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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要素对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驱动研究

李乐,宁凌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湛江 524088)

摘要:广东省作为海洋经济大省,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比重较大,雄厚的产业

基础为其提升创新能力及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提供有利条件。创新要素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

驱动,是“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理念,也是新常态下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变量。文章通

过分析研究广东省创新要素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Eviews8.0软件对广东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

与创新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创新要素对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驱动程度,

并结合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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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inganimportantprovincewithmarineeconomydevelopment,thesecondandthe

thirdindustriesofGuangdongaccountedforalargerproportionofthetotalmarineeconomicpro-

duction.Thereisstrongindustrialbasestoprovidefavorableconditions,fortheenhancementof

innovationanddevelopmentofmarineemergingindustries.Asanimportantinnovationdrivenele-

ment,thedevelopmentofemergingindustriesisthekeyconceptofdevelopmentduring“13th

Five-YearPlan”,whichisalsoanewnormal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andupgra-

dingoftheimportantvariables.Basedonthecurrentsituationofthedevelopmentofinnovativeel-

ementsofGuangdongProvinceonthe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arineeconomyof

GuangdongProvince,GDPandinnovationelementswereanalyzedwiththeEviews8.0software,to

furtherrevealthedegreeofinnovationdrivingfactorson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

GuangdongProvince,andthussomecorresponding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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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 务 院 关 于 印 发 全 国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十二五”规划的通知》[1],提出要培育和壮大我国海

洋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为支撑,提高海洋产业的

创新能力。海洋新兴产业作为海洋发展的关键产

业,不仅关系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还是当前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突破

口。海洋经济发展需要要素投入[2-3],而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海洋新兴产业对创新要素的需求更为

迫切。

广东省作为我国海洋经济大省,2009—2013年

连续5年海洋生产总值连创新高。凭借着丰富的海

洋资源及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海洋产业基础雄厚

且发展迅猛。如图1所示,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省

第一产业的发展趋于平缓且在广东省海洋生产总

值中比重较小。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经济增长情况

较好,呈逐年上涨趋势,对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贡

献度较高,表明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是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十二五”

规划[1],重点培育的海洋新兴产业,如海洋医药生物

制造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水利用业及海洋旅

游业等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因此

今后广东省仍主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新兴产业

的发展核心在于科研技术等创新力的推动,当前广东

省海洋经济发展正需要创新要素的驱动,因此创新要

素的选择相当重要。这不仅对增加海洋经济发展的

产出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图1 2009—2013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及构成

数据来源:根据2010—2014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整理

2 广东省涉海创新要素发展状况

关于创新要素的具体范畴,目前国内没有统一

的标准,不同的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界定创

新要素。如李培楠等从系统论角度出发,认为创新

要素主要包括人才、资金、技术、政府[4];纪瑞雪从本

质和特点出发将创新要素解释为参与创新性生产

活动所需要投入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要素,建立了

包括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技术人员、科技课题数、科

研经费投入的海洋创新要素丰裕度评价指标体

系[5];朱苑秋等将创新要素分为直接要素和间接要

素,其中直接要素包括技术、人力、资金,间接要素

包括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宏观政策[6]。综上所述,

与传统要素不同,创新要素指的是以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为核心的相关要素,本研究主要以劳动力、科

研技术、政府支持力度作为创新要素指标,研究其

对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驱动程度,并对广东省海

洋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提供建议。

2.1 劳动力是创新发展的基础

劳动力作为生产三要素之一,是经济产出的基

本要素。在全球一体化及大数据时代,高素质人才

所拥有的数据收集与数据转化能力难以替代,人才

作为发明创新的重要源泉,对未来海洋战略发展方

向起关键作用。广东省是海洋大省,涉海就业人口

庞大,仅2013年广东省涉海就业人数为842.6万

人,全国涉海就业人数排名第一。一定规模的劳动

力给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而未来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海洋发展模式对劳动力的素

质要求更高,主要体现为个人的知识水平和创新

能力。

2006—2013年广东省涉海就业人数平稳上升,

涉海就业人数保持全国领先,2013年广东省涉海就

业人数超出山东省涉海就业人数的1/3,稳定的涉

海劳动力投入给广东省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撑。

然而从涉海科研机构从业人数来看,广东省科研人

才比例不具备优势。2006—2013年广东省科研从

业人数增长趋于平缓,幅度较小,占全国涉海科研

机构从业人数百分比呈下滑趋势,2009—2013年广

东省占全国涉海科研机构从业人数百分比甚至不

及全国涉海就业人数百分比的一半。此外,与山东

省相比,尽管广东省涉海就业人数比山东省涉海就

业人数多,但是涉海科研机构从业人数却低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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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涉海人才不足。

综上所述,尽管广东省涉海就业人数庞大,有

一定规模的涉海劳动要素可供投入,但是科研技术

人才不足,缺乏高素质劳动力。在当前经济新常态

下,劳动成本不断上升,低廉劳动力优势不再显著,

海洋产业结构的转型亟须高素质人才,广东省高素

质劳动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创

新驱动。

2.2 科研技术是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技是人类创新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重

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科学技术具有联动效

应,科技要素的投入能够渗透到劳动力、资本和工

具等方面,从而使得整体生产水平得到联动提升;

二是科学技术具有杠杆效应,一项科技创新可能带

来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活方式的影响。

通过2013年沿海各地区海洋科研机构情况比

较,可分析出当前广东省科研技术发展情况。从科

技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广东省发表篇数仅次于山东

省;从申请专利受理数情况来看,广东省低于上海、

山东、辽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东省知识产权的

积极性较低;R&D是指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增加知

识总量为目标并运用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产生

的创造性的活动。R&D指标也可以被用来反映一

国的科研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2013年广东省的

R&D课题数在沿海地区中排名第一,可见广东省

涉海科研技术实力仍具备一定的优势,科研技术要

素有利于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

2.3 政府支持是创新发展的助推器

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政

府支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策支持;二是财政

支持。从政策方面来看,2015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

府发布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

干政策意见》,再次明确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

心,为提升广东省科技创新能力制定若干政策意

见[7]。2016年12月,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布了《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自

2017年3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目的在于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激发社会自主创新能力[8]。

广东省为培育创新发展不断营造良好的创造环境,

这些政策有利于引导社会发展朝科技创新方向发

展,并激发社会的创新性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财政支持力度方面,从纵向来看,2011年广东

省的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总额在上海、山东之

后,2012年被江苏超过。从横向来看,以2011年、

2013年分别为起点与终点,上海、江苏、山东、广东

4个地区的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4.9%、20.8%、27.6%、12.4%,广东排名在上海、

江苏、山东之后,说明广东省对海洋科研机构经费

投入有所放缓。

3 实证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创新要素对广东省海洋经济发

展的驱动程度,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分析2006—

2012年劳动力、科研技术、政府支持力度3项创新

要素的投入对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

步说明创新要素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

未来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提出建议。

3.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选取劳动力(X1)、科研技术(X2)

和政府支持力度(X3)来分析创新要素对广东省海

洋经济发展(Y)的影响。其中,广东省海洋经济发

展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表示,劳

动力用广东省海洋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表示,

硕士生拥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科研能力,不仅是

科研队伍的重要力量,也是未来科研人才重要储

备。科研技术用广东省涉海科研机构科技专利授

权数表示,专利授权数代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与科

研创新的积极性。政府支持力度选取广东省海洋

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总额表示。选取的数据来自

2007—2013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3.2 实证分析

3.2.1 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σ

3.2.2 回归方程估计

利用Eviews8.0对2006—2012年的数据进行

OLS回归,结果如下:

y=3374.515+6.109563X1+15.19832X2
+9.36877X3

(0.0034)(0.1202)(0.0474)(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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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535481)(2.154511)(3.253606)

(2.56689)

R2=0.986126 R=0.972252 F=71.0764
3.2.3 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根据回归方程,广东省海

洋经济发展与海洋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涉海

科研机构科技专利授权数和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

入总额符号均为正,符号均符合现实经济意义。

(2)拟合优度和统计检验。从方程中可以看

出,决定系数为0.986126,自由度修正后的决定系

数为0.972252,2006—2012年的残差值、实际值、

拟合值如图2所示,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

图2 2006—2012年的残差值、实际值、拟合值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下,根据t分布表

得到的自由度为n-k-1=3的临界值t0.05(n-
k-1)=2.353。括号内为P 值和t值统计值,β2和

β3的t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临界值2.353,可以通

过α=0.1的显著性检验,β1放宽条件下可以通过

α=0.2显著性检验。

根据回归方程结果,广东省的科研技术和政府

支持均对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且自变

量的符号均正数,与最初预计的符号相符。其中科

研技术影响最大,其次是政府支持力度。

4 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文分析与实证结果,说明创新要素对广

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科研技

术方面,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广东省涉海科研机构

科技专利授权数每增加一件,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

增加15.19832亿元。说明影响广东省海洋经济增

长因素中科研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专利数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海洋科技成果市场化与产业化程度,

这也是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与科技成

果转化的原因之一。同时,2013年广东省涉海科研

机构专利申请受理数却低于部分地区,说明广东省

在专利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加快科技成果的

转化率应成为未来关注的重点之一。

劳动力方面,当其他因素不变时,海洋专业硕

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对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具有现

实意义。一方面硕士研究生出于对学业的责任能

够专注于科学研究;另一方面,高等院校能够给硕

士研究生提供相对完善的科研设备和营造浓厚的

学术氛围,有利于提高科研成果的产出率。结合近

年来广东省涉海科研机构从业人数增长形势,人才

的培育方式与激励措施应有所调整。

政府支持力度方面,当其他因素不变时,海洋

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总额每增加1亿元,广东省海洋

生产总值增加9.36877亿元,影响相对不明显。其

原因有:一是科研经费的投入不能立即见效,其需

要长时间的反复实践与证明;二是科研经费的投向

忽略了市场效应,研究成果停滞于理论层面,应用

性与市场化程度低。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重视科技创新,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广

东省是海洋经济大省,不论是海洋资源、地理位置

还是产业基础都具备一定的优势。未来广东省的

海洋产业重心仍然是第二、三产业,特别是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海洋新兴产业将成为新常态下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产业。科技创新依旧是经济

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尤其鼓

励R&D的发展。增强社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

度,激发学术界对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对科技

的鼓励应从政府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可以适当的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将科研成果产业化,不断

地向海洋强省迈进。

(2)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是科研基础,针

对科研发展趋势调整高校涉海专业。进一步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做到高校、研究所、企业等机构人才

顺畅,进一步提升涉海人员的科研素质。通过一定

的政策吸引优秀人才,促进人才集聚与脑力风暴,

激发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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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强对科研支持力度的同时调整支持方

向。政府的支持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府在

增加科研支持的同时要注重投入的方向和产出绩

效。一方面,投入的项目应结合实际,考虑其应用

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对项目的考核应引入市场

评价,将科研成果放到市场中去检验,以引导社会

对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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