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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非鱼养殖户成本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广东省茂名市养殖户的调查数据 

丁志超，徐翔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基于对广东省茂名市 201 份罗非鱼养殖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农户罗非鱼养

殖的成本效率进行评估，并从养殖户人力资本和生产特征方面选取 16 个变量，使用 Tobit 分析方法对罗非鱼养

殖成本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罗非鱼养殖户成本效率普遍低下，主要原因是要素投入远未达到

要素配比的最佳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可以通过改进技术效率帮助养殖户实现成本效率；成本效率与规模呈倒

“U”型关系；不同生产技术对成本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罗非鱼产业链在提升养殖成本效率方面没有发

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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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efficiency of tilapia aquacul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Tilapia farmers in Maoming, Guangdong province 
DING Zhichao, XU Xiang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201 farmers of tilapia aquaculture in Maoming, Guangdong province, we use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cost efficiency of tilapia aquaculture. We also selected 16 

variables from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st efficiency of 

Tilapia with Tobi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st efficiency of Guangdong tilapia farmers is low, which 

mainly causes by less optimal ratio level of the input. We also find that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can help farmers to 

improve the cost efficiency through increas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At the meantime, there i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cost efficiency and production scale. Another result we find is that different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s different effect on cost efficiency and the chain of industry does not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breeding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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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罗非鱼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引入中国养殖，目

前已成为中国第六大淡水养殖鱼种。中国的罗非

鱼出口量已占世界市场总量三分之一[1]。虽然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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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鱼养殖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罗非鱼种苗、饲

料、加工、国际贸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2]，但中国

罗非鱼养殖主要由一家一户的养殖户承担。养殖

户规模较小，在生产投入要素和产品的销售价格

谈判中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很难凭借自身的

力量进行议价，基本上是在投入价格外生、销售

价格外生条件下，进行需求导向型的生产。因

此，养殖户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目标，必须

尽可能实现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以提升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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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也就是要通过成本最小化实现利润最大

化。养殖户是否能够实现要素配置最优和利用效

率的最大化，从而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并帮助

中国罗非鱼及渔业生产保持稳定呢？虽然已有不

少研究对罗非鱼养殖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3-5]，

但是鲜有要素投入配置效率的分析。为此，笔者

拟测度中国罗非鱼生产的成本效率，并进一步分

析生产成本效率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罗非鱼

生产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和变量选取 

根据 Farrell 对生产效率的定义，养殖户只要

没有实现成本最小化，就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

和配置效率两个途径降低成本[6]。提高技术效率意

味着产量(投入)不变，节约投入(增加产出)以降低

平均生产成本。提高配置效率则意味着技术效率

不变(技术效率无损失)时，保证任意两种投入要素

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任意两种产出之间的边际

转化率)不断趋近于要素价格比率的倒数。通过这

两种途径，养殖户尽可能地将产出与投入水平保

持在短期均衡的水平上，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

进而实现养殖成本最小化。 
综观国内相关研究，非参数法与参数法是最

为常用的两种测算成本效率的方法，且被应用于

对农产品种植和养殖的分析。如陈琼等利用 SFA
参数估计方法对肉鸡、生猪、肉羊养殖的成本效

率进行测算[7-9]，马乃毅等利用 DEA 非参数方法对

棉花、苹果和小麦种植进行成本效率分析[10-11]。

DEA 非参数方法能够较好地区分投入要素配置效

率的大小，且基于线性规划方法而不需要具体设

定成本函数形式； SFA 参数方法借助估计成本函

数的误差项来分析成本非效率的大小，并能够一

步估计各影响因素对成本非效率的作用。为避免

成本函数设定不恰当可能造成的问题，并考虑获

取养殖户投入要素配置有关数据的便利性，笔者

拟使用 DEA 非参数方法来测算养殖户的成本效

率，即根据投入要素的数量和价格信息，测算养

殖户的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12]而得到成本效率。 
本研究设定罗非鱼产量作为唯一产出，那么

多投入、单产出的 DEA 方法最优化形式可表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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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为投入要素种类，N 为养殖户样本

量。k×1 阶向量 w 为投入要素的价格，X 为 k×N 阶

矩阵，Y 为 1×N 阶向量，λ 为 N×1 阶向量。k×1 阶

向量 xi、yi 分别为第 i 个养殖户的投入和产出。 *
ix

表示成本最小化的投入要素组合。从而根据上述

线性规划能够得到成本效率 * /T T
i iCE w x w x= ，

以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 AE=CE/TE。同时，利用

最后一项约束条件能够得到不变和可变规模报酬

下的规模效率。为测算农户罗非鱼养殖成本效

率，以产量作为单一产出变量，考虑对渔业养殖

效率测算的文献大量使用年鉴数据[13-14]，未能细

致区分各种要素投入的数额，笔者选取机械投

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鱼苗投入和饲料投

入作为投入变量，因为这五种投入成本约占总成

本的 95%，且能够细分各种要素投入量。变量定

义如表 1 所示。 
为分析可能影响罗非鱼养殖成本效率的因

素，需要将成本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选取适当

的解释变量来分析各因素养殖户成本效率的影

响。由于成本效率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因此不能

使用传统意义上的 OLS 方法进行直接估计，需要

借助受限因变量模型(Tobit)来分析，即设定被解释

变量有左(=0)和右(=1)两个审查点，以避免在使用

OLS 估计时造成参数估计失真。一般形式为： 

0 i iY Xα α ε= + +  i=1,2,⋯,n 
其中 Y 为取值范围受限的被解释变量成本效

率，X 是 n 个影响成本效率的因素，αi 为待估参

数，ε是随机干扰项。 
养殖户的生产离不开养殖户内成员的努力，

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作用，结合已有研究成

果[15-18]，考虑养殖户人力资本因素对养殖环节成

本效率的影响，笔者选取以下 6 个具体指标。 
户主年龄：连续变量。年龄越大意味着经验积

累丰富和对事物判断的老练，这些可能会对养殖决

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养殖的成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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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性别：如果是男，则取值为 1，女取值为

0。由于女性较之于男性更加规避风险[19]，男性和

女性的决策模式差异可能会影响生产的效率。 
受教育程度：连续变量，取值越大，受教育

程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知识储备也会

越丰富，对于要素投入的配置可能会更关注。 
家庭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是”则取值

为 1，“否”则取值为 0。村干部会有更多获取信

息的渠道改进自己的技术、品种和养殖行为，而

且因其行为有模范带头作用，养殖中会注意自身

投入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的提高。 
健康水平：连续变量，在 1-4 范围内取值，自

认为越健康则取值越大。健康作为人力资本重要

的一个维度，故将其纳入。 
是否技术培训：“是”则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养殖户通过培训可以接触和学习更多养

殖的知识和技能，这可能会帮助养殖户提高生产

效率。 

表 1 成本效率投入产出变量定义及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罗非鱼产量(千克) 养殖户上一年罗非鱼产量 25 481.75 47 093.36  960.00 444 600.00 

机械投入(元) 根据每种机械的使用年限采用平均年限法进行折旧并加上每年的机

械维修费用计算得到 
2 216.39  2 783.95  0.00  30 086.43  

劳动投入(元) 当年雇工工资+家庭劳动力投入，家庭劳动力=雇工人均日工资×家

庭劳动力年工作天数 
18 114.05  20 975.16  689.23  173 220.80  

土地投入(元) 鱼塘水面的年租金 45 973.51  34 939.14  7 358.49  373 694.90  

鱼苗投入(元) 当年实际鱼苗投入尾数×每尾鱼苗价格 12 428.84  24 975.28  560.00  300 000.00  

饲料投入(元) 养殖户当年喂养罗非鱼所花费的金额 132 332.80  217 563.20  3 787.88  1 855 937.00  

机械价格(元) 将各机械金额占总金额比重作为权重，与各机械价格加权计算得到 765.86  1 310.35  0.25  15 846.98  

土地价格(元/公顷) 水塘每年每公顷租金 13 460.95  6 350.287  1950.00  75 000.00  

劳动力价格(元/人) 劳动力日工资 28 454.50  0.00  28 454.50  28 454.50  

鱼苗价格(元/尾) 鱼苗每尾的价格 0.23  0.12  0.05  0.90  

饲料价格(元/千克) 商品饲料单价 1.09  0.96  0.09  11.00  
 

除了人力资本以外，养殖户所采取的技术类

型、养殖面积等因素也作用于养殖生产，影响要

素配置水平和产出大小，从而对养殖户的成本效

率产生影响，故选取以下 10 个具体反映养殖户生

产特征的指标。 

水塘深度：连续变量。水塘深度对养殖具有

重要影响，水塘太浅容易造成温度变化大、养殖

密度大等问题，而过深又不利于晒塘、清淤，从

而造成淤泥增厚、病原菌滋长。因此，需要考虑

水塘深度对成本效率的影响。 

水塘总面积及其平方项：连续变量。水塘面

积对养殖效率可能存在抛物线形关系[5]，因此需要

考虑面积对成本效率的影响，并具体地分析其是

“U”型关系还是倒“U”型关系。 

产业链下游企业数量：连续变量，取值越

大，意味着能够合作的下游企业数量越多。产业

组织对于养殖户来说意味着销路大小和稳定程

度，对于需求导向型的罗非鱼养殖，产业链对其

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 

有无污染源：“有”则取值为 1，“无”则取

值为 0。污染源意味着可能给鱼塘造成污染，污染

将会对养殖造成损失，必然影响产出水平从而影

响成本效率。 

是否循环养殖：“是”则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具体分析该技术的使用是否影响养殖户

的成本效率。 

鱼出塘前是否有休药期：“是”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具体分析该措施的使用是否影

响养殖户的成本效率。 

鱼出塘时是否进行质量检测：“是”则取值

为 1，“否”则取值为 0。具体分析该措施的使用

是否影响养殖户的成本效率。 

贷款难度：连续变量，取值越大意味着难度

越大。罗非鱼的养殖生产对资金有较高的依赖

性，因此将贷款难度因素考虑进来。 

换水频率：连续变量，每年的换水次数。具

体分析该技术的使用程度是否影响养殖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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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是否使用生物调水技术：“是”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具体分析该技术的使用是否影

响养殖户的成本效率。 

三、数据来源与计量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罗非

鱼产业技术效率与市场竞争力研究》课题组 2014
年初对罗非鱼主产省广东的调研，调研地点为广东

省罗非鱼产量最大的茂名市。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

样法选取罗非鱼养殖户样本。首先在随机抽取化州

杨梅镇、化州良光镇、高州石鼓镇和茂南金塘镇的

基础上，再每镇随机抽取 2~3 个村，入村调研则采

取偶遇抽样方式选择养殖户。养殖户调查采取调查

者和被调查者“一对一”访问调查方式，共回收问

卷 210 份，经过数据审查后剔除含有缺失值和奇异

值的样本后，得到 201 份有效问卷。 
通过投入产出的变量汇总(表 1)，可以发现各

项投入的标准差都很大，说明养殖户间的产出与

投入在数量上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养殖户不使用

机械。这种养殖户间存在的投入要素数量上的差

异，一方面可能因为养殖户的养殖面积不同，另

一方面可能源于养殖户在罗非鱼养殖技术效率和

配置效率上方面的差异。 

从投入要素的价格来看，养殖户间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差异最大的在于养殖户的机械价格，

这源于养殖户所拥有的机械种类不同，渔船等大

型机械的价格高于投料机、增氧机等小型机械，

如此用加权计算得到的机械价格存在较大差异也

不足为奇；由于劳动力工资取的是长期雇工的平

均工资，因此其差异为 0；土地费用的差异较大，

其原因在于不同地区水面承包费用差别较大，且

流转费用也会因为区位、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等

因素而产生较大变异；鱼苗价格和饲料价格的差

异主要体现在鱼苗的规格以及饲料的品牌，并非

由于市场结构原因导致，养殖户的议价能力并不

会太多影响育苗和饲料的价格。也就是说，虽然

在投入要素价格上不同养殖户之间有些差异，但

差异并非来源于养殖户的市场地位和势力，也就

是说养殖户还是在投入价格外生条件下，进行需

求导向型的生产。利用成本效率分析其生产效率

是恰当的。 

根据养殖户成本效率各影响因素统计特征(表

2)：1)罗非鱼养殖户的人力资本状况普遍不高。首

先户主年龄偏大且健康水平偏低、受教育程度水平

普遍不高，其次村干部家庭养殖比重不大、养殖技

术培训覆盖率较低导致养殖户难以通过培训获得技

能提升。2)养殖户资源禀赋和养殖方式存在差异。

首先水塘深度和养殖面积差异较大。其次循环养

殖、保证休药期、成鱼出塘检测、换水频率和生物

调水技术等手段的采用存在差异。3)养殖户面对的

环境与支持较好，虽然由于贷款难度较大面临较大

的融资难度，但是养殖户普遍认为下游合作企业数

量多、销售渠道通畅、市场风险较小，且污染源数

量不多，对罗非鱼养殖的威胁不大。 

表 2 Tobit 模型解释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力资本特征 
户主年龄 50.542  10.614  20 80 
户主性别 0.313  0.465  0 1 
户主受教育程度 1.900  0.819  1 5 
是否干部 0.204  0.404  0 1 
健康水平 1.303  0.502  1 4 
是否培训 0.308  0.463  0 1 
生产特征 
水塘深度 3.313  0.866  1.5 8 
面积 21.953  22.369  2.5 180 
面积平方 979.785  3 047.789  6.25 32 400 
产业链下游数量 2.781  0.481  1 3 
有无污染源 0.109  0.313  0 1 
是否循环养殖 0.896  0.307  0 1 
是否休药期 0.587  0.494  0 1 
出塘是否检测 0.239  0.461  0 1 
贷款难度 2.940  1.648  1 5 
换水频率 0.480  0.556  0 3.5 
生物调水技术 0.164  0.371  0 1 

 
2．成本效率测算结果 

将具有以上统计特征的调研数据汇总整理

后，利用 DEAP 软件测算得到规模效率可变条件

下各个养殖户的成本效率值，并分解得到各个养

殖户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值。技术效率的均值

为 0.685 4，标准差为 0.198 4；配置效率的均值为

0.336 4，标准差为 0.119 3；成本效率的均值为

0.229 7，标准差为 0.122 1。三个效率的具体分布

情况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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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分布表 

分组 
成本效率 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0-0.1 6 2.99  2 1.00 0 0.00 
0.1-0.2 79 39.30 12 5.97 0 0.00 
0.2-0.3 93 46.27 56 27.86 1 0.50 
0.3-0.4 18 8.96 81 40.30 13 6.47 
0.4-0.5 2 1.00 46 22.89 25 12.44 
0.5-0.6 0 0.00 1 0.50 33 16.42 
0.6-0.7 0 0.00 0 0.00 40 19.90 
0.7-0.8 0 0.00 0 0.00 34 16.92 
0.8-0.9 0 0.00 0 0.00 13 6.47 
0.9-1.0 0 0.00 0 0.00 15 7.46 
=1 3 1.49 3 1.49 27 13.43 

 
为更清楚看明白养殖户的成本效率、配置效

率、技术效率分布特点，特给出三者的分布密度

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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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分布密度图  
根据成本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分布

和统计特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罗非鱼养殖户的技术效率不高，平均有

32.45%的效率损失或者说投入冗余，也就是说还

有 32.45%的投入减少或产出增加的空间。但养殖

户的技术效率差异并不是特别大，技术效率最低

的养殖户也没有低于 0.2，还有 13.43%的养殖户技

术效率为 1、投入冗余为 0。相比较而言，养殖户

的技术效率情况较为乐观。 
 (2)罗非鱼养殖户的配置效率普遍低下，相比

较于养殖户的技术效率来说，养殖户的配置效率

极低，均值在 0.336 3，也就是说平均还有 66.36%
的空间去改进投入的组合以达到生产者短期均衡

水平。而且这种状况是普遍性的，98%的养殖户配

置效率低于 0.5，且配置效率标准差只有 0.12，在

三个效率中最低，这意味着所有养殖户都需要对

自己的要素投入配置比例进行关注。 
(3)由于成本效率等于技术效率乘以配置效

率，配置效率的低下会使得成本效率值低下，因

此，将近 98%的养殖户成本效率低于 0.5，均值更

是只有 0.229 7，标准差也不大，分布较为集中。

这意味着因为投入要素配置不合理，使得养殖户

远未达成成本最小化目标。养殖户需要迫切关注

自身的投入配置情况，以努力实现自身的成本最

小化目标。 
3．成本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表 2 中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成本效

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运用 STATA12.0 软件进行 Tobit 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Tobit 分析结果的 χ2 均大于 40，模型中的

sigma 值也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模型的拟合

效果较好。根据表 4 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表 4 Tobit 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成本效率 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 
户主年龄 0.000 682 0.000 749 0.000 201 
 (0.000 827) (0.000 868) (0.001 63) 
户主性别 -0.017 0 0.008 50 -0.087 5** 
 (0.017 4) (0.018 3) (0.033 9)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23 9** 0.015 2 0.019 8 
 (0.011 6) (0.012 1) (0.022 8) 
是否干部 -0.047 0** -0.021 4 -0.094 8** 
 (0.019 6) (0.020 5) (0.038 2) 
健康水平 0.019 1 0.023 2 -0.033 6 
 (0.016 4) (0.017 2) (0.031 8) 
是否培训 0.031 8* 0.005 20 0.065 9* 
 (0.017 6) (0.018 5) (0.034 5) 
水塘深度 0.015 4* 0.016 5* 0.011 2 
 (0.008 98) (0.009 42) (0.017 6) 
面积 -0.003 49*** -0.001 46* -0.006 28*** 
 (0.000 838) (0.000 879) (0.001 73) 
面积平方 3.51e-05*** 1.92e-05*** 5.14e-05*** 
 (6.07e-06) (6.35e-06) (1.42e-05) 
产业链下游企业 -0.067 7*** -0.038 4** -0.098 6*** 
数量 (0.016 9) (0.017 7) (0.033 5) 
有无污染源 -0.043 8* -0.062 4** 0.011 5 
 (0.024 7) (0.025 9) (0.048 4) 
是否循环养殖 -0.042 9* -0.021 6 -0.062 1 
 (0.025 2) (0.026 4) (0.049 5) 
是否休药期 -0.031 2* -0.023 3 -0.055 5* 
 (0.016 4) (0.017 2) (0.032 1) 
出塘是否检测 -0.033 0* -0.028 0 -0.033 7 
 (0.017 9) (0.018 8) (0.034 8) 
贷款难度 -0.004 14 -0.005 59 0.009 69 
 (0.004 75) (0.004 99) (0.009 28) 
换水频率 0.007 70 0.009 87 -0.016 3 
 (0.014 3) (0.015 0) (0.027 8) 
生物调水技术 0.014 8 0.054 9** -0.104** 
 (0.024 1) (0.025 3) (0.046 7) 
常数项 0.386*** 0.354*** 1.139*** 
 (0.089 6) (0.094 0) (0.175) 
Sigma 0.104*** 0.110*** 0.201*** 
 (0.005 28) (0.005 54) (0.011 2) 
χ2 68.78 40.34 43.46 

注：*、**、***分别表示 t 检验在 10%、5%、1%的置信水平下拒

绝原假设。  

成本效率 

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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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的人力资本主要影响养殖户的技术效

率，其中参加培训对养殖户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而家中有村干部的养殖户和男性户主养殖

户的技术效率较之于没有村干部的养殖户和户主为

女性的养殖户技术效率更低。这就意味着村干部并

未凭借自己的优势提升技术效率，在这方面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其中原因可能在于村干部从事罗非鱼

养殖的技术并不是最高的，而养殖技术较高的大户

和能人担任村干部的比例又不高。而女性受性格特

征的影响，其决策方式和养殖习惯似乎更适合于提

高罗非鱼的养殖技术效率。 
养殖户的人力资本不对养殖户的配置效率产

生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即养殖户的人力资本差异

并不影响养殖户的要素配置效率。这意味着不能

单纯依靠提高养殖户的人力资本存量来提高养殖

户的要素配置能力。 
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养

殖户的成本效率；村干部家庭同样存在成本效率

显著低于非村干部家庭的情况。这表明知识的传

播和学习能力有利于帮助养殖户实现成本最小

化。干部家庭虽然能较好地接触新技术、新知识

但是并未在养殖实践中发挥好该优势。 
水塘深度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的配置效率和

成本效率，即养殖户可以通挖深池塘来帮助自己

实现要素的配置最优，从而帮助实现成本最小

化；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均与养殖面

积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适宜实现技术效

率、要素配置最优和成本最小的适度规模经营水

平。这意味着养殖户不宜盲目扩大养殖规模和维

持小规模养殖。产业链下游的数量显著负向影响

养殖户的三个效率水平，原因可能在于养殖户认

为下游合作者数量多，销售渠道顺畅，经营风险

较小，不太在意销售问题，从而盲目扩大规模和

增加投入，导致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下降，并最

终引致成本效率下降。 
污染源带来的威胁会负向影响养殖的配置效

率和成本效率。原因可能在于污染源的污染物会

使水体富营养化或产生其他问题，影响罗非鱼产

量、饲料的吸收率等，从而影响要素投入数量以

及效率。贷款难度和换水频率不会对三个效率造

成显著影响，即融资的困难和换水不会影响产出

投入的相对关系，也不会影响要素配比关系。 
循环养殖、出塘前休药、出塘检测和生物调

水技术对养殖的成本效率产生不同显著影响。循

环养殖、休药、出塘检测并不会带来成本效率的

提高，反而不利于养殖户实现成本最小化；生物

调水技术对成本效率无显著影响。休药和生物调

水技术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户的技术效率，如此休

药技术虽然有利于鱼的食品安全，但是却因为要

素投入时间延长，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几项技术

中，唯有生物调水技术的使用帮助养殖户实现配

置效率的显著提高，但也造成养殖户技术效率的

下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第一，广东省罗非鱼养殖的

成本效率普遍不高，在需求导向型生产中养殖户

难以实现自身成本最小化的目标，而造成成本效

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配置效率的低下，即要

素配置不合理导致的成本过高。而养殖户的技术

效率水平相对较好，但也存在较大投入冗余。第

二，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

主要影响养殖户的技术效率，进而产生成本效率

的差异；村干部并未凭借自己的优势提升效率，

未能在养殖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第三，养殖成

本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均与养殖面积呈倒

“U”型关系，且水塘深度对罗非鱼养殖的成本效

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存在实现成本效率最优

的池塘规模水平。第四，养殖技术对养殖成本效

率影响存在差异：生物调水技术的使用对罗非鱼

养殖的配置效率提高具有正向影响；而循环养

殖、出塘前休药和药物检测则显著负向影响养殖

户的成本效率。第五，养殖的外部环境污染会降

低养殖的成本效率，而罗非鱼产业链在提升养殖

成本效率方面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技术推

广服务中应提醒和帮助罗非鱼养殖户实现要素配

置效率的优化，进而实现成本最小化的目标。这

需要在技术推广与服务中，侧重对养殖户要素投

入配置方面的培训，且有针对性地培训其要素配

置方面的技术，特别是适度挖深水塘、推广生物

调水技术等方面。此外需要适当引导各地区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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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养殖户寻找最优规模，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还

需切实让村干部发挥自身的优势，在生产中也显

示出模范作用。另外，需要在循环养殖和休药、

检测技术上寻求突破，改变相关食品安全技术导

致农户成本效率下降的现状，同时需要引导罗非

鱼产业链上各主体切实发挥对养殖户的帮助作

用，改进养殖户融资困难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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