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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长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不仅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水
生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河流之一。长江流域的渔业经济在中国农
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近几十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水域污染、
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面临严重挑战。为了应对
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
实施了长江十年禁渔制度。
长江十年禁渔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禁捕退捕行
动，旨在通过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为长江水生生物提供一个休养
生息的机会，从而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政策的实施对长江
渔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长江渔业经济结构发生
了显著变迁。一方面，捕捞产量先增加后降低，而淡水养殖产量则
持续增加。另一方面，长江渔业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第一产
业比例持续下滑，第二产业略有增长，第三产业稳定增长。这些变
化不仅影响了渔业资源的保护，也对渔民的生计和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

二、研究方法、理论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结合理论框架和实证数据，深入探讨长
江渔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法上，首先通过描述性
分析对长江流域9省市1998-2022年的渔业经济数据进行现象描述，
揭示渔业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接着，利用结构变化指
数（SI）量化产业结构变化，反映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
核心理论框架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结构性经济增长理论，该
理论强调结构效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结构变量引入经济增长
过程。研究构建了理论模型，推导出产业结构变动率和要素投入变
动率对渔业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关系式，其中关键待估系数关注结构
变动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数据来源于《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涵盖了长江流域9省市的渔业经济数据，包括渔业从业人口、养殖
面积和投放鱼种量等关键指标。

四、研究结论
长江渔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化，与长江资源大保护政
策的实施密切相关。结构变动率对渔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
影响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未来应继续推动渔业经济产业
升级，发展休闲渔业，促进结构变迁这一新质生产力对渔业经济增长的
贡献作用。同时，应保护与修复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为促进长江渔业
绿色、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此外，不同地区不同阶段，长江渔业
经济结构变迁的特征及其对渔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各地区应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适度推动渔业产业结构变迁，推动长江渔业经济的持
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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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1998-2022年长江流域9省市的渔业经济数据，采用结构
化指数和回归模型等方法，对长江渔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渔业经济在经历了资源
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破坏后，通过实施禁渔政策，渔业经济结构发
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和渔业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
关系图如下所示，回归结果见表2.

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研究还发现当渔业经济增速较低时，结
构变动率对其贡献为负，而当增速较高时，结构变动率对其影响为正，
并随渔业经济增速的提升而贡献增大。这进一步证实了结构变动率对
渔业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系数变化见图11.

其次，研究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近十年来结构变动率对渔业经济的
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结构变动率先促进后抑制渔业经济增长，直到实
施十年禁渔政策后，对渔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又转为促进。这一发现表明，
政策的实施对渔业经济结构和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随时间和
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检验结果如图10所示。

最后，稳健性检验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机制分析表明，结构变化率主
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渔业经济增长。这表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
化和升级，特别是发展休闲渔业等第三产业，可以促进结构变迁这一新
质生产力对渔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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