依赖国家政策支持、国

家间外交关系等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其中

工业水平和科技水平提高对过洋性渔业发展的

促进尤为突出，如工业革命推动了渔船基础设备

的进步，实现从近海到远洋的拓展，科学技术的

进步大幅提升资源获取的产量和效率。过洋性

渔业产业关联度高，涉及捕捞技术优化、设备保

鲜加工能力提升、运输营销效率提高等内容。

（４）产业的弱质性强。弱质性用于表述生产
周期长、环境影响大、回报见效慢等类型的产业，

常用于对传统农业的描述［９］。过洋性渔业同样

具有弱质性，主要表现为生产捕捞、产业链和发

展空间三个方面。其一，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繁

育具有周期性，而环境、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资

源渔场，使得过洋性渔业捕捞产量不稳定。其

二，目前我国过洋性渔业产业链处低端位置，投

入局限于捕捞作业，在加工保鲜、营销等环节投

入不足，产业链欠延伸，不利于国内外市场发展。

其三，过洋性渔业正在向资源可持续利用方向发

展，由于受到国际规范和监管，发展空间受一定

限制［１０］。

２　风险与预警基本理论

２．１　风险的基本理论
学术上对风险尚无一致的定义，不同研究领

域和不同研究角度有着不同的解释。郭晓亭

等［１１］认为风险是对未来结果发生、损失发生的不

确定，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１２］定义风险为特定条件下未

来结果的变动，李春宇［１３］认为风险的不确定是对

当前行为和未来结果之间预知的心理状态，反映

了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

风险虽无统一的定义，但多呈现以下特点：

（１）阶段性。风险的发生经历蕴藏、生成、演化、
临近、显现和作用的阶段。（２）可发觉和评估。
因风险有阶段性，所以大多数风险可以被提前发

现和评价，少数突发风险在预警体系下也可减小

危害［１４］。（３）风险和收益相对。１９世纪古典经
济学阐明，收益需承担风险，风险是收益的代价，

收益、损失相对较大，风险亦相对大［１５］。（４）风
险建立于个体承受风险能力上。风险可表征不

确定性，和收益损失大小等客观事实有关，同时

也和主观意识相关，立于承受风险的主体对象

上。

风险评价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和环节。

风险可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１６］，其中系统

风险又称不可分散风险，对所有的风险项目都会

产生影响，如汇率、政局风险等，与入渔国的政

治、经济等客观因素有关；非系统风险又称可分

散风险，是风险项目本身特有的，如入渔政策、渔

业资源状况等，依据过洋性渔业产业特性和入渔

活动而异。

２．２　预警的基本理论
预警是提前对风险进行识别和度量，并在时

空和危害上预报，以达防范、规避风险的目的［１７］。

预警理论最早起源于军事，后发展到经济、气象、

灾害预警等多个领域［１８１９］。预警系统是实现海

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２０］，而过洋性

渔业入渔风险预警是根据入渔风险的评价结果，

辨识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从而保障我国远洋渔

业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管理手段。

预警是对风险的管理。陈新军等［２１］认为在

可持续发展系统中，各因素在合理的区域内运

行，系统协调可持续，超出这个区域范围，可能破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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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平衡可持续。预警是对可能超出合理运行区

域的警惕提醒，对风险提前预知、管理。预警将

风险要素数据化监测，针对单个风险要素和组合

风险要素，采取不同的预案应对策略，是主动、及

时、动态、规范、循环的风险管理方式，有别于传

统风险管理依靠整体主观把握，缺乏系统及时的

分析应对。预警可分为 ５个步骤，即警情诊断、
警源分析、警兆辨识、警度预报、排警调控。

２．３　过洋性渔业风险与预警
在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预警系统中，研究对

象是过洋性渔业，研究目标是稳定可持续入渔，

研究基础是风险评价，研究方法是预警，通过风

险评价与预警系统的建立可为过洋性渔业宏观

调控和管理提供依据。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有如下特征：（１）国家
间差异大，需具体分析。即便是相同的政体和经

济环境，面临的入渔风险也会随着国家不同显现

出差异。（２）风险因素涉及面广。与对外投资的
项目类似，有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基本风险源，

此外，资源状况等渔业特有的依赖点也是风险

源。（３）风险影响大，波及面广。过洋性渔业影
响到企业利益、远洋渔业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运

行，需要重视和管理。同时应注意规避风险需要

成本，并非所有风险均需重视和排除规避，监测

和预警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预警是在全面综合考

虑入渔风险基础上，对过洋性渔业的状况、入渔

国家、入渔企业和其他因素的综合风险评价，通

过描述现状和发展趋势、动态监测风险信息，预

报超出承受范围的风险，并提供防范和管理的措

施。对于过洋性渔业中的经济损失以及入渔不

稳定等问题，预警的意义在于能预先管理、警示

风险，避免了事后管理和研究的滞后性。过洋性

渔业入渔风险预警根据动态风险评价结果，辨识

出超出风险承受范围的风险值并预报，实现过洋

性渔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预警系统在必要时向

管理者发出预警信号，提示需引起注意的风险

源，帮助管理者和远洋渔业企业防范规避风险，

提高风险控制的能力。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有助

于全面综合分析入渔风险［２２］，并对风险进行定性

定量的合理评价，是风险预警系统的先导前提。

３　选取风险评价指标的原则与借鉴

　　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是选取评价
指标。通过研究，选取风险评价指标需遵循的原

则，并借鉴海外风险投资的一些共性指标，构建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

３．１　选取指标的原则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是综合系统

工程，涉及国内外的政策、资源、市场等方面内

容，只有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才能降低过洋性

渔业的风险，为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提供风险

预警，确保我国过洋性渔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合

理选取指标，为特定的评价目的服务，有利于系

统分析评价对象的特征。依据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的一般性原则［２３２５］，结合过洋性渔业的自

身特点，提出选取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标

的原则。

（１）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
须以国家远洋渔业发展规划、可持续发展理论以

及资源状况等为依据［２６］，选出的指标应有较好的

稳定性。科学性是实现指标规范、统一的基础，

科学性原则要求指标的定义、计算方法、数据收

集、包括范围、权重选择等都必须有科学依据。

（２）全面性原则。评价指标应该全面反映远
洋渔业涉及领域的多个维度，每一评价层级包括

若干评价指标。指标需从国家和企业等视角出

发，考量经济、资源和政治等多角度，并重未来发

展趋势等综合全面反映入渔风险。

（３）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原则。由于远洋渔业
评价涉及的方面很多，有些可用数量变化来反

映，有些难以通过数量指标来反映，如渔业管理

体制等。为此，需要研究并设计一些定性的指标

来反映。此外，还需要一些判断指标来反映远洋

渔业评价指标的特殊情况。

（４）实用性原则。指标选取应充分利用现有
统计资料，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易于量化。在

实际调查评价中，指标数据可通过统计资料整

理、抽样调查，或典型调查，或直接从有关部门获

得。

３．２　现有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与借鉴
过洋性渔业属于海外风险投资领域，通过分

析国内外的文献资料［２７２９］发现，海外投资风险评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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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多以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为基础，依据不同

的评价对象，具体评价指标维度有异同。例如，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年度报告［３０］研究了中

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状况、分析投资国家及行业投

资风险，从国别、行业、企业等多维度展示企业对

外投资在不同领域的风险，并附案例展示风险发

生的后果。许勤华［３１］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能

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从经济、社会、政治、中国

因素、能源因素和环境因素等角度，综合设计提

出了“人大能源风险指数”，通过广义的政治维度

对能源国际投资风险分析。郑明贵［３２］对海外矿

业投资环境进行研究，从政治政策、社会文化、经

济金融、基础设施等角度构建评价体系，其二级

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

《全球腐败指数报告》、世界银行、标准普尔对全

球各国信用评级、《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等。

ＢＵＳＳＥ等［３３］研究发现政治风险、制度和对外直

接投资流入有着密切联系，通过收集８３个发展
中国家２０年的数据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稳
定性、内战、民族矛盾、民主权利、法律和秩序是

影响外国是否进入投资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国际化产业具有不同的风险，过洋性

渔业属于渔业资源的海外风险投资，从中可借鉴

一些评价维度和指标。在政治、社会、法律等方

面，选取指标可依据已有海外风险投资研究的指

标设置，结合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的特点，借鉴

一些共性指标。

４　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上文通过研究过洋性渔业的特点、总结风险

与预警理论、提出选取风险评价指标的原则与借

鉴，为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打下了基础。

构建指标体系还需具体分析入渔风险源，选

取风险指标并划分等级。通过风险因素识别选

取指标，设计出一级、二级、三级指标，对指标划

分等级。

４．１　风险因素的识别
风险识别是对入渔潜在或客观存在的影响

项目效益的事件进行系统全面的预测和归类［３４］。

本研究用头脑风暴法，设计了三个一级指标。将

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政策等风险因素整合为

入渔国家一项，作为一级指标。入渔企业的资

质、信用和抗风险能力等亦是入渔风险不可忽视

的一节，渔业合作方式直接影响入渔风险，因此

将渔业合作类型、入渔企业资质等整合为入渔企

业与渔业合作方式一项，作为一级指标。此外，

外汇、安全等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入渔风险，将这

些其他因素整合为外部因素一项，也作为一级指

标。因此，共设置入渔国家、入渔企业和渔业合

作关系、外部环境等三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

标划分为若干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划分一个

三级指标，构建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表１）。
通过设计入渔国家、入渔企业和渔业合作方

式、外部因素这三个一级指标及下属指标，涵盖

了过洋性渔业入渔的他方、我方及外部因素主要

影响入渔风险的来源。入渔国家的经济、政局、

法律政策、渔业资源状况等指标影响着入渔的稳

定性、成本和收益；作业海域安全性、汇率变动等

指标影响着入渔的安全和经济收益；入渔企业资

质、渔业合作类型等指标，关系着入渔的科学性

和可靠性。

４．１．１　入渔国家
（１）经济稳定性。经济是否稳定对入渔是首

位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是否稳

定可以直接反映国家政府的治理成效［３５］，经济的

稳定会带来民生的安定、社会的稳定。经济基础

可衡量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长期稳定性［３６］。

经济稳定性可表征于就业、物价、国际收支、

ＧＤＰ等指标。考虑到任一指标均可反映经济稳
定性，ＧＤＰ的数据易获取、统计较全，所以选取
ＧＤＰ作为反映入渔国经济稳定性的指标，用 ＧＤＰ
的变化趋势反映入渔国近年的经济稳定性。

（２）政局稳定性。ＣＡＮＴＥＧＲＥＩＬ［３７］研究认为
政治是影响国家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国家元

首或政府正常依据宪法换届，政局相对稳定；非

正常换届，如发生政变、内战等，政局相对不稳

定。政局不稳定同时会引发法律政策失效或变

更、经济不稳等，是影响入渔稳定的主要风险来

源之一。

（３）法律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的变更影响着
企业入渔，渔业法、外汇管理法、外商投资法等法

律政策的变动越频繁、越大，风险概率发生相应

较大。目前入渔国家的主要渔业管理规定有：船

员本土化，船位监控，船检，渔捞日志，捕捞许可

证数量，渔船国籍变更，休渔（休渔期过长给公司

效益带来较大影响）等。外汇管理法是一个国家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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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本国国际收支逆差、稳定本国汇率以及

维持本国国际信誉，对外汇买卖和国际结算实行

限制性的政策［３８］。外汇管理法影响到企业水产

品贸易及经济收益，外商投资法同样影响企业的

生产经营。

表１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ＷＦ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一级指标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三级指标

Ｔｈｉｒｄｃｌａｓ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主要数据来源

Ｍａｉｎ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ｓ

入渔国家

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ｓ

经济稳定性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近十年ＧＤＰ变化趋势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
ＧＤＰ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ｔｅｎｙｅａｒｓ

世界银行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政局稳定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是否正常换届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外交部网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ｗｅｂｓｉｔｅ

法律政策环境

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法律变更频率和幅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内部资料、条约数据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外交伙伴关系等级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外交部网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ｗｅｂｓｉｔｅ

民众的排外情绪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排外情绪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Ｔｒｅｎｄ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ｙｉｅｌｄｃｈａｎｇｅ

历史和对外投资研究报告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

资源状况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捕捞产量变化趋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ＦＡＯ

主权信用风险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ｃｒｅｄｉｔｒｉｓｋ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ｒａｎｇｅ
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ｆｅｅ

标普国家主权信用评级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ｏｏｒ’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

入渔费变动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ｓ

入渔费变动频率及幅度

是否前殖民地国家

Ｆｏｒｍｅｒ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

内部资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外交独立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商务部网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ｗｅｂｓｉｔｅ

外部因素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国内外远洋渔业

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ｅｐ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是否与入渔国签订协议和资金资助

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ｏｓｉｇ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ｉｔｈ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欧盟网站公开资料

Ｅｕｗｅｂｓｉｔｅ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

作业海域安全性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ｒｅａ

近３年是否有海盗或恐怖主义
Ｈａｓｔｈｅｒｅｂｅｅｎｐｉｒａｃｙ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３ｙｅａｒｓ

国际商会网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ｗｅｂｓｉｔｅ

汇率变动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入渔国近３年兑美元汇率变动
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ｕｓｄｏｌｌａｒ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ｓ

世界银行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入渔企业和渔业合作方式

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Ｍｏｄ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企业资质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企业规模、技术

装备水平、生产管理制度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ｃａｌ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企业提供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

技术支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和研究单位合作状况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企业提供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

渔业合作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合作协议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内部资料和新闻报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十三五”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

Ｔｈ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ｂａｓｅｓ
ｆｏｒｄｅｅｐ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入渔国基地规划和现状

Ｂａ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

“十三五”全国

远洋渔业发展规划附件

Ａｎｎｅｘｔｏ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ｆｏｒ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ｅｐ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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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与他国外交有
不同的关系称谓，如与巴基斯坦为“全天候合作

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

系”，从关系称谓可以看出建交国家与中国的合

作关系密切程度。这些关系随着时间和事件会

发生变化，可表征两国近年外交关系。此外，是

否加入“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密切

程度的一种反映，在外交关系基础上，属于一带

一路合作国家，对国家间合作的关系更上一层。

（５）民众的排外情绪。外交关系的友好是国
家战略层面的布局，而民众的排外情绪会影响投

资合作的稳定，是重要的入渔潜在风险之一。民

众的排外情绪常伴有人身袭击、抢劫等暴力犯罪

行为［３９］，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员工的安全，

严重时会致使入渔的终止。民众的排外情绪由

历史原因、意识形态等产生，具有一定的隐匿性，

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研究投资报告等方法

综合评价入渔国的民众排外情绪程度。

（６）渔业资源状况。资源禀赋、开发程度可
反映一国的渔业资源状况及开发潜力，资源状况

好、开发潜力大的国家入渔风险较小。根据 ＦＡＯ
的２０１８报告［４０］，未来渔业捕捞逐步向《２０３０年
议程》确立的零过度捕捞目标发展，过度捕捞的

品种所在的国家，未来将会对资源进行保护。根

据ＦＡＯ的生产统计数据，对１９５０—２０１４年捕捞
产量统计，做出折线图，对资源状况评价。

（７）主权信用风险。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影响
评级国家金融市场波动，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

在国际金融市场占主导［４１］。主权信用评级低的

国家会有通货膨胀，本币币值波动等金融问题，

影响过洋性渔业的渔获贸易。

（８）入渔费用变动。中国过洋性渔业在沿海
国家入渔，通常需支付入渔费用，而近些年入渔

费用的提高［４２］，无疑增加入渔经济成本，增加了

潜在的风险损失。入渔费用增加的频率和幅度

是衡量入渔的重要指标之一。

（９）外交独立程度。外交独立是指国家的主
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与侵犯，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地、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

对外的一切事务。而诸如非洲的许多国家，先前

受到殖民统治，独立后在对他国入渔事务和对内

渔业治理方面能力不强或受原殖民国家影响，是

入渔风险潜在风险源之一。

４．１．２　外部因素
（１）国内外远洋渔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

在某国入渔的国家通常不止远洋渔业企业在入

渔时，往往存在竞争关系。例如，欧盟与入渔国

家签订渔业协定，其中缴纳费用部分用于购买捕

捞许可，部分用于支持渔业监控和管理，导致国

际渔业组织合法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入

渔作业造成影响。影响包括资源可捕量的限制、

作业的生态保护要求提高、入渔费的提高等。

（２）作业海域安全性。中国过洋性渔业有很
大一部分分布在非洲落后国家，其安全风险系数

较高，对企业和船员造成安全威胁和经济损

失［４３］。安全危险源有自然灾害、恐怖主义、传染

病疫情等。海盗或恐怖主义会大大降低作业安

全性，增加风险。按 ＩＣＣ网站的近３年的发生抢
劫等事件的地图，判断该地区海盗的活动程度。

（３）汇率变动。货币贬值是指一国货币对外
价值的下降，或称该国货币汇率下跌。汇率下跌

的程度用货币贬值幅度来表示。汇率变动会引

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

的进出口贸易。赵艳平等［４４］研究发现汇率下跌，

即货币贬值，可能促进水产品出口，反之则减少

水产品出口。

４．１．３　入渔企业和渔业合作方式
（１）企业资质。企业资质包括企业规模大

小、技术装备水平先进与否、从事过洋性渔业的

时间长短等［４５］，企业资质好，即规模大、装备先

进、从事行业时间长，则抗风险能力相应强。企

业规模大，一般资金较雄厚、项目较分散，对风险

损失的承受能力相对强；在同一海域、时间下，技

术装备水平先进，一般捕捞生产效率较高，经济

损失导致的风险概率发生相对低；从事过洋性渔

业时间长，一般渔业企业的管理层有较长的管理

经验，体现在重视安全生产等方面，则安全等风

险发生概率相对低。

（２）技术支撑。如果入渔企业与科研单位有
长期合作、有投入，在资源渔场等方面的掌握就

越好，捕捞生产的风险就相应低。

（３）渔业合作类型。合作如果有合约协议，
合作的保障和稳定就能得到保证，入渔同样如

此。主要有三种合作类型：政府间或协会间合作

协议，如签订渔业协定，渔业合作协议备忘录等；

企业与入渔国签订协议；民间合作或无合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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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陈　晨，等：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系，如与私营企业合作、组建合作公司、中方以卖

方信贷方式向合资公司提供渔船、合作方以捕鱼

许可证入股。

（４）“十三五”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刘芳
等［４６］研究表明入渔国家有海外基地布局则表明

渔业合作顺利，通过对“十三五”远洋渔业海外基

地布局与目前基地的建设状况比较，对渔业合作

关系做出评价与判断，入渔国有基地规划布局、

基地已建设是小于无规划且无建成基地的风险。

４．２　指标分级
三级指标包含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对定性

指标进行分级，定量指标划分范围，统一打分标

准，第一等级为１０分，第二等级为５分，第三等级
为１分，见表２。

表２　三级指标划分标准和打分评价依据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ｓｃｏｒｉｎｇｂａｓｉｓ

分级值 Ｇｒａｄｅｓ １０ ５ １

经济稳定性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整体上升

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ｉｓｅ
波动或稳定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整体下降

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ｃｌｉｎｅ
政局稳定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正常换届

ｎｏｒ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非正常换届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法律政策环境

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变更频率小，幅度小

Ｓｌｏｗ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ｍａｌｌｒａｎｇｅ
变更或幅度中等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变更频率快，幅度大

Ｆａｓｔ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ｇｅ

外交关系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合作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非伙伴

Ｎｏ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排外情绪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友好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一般

ｇｅｎｅｒａｌ
敌视

ｈｏｓｔｉｌｅ

资源状况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整体上升

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ｉｓｅ
波动或稳定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整体下降

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ｃｌｉｎｅ

主权信用风险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ｃｒｅｄｉｔｒｉｓｋ
信用等级高

Ｈｉｇｈ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
信用等级中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
信用等级低

ｌｏｗ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

入渔费变动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ｓ
变更频率小，幅度小

Ｓｍａｌｌ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ｍａｌｌｒａｎｇｅ
变更或幅度中等

Ｃｈａｎｇ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变更频率快，幅度大

Ｃｈａｎｇｅｑｕｉｃｋｌｙ
外交独立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非原殖民国家

Ｎｏｎ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

原殖民国家，独立时间长

Ｆｏｒｍｅｒ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原殖民国家，独立时间短

Ｆｏｒｍｅｒ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ｈｏｒｔ
ｔｉｍ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国内外企业竞争关系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入渔国无他国

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ｎｏ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入渔国和他国无协议

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ｎ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入渔国和他国有协议

Ｆ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作业海域安全性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ｒｅａ
安全

Ｓｅｃｕｒｅ
较安全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ｅｃｕｒｅ
不安全

Ｎｏｔｓｅｃｕｒｅ
国际汇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整体下跌

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ｃｌｉｎｅ
稳定或波动

Ｓｔｅａｄｙｏｒ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整体上涨

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ｉｓｅ

企业资质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规模大，装备好

Ｂｉｇｓｃａｌｅ，ｗｅｌｌ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规模小，装备好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ｗｅｌｌ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规模小，装备差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ｐｏｏｒ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技术支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有长期支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ｐｐｏｒｔ
有短期支持

Ｈａｖ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ｓｕｐｐｏｒｔ
无支持

Ｎ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渔业合作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国家间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企业与国家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民间或无合作

Ｃｉｖｉｌｏｒｎ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十三五”远洋渔业

海外基地布局

Ｔｈ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ｂａｓｅｓ
ｆｏｒｄｅｅｐ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１３ｔｈ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未达到

ｕｎｒｅａｃｈ
达到

ｒｅａｃｈ
超过

ｏｖｅｒ

５　结论

分析了过洋性渔业的产业特点，结合风险与

预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过洋性渔业风险评价中

指标选择的原则，建立了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

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了风险因素识别、指标

分级２个方面内容，共３个一级指标、１６个二级
指标、１６个三级指标，并对３个级别指标定性定
量分级，统一打分标准，构建了入渔风险评价指

标体系，较好反映了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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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管部门决策和企业入渔提供依据，有利于我

国远洋渔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是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预警系统的

基础工作，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做理论框架探索，

是过洋性渔业风险的初步理论分析和风险评价

的模型化实现，这一模型在未来的获取数据和实

证分析时可做适应性变动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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