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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舟山为例 ,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 修正了过去所建构的人口 、 消费 、 生产和资源的系统

模拟分析框架 , 并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 , 选择了投资规模 、 技术进步等变量进行了系统仿真模拟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 , 在渔业资源限定条件下 , 投资规模对渔业生产的影响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的影

响则是十分显著的;同时 , 劳动力资源短缺也将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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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Zhoushan as an example , this paper revised the system simulation framework composed of

population , consumption , production and resource.Using system dynamics , the authors make system simula-

tion by choosing the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put siz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nt-

ext of the fixed fishery resource , the effects of the input size on fishery production are limited , while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progress are significant.Meanwhile , the shortage of labor force will be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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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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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广泛地被各国政府以及学者所认同和接受 , 如

何协调人口 、经济 、 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处在 21世

纪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 , 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协调好人口、经济 、 社会 、环境与资源

之间的相互关系 , 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21世

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

然而 , 尽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逐步深入人心 ,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 忽

视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传统观念以及行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国人口、 消费 、资源环境与

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这些矛盾正成为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 , 而其中人口 、

消费与海洋渔业资源的问题便是较为突出的一个 。因此 , 系统地研究和分析我国人口、 消费与海

洋渔业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 , 有针对性地讨论影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长远发展战略的诸因素是十

分必要的 。本文以我国舟山渔场为案例 , 尝试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口、 消费与海洋渔业资源系

统的理论框架 , 然后通过系统动力学等研究方法 , 深入和系统地分析舟山人口 、消费与渔业生产

变化趋势 , 最后还就分析结果进行政策性的讨论 。

二 、 研究理论框架

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 尽管人口变动要素是环境资源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 但是人口 、 消费

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变化是相互有机联系的 , 各个部分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以往

的相关研究文献不难看出
[ 1～ 2]

, 一个地区的渔业生产、 消费及其变动趋势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 它

既受着人口规模 、收入水平等市场因素的直接制约 , 也受海洋资源条件、 生产成本 、发展政策和

进出口等一系列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为了全面和深入探讨渔业人口、 生产 、消费等经济运行

过程和作用机制以及简化我们的分析 , 我们试图通过建立舟山人口 、消费对渔业资源影响的理论

框架来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

在以往对渔业生产系统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以及借鉴相关的研究文献基础之上
[ 3 ～ 5]

, 我们对以

往的系统分析模型进行一些修正 , 确立了渔业生产 、 人口变动与消费水平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

系 , 各个要素之间的基本相互作用关系详见图 1。例如 , 舟山人口影响着渔业生产和消费这两个

主要环节 , 而渔业生产又受到资本投资 、技术进步和消费需求等要素的影响 , 同时受制于渔业资

源条件的限制。我们在下面的定量分析中将主要以渔业生产投资。技术进步为着眼点 , 全面衡量

人口变动 、渔业生产 、水产品消费以及水产品市场变动之间因果关系与运行机制。

图 1　人口 、 消费与海洋渔业生产变化的总体理论框架

基于图1的总体理论框架以及我们对舟山人口 、消费和渔业生产研究的初步认识 , 我们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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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消费和海洋渔业生产系统分为人口子系统、 渔业生产子系统和水产品消费子系统 , 以便能够

对影响该地区海洋渔业资源的人口和消费因素进行定量性的筛选、 模拟与仿真 , 进一步确定各个

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不过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上述各子系统中 ,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数据

质量等问题 , 我们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对模型进行了必要的简化和参数的间接估计 。

三 、 研究数据与方法

1.数据资料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现有二手统计资料 , 包括 《舟山统计年鉴 1999》 、

《舟山统计年鉴 2001》 、 《舟山五十年》 以及 《舟山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等 , 这些是我们模型分

析的主要数据基础。二是第一手数据资料 , 包括 2001年舟山渔民和渔业管理者的小组访谈资料 、

2002年 《舟山渔业人口消费问卷调查》 资料 , 这些数据对于确定模型的参数和方案选择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

2.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 , 为了全面衡量和模拟人口变动、 渔业生产投资、 水产品消费与水产品市

场变动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变动趋势 , 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作为模型仿真分析的基本方法 。在

仿真模型建立过程中 , 对于确切数量关系的变量采用统计学方法来描述各变量的函数关系 , 将统

计模型作为系统动力学辅助方程统一纳入到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框架之下。而对于政策性分析与参

数调整 , 则是通过系统动力学流位方程 、速率方程和系统动力学仿真函数来进行描述。

四 、 数据分析结果

由于本模型是全面考虑渔业生产和消费系统的运行过程、 运行机制以及影响的主要因素 , 因

此模型涉及的各方面内容以及要素相对比较多 , 而且对部分关键性因素的测度也就相对比较困

难 , 如对海洋渔业资源的评估和污染状况的认定 。为了既反映系统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相互

作用机制 , 又要克服数据不足的缺陷 , 本项研究采取一些间接指标进行测度 , 力求全面反映海洋

渔业生产的整体变化趋势 , 例如 , 捕捞效率和科技进步指数等均采用了间接测度的方法来估计 。

这样既解决了数据不足的缺陷 , 又实现了通过仿真模型进行综合性仿真实验的目的 。考虑到制定

未来海洋渔业生产政策的需要 , 本项研究分别从生产投资水平 、技术进步 、价格指数变动等方面

来进行趋势性和政策性仿真实验。在仿真过程中 , 我们首先设定基础方案 。基础方案的各项参数

的动态变化趋势与 1985年或1990年以来的历史变化趋势保持不变。然后在基础方案的基础上通

过设定不同待研究参数 , 来动态模拟不同参数条件下系统运行的仿真结果 , 目的是比较不同待研

究参数对观察目标的影响程度 , 从而为提出未来渔业生产发展的战略提供政策思路 。

与以往同类研究相比
[ 6～ 8]

, 本研究在设定模型基本方案参数时做了如下改进:其一是设定了

渔业资源再生产周期系数 , 该系数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海洋渔业资源再生产的波动周期 , 较真实

地表现出资源再生产的自身变化规律。其二是设定了水产养殖技术进步指数 , 该指数可以从一个

方面反映技术进步对水产养殖的积极作用 , 表现了技术进步作为渔业发展生产力的潜在趋势 。其

三是不仅根据国家海洋渔业发展的有关政策 , 设定未来捕捞零增长 , 即捕捞渔船吨位不变 , 还从

舟山的自然条件出发 , 参考渔业生产专家的建议 , 我们对舟山水产养殖面积也做了最大值的限

定 , 即 2020年达到最大值 20410公顷。实际上 , 这也是我们对海洋渔业资源潜力的一种间接限

定。在上述基础上 , 再假定其他参数如出生率 、 死亡率 、 旅游人口 、 价格指数等变动趋势与

1985年至 2000年相同 , 基础方案的具体参数详见表 1。

按表 1基础方案设定的参数运行仿真模型 , 其主要输出结果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到 , 舟山

渔业生产和消费水平的变化主要靠两方面的因素实现:水产养殖的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 。在现行

渔业政策 (捕捞零增长)条件下 , 按水产养殖面积从现在的 6853公顷扩展到 2020年的最大值

20410公顷计算 , 水产养殖生产投资规模将由 7995万元增加到 9.5亿元 , 20 年将增加 10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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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舟山仿真模型基础方案参数表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死亡率‰ 6.71 6 6 7 8

出生率‰ 7.71 7 7 8 8

渔业人口比重% 23 23 23 23 23

旅游人口规模 (万人次) 446.1 784.7 1110 1435 1760

水产品价格指数 (以 1985年为 1) 40.005 77.275 113.05 148.84 184.6

渔业资源再生产周期系数 0.98094 1.0258 0.97053 1.0296 0.97377

水产养殖科技进步指数 1 1.6125 2.225 2.8375 3.45

水产养殖面积 (公顷) 6852.7 14690 17860 19580 20410

捕捞渔船吨位 (吨) 804500 804500 804500 804500 804500

表 2　舟山渔业仿真模型基础方案输出结果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城镇人均收入 (元) 7873.6 14050 19840 25670 31410

城镇人均水产消费量 (千克) 34.14 45.5 56.14 66.88 77.42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3957.2 6781.2 9425.6 12090 14720

农民人均水产消费量 (千克) 28.82 36.77 44.21 51.72 59.09

渔民人均收入 (元) 4961.2 8138.2 11110 14120 17060

水产养殖投资 (万元) 7995 29750 51500 73250 95000

水产养殖产量 (吨) 54370 211600 344900 460100 551900

捕捞水产品产量 (吨) 1285000 1277000 1144000 1147000 1021000

水产品总产量 (吨) 1340000 1488000 1489000 1607000 1573000

渔业劳动力需求 (万人) 10.14 11.28 12.34 13.42 14.47

渔业劳动力 (万人) 8.86 8.88 8.90 8.93 8.94

人均 (GDP) 11410 20240 28500 36840 45030

水产养殖产量也由现在的 54370吨增长到 2020年的 551900吨 , 20年增加 9倍多 。由于假定了海

洋捕捞水产品为零增长 , 所以 , 海洋捕捞水产品产量受渔业资源再生产的周期波动影响而出现波

动递减。实际上 ,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 舟山渔场捕捞努力量在不断增加 , 但是实际渔获量有着明

显的递减趋势。渔获量的大小一方面与投入的捕捞努力量有关 , 同时生物种群作为一种再生型的

自然资源 , 它自身经历着自然死亡和生长繁殖的调节过程 , 它每年的波动并非是独立的 , 某一年

的资源量既依赖于此前几年的资源状况 , 也影响到它以后年份的资源变化 。

随着海洋渔业资源以及渔业生产的变化 , 未来舟山渔业水产品的结构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

水产养殖产品在整个水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 由 2000年的不足 5%迅速上升到 2020年的

35%。这种变化与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 这也从我们在舟山的实地调查得

到了验证 。在上述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条件下 , 舟山GDP将由 112.3亿元增长到 447.1亿元 , 增

长了近 3倍 。人均收入也有较大的增长 , 农民和渔民的人均收入从现在到 2020年将分别增长 3.7

倍和 3.4倍 。从人均水产品消费量来看 , 根据基础方案的推算 , 城镇居民人均水产品的消费量将

由2000年的34.14千克上升为 2020年的 77.42千克 , 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 1.3倍。类似地 , 农民

人均水产品消费水平也提高了 1.2倍。从渔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 , 渔业生产劳动力需求量

将由 10万人左右上升到 14万人以上 。由于舟山总人口已进入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 , 加之属

于净迁出地区 , 人口老化又日益严重 , 所以 , 舟山所能提供的渔业劳动力不能完全满足本地渔业

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在上述渔业生产模式和发展趋势不变的情况下 , 舟山地区的渔业劳动力短缺

将由现在的1万多人上升到 2020年的 5万多人。

1.渔业生产投资水平对生产、 消费 、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分析

渔业生产投入是渔业生产 、消费与市场模型的源动力 。不同的渔业生产投入水平不仅对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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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渔业经济发展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 同时 , 也通过收入水平的变化进一步对消费需求产生直接

的影响。为了评价不同渔业生产投入水平对水产品生产、 人均收入 、水产品消费和劳动力需求状

况等影响强度 , 我们在上述基本方案基础上 , 假定不同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 , 具体参数设定见表

3。在不同渔业生产投入中 , 我们假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低投资方案 , 其渔业生产投资规模和

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先前的基础方案 , 2020年的投资规模仅为基础方案的 1/2;第二种是高投资方

案 , 其渔业生产投资和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基础方案 , 2020年的投资规模为基础方案的 2倍 , 其

他参数与基础方案相同 , 参数设定参见表 1。

表 3　不同投入水平方案参数表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水产养殖低投入 (万元) 7995 17870 27750 37620 47500

水产养殖高投入 (万元) 7995 53500 99000 144500 190000

比较基础方案的结果可以看到 , 基于不同生产投入发展策略 , 渔业生产、 消费系统的运行状

态出现不同的特点。在上述渔业生产发展策略下 , 低投入方案 、 基本方案和高投入方案在 2020

年水产养殖产出量分别达到27.4万吨 , 55.19万吨和 55.19万吨 , 其产量比值为 1∶2.0∶2.0。低

投入方案与基本方案的投入产出比应当是相当接近的 , 即投入和产出均成正比 , 也说明水产养殖

的投入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渔业构成的走向 , 而高投入方案则不同。2020年 , 高投入方案水

产养殖产量不受投资大小影响而与基础方案相同 , 这是由于在忽略投资差异带来科技进步差异的

前提下 , 无论基础方案还是高方案 , 都将会受到水产养殖面积的限制 , 都将达到饱和状态。水产

品总产量的差异也由于海洋捕捞能力不变而由水产养殖的差异来决定 , 例如 , 到 2020年 , 水产

品的总产量也分别达到 129.4万吨 、 157.3万吨和 157.3万吨 。不过 , 在不同渔业生产投资规模

下 , 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有很大的不同 。在低投入方案中 , 水产养殖面积的开发利用程度较

低 , 到2020年 , 养殖面积仅为最大可供养殖面积的 1/2。而在高投入方案中 , 2005年 , 养殖面

积就达到了饱和 , 所以 , 与基本方案相比 , 21世纪头 5年 , 如果进行水产养殖的高投入 , 水产

养殖产量将迅速增长 , 如到 2005年 , 水产养殖产量将达到 29.9万吨 , 这比基础方案高出 8万多

吨 , 而后由于水产养殖面积达到饱和 , 水产养殖产量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稳定的增长。值得关注

的是 , 在不同的渔业生产投入条件下 , 渔民的人均收入 、 水产品消费量等方面的变化也有所不

同。在以上不同投入水平下 , 渔民人均收入水平在 2020年分别增长到 16950元和 17060元 , 相差

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渔业生产投入对渔民的收入直接影响不大。还可以看到 , 即使高生产投入 ,

最终因为渔业生产发展的限制而难以对人均收入产生明显的影响 , 这与基础方案相同。同样 , 水

产品人均消费量变化差异也不大 , 这主要跟收入水平变化不大和水产品消费取向饱和有关。此

外 , 在不同投入方案下对劳动力的需求略有不同 , 在上述低 、 高投资发展方案中 , 对劳动力需求

量到 2020年分别为 14.43万人和14.47万人 , 与舟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相差 5万多人 , 缺口较

大 , 这也许是舟山未来渔业生产发展所应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 。

2.技术进步对渔业生产、 收入 、水产品消费 、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分析

考察渔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变化 , 一方面是反映舟山渔业生产策略的调整 , 另一方面是反映渔

业资源和渔业生产收益之间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 。随着舟山渔业的发展和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由于

过度捕捞的衰退 , 渔业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则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 , 技术进步已成为渔业发展

的必然选择 , 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对水产养殖技术的发展和对水产养殖的高度重视 , 依靠先进技

术 、 开发新技术如生物技术等已成为我国渔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 。为了反映技术进

步变化对渔业生产、 消费系统的不同影响 , 在上述基本方案的基础上 , 假定不同的技术进步参

数 , 具体的技术进步参数设定见表 4。考虑到未来技术进步参数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 我们也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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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变化参数。由于未来 20年科学与技术进步在海洋渔业生产发展中将起到

的重要作用 , 因此 , 在两种方案中 , 我们都假定技术进步参数的进步速度比基础方案的要快 。第

一种是技术进步低方案 , 即技术进步参数在 2020年比基础方案高出 4倍;第二种是技术进步高

方案 , 即技术进步参数在 2020年高出基础方案 9倍。其他参数与基础方案相同。

表 4　技术进步参数表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低方案 1 2.5 6.5 13.5 17.25

高方案 1 4.5 11.5 20.5 34.5

　　对比基本方案 , 不同的养殖技术进步水

平 , 对水产养殖的生产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

上述假定条件下 , 到 2020年技术进步低方

案和技术进步高方案的水产品养殖产量分别

达到 280.5万吨和 562.1万吨 , 分别是基础

　方案的5倍和 10倍 。同时 , 渔业水产品的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在技术进步低 、

高方案中 , 水产品总产量到 2020年分别增加到 382.5万吨和 664.2万吨 , 分别是基础方案的 2.4

倍和 4.2倍 , 水产养殖产品在整个水产品中的比重分别上升到73.3%和 84.6%, 达到了举足轻重

的地位 , 而海洋捕捞产量则由于捕捞量限定在水产品中的比重呈迅速下降趋势。到 2020年 , 舟

山国民生产总值 (GDP)在两个方案下 , 将分别达到 472.1亿元和 503.4亿元 , 比基础方案分别

增长了5.6%和 12.6%。显然 , 在技术水平进步因素影响之下 , 渔业生产对 GDP的贡献在逐步增

大 , 不过这需要建立在对现有渔业生产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基础上 , 否则舟山地区人口、 消费与渔

业生产将很难得到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 , 农民渔民的收入也有明显的变化。在以上不同的技术

进步低 、高方案中 , 2020年渔民人均收入水平分别达到 17970元和 19100元 , 比基础方案分别增

加910元和 2040元 , 尤以高技术进步方案增长更加明显。不过 , 虽然渔业水产品在不同的技术

进步条件下都有很大的增长 , 但人均水产品消费量提高不大 , 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和渔民的水产品

消费水平已经趋于饱和。由于水产养殖主要是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 , 因此 , 即使在技术水平明显

提高的情况下 , 对渔业劳动力的需求也呈现出缓缓上升的趋势。在技术进步水平不同的条件下 ,

劳动力的需求存在一定差异 , 上述低 、 高方案对劳动力需求量到 2020 年分别为 14.79 万人和

15.2万人 , 与基础方案相比 , 劳动力需求增加程度不大。不过 , 届时由于舟山人口老化 , 渔业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与前面所述依然十分严峻 。

与投资规模方案相比 , 技术进步对渔业生产的影响十分明显 , 而投资规模的扩大则由于渔业

资源的限定 (捕捞零增长 、水产养殖面积最大值限定)对渔业生产的影响十分有限 。以高投入和

高技术进步方案为例 , 到 2020年两个方案的渔业水产品总量分别是 157.3万吨和 664.2万吨 , 与

基础方案的比例是 1:1:4.2。可见 , 当渔业可利用资源达到上限时 , 渔业投资规模的扩大不再

影响渔业生产 , 而技术进步将不受制约 , 显示出很强的发展后劲。事实上 , 在目前我国海洋捕捞

过度和渔业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 技术进步将是未来我国渔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今后舟山渔

业生产主要不是靠规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 , 而是靠技术进步特别是水产养殖技术的进步。

五 、 结论与讨论

随着人口变化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 , 人们对水产品 , 尤其是海洋水产品的需求呈不

断增长的趋势 , 上述人口 、经济等要素对正在衰竭的海洋渔业资源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在满足

人们不断增长的水产品需求与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之间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我们面临的

首要现实问题。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 舟山渔场面临着渔业资源逐渐枯竭的现实问题。研究已发

现 , 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日益衰竭的海洋渔业资源 , 但是舟山渔场的主要经济鱼类资源

遭到了严重破坏 , 已难以形成渔汛 。我们以舟山渔场为研究案例 , 其初衷是通过对该地区人口增

长 、 消费模式转化对海洋渔业生产影响的仿真分析 , 来筛选 、 确定制约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关键

因素 , 为制定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借鉴 。

舟山地区人口、 消费与渔业生产的仿真研究分析表明 , 人口 、 消费和渔业生产系统是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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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 、 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 , 其影响变量既涉及人口变化要素 , 还涉及到投资、 价格 、消费等

市场因素 , 同时又包含着资源潜力 、技术水平 、 政策导向等变量 , 表明该系统的复杂性 、多样性

和综合性 。在该系统中 , 任何单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局部或者整体系统结构的变化 , 成为引

起整个系统变化的原因。通过上述不同变量 、不同假设的仿真模型分析 , 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基

本结论。

第一 , 人口要素仍然是影响渔业生产系统变化乃至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首要因素之一 , 只不

过这种影响是通过消费需求这个环节来进行与完成。研究结果再一次验证了人口变化是影响环境

资源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 这种影响是通过人口总量的增加与人们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来进行与完

成的 , 其中由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渔业资源需求增加的影响显得更为直接 。事实上 , 这里暗

含着一个判断 , 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有利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的稳步提高 , 因此对海洋渔

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将是不可逆转的 ,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需求的同时保护我们有限的海洋渔业资源 。舟山渔场案例研究预示着 , 单靠现有休渔期 、 限制

捕捞能力 、减少捕捞渔民等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思考 , 面对人口不断增加以及消费水平

提高的现实 , 我国未来渔业产业发展的思路与政策措施究竟是什么 ?

第二 ,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口 、消费与渔业生产系统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海洋渔

业发展的未来与潜力在于渔业结构的调整 , 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渔业结构的调整方面起着关键性

的作用。由于目前舟山渔业捕捞能力的极大过剩以及现有渔业资源潜力的最大限制 , 仅靠传统的

渔业捕捞不但直接影响到渔民收入水平的增加 , 而且极大地制约着舟山地区海洋经济的长期发

展。因此 , 从着眼未来人口 、 消费和渔业生产系统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 水产养殖技术发展将应

该是舟山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 渔业生产的高速度持续发展 , 取决

于科技进步 , 水产养殖产业也将逐步成为渔业生产的支柱产业 。因此 , 今后我国应该加大科技研

究的力度 , 积极开发水产养殖的新技术 , 大力促进水产养殖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化。

第三 , 渔业生产投资规模对未来舟山渔业生产的影响十分有限 。长期以来 , 我国渔业生产发

展依靠渔业生产投资规模的扩大 , 或者是单纯追求渔船数量、 渔船马力的增加 , 事实上 , 这种传

统的渔业生产投资模式已不能适应现有形势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 , 舟山海洋捕捞能力已经严重

过剩 , 水产养殖面积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技术进步缓慢而存在着上限 , 因此 , 可以看到 ,

在养殖面积没有达到上限时 , 不同的投资规模对于舟山的渔业生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旦达到

水产养殖最大值 , 单纯的生产投资规模扩大将不会影响舟山渔业生产的发展。所以 , 盲目扩大渔

业生产投资规模不但不利于人口、 消费和渔业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 , 而且也限制舟山地区整体国

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 , 随着舟山渔业生产的发展 , 舟山渔业劳动力将出现短缺 。无论是扩大投资规模 , 还是

科学技术进步 , 作为劳动技术密集型的水产养殖业都对劳动力增加有一定的需求。由于舟山人口

已趋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 渔业劳动力不足将长期存在并且缺口越来越大 , 如何解决未来劳动力

短缺的问题需要政策决策者加以考虑。

由于我们所研究所模拟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 、开放的系统 , 所以 , 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

局限 , 需要后续研究给予充分的关注。这些问题包括:其一 , 与现实相比 , 是否存在着一些影响

系统变化的重要变量未纳入我们所考察和研究的系统中 , 而纳入系统中的变量关系表达式是否就

一定正确;其二 , 与以前的模型相比 , 虽然在我们的系统中增加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变量 , 但这些

变量的定量化和可操作化问题还未能完全解决 , 如资源潜力变量等;其三 , 在我们研究的基本方

案中 , 方案的主要参数设定主要是依据历史经验数据并且由此推出发展变化趋势 , 在目前的资料

和知识水平条件下 , 这是必要的选择 , 但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所有这

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　　(参考文献见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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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有关责任落实到人 , 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制

度化 、规范化轨道 , 使其成为政府基层组织的

日常工作内容。

5.对弱势群体的创业和雇主在政策上给

予配套扶持

对雇用弱势成员的单位;服务型企业批量

招收下岗失业人员;国有企业通过主辅分离 ,

分流安置富余职工等 , 都应在税费 、社会保险

补贴 、岗位补贴等政策上给予支持 。下岗失业

人员自谋职业、 自主创业的 , 国家的税收 、 工

商 、 城建 、资金来源等方面实施各项优惠 , 以

支持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自主创业。

(三)全面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 完善弱势

群体的社会保障

1.完善法制建设

尽快出台 《社会救助法》 , 从法律上明确

社会救助中对城镇贫困人口救助的性质 。内

容 、 标准 , 以及主要机构和人员设置等问题 ,

从较高的起点上规范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工

作。只有制定社会救助立法 , 才能从根本上保

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 , 才能

确保人民的基本生活权益 。

2.强化组织管理

扶持弱势群体的规章制度 、管理体制 、 工

作流程 、 相关事宜应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负

责管理。同时 , 该项工作政策性很强 , 很讲究

方法和技巧 , 因此 , 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直接与

群众打交道的基层街道 、社区 , 整个救助工作

网络的建立以街道社会救助事务所为依托 。目

前在社会救助方面的人力配置 (市级 1 ～ 2人 ,

区级 1人 , 街道 1人)是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要

求的。在社会救助管理体制的各个层次上 , 尤

其是基层社区 , 再适当地增加必要的人力资

源 , 专门负责社会救助基金运作和管理 , 是十

分必要的。

3.制定与救助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是整个社会保障的有

机组成部分 , 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弱势群体救助

的基石 。因此 , 必须加快建立 、 健全城镇失

业 、养老 、 工伤 、医疗 、生育等项社会保险制

度 , 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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