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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概述我国海洋产业结

构现状,选取相关数据和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计算2005—2014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并分

析其对海洋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海洋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海洋第二、第

三产业,海洋产业结构较合理;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海洋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较

高,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较低,这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产业结构偏离度

对海洋经济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海洋第二产业、海洋第三产业和海洋第一产业。在此基础上,

提出3点建议,即现代化模式完善海洋第一产业、政府助力完善海洋第二产业和发展多种产业完善

海洋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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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optimizationandupgradingofChinasmarineindustrystructure

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marineeconomy,thepaperoutlinedthecurrentstatusof

Chinasmarineindustrystructure,selectedrelevantdataandcommonleastsquaresmodeltocal-

culatethestructuraldeviationofChinasmarineindustryfrom2005to2014andanalyzeits

impactonthemarineeconomy.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currentgrowthmomentum

ofChinas marineeconomy mainlycamefrom the marinesecondaryindustryandtertiary
industry.Thestructureofthemarineindustrywasmorereasonable.Thedeviationofindustrial

structurewasinverselyproportionaltothelaborproductivity.Thestructureofthemarineprimary
industrywashighlydeviated,andthesecondaryandtertiaryindustrystructurehadalowdegree

ofdeviation,whichwascloselyrelatedtothedevelopmentofChinasmarineeconomy.Thein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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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ofindustrialstructuredeviationonthemarineeconomyfromthelargesttothesmallestwas

themarinesecondaryindustry,themarinetertiaryindustryandthemarineprimaryindustry.On

thebasisoftheconclusions,threesuggestionswereproposed:themodernizationmodeltoimprove

themarineprimaryindustry,thegovernmenttoassistthemarinesecondaryindustryandthede-

velopmentofvariousindustriestoimprovethemarinetertiaryindustry.

Keywords:Marineindustry,Marineeconomy,Industrialstructure,Laborproductivity,Structuraldevia-

tion

0 引言

我国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有巨大的优

势和潜力。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

外学者采用不同的模型和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英

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于17世纪即发现,世界

各国的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民收入存在差

异,其原因是产业结构的不同[1];Lewis[2]利用二元

经济结构模型分析,认为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向

工业部门转移将同时提高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

生产率,从而提高国家总生产率和人均产出;Di-

etrich[3]采 用 回 归 方 法 对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国家进行分析,提出结构性变化在推动经

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刘伟等[4]研究技术进步

和产业结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产业

结构变化有十分显著的贡献。

目前关于海洋经济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3个

领域。① 海 岸 带 管 理 方 面,海 岸 带 综 合 管 理

(ICZM)理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通过各部门之

间的协调和合作,有效解决海岸带管理存在的问

题;②海洋产业发展和布局方面,在全球宏观视野

下,通过交通运输、能源资源和海洋工程等对海洋

产业化过程进行整体评价;③沿海城市经济方面,

通过分析影响沿海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得出其资

源和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国内学者意识到“蓝色经济”是国际经

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研究也

逐渐增多。狄乾斌等[5]选取1997—2011年我国沿

海地区数据,采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结构贡献度方

法,对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二者具有显著性正相关;王波等[6]以

VES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以海洋产业结构为门槛

变量的估计模型,研究我国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

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呈负影响,其原因

是要素配置的不协调抑制了海洋经济增长。

本研究选取历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

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角

度分析我国海洋产业,为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提供科学依据。目前我国此类研究较少。

1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自2004年起对国内生产总

值的贡献率均在9%以上,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为

我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海洋产业已逐步涵盖

三次产业。2001-2016年全国海洋三次产业占海

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如图1所示。

图1 2001—2016年全国海洋三次产业占

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图1可以看出,海洋第一产业占比较低,且变

化趋势较缓,由2001年的6.8%降至2016年的

5.1%,表明需对其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使其重获活

力。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的贡献几乎平分秋色:海
洋第二产业占比由2001年的43.6%降至2016年

的40.4%,虽略有下降,但仍比重较大;海洋第三产

业占比由2001年的49.6%升至2016年的54.5%。

因此,目前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

于海洋第二、第三产业,海洋产业结构较合理,非常

契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即由“传统渔业、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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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附加值较低产业为主的初级产业结构”向“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较高加工度产业和较高附加值

产业为主的中级产业结构”转变[7]。

目前我国关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

基本遵循陆域产业结构规律,即由“一、二、三”向
“二、三、一”转变,最终转变为“三、二、一”的模式。

但海洋产业有其独特性,即涉海性,海洋产业的形

成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密切,其优化升级是

否可以简单地应用陆域产业结构理论,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论证。基于此,本研究对海洋三次产业进行

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2 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及其对海洋经济的

影响

2.1 数据来源和模型选择

由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自2005年起部分统

计内容有所调整,本研究采用2006—2015年《中国

海洋统计年鉴》中海洋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

和就业人员的统计数据,使数据具有一致性,便于

分析。

在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某个变量往往受多

个变量的影响,此时需用2个或2个以上的影响因

素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即多元回归。

本研究中的海洋生产总值是因变量,其变化可能由

海洋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变化引起,自变

量超过2个,故本研究选择多元回归模型即普通最

小二乘法,可反映海洋生产总值随海洋三次产业的

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化而相应变化的规律。普通最

小二乘法的计算过程复杂,但操作简单、结果易懂,

能清晰地展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受经济学家们

的青睐,在经济研究中被较多采用。

2.2 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指某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

其对应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结构之间的不

对称程度,是反映产业结构效益的量化指标,计算

公式为:

Si=
Li

Ci
-1

式中:Si 为产业结构偏离度;Li 为i产业就业人数

比重;Ci 为i产业产值比重。

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产业

结构偏离度大于0(正偏离)即该产业的就业人数比

重大于产值比重,表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

反之,产业结构偏离度小于0(负偏离)则表明该产

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

在求解各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基础上,可

得到整个区域(领域)的产业结构总偏离度,计算公

式为:

S=
n

i=1
Si

区域(领域)产业结构总偏离度越大,其就业结

构与产值结构越不对称,产业结构效益越低。

2.3 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

以产业结构偏离度测度我国海洋产业结构效

益,可更直接和更有效地认知和判断海洋产业结构

的合理化和协调化。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计

算结果如表1和图2所示。

表1 2005—2014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第一产业

(S1)

第二产业

(S2)

第三产业

(S3)

产业结构

总偏离度(S)

2005 7.50 -0.68 -0.24 8.42

2006 7.50 -0.69 -0.21 8.40

2007 7.97 -0.69 -0.23 8.89

2008 7.50 -0.68 -0.23 8.41

2009 7.35 -0.68 -0.23 8.26

2010 8.50 -0.69 -0.22 9.41

2011 8.31 -0.69 -0.22 9.22

2012 8.14 -0.69 -0.23 9.06

2013 7.65 -0.67 -0.25 8.57

2014 8.50 -0.67 -0.28 8.78

图2 2005—2014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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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和图2可以看出,海洋第一产业结构偏

离度从2005年的7.50到2014年的8.50,一直为

正值且有所提高,表明海洋第一产业的就业增速远

大于产值增速,即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劳动力过

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从

2005年的-0.68到2014年的-0.67,一直为负值

且较低,表明劳动生产率较高,可转入劳动力;海洋第

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从2005年的-0.24到2014年的

-0.28,一直为负值且有降低的趋势,表明劳动生产

率逐渐提高,存在劳动力转入的可能性;产业结构

总偏离度在8.40~9.41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海洋

第一产业结构的严重偏离。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与我国海洋经济发

展历程密切相关。我国海洋产业曾经以海洋渔业、

海洋运输业和海洋盐业等传统产业为主,对科学技

术的需求较低,且生产均需大量劳动力,此时海洋

经济发展的主力是海洋第一产业,为其产业结构的

严重偏离打下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科技进

步,国内资金和技术逐渐积累,加上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滨海旅游业和海产品加工业等海洋第三产

业先于海洋第二产业萌芽和发展,故海洋第三产业

结构偏离度与海洋第二产业相比较高;随着陆地资

源的逐渐短缺,国内资金和技术也已积累到一定程

度,海洋产业的发展重点即转移到海洋石油/天然

气/矿业、海洋船舶制造业和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海

洋第二产业,且产业仍在不断完善,故海洋第二产

业结构偏离度较低。因此,我国应调整海洋第一产

业内部结构,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同时引导过剩劳

动力向海洋第二、第三产业转入,从而降低我国海

洋产业结构总偏离度,促进海洋经济协调发展。

2.4 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对海洋经济的影响

在掌握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基础上,本研究

进一步实证分析其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影响。采用

Eviews8.0软件对海洋生产总值和海洋三次产业结

构偏离度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计算。在回归模型

中以LGOP为因变量(由于海洋生产总值的数值较

大,在回归前对其对数化处理),以海洋第一产业结

构偏离度S1、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S2和海洋

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S3作为自变量,回归模型为:

LGOP=c+α·S1+β·S2+δ·S3+ε
  回归结果显示,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偏离

度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数

量偏少,或回归模型对产业政策和国际贸易等变量

有所遗漏,但其表达的经济含义与我国实际情况相

符,具有可取性。

根据回归结果,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对海

洋经济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海洋第二产业具有极

强的前向、后向和旁向的产业关联效应,同时能够

创造实体价值,可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海洋第三

产业大多也为其服务;海洋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对

海洋经济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海洋第三产业具有

产业附加值高和就业吸纳力强等特性;海洋第一产

业结构偏离度对海洋经济的影响最小,这是因为海

洋第一产业以传统产业为主,依靠大量劳动力和消

耗大量资源,发展模式较低级。

3 建议

世界各国对海洋经济的深入研究表明,海洋产

业结构对海洋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作

用。合理的海洋产业结构可使生产要素更加快速

流动、自然资源更加充分利用以及市场更加及时反

映并满足社会需求,从而实现最佳的社会经济效

益。通过对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及其对海洋

经济的影响的分析,本研究提出3点建议。

3.1 现代化模式完善海洋第一产业

我国海洋第一产业以海洋渔业为主,传统的作

业方式是导致产业结构偏离度较高的重要原因,因

此应大力扶持海洋第一产业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

变。“海洋牧场”是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趋势,也是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内在需求。日本是较早研发

并采用电子计算机遥控手段管理“海洋牧场”的国

家[7],现代化的养殖技术为我国海洋渔业转型提供

经验,有助于减少过剩劳动力,降低产业结构偏离

度,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

发展。

3.2 政府助力完善海洋第二产业

我国海洋第二产业起步较晚,大多处于萌芽阶

段,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偏离,因此需政府提

供有力的支持和引导。①海洋第二产业的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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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智力支持和技术革新,应加大对高端人才和科技

进步的投资力度,促进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②海洋第二产业资金投入大且回笼周期长,应制定

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帮助相关企业顺

利度过初创期,形成多层次和多类别的内部产业结

构;③重点扶持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船舶制造业

和海洋工程建筑业等辐射范围广和带动能力强的

基础性产业,不仅为海洋第二产业自身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而且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关联效应,带动

其他相关产业的市场需求。

3.3 发展多种产业完善海洋第三产业

海洋第三产业具有附加值高和吸纳力强的特

点,不仅促进海洋经济又快又好增长,而且吸收海

洋第一产业的过剩劳动力。近年来我国滨海旅游

尤其是邮轮和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旺盛,不仅为海

洋船舶制造业提供研发生产动力,而且为滨海城市

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海洋信息服务业

和海洋空间利用业等发展较慢,导致海洋第三产业

存在结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海洋经济由

“资源型”向“服务型”转型,应大力发展这些产业,

进一步完善海洋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

4 结语

本研究概述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现状,选取相关

数据和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计算2005—2014年我

国海洋产业结构偏离度,并分析其对海洋经济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海洋经济的增长动力

主要来源于海洋第二、第三产业,海洋产业结构较

合理;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海洋

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较高,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结

构偏离度较低,这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历程密切相

关;产业结构偏离度对海洋经济的影响由大到小依

次为海洋第二产业、海洋第三产业和海洋第一产

业。在此基础上,提出3点建议,即现代化模式完善

海洋第一产业、政府助力完善海洋第二产业和发展

多种产业完善海洋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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