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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已经得到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肯定,但是产业结构变动对

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没有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粗放式

增长逐渐结束,集约式增长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基于海洋产业,研究了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

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将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具体量化,分为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其次运用

海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海洋经济增长效率,通过从海洋生产函数中剔除初级要素带来的海

洋经济增长效率得出海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计算出海洋产业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最后

收集了1996—2015年全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运用混合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海洋产

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海洋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

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对于未来发展海洋经济提出了提高海洋产业技术来提高海洋产业结

构优化,从而使得海洋经济发展走上集约式增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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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pactofindustrialstructurechangeoneconomicgrowthhasbeenaffirmedbythe

theoryofmoderneconomicgrowth,buttheimpactofindustrialstructurechangeoneconomic

growthefficiencyhasnotbeensolvedinacademia.Atpresent,Chinahasenteredthemiddle-

incomecountries,theendofextensivegrowth,intensivegrowthhasattractedmoreandmoreat-

tention.Basedonthestudyofthechangeofmarineindustry,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influence

ontheefficiencyofeconomicgrowth,the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changespecificquantitative,

dividedinto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moreadvancedandreasonable;secondlythetotalfactor

productivityofthe marineindustryto measureoceaneconomicgrowthefficiency,marine

economicgrowthefficiencybroughtbyremovingfromthemarineproductionfunctionthe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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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oftheTFPofmarineindustry;atthesametimetocalculatethemarineindustrylaborand

capitalproductionefficiency;andfinallycollected1996—2015 nationalcoastaldataof11

provinces,tostudytheeffectof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rationalizationofmarineeco-

nomicgrowthefficiencyusingmixedpaneldatamodel.Thestudyfoundthatthemarineindustrial

structurerationalizationandoptimizationhasapositiveimpactontheoceaneconomygrowth,for

thefutureofmarineeconomyareputforwardtoimprovethetechnologyofmarineindustryto

improvetheoptimizationof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development,sothatontheintensive

growthof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Marineeconomy,Economicgrowthefficiency,Industrialstructure,Industrial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Marineproductionfunction

1 引言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依靠初级要素的投

入已经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初级要

素的投入本质上是粗放型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粗放式增长带来的问题越来越

多[1]。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初级要素的成本

越来越高,中国逐渐散失了成本优势带来的国际贸

易地位。同时自然资源的约束也很难支撑目前中

国如此巨大的经济规模,而且初级要素投入带动的

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很多的生态问题,环境越来越

差。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

拦路虎。为此,国家提出了以产业结构转型为主要内

容的新经济增长方式,同时还提出供给侧改革的重大

战略。2016年中国海洋经济规模已经达到6.8万亿

元,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特别是中国的海洋经

济处于世界海洋发展的初级阶段,处于价值链的低

端。因此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势在必行,通过调

整海洋产业结构来实现中国海洋经济又快又好的

发展。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界和现实

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制定

产业政策调节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对于海洋经济,1996—2014年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

和合理化的不断调整,中国海洋经济实现了高速增

长,同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产业

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是体现了经济量上的作

用,并没有反映其对经济质上的作用。目前产业结

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研究比较少,而且存在

争议。从长期来看,制造业结构变迁促进了经济增

长效率的提高,但是短期内,随着制造业结构变迁,

经济增长效率不一定提高。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

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同时随着

海洋产业结构的变迁,中国海洋经济经历了快速增

长。2016年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率为6.8%,海洋经

济的增长速度放缓了,政府和企业越来越关注海洋

经济增长的效率,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海洋产业

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对发展海洋

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本研究首先将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具体量化,分

为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其次运用海洋产

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海洋经济增长效率,通过从

海洋生产函数中剔除初级要素带来的海洋经济增

长效率得出海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计算出海

洋产业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最后收集了1996—

2015年全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运用

混合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

合理化对海洋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2 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典

经济学,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受

劳动力增长、资本累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其假设

是竞争均衡。而在现实的经济中,市场不是完全竞

争的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制度不完善,导致了产业

结构不完全受市场经济的调节。因此产业结构的

变动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

化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帮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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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罗斯托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发

展中国家比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更重要,因为发展中

国家存在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比发达国家表现

得更突出[2]。

库兹涅玆认为经济增长引起需求结构的变动,

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适应新的经济增长[3]。

张辉等运用产业结构的要素生产函数模型,对

美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初步研究表

明,产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其中第三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帮助

最大,第二产业次之[4]。

关雪凌等对日本产业结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日本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推动,但

具体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5]。

张军、陈诗一运用随机前沿函数对中国工业经

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发现TFP增长超过了

要素增长,同时结构红利还存在,中国要素市场的

改革和工业结构的调整导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

变化[6]。

干春晖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产业结构

合理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稳定性,而高级化则表现出

不确定性[7]。

傅元海等采用矩估计(GMM)法验证了制造业

结构变动对制造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作

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面

作用[8]。

对于海洋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学者们主要

从以下几点来研究的。

王端岚分析了1996—2009年福建省海洋产业

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了偏离-份

额分析法,得出了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初具规模,

但是结构不合理、三产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海洋经济

的发展[9]。

狄乾斌等对我国海洋经济研究发现1997—

2014年沿海各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呈增大趋势,各地区的空间差异明

显,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且匹配关系合理[10]。

章成等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1996—

2014年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影响,

发现我国海洋经济仍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产业结

构合理对海洋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但是产业结构合

理化不是很显著[11]。

从已有的经济增长和海洋经济的文献中,本研

究发现:对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主要

停留在宏观经济层面,对于具体的行业尤其是海洋

产业研究较少,而且主要是研究海洋产业结构对海

洋经济增长量的研究,对于海洋经济质的研究几乎

没有。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处于转型期,粗放式的增

长已经结束,质量上的增长是国家和社会的关注

点,因此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效率

的研究尤其重要,对于未来如何发展海洋经济发挥

巨大的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以1996—2015年中国沿海各省、市、自

治区的海洋经济数据作为样本,主要包括各省、市、

自治区的海洋经济总产值、三产产值、三产从业人

数和对于海洋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按照如下

方法进行筛选:①由于海洋经济增长效率是根据差

分法计算来的,故最终只有19年的数据可以得出海

洋经济增长效率;②对于某些数据数值的缺失,本

研究采用移动平均法来衡量缺失值。

本研究所有的海洋经济数据来自于《中国海洋

经济统计年鉴》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其

中部分海洋经济从业人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渔业

年鉴》。

3.2 变量构建与计算

3.2.1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界判断一个国家或者产业

的结构是否合理化主要有以下3个标准:①国际标

准,主要是从宏观上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

否合理化,利用统计回归的办法估计出产业发展的

最优结构,再拿目前的产业结构与之比较。②需求

结构基准,主要利用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对应程

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如果两者之间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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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则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但

是这也存在一些问题,假如需求结构不正常的话,

那么这种衡量就失去了意义。③产业间比例平衡

基准,通过定量分析每个产业之间的比例是否平衡

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

对于海洋经济而言,国际标准适合国家整体宏

观经济,不适应海洋经济;需求结构基准是在供需

平衡时才正确,海洋经济这些年需求结构一直不合

理,消费者大部分都停留在低级需求,而海洋供给

方面,国家不断把高新技术引入海洋产业。因此需

求结构标准也不适合海洋经济。因此海洋产业间

比例平衡成为衡量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

对产业间比例平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

了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对产业

结构合理化测量:一种是结构偏离度法;另一种是

泰尔指数。

本研究主要采用泰尔指数,泰尔指数又称泰尔

熵,最早是由泰尔(TheilandHenri,1967)提出,王
少平和欧阳志刚将泰尔熵用于地区收入差距问题

研究。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在研究产业结构对

经济增长与波动中改进了泰尔指数,将其用于测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表明,泰尔指数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本研究采用

的是改进的泰尔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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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表示生产总值;i为生产部门编号;L 为海

洋就业人数。当经济处在均衡状态时,泰尔指数

TE=0,而且该指数的计算中考虑了各产业自身的

特性,同时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它是在结构偏离

理论与经济含义的基础上创立的,所以它是一个海

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更合理度量。泰尔指数TE不

为0,表示海洋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海洋产业

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

转向高水平状态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产业结

构高级化存在一般化的经济学规律,具体表现以下

4个特征。

(1)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发展是沿着第一、

二、三产业的方向发展,但是海洋经济却不再存在

这种规律,实践中很多经济体直接从依靠第一产业

主导型转变到了依靠第三产业主导的发展模式。

(2)对经济发展而言,发展初期主要发展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

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累积,逐步转向资本密

集型,最后随着资本的规模效应的消失,技术对产

业的发展作用就起决定性,成为了技术密集型产业

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也是同样沿着这种发展路线进

行的。

(3)产业的发展对应了产品的价值不同,低附

加值的产品对应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最终

都要走向依靠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

(4)随着产业结构的发展,产品的加工程度也

不一样,产业结构低级阶段主要以低加工度的产品

为主,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阶

段,加工产品的程度越来越复杂,技术难度很高,其

加工费在产品加工中的比例也将会变高。

对于海洋产业,相对而言产业创新随着第一、

二、三产业逐渐递增,尤其是第三产业,主要以服务

产业为主,其产品不断创新。因此对海洋三产创

新,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

业,所以第三产业的高级化程度大于第二产业和第

一产业。海洋经济表现除农业化和强服务化的现

象,现在的海洋第一产业产量基本维持不变,只是

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而海洋第三产业发展快速,新

技术引进比较快,海洋服务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

学者吴敬琏将产业结构高级化用第三产业产值与

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本研究借用吴敬琏的

研究成果,将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用海洋第三产业

产值与海洋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即

TS=Y3/Y2
图1是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图,通过产业合

理化(te)和高级化(ts)衡量了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优

化的过程,从图1中可以发现,海洋产业高级化和合

理化从进入21世纪开始逐渐提高。那是因为进入

21世纪后国家渐渐关注海洋发展,提出了21世纪

是海洋世纪的口号。最近几年,国家层面更加大力

度发展海洋产业,尤其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海

洋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我国的海洋产业逐渐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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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道路。

图1 1996—2013年海洋产业结构变迁

3.2.2 海洋经济增长效率

经济增长效率在已有的文献中主要有全要素

生产率和 DEA(数据包络分析)法来衡量,由于

DEA主要从微观角度来分析,而本研究采用的数据

都是宏观的,所以本研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

海洋经济增长效率。本研究采用资本(K)和劳动

(L)对海洋经济增长进行回归,求出各自的弹性系

数,公式如下:

lnY=lnA+α×lnK +β×lnL
对公式两边取微分得

gp =
ΔA
A =dlnA=dlnY-α×lnK -β×lnL

式中:ΔA
A

就是海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衡量

海洋经济效率。其中Y 是海洋产值,K 和L 分别表

示海洋产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和从业人数,A 为海洋

经济发展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外的要素,gp 为海

洋经济效率。

3.2.3 控制变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主要受

劳动和资本的影响,那么海洋经济效率必然受劳动

效率和资本效率的影响,以此本研究选取了海洋资

本和劳动效率为控制变量,借鉴了前人研究文献,

采用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资本效率和

劳动效率,其中资本生产率用pk 表示,劳动生产率

用pl表示。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主要利用1996—2015年沿海各地的海

洋经济的面板数据,通过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回归产

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效率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gp =a×te+b×ts+c×pk+d×pl+u

4.1 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了本研究中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主要包括变量样本观测数、均值、标准差、最小

值和最大值。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经济效率(gp) 198 0.0487 0.011 0.0205 0.0871

结构合理化(te) 198 0.1677 0.081 0.0160 0.3430

结构高级化(ts) 198 0.0920 0.334 0.0520 0.2230

资本生产率(pk) 198 2.4960 0.770 1.0310 4.9910

劳动生产率(pl) 198 4.8810 3.810 0.7020 18.990

从表1中可以看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

均值为4.87%,明显低于海洋经济的增长率,这说

明我国海洋产业全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还

不是很大,海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

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大于资本生产率,这充分说

明我国海洋产业缺乏人才。产业结构合理化值比

较小,说明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产业结

构高级化目前比较低,我国海洋产业高新技术利用

率低。

4.2 回归结果与检验

1996—2015年沿海各地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

海洋经济效率影响结果见表2。

表2 海洋经济效率与各变量回归结果

项目 估计值 ROE标准差 t值

C 0.0157 0.00430 8.71***

te -0.0287 0.00080 -6.54***

ts 0.0029 0.01030 -3.47***

pk 0.0129 0.03260 34.8***

pl 0.0016 0.02834 17.6***

R2 0.89150

调整后的R2 0.88930

F 值 396.65***

Prob(F-ststistic) 0.00010

D.W.统计量 1.75340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

由表2可知,模型的整体F 值=396.65,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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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整体通过了检验,同时R2位0.88930,这也解

释了本研究选择的变量能解释海洋经济效率变动

的88%,符合一般的回归。对于海洋产业结构变动

对海洋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表2可以发现,海洋产

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海洋经济效率有显著的

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te)的系数值为负的,因

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值越小,说明海洋产业结构越合

理,所以为负值是正常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海洋

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正,揭示了海洋产业结构越高级

海洋经济效率越高。最后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

率对海洋经济效率也有显著的正影响。

5 实证结论与建议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处于均衡时,经

济增长受制于资本、劳动和技术,产业结构对经济

增长效率没有影响。由于受到政府干预、市场障碍

和制度因素等要素的干扰,市场很难达到均衡。利

用1996—2015年沿海各地的海洋数据进行混合面

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

化有利于海洋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

为了更好地发展海洋经济,把海洋经济增长从

粗放式增长带入集约式增长,海洋产业必须依靠产

业技术创新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只有这样才能

提出海洋经济增长效率。同时海洋产业缺乏人才

尤其是高科技人才,对应的专业并不多,政府应该

合理开发海洋高校资源,培养海洋高科技人才,加

大海洋人才的培训,提高海洋劳动要素在海洋各产

业中的流动性。最后海洋产业间存在制度障碍,阻

止了海洋投入要素从海洋产业低效率部门流入高

效率部门,从而提高海洋经济的效率。应该规范海

洋产业间制度,实现高效率发展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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