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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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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层面分析浙江省海洋产业发展状况,以期对浙江省海洋产业结

构转型提出建设性意见。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内涵分析,确立了包含产业结构、社会经济、科

技、环境、资源5个因素的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基准。选取综合相对势模型,对浙江省海洋产

业结构合理化进行定量的分析,得出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较低的结论并针对具体问

题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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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the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ofZhejiangProvincefromthe

perspectiveofrationalization of 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with a view ofconstructive

suggestionsforthetransformationofmarineindustrystructure.Basedontheanalysisofthecon-

notationofthe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thispaperestablishedanevaluationcriteria

fortherationalizationofthe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whichincludedindustrialstructure,social

economy,scienceandtechnology,environmentandresources.Thispaperselectedcomprehensive

relativepotentialmodelstoanalyzetherationalizationof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of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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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Provincewaslow,withsome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problems.Correspondingcounter-

measuresandsuggestionswerealso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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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1年国务院批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规划》,将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规划列入国家规

划范畴。自此,浙江省海洋产业增长速度逐渐放

缓,发展模式有了质的变化。但总体而言,浙江省

海洋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与海洋经济发达地区

仍有较大差距;产值在全国排名居中位,仍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各地区

均有不同程度的海水污染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

过合理规划海洋产业结构,加强海洋产业管理来

解决[1]。

学术界对于海洋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产

业结构演进、绩效水平及优化与相关系统耦合情况

的研究上:刘康[2]、于谨凯等[3]从理论上对海洋产业

概念确定、统计范围及评价指标进行了一定的研

究;张光耀[4]、赵昕等[5]分别利用三轴图、VAR模型

研究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时间规律;王丹等[6]利

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总结辽宁省海洋经济产业结

构功能演变模式,并且总结以大连为核心的空间发

展模式;周洪军等[7]利用灰色相关分析,从海洋产业

结构现状、问题、趋势3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索我国

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方案;张文杰[8]、孙吉亭等[9]分

别分析了海洋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以及陆域产业

结构的耦合效应。

综上,国内学界对于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研

究较少,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科学评价体系以及评

价方法还有待深入研究。

本研究对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以

及通过对现有海洋产业结构进行有效分析,评价海

洋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并通过对不同省、市、自治区

海洋结构合理化的比较,以期找到浙江省海洋产业

结构的短板,为优化其海洋产业结构提供依据。

2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模型

本研究基于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内涵,在建立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可运

用综合相对势评价模型定量评价海洋产业结构合

理化水平。

2.1 综合相对势评价模型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即是对海洋结构合

理化水平指标的优劣程度判断,从多指标的综合性

评价得出一个综合指数来评价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水平。本文引入陈楷根等的相对势综合评价模型

进行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10]。

假设N 维空间中存在着评价对象的最优点

X* 和最差点X0,空间中到两点距离相等的点构成

一个等势面。一般情况下,当待评点离最优点 X*

越近,判断该点优势度越好。但当两个点都处于最

优点X* 的等势面(距离最优点 X* 的距离相等)

时,便要引入距离最差点X0 的距离来判断,即当待

评点离最优点X* 距离一致时,离最差点 X0 距离

更远的那个点相对优势度更大。

通过计算待评点Xi 到最优点X* 和最差点X0

的相对距离,对比二者得出该点的综合相对势。因

此综合相对势评价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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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1,2,…,m,j=1,2,…,n;m 为样本数;n
为指标数;D*

i 为待评点Xi 到最优点X* 的相对距

离;D0
i 为待评点Xi 到最差点X0 的相对距离。Di

为Xi 的综合相对势,Di 越大,则待评点的优势度越

好;反之,则待评点的优势度越差。

相对于先定权重后计算的综合评价方法,综合

相对势评价模型在计算过程中直接消除了权重的

影响,避免在权重的确定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认

识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海洋产业结构由不

合理向合理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

程,最终目的是促进海洋产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

协调发展,达到各要素的动态均衡状态[11]。从概念

系统分析,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指标应表现出

其生产要素是否均衡合理。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

本原则是集成代表性、相关性和可量化性。集成代

表性要求指标集合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产业结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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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的各个方面;相关性要求指标应当与合理化的

一些标准相关;可量化性要求指标必须是数据可得

的,可以量化的[12]。

基于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内涵以及构建指

标体系的基本原则,通过文献综合与系统分析,本

文设计了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其中包含产业结构性、社会经济效益、科技效

益、环境效益、资源利用效益5个子系统。每个系统

下面包含3~4个具体指标,指标层是系统层的一个

支撑,由具体量化的指标构成。

表1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子系统 指标

海

洋

产

业

结

构

合

理

化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X)

产业结构性

(X1)

社会经济效益

(X2)

科技效益

(X3)

环境效益

(X4)

资源利用效益

(X5)

海洋第二产业占比 (X11)

海洋第三产业占比 (X12)

产业结构熵 (X13)

产业结构变动度 (X14)

海洋劳动生产率 (X21)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比 (X22)

海洋就业水平 (X23)

居民就业变化系数 (X24)

海洋劳动力专业化指数 (X31)

海洋科技经费筹集指数 (X32)

科研人员劳动生产率 (X33)

万元海洋生产总值废物排放量 (X41)

万元海洋生产总值工业废物综合利用

量 (X42)

环境保护指数 (X43)

海域集约利用指数 (X51)

海洋旅游业利用率 (X52)

海洋交通运输业利用率 (X53)

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率 (X54)

海洋第二产业占比(X11)是地区海洋第二产业

产值与海洋生产总值之比。海洋第三产业占比

(X12)是地区海洋第三产业产值与海洋生产总值之

比。产业结构熵 (X13)反映产业结构内部结构关

系,表示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程度,其公式为et =

∑
n

i-1
Wi,tln

1
Wi,t

,Wi,t 表示t时期第i产业所占的比

重,n 为产业部门个数。产业结构变动度 (X14)指

与初始时期相比,各产业产出比重的综合变动程

度,其公式为K =∑
3

i=1
qi1-qi0 ,qi1 为报告期i次

产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qi0 为基期该产业在

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i=1,2,3,分别表示海洋三次

产业。

海洋劳动生产率(X21)是海洋生产总值与涉海

就业人员之比。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比(X22)是地

区海洋生产总值与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之比。海洋

就业水平 (X23)是涉海就业人员占地区就业之比。

居民就业变化系数(X24)是涉海就业人员增长速度

与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定义为2006—

2014年平均值。

海洋劳动力专业化指数(X31)是地区海洋研发

人员数与海洋从业人员数占全国平均之比。海洋

科技经费筹集指数(X32)是地区海洋科研机构经费

总收入占地区财政收入之比。科研人员劳动生产

率(X33)是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与地区海洋科研人员

数量之比。

万元海洋生产总值废物排放量(X41)是地区工

业废物排放量与海洋生产总值之比。万元海洋生

产总值工业废物综合利用量(X42)是地区工业废物

利用量与海洋生产总值之比。环境保护指数 (X43)

是地区海洋保护区面积占地区海域面积之比。

海域集约利用指数(X51)体现的是在单位海域

面积上的生产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用海洋生产总

值与海域面积之比来表示。海洋旅游业利用率

(X52)通过沿海省份的客房出租率来表示。海洋交

通运输业利用率(X53)是货物吞吐量与沿海口岸生

产泊位之比。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率(X54)是海洋渔

业产量与港口数量之比。

3 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作

为研究对象,以沿海其他10个省、市、自治区作为参

照,对其进行评价研究。

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中国海洋统计年

鉴》,或根据2007年—2015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数

据计算得出。沿海地区各指标的具体数据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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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沿海地区指标数据

指标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X11 0.62 0.49 0.36 0.36 0.52 0.37 0.38 0.45 0.45 0.37 0.20

X12 0.38 0.47 0.53 0.63 0.43 0.55 0.54 0.48 0.53 0.46 0.58

X13 0.68 0.82 0.94 0.66 0.87 0.90 0.90 0.90 0.76 1.03 0.97

X14 0.07 0.03 0.35 0.24 0.20 0.06 0.07 0.10 0.11 0.13 0.19

X21 28.05 20.98 11.85 29.07 28.36 12.58 13.66 20.93 15.53 8.79 6.64

X22 0.08 0.03 0.06 0.10 0.09 0.09 0.10 0.19 0.22 0.02 0.01

X23 0.41 0.09 0.36 0.19 0.06 0.19 0.36 0.25 0.21 0.16 0.58

X24 0.31 0.55 0.42 0.89 0.27 0.38 0.33 0.36 0.35 0.33 0.39

X31 1.18 0.34 0.31 1.56 1.32 0.21 0.22 0.75 0.53 0.41 0.00

X32 0.01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0.00

X33 1.82 3.75 1.74 1.62 1.77 2.84 5.17 2.88 3.45 0.85 3.26

X41 3.78 52.91 23.14 7.03 36.65 27.47 17.06 15.95 13.42 71.42 8.82

X42 0.34 8.88 2.74 0.30 1.89 0.79 0.72 1.63 0.37 4.95 0.30

X43 0.12 0.00 0.07 0.10 0.02 0.00 0.01 0.03 0.01 0.00 0.01

X51 1.68 0.01 0.03 0.69 0.15 0.02 0.04 0.07 0.03 0.04 0.00

X52 49.21 44.47 48.65 63.70 57.85 54.76 57.82 55.88 55.41 53.99 56.37

X53 357.63 482.38 288.74 110.12 429.07 98.97 104.17 524.87 95.51 81.08 149.09

X54 65594.0034227.86140630.00169594.0051623.55179780.48111977.45126773.1482211.8981673.25 122009.10

3.2 评价结果

利用综合相对势模型,依据沿海地区的指标数

据表,计算得到的评价结果见表3。

表3 基于综合相对势评价模型的沿海地区海洋产业

结构合理化评价结果

地区 综合相对势 排序

天津 1.02 3

河北 0.62 9

辽宁 0.82 4

上海 1.34 1

江苏 0.76 5

浙江 0.61 10

福建 0.74 6

山东 1.05 2

广东 0.68 8

广西 0.49 11

海南 0.68 7

3.3 评价结果分析

从综合相对势模型的评价得分来看,将全国沿

海地区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上海、山东、天津,

其综合评价得分较高;第二梯队以江苏为首,福建

和辽宁次之;第三梯队由5个省(自治区)构成,以广

东为首,之后依次是海南、浙江、河北和广西。浙江

省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全国沿海省、市、自

治区中位居第十位,处于第三梯队的中游,可见浙

江省的海洋产业结构在全国沿海地区中,相对合理

性较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下本研究选取一

些具体指标数据详细分析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合

理化水平情况。

3.3.1 产业结构性

产业结构熵指标数据显示,辽宁、广西以及海

南具有较高的海洋产业结构熵数,反映这3个省(自

治区)的海洋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三产的差距较

大;天津、上海、广东的海洋产业结构熵数较小,表
明海洋产业产值相对集中;浙江省与河北、江苏、福

建、山东等省处于相同水平,海洋产业结构熵介于

最高与最低之间,说明海洋产业结构在多元化上处

于中间水平(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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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4年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熵

地区 产业结构熵

天津 0.68

河北 0.82

辽宁 0.94

上海 0.66

江苏 0.87

浙江 0.90

福建 0.90

山东 0.90

广东 0.76

广西 1.03

海南 0.97

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度指标数据显示,浙江省在

全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十位,产业结

构升级速度远低于上海、江苏,整体的海洋产业结

构调整滞后于长三角地区,并且与首位辽宁差距

巨大。

尽管浙江省的海洋产业结构已经达到比较合

理的“三二一 ”结构模式,但其调整的速度无法跟

上,面临长三角地区其他两省海洋产业快速发展的

压力(表5)。

表5 2006—2014年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度

地区 产业结构变动度 与浙江比

天津 0.07 0.02

河北 0.03 -0.03

辽宁 0.35 0.29

上海 0.24 0.18

江苏 0.20 0.14

浙江 0.06 0.00

福建 0.07 0.01

山东 0.10 0.04

广东 0.11 0.05

广西 0.13 0.07

海南 0.18 0.13

3.3.2 社会经济效益

在海洋劳动生产率指标上,浙江省处于平均水

平以下,这是由于浙江省海洋渔业较为发达,涉及

劳动力较多,反映出浙江省的科技化程度高的海洋

产业占比较低,劳动力仍为主要的生产驱动力。相

比较而言,上海的居民就业变化系数是浙江的2倍

之多。假设技术水平一致的情况下,居民就业变化

系数高代表了就业结构与海洋经济发展相对匹配。

因此可以判断浙江省的就业结构和技术水平都还

有待提升。

3.3.3 科技效益

浙江省的海洋劳动力专业化指数在全国排名

上仅高于海南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这说明

浙江省海洋科研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在海洋科技

的投入方面,浙江省的海洋科技经费筹集指数又是

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在长三角区域,浙江的海

洋科技投入占地区财政收入比例比江苏的更高,而

上海的投入则远远高于浙江和江苏。由于浙江省

科研人员相对人数较少,因此在科研人员劳动生产

率这个指标上,浙江的表现相对较好,高于上海和

江苏。整体来看,浙江的海洋产业结构中海洋科技

的综合投入和产出都较少,不足以支撑起浙江省海

洋产业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

3.3.4 环境效益

万元海洋生产总值产生的废物排放量和工业

废物综合利用量两个指标排名基本一致为第四和

第六,处于全国的中上游水平,体现了浙江省在工

业废弃物的排放量较高,同时利用量也较高。另一

个海洋保护区面积占比的指标体现了对海洋生态

的保护,该指标与当地的海洋生态禀赋相关,因此

指标的影响相对较弱,浙江省排在第十。综合评

价,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的环境效益不高,仍有可

以改进的空间。

3.3.5 资源利用效益

浙江省的单位海域面积产出水平较低,大部分

用海利用率较低。除了合理利用现有的海域资源

外,还需要提高海域的利用效率,即提高单位面积

海域的经济产出加大经济效益。用客房出租率指

代海洋旅游业的利用效率,浙江省在该指标上处于

相对较低水平,而海洋交通运输业利用率也相同,

单个泊位的货物吞吐量并不是很高。浙江省的海

水养殖产量、海洋捕捞产量均远超过其他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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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上,也位列第一。

整体来看,浙江省在其优势产业资源利用较高,产

业结构较为专一化,其他产业多短板,总体的利用

效率仍然不高。

4 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4.1 存在问题

根据以上研究数据分析得出:浙江省海洋产业

结构合理化水平并不很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海洋产业结构内部比例不太合理,整体水

平比较低。尽管浙江省海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

重在全国排名处于中上等水平,同时整体已经达到

了海洋产业结构最优的“三二一”排序,海洋第二、

三产业的差距仍然存在,但没有体现出产业发展的

专一化。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导致整体海洋

产业结构水平比较低,从而限制了海洋经济的快速

发展。

(2)海洋产业发展重点不突出,制约整体发展

态势。从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现状看,发展重点不

突出。目前,在浙江省海洋产业中,滨海旅游业和

海洋运输业正在快速发展,并具有极大潜力,代表

了第三产业的崛起。但其在全国范围却没有体现

出应有的优势度,浙江省海洋主导产业仍在探索发

展中。

(3)海洋产业科技化水平不够,海洋科技支撑

力与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浙江省基础性的海洋

科技能力仍处于沿海省、市、自治区中游,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投入和利用率较低导致生产效

率低下。联系实际,相比于现代技术型的产业,浙

江还是更依赖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与海洋

产业发展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海洋经济的发展。

(4)海洋产业发展呈现粗放状态,缺乏可持续

发展意识。海洋产业结构比例变化缺乏浙江省长

期以来以粗放形式发展海洋产业,导致沿海各市均

有不同程度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社会经济

发达的杭州湾、宁波、台州、舟山等地区,除了数据

可观的工业污染排放量以外,每年沿海地区都有水

体污染事件暴发,各种有害物质超标严重,海域水

体呈中度富营养化状态。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

过度利用了海洋资源,同时人口不断增长,工业化

深入以及海洋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导致近海污染压

力极大。

4.2 对策建议

立足浙江省海洋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结合以

上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保持海洋产业结构协调有重点发展。合理

的产业结构应当是各细分产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的。在建设海洋经济的过程中,浙江应避免盲目扩

张经济规模和产业产值,重视和加强海洋产业内部

结构的多样化和合理化。同时合理的产业结构也

应当由几个主导产业进行推动,重点发展一些优势

产业。结合国家对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的定位,分

析浙江省海洋产业禀赋,明确基于资源基础发展的

路径,提出以“港、渔、景、油”为四大基础细分产业

的发展方向[13]。海洋第一产业调整要从改变粗放

式经营方式开始,加大对近海渔业资源的保护和恢

复力度,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协调发展海洋第二产

业,充分利用浙江海洋本身的资源禀赋,逐步加快

近海油气开采进程。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加快

滨海旅游业和海洋运输业向专业化、集群化、规模

化发展。

(2)加大海洋产业科技投入力度。结合浙江省

目前的海洋产业结构的科技效益状况,提出应当加

快海洋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优化科技资源,

由国家部署、地方政府牵头,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

力度,为海洋科技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孵优环境与

平台。建设海洋科技实践基地,集聚一批海洋科技

研究项目,提供良好的孵化环境和支持条件,促进

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提升。在此基础上,加大海洋

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机制,有效实施高端人

才培养计划,使高端技术人和稳得住,用得上。

(3)坚持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海洋产

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注重环境的保护,以保护环境

为先,科学规划,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保障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浙江省海洋生物资源丰富,

沿岸海域构成良好的渔场条件,同时T型海岸带构

造给予了优越的建港条件,又有部分无居民海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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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自然和文化景区。应当利用好海域优势,整合

海岸带和无居民海岛资源,确定海域使用方案,强

化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海洋产业

不断向前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需要协调陆域

和海洋协同发展,加强污染源治理和监督,提高废

水、废气、工业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处理效率,加强

建设海洋生态保护区,同时对已污染海域进行积极

修复处理。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内涵分析,确

立了包含产业结构、社会经济、科技、环境、资源5个

因素的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基准。选取综合

相对势模型,对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定

量的分析。得出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

平较低。主要表现在海洋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较低,

产业发展重点不突出,科技化水平不够,缺乏可持

续发展意识。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海洋

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各产业协调有重点发展,加大

科技产业发展力度,同时保障海洋资源可持续发

展,为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提供一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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