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５６６（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５４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２４／ｊｓｏｕ．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７８９

产业集聚视角下我国大菱鲆养殖品牌建设分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３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项资金资助（ＣＡＲＳ－５０－１１）

作者简介：曹自强（１９８９—），男，农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渔业经济和产业经济。Ｅｍａｉｌ：ｋｇ６８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杨正勇，Ｅｍａｉｌ：ｚｙｙａｎｇ＠ｓｈｏｕ．ｅｄｕ．ｃｎ

曹自强，杨正勇

（上海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　要：近年来，我国大菱鲆养殖业受困于养殖产品供大于求和质量安全等问题，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打造
区域品牌可能是该产业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此类品牌的打造需要有一定的产业集聚作为基础。因

此，先运用区位熵指数和行业集中度鉴别该产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再以产业集聚为视角构建区域品牌建设的

理论模型，并以“兴城多宝鱼”品牌为案例，对理论模型之结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我国大菱鲆养殖产业集

聚主要集中在辽宁、山东、河北三省，其中辽宁省兴城市的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产业集聚形成的资源优势、产品

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业政策导向和行业组织服务能有效推进品牌建设；但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缺乏强

势龙头企业，缺乏区域品牌的整体战略规划，存在“搭便车”和“囚徒困境”问题。基于此研究结果，建议以龙

头企业为依托引导产业转型，以多宝鱼养殖协会为品牌的所有者，建立行业标准和品牌营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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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２００５年，大菱鲆已成为我国海水鱼类养
殖的重要品种，其养殖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根据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调查，２０１５年仅在
该体系示范区县，其养殖产量就达到５万多吨；
另外大菱鲆养殖产业受地理条件的影响，养殖企

业和生产者在特定区域内存在明显的地理集中

现象［１］。调查还发现，２０１３年以来该产业一直受
困于养殖产品供大于求和质量安全等问题，产品

价格持续走低，养殖生产者的经济收益缺乏保

障。

如何有效地摆脱产业发展的瓶颈？国内外

相关文献显示，其他产业解决类似问题的方式除

了地方政府鼓励企业规模化生产和加强市场监

管体系建设外，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并推动区域品

牌建设是一个重要途径［２］。学者指出产业集聚

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有效规避柠檬效应，

刺激企业创新，加快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以及市场

信息的维护［３］。区域品牌能提升产品价值，提升

顾客的消费意愿，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市场

支撑［４］。同时，产业集聚是区域产品品牌建立的

基本条件，能不断提高所在地在该产业中的声

誉［５］。产业集聚对区域品牌建设具有明显的强

化作用［６９］。美国加利福尼亚葡萄干、法国毕雷

矿泉水和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等区域品牌建设的

经验证实了相关理论研究成果［１０］。

然而我国大菱鲆养殖业的品牌建设之产业

集聚基础如何？通过品牌建设是否确实能推动

产业突围？这些问题至今未有研究。故本文从

大菱鲆养殖产业集聚的视角分析我国大菱鲆养

殖区域品牌建设问题，首先测度了产业集聚水

平，然后构建品牌促进产业发展的理论模型，并

结合案例对相关推论加以验证，最后提出相应的

政策建议。

１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行业集中度、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指数、区域熵指数、区位基尼系数、空
间集聚指数、ＤＯ指数等［１１１２］识别方法来测度产

业集聚水平。考虑到大菱鲆养殖产业的养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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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多为家庭作坊式养殖，部分测算方法所需的

数据较难获取。故本文选取区位熵指数和行业

集中度两个指标对我国大菱鲆养殖产业的集聚

度进行测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区位熵指数ＬＱｉｊ＝
ｑｉｊ／ｑｊ
ｑｉ／ｑ

（１）

式中：ＬＱｉｊ指ｊ地区的大菱鲆养殖产业在全国的区
位熵。ｊ代表区域，ｉ代表大菱鲆养殖产业，ｑｊ为 ｊ
地区所有水产养殖产业的养殖产量，ｑｉ指在全国
范围内大菱鲆产业的养殖产量，ｑ为全国所有水
产养殖产业的养殖产量，ｑｉｊ为 ｊ地区的大菱鲆养
殖产业的养殖产量。一般来说，当 ＬＱｉｊ≥１时，认
为ｊ地区的大菱鲆养殖产业出现产业集聚，系数
越大说明集聚程度越高；反之则结果相反。

行业集中度ＣＲｎ＝∑
ｎ
ｊ＝１Ｓｉｊ （２）

Ｓｉｊ＝
ｑｉｊ

∑ｎ
ｊ＝１ｑｉｊ

（３）

式中：ｑｉｊ代表大菱鲆养殖规模排名前 ｎ位的市
（县）的市场集中度。ｉ代表大菱鲆养殖企业，ｊ代
表区域，表示区域 ｊ的大菱鲆养殖 ｉ企业的总产
量占全国大菱鲆养殖业总产量的比重。

１．２　理论模型
上文介绍了大菱鲆养殖产业集聚的验证方

法，此处暂且假设大菱鲆产业集聚已在我国部分

地区形成。继而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从基础、

动力和保障３个方面对大菱鲆养殖产业集聚为
何能促进区域品牌建设进行理论阐释（其传导机

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大菱鲆养殖产业集聚影响区域品牌形成的机制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第一，大菱鲆产业集聚形成的资源优势和产
品优势为区域品牌建设提供基础条件。资源优

势主要表现为集聚区内形成了资本、人才、苗种、

饲料、养殖设备等生产要素的优势，是品牌建设

的基石。产品优势主要通过区域内大菱鲆产品

的品质和生产成本两个方面驱动区域品牌的建

立。

第二，大菱鲆产业集聚形成的市场优势和技

术优势为区域品牌建设提供内在动力。市场优

势主要表现为集聚区内大菱鲆产品市场占有率、

产品声誉和消费者忠诚度，为品牌建设提供动

力。技术优势通过养殖模式优势、技术创新水

平、技术推广能力等方面正向影响区域品牌的建

设。

第三，大菱鲆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产业政策导

向和行业组织服务为区域品牌持续建设提供保

障。产业集聚带来的产业政策导向主要表现为

政府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对区域内环境进行治

理，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完善基础设施，建立产

品质量监管体系和生产质量标准，为品牌建设提

供保障。产业集聚促使行业组织服务在区域内

集聚，提高了信息流转的效率，帮助有效规避市

场风险，促进企业间竞合关系的培养，对生产、销

售、管理等提供了统一标准，为区域品牌的建设

提供载体，有助于品牌推广和营销。

１．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以辽宁、山东、天津、河北、江苏、

浙江、福建等７个沿海省（市）的４０个市（县）作
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涉及的大菱鲆养殖生产者的

产量、规模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鲆鲽类产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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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系的鲆鲽类产业经济数据库和产业技术体

系成员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对养殖主产区的实地调
研。全国及各养殖主产区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

于《中国渔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４）的水产养
殖数据。

２　结果

２．１　我国大菱鲆养殖产业的集聚水平
根据上述指标对大菱鲆养殖产业集聚度的

测算，研究结果证实了前文关于我国大菱鲆养殖

业存在产业集聚的假设，其大菱鲆产业集聚的现

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大菱鲆养殖产业主要集聚在辽

宁、山东、河北、天津四个省市。分析区位熵计算

结果（表１）不难发现，我国的山东、辽宁、河北和
天津四个地区的大菱鲆养殖产业已出现明显的

产业集聚现象，浙江、江苏和福建的产业集聚现

象却不明显。其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间辽宁省大菱
鲆养殖产业的区域熵指数最高，产业集聚最为明

显，但是产业集聚度逐年下降。相反山东、河北、

天津的产业集聚度逐年上升，总体来看我国大菱

鲆产业集聚程度较高。

表１　大菱鲆养殖的区位熵指数ＬＱｉｊ
Ｔａｂ．１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ｕｒｂｏｔ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Ｑｉｊ）

年份 Ｙｅａｒ
区位熵指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山东（１）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辽宁（２）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河北（３）
Ｈｅｂｅｉ

天津（４）
Ｔｉａｎｊｉｎ

江苏（５）
Ｊｉａｎｇｓｕ

福建（６）
Ｆｕｊｉａｎ

浙江（７）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 ２．３３ ７．４２ ２．３３ １．０７ ０．３２ ０．１９ ０．０５
２０１２ ２．８９ ６．０９ ２．７４ １．４５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０７
２０１３ ３．１６ ５．１６ ３．９５ １．４８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０９

　　第二，辽宁、山东、河北三个地区的大菱鲆养
殖产业集聚区分别集中在葫芦岛、烟台、威海、日

照和秦皇岛。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期间，大菱鲆养殖
规模排名前五的市为葫芦岛、烟台、威海、日照和

秦皇岛，其中辽宁葫芦岛和山东烟台的养殖规模

一直保持在前两位，尤其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其

比值保持在４０％以上，且遥遥领先其他市，表明
该市是我国大菱鲆养殖的主要产区，也是我国大

菱鲆养殖最主要的产业集聚区（表 ２）。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间，ＣＲ２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
７５．６１％（２０１１）和６１％（２０１３），ＣＲ５的最高值和
最低值分别为 ９１．２９％ （２０１１）和 ８６．２６％
（２０１３），ＣＲ２和 ＣＲ５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表
明大菱鲆养殖业的产业集聚程度随时间略微下

降，其中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下降幅度最为明显

（图２）。
另外，根据产业体系对葫芦岛地区的调研发

现，葫芦岛地区大菱鲆养殖产业集聚主要分布在

兴城现代渔业园区和绥中县，其中大部分养殖生

产者集中在兴城现代渔业园区，且该园区内养殖

产量占整个葫芦岛地区的８０％以上，表明兴城现
代渔业园区是葫芦岛市最明显的产业聚集区。

表２　中国大菱鲆养殖业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
行业集中度一览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ｏｔ
ｆａｒｍ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３ ％

地区

Ａｒｅａ

行业集中度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葫芦岛

Ｈｕｌｕｄａｏ
５７．７２ ５０．７７ ４４．６４

烟台 Ｙａｎｔａｉ １７．８９ １５．４３ １６．３６
日照 Ｒｉｚｈａｏ ５．７４ １０．９０ ６．０９
威海 Ｗｅｉｈａｉ ５．６３ ６．９６ １１．６２
秦皇岛

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
４．３１ ４．９９ ７．５５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ａｒｅａｓ
８．７１ １０．９５ １３．７４

注：产量＝销售量＋期末库存量－期初库存量
Ｎｏｔｅ：Ｏｕｔｐｕｔ＝Ｓａｌｅｓ＋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中国大菱鲆养殖业行业集中度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ｔｕｒｂｏｔｆａｒｍ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１ｔｏ２０１３

２．２　产业集聚对品牌建设的案例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已经表明，我国的鲆鲽类产业

确实存在产业集聚，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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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提供了基础。而前文对产业集聚促进

区域品牌建设的理论分析说明，产业集聚形成的

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可为区域品牌建设提供基

础条件，产业集聚形成的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为

区域品牌建设提供内在动力，产业集聚所带来的

产业政策导向和行业组织服务为区域品牌持续

建设提供保障。事实是否如此？本文下面谨以

具有代表性的“兴城多宝鱼”品牌为例，对上述结

论加以验证，并对该品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加以

讨论。

２．２．１　产业集聚对“兴城多宝鱼”品牌建设的推
动作用

调查结果表明，葫芦岛的大菱鲆养殖绝大多

数集聚于兴城现代渔业园区，园区的资源优势和

产品优势，能有效推动区域品牌的建立。根据调

研，园区每年大菱鲆养殖产量高达上万吨，产业

的集中发展产生巨大的饲料需求、运输需求、设

备耗损补充需求，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饲料和设备

经销商、物流企业、金融机构和劳动力在区域内

集聚。从资源角度看，内部资源整合和要素快速

流通有助于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区域品牌的建

立；从成本角度看，集聚降低了养殖信息和生产

要素的获取成本，相比未形成产业集聚的地区，

该区域的养殖生产者更愿意参与区域品牌的建

设。调查表明，２０１３年园区给周边地区带来了
１．５亿元的产值收入，饲料费产值高达 ７０００万
元，运费收入５４００万元，荒碱滩地租金上涨到６
万元／（亩·年），解决区域内直接就业人数达到
６０００多人。

产业集聚形成的兴城现代渔业园区内的市

场优势和养殖技术优势是区域品牌建设的内在

动力。市场优势主要表现为集聚区内大菱鲆产

品市场占有率、产品声誉和消费者忠诚度。不同

规模的生产者在园区内集聚，有利于更好地进行

分工与协作，产生规模效应和专业化效应，从而

强化产品渗透能力，提升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

调研结果表明，根据水产品市场反馈的信息，园

区内生产的大菱鲆产品在市场中存在消费偏好，

市场平均价格也较其他地区高１～２元。调研结
果还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了该地区养殖技术的创

新。区域品牌的建设离不开产业技术的创新，技

术创新来源于创新体系［１３］。由于集聚发展，该地

区养殖生产者技术创新活跃。２０１３年，兴城现代

渔业园区成立了《无公害鲜活大菱鲆标识管理创

新研究》项目组，对区域内产业建立产品无公害

认证，有利于产品质量的管理和监控。而养殖者

则开发了多宝鱼产品质量跟踪标识等技术，并引

进了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这些技术创新，最

终以区域品牌为载体向消费者展示产业集聚所

特有的品质。事实上，在２０１５年价格低迷时，该
地区有产品可追溯标识的产品价格要高出其他

地区的产品３０％。
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兴城现代渔业园区形成

的产业政策导向和行业组织服务是区域品牌建

设的保障。兴城市已将大菱鲆工厂化养殖业定

位为水产养殖主导产业。为了产业持续发展，政

府实施海岸带修复项目，对园区取水区进行环境

修复，将区域内暴露在滩涂之上的井口埋入地

下，恢复海滩自然状态。同时，政府要求养殖生

产者必须采用废水过滤设施对养殖废水进行处

理后才能进入海水；根据养殖规模对养殖生产者

收取一定额度的水资源费和环境治理费用于区

域内环境治理；对养殖生产者的研究与开发以及

吸收引进新技术进行扶持。一系列的产业政策

能有效地对区域进行排污控制和污染治理，提升

产业声誉，为区域品牌建设提供支撑。另外，在

政府的帮助下，园区已建立了兴城市渔业园区养

殖行业协会，其为养殖生产者提供多方位的服

务，也是区域品牌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助力。一方

面，行业协会积极参与政府机构对相关问题的决

策，并接受政府授权，承担行业自律、维权、组展、

服务、协调和管理等任务。另一方面，协会为养

殖生产者提供各类信息，加快了信息的流转效

率，同时协会帮助分析行业或区域品牌的发展状

况，督促享有区域品牌的企业进行规范经营，推

动地区专业市场的建设和品牌产品的推广。

２．２．２　“兴城多宝鱼”品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兴城多宝鱼”品牌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是在此过程中也存在制约区域品牌建设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园区内缺乏强势品牌的龙头企业。目

前，园区内养殖生产者多以家庭作坊式为主，缺

少知名的龙头品牌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大多数

养殖生产者分散经营，层级区分不明显，社会化

协作水平尚需大幅提升，尚缺乏参与议价和风险

规避的能力。若长期缺乏龙头企业在品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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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市场和生产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可能导致

园区内技术创新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

压缩养殖利润空间。

第二，园区缺乏区域品牌的整体战略规划，

品牌运作水平较低。首先，当前园区内大菱鲆养

殖产业化程度还处在较低水平。虽然该地产业

集聚较为明显，但由于养殖规模的扩张缺乏规

划，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无序化和自由

化。其次，园区内生产者对品牌管理较为粗放，

养殖企业对管理水平提升的作用还缺乏认识。

第三，园区内品牌建设面临“搭便车”和“囚

徒困境”难题。园区内中小型养殖生产者的品牌

意识较为薄弱。一方面是由于中小养殖生产者

的现状约束，拥有一个知名品牌无疑是众多夹缝

中求生存的生产者梦寐以求的事，但受困于资金

和人才使得他们必须更加关注眼前的利益，不愿

为品牌的建设投入资金。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养

殖生产者存在“搭便车”的心理，等待其他企业、

协会、政府来投资品牌建设，缺乏协作意识，只要

享受品牌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产业集聚内区

域品牌的建设面临着类似“囚徒困境”的难题。

３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大菱鲆产业

集聚形成的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能够为区域品

牌建设提供基础条件；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为区

域品牌建设提供内在动力；产业政策导向和行业

组织服务为区域品牌持续建设提供保障。但是

案例所在区域大菱鲆养殖业的区域品牌建设中

缺乏强势龙头企业、缺乏区域品牌的整体战略规

划和面临“搭便车”、“囚徒困境”等问题。鉴于

此，本文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引导产业从资源依

赖型转向技术支撑与品牌引领型转变。考虑到

大菱鲆养殖业属于典型的商业渔业，需推进龙头

企业带动产业价值链优化整合，发展“龙头企业

＋区域品牌 ＋养殖户”的产业模式，实现产业规
模化生产，提升大菱鲆产品区域品牌附加值，促

进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共同发展［１４］。建议以工

程化理念为指导，节能减排为目标，培育一批科

技型企业，引导生产业从规模扩张型向核心竞争

型转变。

第二，推行多宝鱼养殖协会作为区域品牌的

拥有主体和品牌经营管理者。积极推进“政府认

定扶持、协会注册管理、企业参与、养殖生产者跟

随”的水产品区域品牌管理发展模式［１５］。明晰和

完善区域品牌的产权制度，创建和扶植以区域品

牌经营管理为主的养殖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第三，建立区域养殖行业标准，设立品牌营

销基金。建议建立区域品牌质量认证体系、统一

的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规范生产过程；完

善区域品牌水产品的质量信息可追溯制度以及

防伪标签标识系统，减少食品安全问题；设立品

牌营销基金，避免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鼓

励享有品牌的养殖生产者联合出资进行广告宣

传和市场营销，加强品牌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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