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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以2010—2014年为研究期,以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全国

为参照区域,分析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的发展情况,并引入相对增长率指数、结构效果指数和竞争

力指数进一步分析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4年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的增长均较落后;

海洋产业结构整体较好,海洋第一产业不具优势,海洋第二产业劣势明显,海洋第三产业优势明

显;海洋第一产业的竞争力尚具优势,但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较低。在此基础上,提出双向挖掘海

洋第一产业潜力、协调培育海洋第二产业动力和着力提升海洋第三产业竞争力的建议,以促进长

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偏离-份额分析法;海洋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9;F1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8)06-0020-06

DevelopmentandOptimizationofMarineIndustryinYangtzeRiver
DeltaBasedonShift-ShareMethod

CAOJiatai,GUANHongbo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Abstract:ThisstudyusedShift-ShareMethodtoanalyzethe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in

YangtzeRiverDelta,taking2010—2014astheresearchperiod,andtakingtheBohaiRim,the

PearlRiverDeltaandthewholecountryasreferences.Atthesametime,thisstudyintroducedthe

relativegrowthrateindex,structuraleffectindexandcompetitivenessindexforfurtheranalysis

andverification.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growthofmarineindustriesinYangtzeRiverDelta

hadlaggedbehindin2010—2014;theoverallstructureofthemarineindustrywasrelatively

good,themarineprimaryindustrywasnotadvantageous,thedisadvantagesofthemarinesecond-

aryindustrywereobvious,andthemarinetertiaryindustryhadobviousadvantages;thecompeti-

tivenessoftheprimarymarineindustrywasstilladvantageous,butthecomprehensivecompeti-

tivenessofthemarineindustrywasrelativelylow.Basedonthis,suggestionsonthetwo-wayex-

plorationofthepotentialofthemarineprimaryindustry,thecoordinativedevelopmentoft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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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esecondaryindustry,andtheeffortstoenhancethecompetitivenessofthemarinetertiaryin-

dustrywereproposed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marineindustryinYangtze

RiverDelta.

Keywords:YangtzeRiverDeltaregion,Marineindustry,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Shift-Share

Method,Marineeconomy

0 引言

21世纪以来,世界各海洋国家越来越重视海洋

经济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兴起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

热潮。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我国

海洋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持续

保持在10%左右,其增速也明显高于同期GDP增

速,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结构为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宋进朝[1]通过对比上海市

和广东省等地的海洋产业结构,分析环渤海地区海

洋产业的发展层次,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梳理

海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重点发展海洋支

柱产业,加快发展海洋第三产业;余亭等[2]选取海洋

经济试点地区即广东省、浙江省和山东省,对比分

析其海洋经济增长效应,提出应增强对海洋新兴产

业的扶持,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从而优化海洋

产业结构和提升海洋产业竞争力;刘洋等[3]通过分

析上海市的海洋产业结构,提出应加强海洋支柱产

业建设,重点改善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

调整;黄盛[4]运用区位熵分析法等方法,比较环渤海

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提出应以海洋科研教育管理

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从而优化

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冯友建等[5]将浙江省的海洋产

业结构与长三角地区和全国进行对比,较全面地阐

述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应扩大海

洋第二产业份额,发挥海洋第三产业优势,实现区

域的优势互补;魏梦雅等[6]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东海经济区的海洋产业结构进

行考察和分析,提出应进一步改善海洋环境,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海洋第一产业的竞争力。

作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区,长三角地区经济实力

雄厚、区位优势突出、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经济的发

展尤为迅速。目前长三角地区2省1市(上海市、江

苏省和浙江省)的海洋经济齐头并进,海洋产业整

体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与此

同时,长三角地区也存在海洋产业发展不协调和海洋

产业结构有待调整优化等问题。本研究运用偏离-
份额分析法,分析2010—2014年长三角地区海洋产

业的发展情况,并为其海洋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建议。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Method,SSM)

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7]提出,后经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8],成为研究区域经济的有效方法之一。该方法

将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动态化,以研究区域的经济

变化为参照,将其在某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量分解为

3个分量,即份额分量 Nij、结构偏离分量Pij和竞

争力偏离分量Dij。通过对这3个变量的计算,解释

区域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原因,评价产业结构的优劣

和竞争力的高低,找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

门,从而确定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为产业结构的

调整提供依据。

区域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共3个产业部门。假设研究区域i在[0,t]时间段

内(0表示初始期,t表示报告期),相应产业部门j
的总量和结构均已发生较显著的变化;研究区域在

初始期和报告期的经济总规模分别为bi,0和bi,t,参

照区域在初始期和报告期的经济总规模分别为Bi,0

和Bi,t,有:

rij =
bij,t-bij,0

bij,0
(j=1,2,3)

Rij =
Bij,t-Bij,0

Bij,0
(j=1,2,3)

式中:rij和Rij分别表示研究区域和参照区域的第j
产业在[0,t]时间段内的经济变化率;bij,0和bij,t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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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表示研究区域第j产业在初始期和报告期的经济

规模;Bij,0和Bij,t分别表示参照区域第j 产业在初

始期和报告期的经济规模。

根据参照区域各产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可分别

得出研究区域各产业部门的标准化规模bij',计算

公式为:

bij'=
bi,0×Bij,0

Bi,0
(j=1,2,3)

  在[0,t]时间段内,研究区域第j产业的增长量

Gij可分解为Nij、Pij和Dij3个分量。①Nij表示份

额分量,代表平均增长效应,即研究区域标准化的

产业部门按参照区域的平均增长率发展时所产生

的经济变化量。②Pij表示结构偏离分量,代表产业

的结构效应,即研究区域产业部门比重与参照区域

该产业部门比重的差异所引起的,该产业部门的增

长相对于参照区域标准产生的偏差;之所以这样计

算,是假定研究区域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等于

参照区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以此排除二者增速间

的差异,以便单独分析产业部门结构的变化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显然,该分量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正

比,即Pij的数值越大,研究区域第j 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越大。③Dij表示竞争力偏离分量,代表研

究区域相对于参照区域的竞争能力和区域份额效

应,即研究区域与参照区域对应产业部门由于经济

增长速度的差异而导致的偏差;同理,Dij的数值越

大,研究区域第j产业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越大。Gij、Nij、Pij和Dij的表达式依次为:

Gij =bij,t-bij,0  

Gij =Nij +Pij +Dij

Nij =bij'×Rij

Pij =(bij,0-bij')×Rij

Dij =bij,0×(rij -Rij)

  此外,引入区域相对增长率指数L、区域结构效

果指数W 和区域竞争力指数u,以评价研究区域总

的产业结构特征,其表达式依次为:

L=

n

j=1

bij,t

Bij,t
×Bij,t


n

j=1

bij,0

Bij,0
×Bij,0

/

n

j=1
Bij,t


n

j=1
Bij,0

W =

n

j=1

bij,0

Bij,0
×Bij,t


n

j=1

bij,0

Bij,0
×Bij,0

/

n

j=1
Bij,t


n

j=1
Bij,0

u=

n

j=1

bij,t

Bij,t
×Bij,t


n

j=1

bij,0

Bij,0
×Bij,t

1.2 数据来源

鉴于其他研究者在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

析产 业 结 构 时,选 取 数 据 的 时 间 跨 度 多 为4~

5a[9-10],加上对数据的可得性和时效性等方面的考

量,本研究选取2010—2014年为期5a的长三角地

区、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全国的海洋生产总

值以及相应的海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数据,从多角度剖析长三角地区的海洋产业结

构。其中,以2010年为初始期,以2014年为报告

期,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以环渤海地区、珠三角

地区和全国为参照区域,数据来源于2011—2015年

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2 实证分析

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发展状况如图1所示。

图1 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发展状况

由图1可以看出,2010—2014年长三角地区始

终保持“三、二、一”的海洋产业格局;除海洋第一产

业占比的变化不明显外,海洋第二产业和海洋第三

产业的占比分别呈现逐年下降和逐年上升的相反

趋势;海洋产业总产值由2010年的12658.9亿元

增加至2014年的17276.9亿元,但在全国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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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的占比却逐年下降,发展形势相对于其他海

洋经济区不容乐观。
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全国

的海洋产业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全国的海洋产业变化情况

区域 海洋产业 2010年产值/亿元 2014年产值/亿元 增量/亿元 增长率/%

长三角

第一产业 453.0 748.1 295.1 65.1

第二产业 5750.0 7177.6 1427.6 24.8

第三产业 6455.9 9351.2 2895.3 44.8

生产总值 12658.9 17276.9 4618.0 36.5

环渤海

第一产业 813.0 1303.0 490.0 60.3

第二产业 7322.8 10635.6 3312.8 45.2

第三产业 5732.8 10350.4 4617.6 80.5

生产总值 13868.5 22288.9 8420.4 60.7

珠三角

第一产业 194.0 201.0 7.0 3.6

第二产业 3920.0 5993.9 2073.9 52.9

第三产业 4139.6 7034.9 2895.3 69.9

生产总值 8253.7 13229.8 4976.1 60.3

全国

第一产业 2008.0 3109.5 1101.5 54.9

第二产业 18935.0 26660.0 7725.0 40.8

第三产业 18629.8 30929.6 12299.8 66.0

生产总值 39572.7 60699.1 21126.4 53.4

  由表1可以看出,与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相比,2010—2014年长三角地区:①海洋第一产业

增量处于中等水平,而增长率居于首位,表明海洋

第一产业具备一定的优势基础;②海洋第二产业增

量较低,增长率也处于最低水平,表明海洋第二产

业是海洋经济的“短板”;③海洋第三产业增量与珠

三角地区恰好相等,但与环渤海地区仍存在较大差

距,增长率再次处于最低水平。因此,结合海洋产

业体量,长三角地区除海洋第一产业尚有一定的优

势外,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有待进一步发

展;其中海洋第二产业的劣势尤为明显,亟须优化

调整产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为进一步剖析长三角地区各海洋产业的发展

状况,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别计算相应数据,

如表2所示。

表2 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的偏离-份额分析 亿元

参照区域 项目
海洋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 长三角增量 295.1 1427.6 2895.3 4618.0

环渤海

Nij 447.3 3023.9 4214.9 7686.1

Pij -174.2 -422.6 985.2 388.4

Dij 22.1 -1173.7 -2304.7 -3456.3

珠三角

Nij 10.7 3180.8 4440.7 7632.2

Pij 5.6 -138.7 74.8 -58.3

Dij 278.8 -1614.5 -1620.1 -2955.8

全国

Nij 352.4 2471.1 3934.6 6758.1

Pij -103.9 -125.3 327.7 98.5

Dij 46.6 -918.3 -1367.0 -2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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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可以看出,在份额分量(Nij)方面,长三

角地区:①所有海洋产业相对于参照区域均为正

值,表明其标准化的海洋产业按参照区域的平均增

长率发展时,产生正向的经济变化量;②除海洋第

一产业超过珠三角地区的增长水平外,其他均低于

参照区域的增长水平。总之,与参照区域相比,

2010—2014年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的增长均较落

后,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需要加快发展。

在结构偏离分量(Pij)方面,长三角地区:①海

洋生产总值相对于环渤海地区和全国为正值,而相

对于珠三角地区为负值,表明其海洋产业结构整体

优于环渤海地区和全国,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存在

劣势;②海洋第一产业略优于珠三角地区,但与环

渤海地区和全国相比均存在较大劣势;③海洋第二

产业相对于参照区域均为负值,产业结构劣势尤为

明显;④海洋第三产业与参照区域相比具有明显优

势。总之,与参照区域相比,2010—2014年长三角

地区海洋产业结构整体较好,海洋第一产业不具优

势,海洋第二产业劣势明显,海洋第三产业优势

明显。

在竞争力偏离分量(Dij)方面,长三角地区:

①海洋生产总值相对于参照区域均为负值,表明其

海洋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与参照区域相比均存在较

大劣势,与环渤海地区相比劣势尤甚;②海洋第一

产业与参照区域相比均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与珠三

角地区相比优势较大;③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与参照区域相比均存在明显劣势,其中海洋第三产

业劣势尤甚。总之,与参照区域相比,2010—2014年

长三角地区海洋第一产业的竞争力尚具优势,海洋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亟须进一步优化提升;由于海

洋第一产业比重较小,而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区域竞争负效应过于严重,导致海洋综合竞争力

较低。

根据表2,可进一步计算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

的相对增长率指数L、结构效果指数W 和竞争力指

数u。长三角地区:①相对增长率指数均小于1,表

明其海洋生产总值增量与参照区域的平均水平相

比存在较大差距;②结构效果指数略低于珠三角地

区,而略高于环渤海地区和全国,表明其海洋产业

结构不具有明显优势,与珠三角地区相比还稍有不

足;③竞争力指数均小于1,表明其海洋产业综合竞

争力较低,其中与环渤海地区相比尤其不足(表3)。

表3 不同参照区域下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结构情况

指数
参照区域

环渤海 珠三角 全国

L 0.849 0.851 0.889

W 1.019 0.997 1.005

u 0.833 0.854 0.885

3 建议

3.1 双向挖掘海洋第一产业潜力

长三角地区渔业资源丰富,海洋第一产业具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然而随着对海岸线的侵占和对

海洋环境的破坏,加上渔业资源的过度消耗,海洋

第一产业的发展后继乏力。由于海洋第一产业对

自然资源具有独特的依赖性,长三角地区应既向自

身谋发展,又向远海要产量,双向发掘海洋第一产

业潜力:加强区域联动,做好渔业管理和环境治理

等工作,狠抓生态整治修复,巩固渔业发展的根本;

不断提升远洋捕捞和海水养殖能力,增强对远洋渔

业的政策扶持和资本流入,研究和引进先进养殖技

术,发挥相关产业的经济活力。

3.2 协调培育海洋第二产业动力

在海洋产业中,第二产业具有沟通桥梁的作

用,如海洋水产品加工业既能推动海洋渔业的发

展,又能促进海洋交通运输业的繁荣。长三角地区

海洋第二产业的增长状况处于劣势,主要原因在于

主导产业不突出,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如,长三

角地区的海洋船舶工业优势明显,但在全球范围其

船舶制造技术的升级和船舶高端产业链的延伸等

还需进一步完善。因此,长三角地区应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协调培育海洋第二产业动力:大力引导、扶
持和发展海水淡化、海上风电和海洋生物医药等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人才和资金优势,通
过出台相应优惠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继续保

持优势产业,加强培育新兴产业,以优势产业带动

相关产业,以新兴产业聚集高端人才,打造海洋第

二产业新的增长点,实现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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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着力提升海洋第三产业竞争力

长三角地区在人才、资金、技术和环境等方面

具有相对优势,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仍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以上海市尤为突出。因此,长三角地

区应整合优势资源,着力提升海洋第三产业竞争

力:加强人才和科研体制机制建设,发展海洋科研、

海洋教育和海洋信息服务业;开发利用丰富资源,

重点打造一批滨海旅游模范城市,进一步实现海陆

互动发展,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发展滨海旅游业;继

续推进港口建设,进一步深化以上海港为主体、以

连云港港和宁波港为侧翼的“一体两翼”空间格局,

提高港口货物吞吐能力,持续巩固港口群地位,发

展海洋交通运输业。

4 结语

本研究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选取2010—

2014年为研究期,以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全

国为参照区域,分析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的发展情

况,并引入相对增长率指数、结构效果指数和竞争

力指数进一步分析和验证,主要得到3点结论:

①2010—2014年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的增长均较

落后;②海洋产业结构整体较好,海洋第一产业不

具优势,海洋第二产业劣势明显,海洋第三产业优

势明显;③海洋第一产业的竞争力尚具优势,但海

洋产业综合竞争力较低。未来应双向挖掘海洋第

一产业潜力、协调培育海洋第二产业动力和着力提

升海洋第三产业竞争力,以促进长三角地区海洋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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