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3期

1　引言 1

近年来，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已基本丧失

捕捞生产价值 [1]。2020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水生生物保护

区和长江江西段实行全面禁捕，帮助他们“走上岸、立

住脚”是做好禁捕工作的重要内容。渔民转业遇到的问

题如何解决？政府帮助渔民安置存在怎样的问题？政府

补贴和社会福利如何精准实施？这三个问题是当下急待

解决的问题，需要探索思考，对此进行展开调查与分析。

调查渔民转业前后的生活状况并形成对比，推动渔民保

障的相关政策的改善。

2　文献综述与假设推到

2.1 转业前收入不满意与转业后收入满意

渔民转业前收入普遍偏低，研究表明伴随渔业资源

严重衰退，渔民的工作收入已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1]。实证研究表明转业前收入不满意会影响渔民对转业后

收入较为关心。因此，提出假设：

H1：退捕渔民安置中的渔民转业前收入不满意正向

影响转业后收入的选择。

2.2 转业前收入不满意与工作条件

渔民他们无土地资源，对渔业捕捞的依赖性大。研

究表明转业前收入太少会增加转业渔民的压力与负担，

是促使他们比较关心转业后的福利待遇、环境、工作时

间的原因之一 [2]。实证研究表明转业前收入不满意会影

响渔民对工作条件较为关心。因此，提出假设：

H2：退捕渔民安置中的渔民转业前收入不满意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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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工作条件的选择。

2.3 就业问题与转业后收入满意

退捕渔民缺少再就业的专业技能 [4]。学者通过对渔民

进行访谈发现他们就业产生消极情绪后，会对转业后收入

产生较为满足的情绪 [2]。实证研究表明转业前收入不满意

会影响渔民对转业后收入较为关心。因此，提出假设：

H3：退捕渔民安置中的渔民就业问题正向影响转业

后收入选择。

2.4 就业问题与工作条件

退捕渔民的普遍年龄较大或患有疾病无劳动能力等
[3]。研究证实渔民转业受到许多限制后会对减少对转业后

的工作环境、待遇的挑选 [5]。实证研究表明就业受到限

制后会影响渔民对转业后工作条件较为放松。因此，提

出假设：

H4：退捕渔民安置中的渔民就业问题正向影响转业

后工作条件选择。

3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3.1 数据的搜集

本次调查共对江西省进贤县 3 个渔村（罗家村、河

北村、沿河村）的渔民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渔民

安置进行的情况。问卷设置内容包含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转业问题、社会政策满意度、转业路径等。问卷共回收

问卷 70 份。因为有一部分问卷填写不规范，故删去无效

问卷，有效问卷为 64 份，有效问卷率高达 80%。

3.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以下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本次调查中，男性占

60.93%，女性占 39.06%。从取得学历来看：小学人数占

39.06%，小学以下的人数占 39.06%。从年龄结构来看，

40-50 岁的受访者居多，其次为 30-40 岁。从从事捕鱼年

限来看，1-5 年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 67.18%，其次为

5-10 年，占 12.5%。从捕渔年限来看，各年限所占比例

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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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查问卷的样本属性

4　结果分析

4.1 信度分析

本次研究参考的信度指标为克朗巴哈信度系数 ɑ，

系数超过 0.7，数据的信度水平才比较高。综合分析结果

显示转业前收入 ɑ 系数值为 0.836；就业问题 ɑ 系数值

为 0.928；政治导向 ɑ 系数值为 0.945；转业后收入 ɑ 系

数值为 0.958；工作条件量 ɑ 系数值为 0.967；各题项的

因子载荷都大于 0.7 达到测量要求。如项总统计量所示，

说明各量表的信度均符合实例分析的具体规范，并且符

合因子分析所需的条件。

4.2 效度分析

表2　问卷效度分析表

运用 SPSS21.0 进行效度分析。转业前收入、就业问

题、政治导向、转业后收入、工作条件得出数据在同一

输出中且均大于 0.5 的临界标准，说明量表具有很好的聚

集效度极为理想，量表可以使用。

4.3 回归分析

表3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t Sig.

B 的 95.0% 置

信区间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下限 上限

1

（常量） 1.782 .347 5.135 .000 1.088 2.476

转业前收

入不满意
.551 .104 .559 5.303 .000 .343 .759

就业问题 .593 .088 .649 6.715 .000 .416 .769

a.因变量：转业后收入满意

为了对渔民转业安置进行循序渐进的研究，本文使

用 SPSS 多元线性回归函数来构建回归方程，并消除可能

的共线性。结果如表 3，转业前收入不满意对转业后收

入满意变量影响显著（p=0.000<0.001）；就业问题对转

业后收入满意变量影响显著（p=0.000<0.001）；假设H1、

H2得到验证。表4显示，转业前收入不满意对工作条件变

量影响显著（p=0.002<0.010）；就业问题对工作条件变量

影响显著。（p=0.000<0.001），假设H3、H4得到验证。

表4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

系数

标准

系数 t Sig.

B 的 95.0%

置信区间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下限 上限

1

（常量） 1.370 .419 3.270 .000 .533 2.208

转业前收

入不满意
.515 .115 .493 4.593 .002 .284 .746

就业问题 .548 .097 .582 5.637 .000 .354 .743

b.因变量：工作条件

5　研究结论

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越捕越少、生态

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2020年1月1日零时起，水生

生物保护区和长江江西段实行全面禁捕。本研究构建了渔

民转业问题与转业行为关系的模型，验证了退捕渔民安置

中的转业前收入不满意正向影响转业后收入、工作条件的

选择，就业问题正向影响转业后收入、工作条件选择。

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渔民上岸转

产转业安置仍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渔民年龄大、身

体素质差、专业技能不足。因此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

如下建议。首先，可以为中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专业渔民医疗和养老保障，

解决其后顾之忧。最后，根据渔民的自身情况来帮助他

转业，保障渔民的转业后工作的进行。

本研究虽然对渔民转产转业具有推动作用。但也存

在两点局限，第一，未对渔民转业问题与转业行为之间

的内部机制进行研究。第二，因时间、人力等因素，在

问卷样本容量数据过少，数据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为有

效解决以上问题，在今后的的研究中会扩大样本数量以

增强研究的普适性，并增加对中间内部机制的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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