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ine Sciences / Vol. 38, No. 6 / 2014 107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研究综述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cluster of marine fishery industry 

秦  宏, 马  添 

(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096(2014)06-0107-05 

doi: 10.11759/hykx20140512001 

产业集群发展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经济现象。无

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具有竞争优势的产

业, 往往表现为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产业集群。从世

界范围来看, 农业产业集群已成为相对普遍的现象, 

海洋渔业作为广义农业的组成部分, 其产业集群发

展速度较快。国外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国

家, 如挪威、冰岛、日本等国, 其集群已经比较成熟。

我国部分沿海省市的海洋渔业产业集群近几年也得

到了一定发展, 部分地区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已初具

规模。伴随着实践的发展,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海洋渔

业产业集群发展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开展了研究, 主

要涉及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内涵、特征、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 也涉及区域性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发展及

其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等方面。本文对已有的海洋

渔业产业集群研究进行了综述, 并对未来研究做出

展望。 

1  产业集群的内涵及其分类 

1.1  产业集群的内涵 

1990年, 美国学者 Porter[1]在《国家竞争优势》

一书中首先提出“Industrial Cluster”(产业集群)一词, 

用于分析集群现象。Pyke 等[2]将产业集群定义为在

生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企业聚集, 产业集群通常在

一个产业内, 并根植于地方区域。Bagella等[3]将产业

集群定义为在特定地理区域内, 存在投入产出关系、

受共同的社会规范约束的中小企业高度集中形成的

企业网络。 

国内学者王缉慈 [4]将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学引

入国内研究界 , 提出了新型的区域发展理论 , 认为

产业集群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够让技术创新成为区域

经济进步的最大推动力, 另两个优势在于区域内部

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使用共同基础设施的成本节省。

曾忠禄 [5]认为 , 产业集群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该

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

的集中。徐康宁[6]认为, 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

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柳卸

林等 [7]将产业集群的内涵概括为区域内相关产业的

聚集, 以便于通过地域性合作获取绩效优势。 

1.2  产业集群的分类 

对于产业集群的分类, Markusen[8]按照产业区结

构特征, 将产业集群分为马歇尔新产业区(意大利式

产业区为其变体形式)、轮轴式产业区(其地域结构围

绕一种或几种工业的一个或多个主要企业)、卫星产

业平台(主要由跨国公司的分支工厂组成)、政府定位

型产业区(即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 Knorringa等[9]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研究中, 借鉴 Markusen

对产业区的分类方法 , 把产业集群分为以下三类 : 

(1)意大利式产业集群; (2)卫星式产业集群; (3)轮轴

式产业集群; Guerrieri等[10]根据企业关系, 把产业集

群分为企业的地理集群、马歇尔式产业区域、存在

某种领导者形式的企业网络。美国学者 Mytelka等[11]

基于产业集群的内在关系, 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

集群、有组织的产业集群和创新型集群三类。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分类亦有不少研究, 如

仇保兴依据企业的性质, 把集群划分为制造业集群、

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罗若愚[12]按照集群

形成方式, 把国内的一些产业集群分为“原生型”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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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企业集群、“嵌入型”广东企业集群、“衍生型”

天津自行车企业集群。周兵等[13]把产业集群分成五

种类型: (1)学习型的产业集群; (2)品牌型产业集群; 

(3)功能关联型产业集群; (4)植根型产业集群; (5)整

合营销型产业集群。霍丽等[14]根据制度在产业集群

形成中的作用, 将产业集群分为外生式产业集群和

内生式产业集群, 认为正式制度促进了外生式产业

集群的形成, 非正式制度孕育了内生式产业集群的

形成。 

2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内涵 

相对于农业而言 , 虽然海洋渔业具有特殊性 , 

但作为广义农业的组成部分, 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

些共性。对农业产业集群内涵的把握, 有助于认识海

洋渔业产业集群的内涵。 

对于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 国外学者主要存在

两种观点 , 一种从集群活动的角度出发 , 如美国

Oklahoma[15]的商务部门把农业产业集群活动概括为

三种: 农业生产、农业支持和增值加工; 另一种从集

群的组成角度出发, Kulshreshtha 等[16]认为, 农业产

业集群由三个子集群组成: 农业生产子集群、食品加

工子集群、农场投入制造子集群。国际经合组织[17]

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定义为“一组在地理上相互临近

的以生产和加工农产品为对象的企业和互补机构 , 

在农业生产基地周围, 由于共性或互补性联系在一

起形成的有机整体”, 将农业产业集群列入“部门或

层次产业的范畴”。 

国内学者对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定义也很多。向

会娟等[18]从集群成因的角度把农业产业集群定义为

“以农业活动为中心, 大量专业化的企业及相关支

撑机构由于共性和互补性而在农村社区范围内柔性

集聚, 为共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密集合作

网络”。王龙锋等[19]从特色农业的角度出发, 把农业

产业集群定义为“在特色农业领域中, 众多与特色农

业联系密切的生产者、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

间上的集聚”。任青丝[20]认为, 农业产业集群是在接

近农产品生产基地的一定范围内, 与其相关的大量

企业与关联支持机构在空间和区域上的柔性集聚 , 

凭借专业化和规模化能取得独特竞争优势的网络集

合体。 

20世纪 90年代, 世界关于海洋和渔业产业集群

的研究开始萌芽。对于海洋产业集群的概念, 国外学

者 Wijnolst 等[21]将海洋产业集群的内涵概括为: 在

海洋领域有相互联系的公司或组织在地理位置上的

集中, 并认为海洋产业集群在“地理位置”上的定义

相对宽泛。以挪威为例, 一个最主要的集群在挪威, 

几个小的附属群位于其周边地区, 即一个产业集群

可以位于几个不同的地区。而对于渔业产业集群的

概念 , Sigfusson 等 [22]基于渔业产业的内涵(渔业养

殖、渔业加工、渔业销售), 认为渔业产业集群是指

为这三种活动提供资源与服务的产业的集合。国内

学者邓云锋 [23]认为 , 渔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以市

场为导向 , 渔户经营为基础 , 多种类型的组织为

依托 ,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 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 , 

实行产供销、种养加一体化经营 , 将渔业再生产过

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渔

业系统。盛国勇等 [24]认为 , 渔业产业集群是一种新

的渔业生产组织形式 , 通过整合产业内各个经济

主体的资源 ,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 达到生产效率

和市场效率的提高, 苧从而实现竞争优势。王 萱[25]认

为,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是凭借自身资源要素的优势

或政府相关政策的促动发展起来 , 主要包括捕捞

业、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船舶制造业、海洋生

物制药业等。王文彬 [26]将渔业产业集群的定义为

“在特定区域中 , 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 , 且在地理

上集中, 有交互关联性的渔业企业、专业化供应商、

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

等组成的群体”。李雯等[27]认为,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

旨在重点发展生态渔业、高效渔业和品牌渔业, 形

成规模化产业体系。 

3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特征 

高健等 [28]认为, 我国海洋渔业产业集群产地市

场高度集中 , 品种区位优势明显; 加工贸易企业高

度集中在沿海地区 ; 消费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 

流通市场显示一定的集群特征。韩立红等[29]通过对

山东省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分析, 指出山东省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已经基本形成, 海洋渔业生产和

加工贸易企业高度集中, 海洋渔业流通产业和消费

市场已具有一定的区域性集中特征。高丽娜[30]对山

东省荣成市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 

主要体现在 : 地方政府注重渔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 

为集群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积极进行科技创新 , 为

发展高效渔业产业集群提供技术支持; 发挥渔业资

源和资金优势 , 不断延伸其产业链 , 形成日趋完善

的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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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对经济发展的

作用 

国外对海洋和渔业产业集群作用的研究, 主要

集中在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方

面。如 Bess[31]分析了海洋渔业经营所有权对于新西

兰水产品产业发展的作用。奥克兰地区委员会在其

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报告中提出包括海洋产业在内的

产业集群的形成, 对刺激区域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美

国学者在对波士顿地区的建设报告中提出应该建立

海洋经济园区, 并强调这是海洋产业集群的重要实

现形式。 

国内对于海洋和渔业产业集群作用的研究, 较

国外更为宽泛。如马雯月[32]通过研究海洋产业集聚

和国际合作, 得出了海洋产业集聚化发展是提升我

国海洋产业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盛国勇等[24]认为

渔业产业集群可促进渔业生产结构优化, 利于开拓

国内外水产品市场, 以及加快实现渔业现代化。于谨

凯等[33]依照“点—轴”理论, 对我国海洋产业集中系

数进行了比较, 结论是渔业、临海旅游及海洋运输业

具有较高的集中系数, 对其他产业拥有突出的集聚

和带动作用。王文彬[26]认为, 发展渔业产业集群是加

速渔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5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 

在现有对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研究中, 徐胜 [34]

通过对山东省海洋产业集群测度和灰色关联分析 , 

认为山东省目前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是海洋盐业产

业集群, 其他主要的海洋产业虽然尚未形成海洋产

业集群 , 但是已经呈现出了集群的趋势 , 并建议进

一步发展海洋第一产业集群, 特别是海洋渔业产业

集群; 以及其他几类海洋二三产业集群。韩立红[29]

等认为, 山东省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发展中面临着海

洋生态环境恶化 , 产业结构层次低 , 集群配套程度

和集约化程度低等问题, 提出了促进产业集群向高

层次演进 ,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构建现代海洋渔业

产业体系等对策。盛国勇等结合湖北渔业集群化发

展中渔业经济效益低、渔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渔业

组织发展滞后、渔业产品流通能力不足等问题, 提出

了以养殖业为龙头 , 促进渔业产业链发展; 因地制

宜, 选择合适的渔业产业集群模式以及充分发挥政

府扶持作用等对策。 

6  简要评述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总体来看, 国内外相关文献大多集中于对农业

产业集群、海洋产业集群以及渔业产业集群(包含淡

水渔业和海洋渔业)的研究。专门研究海洋渔业产业

集群的文章较少, 也没有专门的论著。现有研究主要

是借鉴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视角和成果展开的, 未

能有效结合海洋渔业产业的特点加以创新; 或者在

研究海洋产业集群时作为其中的一个群简单提及 , 

难以深入。相对于沿海各地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快速

发展的实践来讲, 针对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研究相

对滞后, 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从以下

方面予以深化。 

6.1  科学界定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概念及

其组成 

现有对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概念界定不完善、不

统一, 从而影响了后续深入分析的角度、范围及结论。 

海洋渔业产业是农业范畴之中天然具有集群化

优势的一种产业, 但又明显区别于农业产业。海洋渔

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农业(包括淡水

渔业)产业集群范畴, 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第一, 从

集群的经济活动角度看, 不仅涉及传统意义的农业

产业集群的相关活动, 如: 生产(海水养殖业)、加工

(海产品加工业)、销售(海产品贸易业), 还涉及其特

有的一系列活动, 如海水种苗业、海洋捕捞业(包括

近海和远洋捕捞)、海产品冷链物流业、海洋渔业资

源保护与增殖业、渔业港口、渔用物资业、渔业船

舶修造业等。涉及产业领域更广泛, 综合性更强, 集

聚效应更加突出, 集群带动力更大。第二, 从集群的

组成角度看, 不仅涉及传统意义的农业产业集群的

子集群, 如: 农业生产(海水养殖)子集群、食品加工

(海产品加工)子集群、农场投入制造(渔用物资)子集

群, 还涉及其特有的海洋捕捞子集群、渔业港口子集

群等。在全面深入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应

该结合海洋渔业的特点, 进一步扩展和规范海洋渔

业产业集群的内涵和组成, 多层次、全方位地理解和

研究海洋渔业产业集群。 

6.2  注重实地调研, 加强理论思考, 深入探

寻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属性特征 , 系
统构建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理论框架 

现有海洋渔业产业集群的研究视角多是针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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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展开分析; 研

究内容多集中于剖析其特征、问题、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作用以及加快发展的对策等方面, 虽冠以集群

之名, 却缺少对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属性特征的理论

思考, 分析视角受限, 分析深度不够; 缺乏对海洋渔

业产业集群的深入实地调研, 所提发展对策和建议

偏理论化 , 针对性不强 ; 现有的研究方法大多停留

在定性分析阶段, 定量研究少。 

海洋渔业产业集群具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经

济属性、空间属性、资源属性和生态属性。其形成

和发展 , 从空间角度讲 , 既涉及陆地空间也涉及近

岸滩涂和海域空间; 从资源角度讲 , 既涉及陆地资

源也涉及海域资源; 从生态角度讲 , 对海域生态环

境依赖性较强; 从自然和经济角度讲 , 既有海洋生

物的自然再生产, 又有人类的经济再生产。其不同于

农业产业集群 , 又区别于工业产业集群 , 具有自身

的特殊性。基于此, 在未来研究中, 应深入探究海洋

渔业产业集群的属性特征、形成条件、形成机制、

发展模式和影响因素, 全面开展对集群集聚度的测

算和分析、集群绩效(包含集群自身绩效和对区域经

济发展作用)的评价、政策引导对海洋渔业产业集群

发展的作用、集群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演化等方面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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