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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充分发挥创新和人才的驱动作用,促进海洋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文章通过建立评价指标

体系,采用极值标准化处理、层次分析法、综合水平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方法,对2006—

2015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

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至2015年发展到良好协调

水平;在空间上,2015年大部分地区处于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较大,且相同协调等级

的地区呈现间隔交错的格局。针对我国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创新经济发展存在的高端人才总量不

足、结构失衡和密度较低,服务体系不完善以及人才分布不均且流动受限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培养和引进海洋高端人才,优化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布局;树立创新和人才观念,完善创新成果转化

激励和人才评价管理机制;整合和共享创新资源,建立海洋创新经济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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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givefullplaytothedrivingroleofinnovationandtalents,andpromotethe

overall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thepaperadoptedthemethodofextreme

valuestandardizationprocessing,analytichierarchyprocess,comprehensivelevelevaluationindex

and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odelbyestablishinganevaluationindexsystem.Thecoupling
andcoordinationofmarinehigh-endhumanresourcesandmarineinnovationeconomicdeveloping
capabilitiesin11coastal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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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lGovernment)inChinafrom2006to2015werestudied.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in

termsoftime,thecouplingdegreeofthetwohadbeenincreasing,andithaddevelopedtoagood

coordinationlevelin2015.Intermsofspace,mostregionsin2015wereinanunbalancestate,and

theregionswith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werequitedifferent,andtheregionswiththesame

coordinationlevelshowedastaggeredpattern.Inviewoftheshortageofhigh-endtalents,the

structuralunbalanceandlowdensity,theimperfectservicesystemandtheunevendistributionof

talentsandlimited mobility,countermeasureshadbeenproposedonthehigh-endtalentsin

Chinasmarinehigh-endhumanresourcesinnovationeconomy:trainingandintroducinghigh-end

talents,optimizingthelayoutofhigh-endhumanresources;establishinginnovationandtalent

concept,improvingthetransformationincentivesandtalentevaluationmanagementmechanismof

innovationachievements;integratingandsharinginnovationresources,andestablishinganinno-

vationeconomicecosystem.

Keywords:Marineeconomy,Innovationdriving,Humanresources,Resourceallocation,Couplingcoordi-

nation

0 引言

创新是驱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我

国正逐渐摒弃原有的粗放式、低层次的经济发展方

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即创新驱动发展[1]。我国

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而创新驱动

是其重要增长极。随着海洋创新经济的不断发展,

海洋产业结构必然调整,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转

变,海洋生产要素配置必然优化。

掌握先进技术和推动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徐玉莲等[3]提出科技创新

与经济结构调整存在耦合关系,并与人力资源具有

很强的互动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

家和社会学家贝克尔认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

上不再是实物资本形式,而是人力资本形式;世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5年在《堪培拉手册》中

强调科技人力资源对创新的重要性,2010年在《创

新监测》和《奥斯陆手册》中再次重申创新必须关注

高科技人才在劳动力市场的合理部署[4-6]。

帕累托“28法则”指出,关键的少数往往能决定

整体的状态和结果,抓住关键的少数往往可获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7]。在海洋创新经济发展中,海洋高

端人力资源处于核心位置,是关键的少数,其数量

和质量与海洋经济的走向密切相关。依靠海洋高

端人力资源推动海洋创新经济发展,探索新的经济

增长点,实现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从根本上促

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在海洋创新经济

发展的环境下,对海洋高端人力资源提升配置效率

和加强耦合协调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大部分学者

从人才供给和聚集等方面开展研究,而对海洋高端

人力资源促进海洋创新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少。本

研究分析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

能力的耦合协调度,并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1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和海洋创新经济

1.1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人口总体所具有的

劳动能力的总和[8],通常以一定范围内为社会创造

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从事智力劳动和体力

劳动的人的数量和质量表示[9],其中人力资源的质

量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财富发挥关键作用。

海洋人力资源包含在人力资源的大框架下,是指在

国家经济活动中从事海洋相关产业的社会劳动力

的总和[10]。随着海洋产业门类的不断扩展,各类海

洋人力资源也不断增多。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具体包括海洋科研教育人

员、海洋相关产业专门技术人员和海洋经济管理服

务人员。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海洋创新经

济发展所需要的海洋高端人力资源,是具有海洋专

业知识体系,能够跨组织甚至跨国管理、交流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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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掌握专门技能的高端

人才。

1.2 海洋创新经济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和相关

经济活动的总和[11]。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

书中提出,国家竞争力的发展经历4个驱动阶段,即

要素、投资、创新和财富[12]。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良好,现已驶入加速发展

的快车道,但也出现一系列新问题,因此必须通过

更好的发展方式,站稳新的发展节点。

海洋创新经济的本质是将以资源和要素为主

要驱动力的发展转变为以质量和创新为主要驱动

力的发展,其中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

和管理创新等;在不断创造新要素的同时,提高传

统要素的效率,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推动海洋经

济的高效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发展能力的角度具

体包括4个方面,即良好的海洋创新环境、海洋知识

创造和扩散应用能力、海洋创新资源投入能力以及

海洋创新产出影响能力[13]。

2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

能力的耦合协调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配置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我

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海洋经济

也面临创新发展需求[14]。在海洋创新经济发展的

环境下,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反映在人力资源

结构的变化上,而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海洋

科技和管理的进步,更加需要海洋高端人力资源的

推动。其中,完善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

济发展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关键所在。

2.1 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沿海地区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

发展能力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沿海地区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权重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海洋创新经济

发展能力
0.66

海洋科技研发能力 0.16

海洋科技成果

产业化能力
0.30

海洋经济实力 0.54

海洋科研机构论文发表数量 0.24

海洋科研机构专利申请授权数量 0.53

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投入总额 0.13

海洋科研机构数量 0.10

主要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0.67

主要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 0.33

海洋生产总值 0.39

财政收入总额 0.17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0.44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 0.34

海洋科研教育

人才投入
0.54

海洋产业人才投入 0.27

海洋高端人才储备 0.19

开设海洋专业高校在校教师数量 0.12

海洋科研机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 0.23

具有博士学历人员占海洋科研机构人员比重 0.65

主要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0.25

主要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涉海从业人员比重 0.75

海洋专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量 0.16

海洋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学生数量 0.30

海洋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校学生数量 0.54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时间序列为我国海洋经济从平缓推

进到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即2006—2015年;研究

区域为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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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和台湾地区);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洋

统计年鉴》(2007—2016年)。

2.2.1 极值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各评价指标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采用标准化数值进

行下一步的计算。标准化的计算公式为:

Xi=
xi-minxi

maxxi-minxi

式中:Xi 为标准化数值;xi 为实际(原始)数值。

2.2.2 层次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由美国运筹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

提出,即通过分析评价系统中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

系,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结构。海洋高端人力资源

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度是涉及多

指标的综合性评价,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得各指

标权重的赋值。

2.2.3 综合水平评价指数

根据各指标权重和标准化数值,通过逐级加权

求和,分别评价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

发展能力的综合水平,计算公式为:

ui=∑
n

j=1
λijXi

式中:ui 为海洋高端人力资源或海洋创新经济发展

能力的综合水平指数;λij 为各指标权重。

2.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以物理学中的耦合原理为基础,本研究将海洋

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2个系统通

过耦合子系统产生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现象定

义为“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创新经济发展能力耦合”,

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C=
u1×u2

u1+u2

T=αu1+βu2

D= C×T
式中:D 为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

能力的耦合协调度;C 为耦合度;T 为综合协调指

数,反映综合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u1 和u2 分别为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和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综

合水平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海洋高端人

力资源对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取α=0.66,β=0.34[15]。

根据相关协调发展理论,采用均匀分布函数

法,对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16-18](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和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0~0.19 严重失调

0.20~0.39 中度失调

0.40~0.49 轻度失调

0.50~0.59 基本协调

0.60~0.79 良好协调

0.80~1.00 优质协调

2.3 时空耦合协调

2.3.1 时间序列的耦合协调

2006—2015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

市)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

耦合协调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2006—2015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

耦合协调度和协调等级

年份 耦合度 综合协调指数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2006 0 0.016 0 严重失调

2007 0.156 0.107 0.13 严重失调

2008 0.192 0.167 0.18 严重失调

2009 0.255 0.260 0.26 中度失调

2010 0.309 0.431 0.36 中度失调

2011 0.323 0.453 0.38 中度失调

2012 0.352 0.546 0.44 轻度失调

2013 0.375 0.615 0.48 轻度失调

2014 0.400 0.762 0.55 基本协调

2015 0.468 0.980 0.68 良好协调

由表3可以看出,2006—2015年我国沿海11省

(自治区、直辖市)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

济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至

2015年发展到良好协调水平,表明我国高度重视海

洋创新经济发展,并积极调整海洋高端人力资源配

置,使二者逐渐相互适应。

党的十八大以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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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战略极大地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2006—

2015年,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由21220.3亿元上

升到65534.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

高,其中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由906.7亿元上升

到4912.9亿元,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迅速。与此同

时,海洋科研机构科技活动人员、海洋专业在校学

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海洋高新

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稳步增长。产、学、研一

体化协同发展,海洋高端人力资源、海洋创新经济

和海洋经济相辅相成,形成良性互动。

2.3.2 空间序列的耦合协调

由于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海洋

高端人力资源参差不齐,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也

不尽相同。为更好地展现各沿海地区海洋高端人力

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

特点,本研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15年我

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

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度。
计算结果表明,我国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

创新经济发展能力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较大:上
海市、山东省和广东省处于协调状态,其中上海市为

基本协调,山东省和广东省为良好协调;其余各地均

处于失调状态,其中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

省为严重失调,辽宁省和浙江省为中度失调,天津市、

江苏省和福建省为轻度失调。此外,相同协调等级的

地区跨度较大,呈现间隔交错的空间格局。

从总体来看,2015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
直辖市)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

力的耦合协调情况不理想,有8个地区处于失调状

态,其中3个地区为严重失调。严重失调地区的海

洋生产总值等指标远低于其他地区,而协调地区均

海洋经济发达、注重海洋人才培养以及海洋高新技

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众多。

3 创新经济发展视角下海洋高端人力资源

配置的主要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沿海地区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

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整体发展较好,

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大。

3.1 高端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和密度较低

海洋创新经济发展对于高素质和高技术人才

有很大的需求。目前我国海洋高端人才缺乏成为

海洋创新经济发展的“短板”。此外,从事海洋科技

活动的人员大部分属于海洋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

属于涉海企业的较少;而涉海企业的科技人才是直

接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这部分数量较少和

比重较低,不利于海洋创新经济的发展。

与地区生产总值产出相应的人力资源投入和

人才密度是衡量科技对经济支撑和贡献率的重要

指标[19]。2006—2015年我国沿海地区万元海洋生

产总值对应的人力资源投入不断下降,表明海洋经

济的增长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有所降低,而是转向

提高劳动生产率;万人海洋劳动力中海洋科技人员

的比重不断上升,但人才密度仍处于低位,应继续

保持增长。

3.2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不完善,人才分

布不均且流动受限

海洋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资源的协同配

合。目前我国海洋高端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不完善,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与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能力的综

合协调指数上升缓慢,继而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

提高。此外,海洋高端人才在经济发达地区分布较

多,而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分布较少[20-21],且在地

区之间的流动受限,不利于海洋经济尤其是海洋创

新经济的整体发展,更加导致地区发展水平分化。

4 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创新经济发展优化配

置的对策建议

4.1 培养和引进海洋高端人才,优化海洋高端人

力资源布局

人才战略是长久规划,应从基础教育阶段开

始,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并根据海洋创新经济

发展需求培养海洋高端人才[22-23]。与此同时,积极

引进海洋高端人才,通过建设高科产业园、设立海

洋高校和学科、健全服务配套体系、搭建交流平台

以及提高薪资待遇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创新和创业

环境,为高端人才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有利条件。

海洋创新经济发展要求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而必然要求海洋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这是经济

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切合点。围绕海洋创

新经济发展需求,以市场配置为基础,加强政府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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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调控,优化海洋高端人力资源布局,促进海洋高

端人才向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海洋新兴产业流动,

同时焕发海洋传统产业的新活力[24-25]。

4.2 树立创新和人才观念,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激

励和人才评价管理机制

牢固树立创新理念,从而树立与海洋创新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人才观,以人为本、唯才是用。

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制定创新成果的评

议、定价、收益和分配制度,明确界定创新成果的所

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以及相应的奖励标准、发放

方式和监督管理等。完善人才评价管理机制,在研

究阶段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在应用阶段明确

产权和专利的归属,在产业化阶段加强管理,激发

人才创新热情,提高创新成果质量。

4.3 整合和共享创新资源,建立海洋创新经济生

态系统

搭建人才交流协作网络,加强人才之间以及人

才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构建海洋创新经

济合作网络,推动海洋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联合

开展创新研究,促进市场与科研相适应以及科研与

产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建立海洋高端

人才、海洋企业信息和海洋创新项目等专业数据

库,拓展服务体系,深化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建

立要素联动的海洋创新经济生态系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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