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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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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渔业经济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 近年来国际水产品市场

格局的剧烈变化为中国水产出口贸易带来考验。为改善现况, 研究采用层次分析-决策实验与评价实验

室-结构解释模型(AHP-DEMATEL-ISM)结合的方法, 从贸易准备、企业生产、贸易磋商、市场流通 4 个

阶段出发, 挖掘影响中国水产品出口的根本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 贸易磋商环境

影响最大, 企业生产环境、市场流通环境以及贸易准备环境次之; 冷链物流、政策扶持、技术壁垒以

及关税壁垒是影响中国水产品出口的根本因素。 

关键词: 政策扶持; 技术壁垒; 关税壁垒;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96(2022)12-0063-11 

DOI: 10.11759/hykx20220831003 

渔业发展在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中的地位愈发重

要, 在此背景下水产企业巩固提升综合生产能力、强

化渔业风险防范、深化渔业对外合作, 并全面提高渔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意义重大。海洋是我国的蓝色

粮仓, 满足水产品供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任务, 加强水产品出口能力是我国由水产大国向水

产强国迈进的必要举措。近年来水产品出口贸易不

仅为我国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同时也拉动了我国与

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在国

家政策的重点扶持下,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

一大水产品生产及出口国 , 其出口额由 2011 年的

177.9 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18.8 亿美元, 主要出

口市场仍为日本、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但东

盟市场占比快速上升, 其中菲律宾、泰国两国增长

为明显, 可见我国未来水产品主要出口市场有向东

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 

全球产业价值链竞争日益激烈, 国家政治经济

格局新特征不断显现 , 使得世界单边主义势力抬

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并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变化

显著[1]。在此背景下, 我国水产品出口端存在的部分

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首先对中国水产品企业自身

来说, 人力资本增加、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愈发突

出[2], 且产品主要为附加值较低的初级加工品[3], 这

些问题综合导致企业在养殖、加工、出口端的利润

被不断挤压, 因此该生产、出口模式不利于我国水产

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水产品的出口状况受他

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明显 [4], 而我国对此尚无有效的

反制措施。再者, 以越南为代表等国家水产品行业的

快速崛起与不断发展, 也冲击着我国水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国一直以来拥有的数量、价格优

势开始瓦解 [5], 同时我国部分境外订单也有向东南

亚国家转移的迹象, 可见走以往“薄利多销”的路线

已不再适合新时代的发展[6]。 后, 由于近年来我国

近海捕捞渔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 也导

致了海洋污染加剧以及海洋生态系统退化 [7], 相关

水产企业与环境资源冲突的问题愈发明显[8]。国家开

始重视禁渔期等政策的实施, 但该类措施导致水产

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幅度较大 [9], 且由于我国水产养

殖企业苗种质量参差不齐、机械化程度较低, 使得水

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再次被压缩, 可见构建海水养殖

生态经济系统成为时代所趋 [10-11]。因此在当今国内

外大环境下, 找出影响水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对水

产品行业发展重点进行必要的调整, 是改善我国水

产出口状况、稳定我国水产国际地位、突破国际贸

易瓶颈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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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出口过程是一个包含贸易准备、企业生

产、贸易磋商以及市场流通的复杂过程, 其间影响水

产品出口的因素众多, 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

改善我国水产出口现状、提升出口效用的重要途径。

相关研究始于市场环境, 通过对市场进入策略的分

析, 可以发现水产品贸易容易受到消费偏好国家的

吸引, 且在出口过程中, 营销策略、国外市场特征对

绩效的影响较为明显[12-13]。此外, 市场进口需求是影

响水产品出口 重要的因素 [14-15], 而进口需求的差

距主要体现在进口国人均收入、人口规模以及市场

替代产品的充沛程度上 [16-18], 由于该类因素较为稳

定不易改变, 改善企业环境继而成为了提升水产品

出口潜力的重要举措。部分学者发现增加深加工水

产品比例、优化生产流程有利于渔业出口获取较好

的竞争地位 [19-20], 因此控制企业生产过程成为提高

水产品竞争力的有效路径。而固定贸易成本作为影

响水产品出口 主要的因素, 其自身的降低有利于

水产行业利润的提高 [21-23], 可见成本效益的分析对

水产品出口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随着近年来国际形

势的不断变化, 国际环境对于水产出口的影响也愈

发明显 , 其中技术性壁垒作为 重要的影响因素 , 

不仅阻碍水产品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24], 也导致

出口国以往建立的竞争优势不再稳定 [25-26], 从而使

得建立贸易组织、进行贸易合作成为各国防范贸易

风险、保证出口效率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 , 可以发现尽管国内外

学者从理论、实证角度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作

了一些探讨, 但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市场环境、企业

环境和国际环境, 而对国内环境的研究较少。且在研

究过程中多使用重力模型、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等来

考虑各因素相对于水产品出口的重要程度, 而忽略

了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根本影响因素的挖掘。

新贸易格局下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不仅受到市场环

境、企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阻碍, 国内环境产生的影

响也愈加明显且重要。鉴于此, 研究以水产品出口贸

易的一系列过程为基础, 构建新贸易格局下影响中

国水产品出口的关键因素体系, 并对体系中各因素

指标予以量化, 以便于相关数据的收集。 

1  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已有学术成果 [27-29], 基于比较及竞争优势

理论, 从贸易准备、企业生产、贸易磋商、市场流

通 4 个过程出发, 进行影响因子的提取及筛选, 同

时纳入部分尚未研究过或研究较少的因素, 形成关

键影响因素体系, 进而探究影响我国水产品出口的

关键因素, 并识别各因素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的作用

机制。 

1.1  贸易准备阶段 

贸易准备阶段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政府政策、冷链物流、市场分析等国内水产品出口

利好环境上, 良好的国内环境有利于水产品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以及出口贸易的进行。对于水产品出口

国而言, 所处的国内环境首先包含政府的政策扶持。

政府对国内水产品行业的政策扶持至关重要, 基础

设施的建立、税收的优惠、融资渠道的便利都将直

接或间接地改善水产品企业的出口状况; 其次为贸

易对等效应[30]。该对等性为贸易双方就某类产品贸

易结构的平衡程度 , 当这种平衡性被打破 , 进口方

会由于逆差过大而选择其他产品市场, 因此选择对

等性较为均衡的市场有利于出口贸易的便利程度以

及贸易国伙伴关系的维持; 后是冷链物流的发展。

当前由于水产保存技术的制约及保存成本的限制 , 

使得我国水产品的出口市场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及偏好性 [31], 冷链物流技术的发展将会在一定程度

上突破距离及成本的束缚。 

1.2  企业生产阶段 

良好的企业内部环境有利于我国水产品企业产

品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利润的实现。对于我国而言 , 

所面临的企业内部环境首先是产出数量。当前各国

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 水产品也由过去的

区域消费、季节消费转变为全民消费、常年消费, 因

此产量的提升对我国水产品的出口状况具有一定

的影响力[32]。其次为产品质量。产品质量主要体现

在产品的营养层级和安全程度上, 日韩欧美这些水

产品消费大国十分关注水产品质量, 它们是我国水

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 因此产品质量的提升有利于

中国水产品出口潜力的提升。再者是产品成本。产

品成本的高低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意愿, 还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的出口价格, 因此产品成本对

我国水产品的出口状况影响较为明显; 接着是产品

价格。与他国同类产品相比, 我国水产品价格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 并直接影响

消费者购买产品的行为[33]; 后是分散效应。分散

效应主要是指出口产品品种分散度带来的贸易效

应 [30], 分散效应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出口品种过度



 

 Marine Sciences / Vol. 46, No. 12 / 2022 65 

集中而导致的贸易风险, 而且有利于市场隐藏消费

偏好的挖掘。 

1.3  贸易磋商阶段 

当今贸易格局下 , 国际贸易的进行在很大程度

上会受到国际磋商结果的影响, 对于水产品出口国

而言, 面临的相关环境首先是贸易合作关系。贸易双

方的合作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关税壁垒及技

术性壁垒的影响, 从而使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大大提

高 [34-35]; 其次是关税壁垒。关税壁垒的存在会对两

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消极的影响, 其不仅会增加出口

国的贸易成本, 还会影响水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优

势[36-37]; 后为技术壁垒。中国已制定且现行有效的

部分水产品技术标准与国际通用的标准不尽相同 , 

导致我国水产品在出口过程中易遭受技术壁垒[38]。 

1.4  市场流通阶段 

水产品的市场环境是贸易达成的关键 , 直接影

响我国水产品对市场国出口的状况。对于水产品出

口国来讲, 面临的市场环境首先为进口国人均收入。

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越高, 人均水产品消费量越高, 

且对于优质水产品的消费偏好越明显; 其次为市场

国人口规模。人口规模是影响市场国水产品进口量

的表层原因, 人口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市场规模的大小; 后为产品竞争能力。产品的竞争

能力会受到市场其他同类产品的影响, 竞争力的高

低代表着水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进而影

响着水产品的出口潜力。 

根据以上分析 , 构建的中国水产品出口影响因

素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体系 
Tab. 1  Syste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政策扶持 C1 政府对水产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 

对等效应 C2 双方水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对等性 贸易准备阶段 B1 

冷链物流 C3 水产品运输过程中保质保鲜所需的单位成本 

产出数量 C4 企业水产品养殖捕捞数量 

产品质量 C5 水产品营养层级及国际质量标准符合程度 

产品成本 C6 企业水产品生产、运输及出口成本 

产品价格 C7 企业水产品出口价格 

企业生产阶段 B2 

分散效应 C8 企业水产品出口品种丰富度 

贸易合作 C9 合作双方水产品的关税优惠力度及技术放宽幅度 

关税壁垒 C10 水产品进口国征收关税的高低 贸易磋商阶段 B3 

技术壁垒 C11 水产品进口国对水产品农药、化学残留的限量标准 

竞争能力 C12 市场上中国水产品与他国同类水产品的单位价格差 

人均收入 C13 水产品市场国的人均收入 市场流通阶段 B4 

人口规模 C14 水产品市场国的人口规模 

 

2  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层次分析-决策实验与评价实验室-结

构解释模型(AHP-DEMATEL-ISM)作为研究方法。单

一使用 AHP 计算各因素的权重结果主观性较强, 而

其与 DEMATEL 的结合使用可以进一步考虑到各因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 终结果造成的偏差, 从而使

得各因素的权重更加准确。此外, 在决策实验室分

析法 (DEMATEL)计算的结果之上引入解释结构模

型方法 (ISM), 能够进一步揭示各系统要素之间的

层级及影响关系。因此层次分析法(AHP)、决策实

验室分析法(DEMATEL)和解释结构模型方法(ISM)

的结合在分析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水产品出口影

响体系中具有一定的优势。AHP-DEMATEL-ISM 方

法步骤如下:  

(1) 由于 AHP 与 DEMATEL 较为常见, 其具体

计算步骤不再详细阐述, 详细运算过程可参考文献

[39-40]。 

(2) 各因素加权权重的确定。通过 AHP 及

DEMATEL 计算得出各影响因素 J 的相对权重 WJ

以及中心度(DJ+RJ), 因素 J 的加权权重 W0 的计算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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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体影响矩阵 G的确定。整体影响矩阵 Gnxn

由 DEMATEL 计算得出的综合影响矩阵 Tnxn 加上单

位矩阵 Enxn 所组成。 

(4) 可达矩阵 H 的确定。可达矩阵的确定需要

对整体影响矩阵 G进行阈值的筛选, 通过阈值剔除

掉因素间影响程度较小的关系, 从而使得因素间的

层级结构及关系更加简洁明了。阈值λ的引入, 可得

到可达矩阵 Hnxn,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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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ij 为可达矩阵 H的元素, gij 为整体影响矩阵 G

的元素。 

(5) 划分层级。通过可达矩阵 H, 计算确定各因

素的可达集、先行集、交集及层级。可达集与先行

集的实际意义为经阈值筛选后各因素间因果关系的

有无, 若因素 A 对因素 B 的影响关系经过阈值的筛

选后还存在, 则 B 属于 A 的可达集, A 属于 B 的先

行集。 

(6) 根据因素间的层次关系 , 绘制递阶层级结

构图。 

3  数据说明及结果分析 

3.1  数据说明 

根据构建的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体系, 邀请了高

校内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及水产出口企业的管理人

员共 12 名, 对各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打分。其中

11名来自国内高校, 为海洋经济及渔业经济领域的学

者, 均具有高级专业职称。1 名为鲁海丰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的经理人员, 熟悉水产品出口的状况。问卷收

集后通过 YAAHP 软件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其中两

名专家 AHP 判断矩阵不满足一致性条件(剔除), 其余

均满足, 即一致性比率<0.1。 后将符合标准的结果

进行平均值处理, 得到的 终结果如表 2。 

 
表 2  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权重表 
Tab. 2  Weight of factors influencing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政策扶持 C1 0.053 1 

对等效应 C2 0.011 2 贸易准备阶段 B1 0.081 9 

冷链物流 C3 0.019 5 

产出数量 C4 0.040 0 

产品质量 C5 0.079 7 

产品成本 C6 0.060 7 

产品价格 C7 0.078 6 

企业生产阶段 B2 0.277 8 

分散效应 C8 0.018 1 

贸易合作 C9 0.145 5 

关税壁垒 C10 0.158 5 贸易磋商阶段 B3 0.511 7 

技术壁垒 C11 0.206 9 

竞争能力 C12 0.066 4 

人均收入 C13 0.037 4 市场流通阶段 B4 0.128 5 

人口规模 C14 0.024 4 

 
此外, 选取五级量表(0~4)请 12 位专家对各因素

之间的直接关系的强弱进行打分, 并将得到的数据

进行平均值处理得到直接影响矩阵 X, 再通过归一

化处理得到综合影响矩阵 T, 结果如表 3。 

根据综合影响矩阵 T, 计算得到各影响因素的

影响度(Di), 被影响度(Ri)以及中心度(Di+Ri)和原因

度(Di –Ri)以及相对应的加权权重, 结果如表 4 所示。 

经过专家建议以及多次试验后, 终选取 0.62

作为综合影响矩阵的阈值, 并以此得到了对应的可

达矩阵, 如表 5 所示。 

以该可达矩阵为基础, 运用 MATLAB 进行计算, 

得到各因素的可达集、先行集、交集、层级, 如表 6。

并通过进一步整理 终得到影响水产品出口的解释

结构图, 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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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综合影响矩阵 T 
Tab. 3  Comprehensive impact matrix T 

因素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 0.53 0.47 0.59 0.74 0.68 0.79 0.60 0.69 0.63 0.53 0.52 0.71 0.06 0.01
C2 0.42 0.28 0.35 0.51 0.36 0.52 0.41 0.48 0.45 0.36 0.37 0.47 0.04 0.01
C3 0.54 0.42 0.49 0.75 0.68 0.78 0.63 0.71 0.57 0.47 0.50 0.72 0.04 0.01
C4 0.55 0.41 0.54 0.57 0.49 0.69 0.65 0.62 0.53 0.44 0.46 0.63 0.04 0.01
C5 0.57 0.47 0.54 0.69 0.46 0.78 0.61 0.63 0.60 0.48 0.49 0.67 0.05 0.01
C6 0.61 0.50 0.59 0.75 0.53 0.67 0.69 0.66 0.58 0.52 0.49 0.73 0.05 0.01
C7 0.48 0.38 0.47 0.59 0.46 0.51 0.43 0.57 0.48 0.41 0.38 0.59 0.04 0.01
C8 0.45 0.33 0.46 0.58 0.40 0.57 0.47 0.45 0.45 0.37 0.36 0.55 0.04 0.01
C9 0.60 0.78 0.52 0.69 0.50 0.54 0.58 0.64 0.52 0.55 0.54 0.70 0.05 0.02
C10 0.47 0.39 0.40 0.66 0.64 0.63 0.66 0.65 0.72 0.35 0.37 0.58 0.04 0.01
C11 0.61 0.53 0.55 0.70 0.68 0.80 0.60 0.66 0.66 0.55 0.45 0.72 0.05 0.01
C12 0.49 0.33 0.41 0.54 0.41 0.58 0.47 0.51 0.47 0.39 0.41 0.47 0.04 0.01
C13 0.39 0.31 0.42 0.50 0.34 0.53 0.44 0.45 0.43 0.34 0.40 0.49 0.03 0.05
C14 0.33 0.26 0.30 0.43 0.32 0.45 0.35 0.40 0.37 0.32 0.31 0.39 0.08 0.01

 
表 4  DEMATEL 计算结果 
Tab. 4  DEMATEL calculation results 

因素 影响度 Di 被影响度 Ri 中心度 Di+Ri 原因度 Di–Ri 属性 AHP 权重 加权权重 

C1 7.546 7 7.034 1 14.580 8 0.512 5 原因 0.053 1 0.057 8 

C2 5.024 7 5.847 8 10.872 5 –0.823 1 结果 0.011 2 0.009 1 

C3 7.313 7 6.624 0 13.937 8 0.689 7 原因 0.019 5 0.020 3 

C4 6.624 2 8.712 9 15.337 1 –2.088 7 结果 0.040 0 0.045 8 

C5 7.033 3 6.954 0 13.987 3 0.079 4 原因 0.079 7 0.083 1 

C6 7.387 6 8.849 8 16.237 4 –1.462 1 结果 0.060 7 0.073 6 

C7 5.800 4 7.604 3 13.404 8 –1.803 9 结果 0.078 6 0.078 6 

C8 5.500 5 8.129 8 13.630 3 –2.629 2 结果 0.018 1 0.018 4 

C9 7.237 2 7.461 0 14.698 2 –0.223 8 结果 0.145 5 0.159 6 

C10 5.566 9 6.092 7 12.659 6 0.474 2 原因 0.158 5 0.149 8 

C11 7.575 7 6.056 1 13.631 8 1.519 7 原因 0.206 9 0.210 4 

C12 5.547 9 8.421 8 13.969 7 –2.873 9 结果 0.066 4 0.069 2 

C13 5.121 4 0.644 6 5.765 9 4.476 8 原因 0.037 4 0.016 1 

C14 4.336 1 0.183 6 4.519 7 4.152 5 原因 0.024 4 0.008 2 

 
表 5  可达矩阵 
Tab. 5  Reachability matrix 

因素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 1 0 0 1 1 1 0 1 1 0 0 1 0 0 
C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3 0 0 1 1 1 1 1 1 0 0 0 1 0 0 
C4 0 0 0 1 0 1 1 1 0 0 0 1 0 0 
C5 0 0 0 1 1 1 0 1 0 0 0 1 0 0 
C6 0 0 0 1 0 1 1 1 0 0 0 1 0 0 
C7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C8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C9 0 1 0 1 0 0 0 1 1 0 0 1 0 0 
C1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C11 0 0 0 1 1 1 0 1 1 0 1 1 0 0 
C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C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C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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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产品出口可达矩阵的可达集、先行集、交集、层级 
Tab. 6  Reachability set, antecedent set, intersection set, and hierarchy of reachability matrix of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可达集 先行集 并集 层级 

政策扶持 C1 1, 4, 7, 10, 11, 12, 14 7 7 4 

对等效应 C2 8 4, 8 8 1 

冷链物流 C3 1, 9, 10, 11, 12, 13, 14 9 9 4 

产出数量 C4 1, 10, 12, 13, 14 4, 5, 6, 7, 9, 10, 11, 12 10, 12 2 

产品质量 C5 1, 10, 11, 12, 14 5, 6, 7, 9, 11 11 3 

产品成本 C6 1, 10, 12, 13, 14 5, 6, 7, 9, 10, 11, 12 10, 12 2 

产品价格 C7 13 5, 9, 10, 12, 13 13 1 

分散效应 C8 14 4, 5, 6, 7, 9, 10, 11, 12, 14 14 1 

贸易合作 C9 1, 4, 8, 10, 14 4, 5, 6, 7 4 3 

关税壁垒 C10 4, 5, 10, 11, 12, 13, 14 5 5 4 

技术壁垒 C11 1, 4, 6, 10, 11, 12, 14 6 6 4 

竞争能力 C12 1 1, 4, 6, 7, 9, 10, 11, 12 1 1 

人均收入 C13 2 2 2 1 

人口规模 C14 3 3 3 1 

 

图 1  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3.2  结果分析 
3.2.1  权重分析 

由表 2 及表 4 可知各因素权重及其加权权重在

数值及位序上的变动较小。其中贸易磋商过程对中

国水产品的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影响权重高达

一半。进一步细分可发现级下的技术性壁垒影响权

重 高 , 关税壁垒以及贸易合作次之 , 可见当前我

国水产品出口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极为严重, 其不仅

反映着现阶段我国水产企业在生产加工方面应对技

术壁垒能力的不足, 也折射出关税壁垒等因素会对

我国水产品的价格优势造成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

下, 贸易合作关系的建立是保持我国出口状况、应对

国际贸易壁垒的有效举措。 

此外, 企业生产过程的影响权重居于中位。其中, 

由于当前我国水产品的出口市场主要为发达国家 , 

该类国家对水产品的营养层级和安全要求较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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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产品质量影响权重较大。其次为产品价格和产

品成本 , 产品成本会附加于产品价格上 , 而价格的

高低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使得两者权重

也偏高。而由于我国水产品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 导

致水产品产出数量远大于出口数量, 在此背景下产

出数量的增加对拉动我国出口潜力的作用并不明

显。分散效应的权重 低, 这是因为国际贸易中大多

以常见水产品进行交易, 少量的消费偏好品种对水

产品整体贸易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贸易准备阶段中 , 政府对水产品行业的政策

支持可以快速带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权重较

高, 其中融资渠道的放开无疑是解决我国水产行业

发展困境的有效举措。而冷链物流技术的提高虽有

利于出口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损耗的减少, 但在过

去各国政策的大力扶持下, 世界各国已具备一定的

技术基础, 冷链物流已不再是困扰国际贸易发展的

主要因素[9], 因此权重偏低。贸易对等性对我国水产

出口的影响同样较低 , 这是由于在两国贸易中 , 水

产品贸易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双方会通过其他产品

的贸易来维持贸易的相对平衡。 

市场流通阶段级下因素较为稳定 , 对于水产品

出口状况的影响较小。其中水产品进口国的人均收

入、人口规模不受体系内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水

产品贸易量的影响较为单一, 从而导致权重较低。而

水产品竞争力的高低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紧密相连, 

使得该因素影响权重较高。 

3.2.2  中心度与原因度分析 

根据表 4, 借鉴成全等 [41]的做法 , 将中心度排

序在前 30%的因子作为影响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关键

因素。按照中心度数值排序, 各因素依次为产品成

本、产出数量、贸易合作、政策扶持, 该类因素不

仅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且会影响其他因素, 4 者为

影响体系的核心架构。同时 ,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 

关键因素中除了贸易合作为结果因素外, 其余均为

原因因素。 

同时, 在 14 个指标中, 7 个因素为原因因素, 按

照原因度排序依次为人均收入、人口规模、非关税

壁垒、冷链物流、支持政策、关税壁垒以及产品质

量, 该类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其中人均收

入、人口规模虽然对其他因素影响较小, 但由于二

者几乎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 因此原因度较高 ; 另

外 7 个因素为结果因素, 按照原因度排序依次为合

作关系、对等效应、产品成本、产品价格、产出数

量、分散效应及竞争产品, 该类因素受到其他因素

的影响较大。 

3.2.3  ISM 结果分析 

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体系内存在较为复杂的相

互关系, 解释结构模型图将体系内所有因素分为 3

个层次, 相同层次内部及不同层次间的因素有着不

同的影响关系。第一层次为深层影响因素, 该类因素

是影响中国水产品出口的根本因素, 其会对其他变

量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水产品出口的变动。第二层次

为中层影响因素 , 发挥着中介因素的作用 , 其会将

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力传递到表层影响因素, 进而具

体地表现出来。第三层次为表层影响因素, 该类因素

是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具体体现。结合各因素的权

重数据, 可知各个层次的基础性制约因素分别为技

术壁垒、贸易合作和产品价格。 

由解释结构模型图可知, 冷链物流、政府扶持、

技术壁垒以及关税壁垒是影响我国水产品出口变动

的根本因素, 4 者也均为原因型因素, 该类因素主要

与国际贸易环境及政府的行为特征有关。其中由于

水产品易烂易变质的特性, 使得水产品出口离不开

冷链物流技术的应用, 冷链物流技术的提升可以有

效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并延长产品的储存时间 , 

因此势必会促进水产品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企

业产出数量的提升; 而政府对水产行业的支持政策, 

如高新技术的推广、税收的优惠、基础设施的修建

等会极大地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企业

产品的质量、成本以及产出数量, 并带动我国与他国

贸易合作关系的建立等 ; 此外 , 技术性壁垒是影响

中国水产品出口 重要的因素, 一直以来我国水产

品出口都是以薄利多销为主, 在技术往往达不到发

达国家的质量标准。为降低技术壁垒的影响, 我国一

方面可通过增加成本投入来提升产品的质量, 一方

面可通过加强与他国的贸易合作关系来抵御风险 ; 

后, 关税壁垒的存在虽会对我国水产品的出口成

本、产出数量产生负面影响, 但也促使我国水产品质

量提高。 

产品质量、产品成本、产出数量和贸易合作处

于第二层次 , 在该层次内 , 产品成本与产出数量会

受到同层次内其他因素的影响。产品质量主要体现

在水产品的营养层级与安全标准上, 产品质量的提

升虽需要以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产出数量的降低作

为代价, 但高质量的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往往会得

到更高的市场价格及竞争能力 ; 此外 , 产品成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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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数量的作用机制较为相似, 两者之间不仅相互

影响, 而且都会对产品价格、产品竞争力以及出口品

种丰富度产生影响 ; 对于贸易合作 , 其有助于水产

品出口结构的优化, 且赋予水产品额外的竞争优势, 

同时随着合作的进一步深入, 两国间水产品的贸易

结构会趋于平衡。 

后, 人均收入、人口规模、产品价格、分散效

应、竞争能力以及对等效应是影响中国水产品出口

的表层因素, 该类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其他因

素的影响, 其中水产品进口国的人均收入、人口规模

由于自身特性不会受到体系内其他因素的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渔业加快现代化、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水产品贸易在国家战略地

位中的不断提高, 使得提升水产品出口效率的重要

性也在增加, 完善科学的水产出口体系有利于出口

端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通过对水产品出口影响因素

体系的构建, 解决了以往文献缺乏考虑国内环境的

问题 , 并通过理论模型结果的分析 , 阐述了影响因

素体系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综合作用机制。 

通过分析研究, 得到以下几个关键结论: 首先, 

国际磋商环境对我国水产品出口影响 大, 且由于

主要出口市场近年对我国贸易壁垒力度的提升, 该

影响力有上升的趋势。其中, 技术性壁垒的存在, 使

得我国水产品在出口端遭通报批次数居高不下, 且

关税壁垒的存在也极大地影响水产品的出口状况。

此外, 以越南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国际渔业贸易的快

速发展, 使得价格更为低廉的水产品充斥国际市场, 

在此背景下数量与价格不再适合作为我国水产出口

的主要动力, 质量驱动成为突破贸易瓶颈的有效举

措。 后, 无论是水产企业的资金筹措, 还是与他国

贸易合作关系的建立都离不开政府的相应措施, 政

府的主导作用是水产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驱动力, 

而相对于渔业发达国家, 我国对于水产行业的扶持

力度有待提高。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注重国际市场的开发。国际市场的延伸

对当前及未来我国水产品的出口发展均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首先可通过开

展专业性、综合性渔业博览会、交易会以及其他推

广活动 , 并以此为契机邀请其他国家参加 , 从而达

到宣传我国水产品、促进贸易的效果。其次, 部分

国家在水产资源方面与我国存在一定的互补, 我国

可根据市场调研掌握该类国家的消费偏好及短缺

的水产品品种相关信息, 并以合作关系的建立提升

两国水产品供给需求方面的匹配程度, 进而深化双

方水产品的贸易合作。 

第二, 加强水产品的品牌建设。知名品牌的缺乏, 

不仅导致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 , 

也阻碍我国出口市场的进一步发掘。进行品牌建设, 

离不开水产品质量的提升, 因此我国可重点推进食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并以法律的

形式进行推广, 促使水产企业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

要性。同时在监管过程中明确不同质量检测部门的

职责, 避免监管不力、责任不清的情况发生。在此基

础上 , 国家还可重点培养部分专业人才 , 借助互联

网平台对我国水产品进行海外推广。 

第三, 促进水产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产企业出

口端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品出口结构的优化以及

培育环境的改善。因此可通过生物技术对高出口量

的水产品进行品种培优, 提高该类水产品的营养价

值及抗病能力, 并将培育后的优秀品种进行全国推

广。同时, 鼓励水产企业提高深精加工水产品的生产

比例, 进而达到以高附加值的水产品带动企业的高

质量发展的目的。此外, 政府当以资金、技术支持等

政策鼓励国内大型水产企业建立深远海渔场, 拉动

绿色健康养殖方式在我国的发展及应用。 

第四,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当前我国对于水产行

业的政策支持体系不够完整, 众多企业在成立后缺

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后续的生产研发当中。资金的

断裂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在合理规划的基

础上, 国家政策性银行应加强对水产企业的货币信

贷力度, 并推动融资租赁等新模式在水产企业中的

应用。同时对于企业的研发成本, 政府予以按照一定

的比例进行所得税抵扣, 以缓解企业资金短缺的问

题。在水产出口大省, 政府还应主导建设渔业教育培

训中心、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等机构, 

使企业能够对行业前沿及国际状况有更清楚的了解, 

有利于做出更精准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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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shery econom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ostering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even the national economy. Recently,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attern for aquatic products 

have caused China’s exports of aquatic products to deteriorate.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study used 

AHP-DEMATEL-ISM to investigat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factors at the four stages of trade preparation, enterprise production, 

trade consultation, and market circul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de consultation environment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hina’s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s, followed by the enterpris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market 

circulation environment, and trade preparation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cold chain logistics, policy support, and 

technical and tariff barriers ar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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