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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优化长三角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促进区域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文章采用

Pearson关联模型,选取2014年长三角地区11个沿海城市的代表性数据,分别计算和分析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并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好,但存在增速较缓和区域不平衡等问题;与长三角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极强相关和强相关的主要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支撑力度2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长三角

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应优先考虑经济和科技较发达的城市,并逐渐带动和辐射其他沿海

城市和周边内陆城市,促进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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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optimizethelayoutofmarin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ntheYangtze

RiverDeltaregionandpromote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regionalmarineeconomy,the

paperusedPearsoncorrelationmodeltoselectrepresentativedataof11coastalcitiesintheYan-

gtzeRiverDeltaregionin2014tocalculateandanalyzethecorrelationbetweentheaddedvalue

anditsinfluencingfactorsofmarin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respectively,alsosuggestions

weregiven.Theresultsshowedthatth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ntheYangtzeRiverDelta

regionaredevelopingwell,butthereareproblemssuchasslowergrowthrateandregionalimbal-

ance.Whatmainlyextremelystrongrelatedandstrongrelatedtotheaddedvalueofmarine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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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emergingindustriesintheYangtzeRiverDeltaregionareeconomicdevelopmentlevelandsci-

entificandtechnologicalsupport.Thelayoutofmarin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nthe

YangtzeRiverDeltashouldgiveprioritytocitieswithdevelopedeconomyandtechnology,and

graduallydriveandradiateothercoastalcitiesandsurroundinginlandcitiestopromoteoverallde-

velopment.

Keywords:Marineeconomy,Emergingindustry,Marineindustry,Industriallayout,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 引言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规划发展领

域之一,具有高技术引领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性、

环境友好性、陆地经济融合性和国民经济带动性

等[1],包括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

洋可再生能源以及海洋装备制造等产业。

近年来,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发展较

好,但存在增速较缓和区域不平衡等问题。已有很

多学者研究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

素[2-4]。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海洋经济区,具

有绵长的海岸线、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雄厚的经济

和科技实力等优势。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从而优化产业布

局,有利于区域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

1 长三角地区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长三角地区重视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取

得较显著的成就(表1)。

表1 2006—2015年长三角地区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亿元

年份 增加值

2006 236.8

2007 250.9

2008 306.3

2009 222.3

2010 458.6

2011 615.0

2012 621.4

2013 599.4

2014 544.0

2015 406.5

  注:根据2007—2016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上海市是我国重要的海洋生物医药技术研究

中心之一,为其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奠定技术

基础[5]。宁波市完善政府、企业和高校“三位一体”

的海洋科技支撑体系,并拓展其服务功能和辐射范

围,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6]。

其他沿海城市也不断加大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投入力度,但由于各城市在经济、科技和人力等

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城市对自身实际情况欠缺考

虑,盲目投入往往导致重复建设和低端模仿,并未

有效促进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2 影响因素及其相关性

2.1 Pearson关联模型

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衡量2个数据集合的位

置,确定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假设有2个随机

变量即x={x1,x2,…,xi}和y={y1,y2,…,yi},

Pearson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R=
N∑xiyi-∑xi∑yi

N∑x2i - ∑xi( )
2

N∑y2i - ∑yi( )
2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表明相关性越强。通

常情况下,0.8<|R|≤1为极强相关,0.6<|R|≤
0.8为强相关,0.4<|R|≤0.6为中等相关,0.2<

|R|≤0.4为弱相关,|R|≤0.2为极弱相关或不

相关[7]。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4年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南通

市、连云港市、盐城市、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嘉

兴市、绍兴市、舟山市和台州市11个沿海城市的相

关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为2015年的各城市统计年

鉴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为尽可能地提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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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获得性,根据国家海洋产业统计分类目录和对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威界定,选取海洋生物医

药业、海洋电力业、海洋油气业和海水利用业等已

形成规模的产业数据。

2.3 计算分析

本研究从海洋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科技

支撑力度和海洋生态环境4个方面选取10个影响

因素。其 中,海 洋 自 然 资 源 因 素 为 海 岸 线 长 度

(R1);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包括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R2)、海洋第三产业产值(R3)、海洋第三产

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R4)和海洋第二产

业产值(R5);科技支撑力度因素包括获授权涉海专

利数量(R6)、规模以上涉海工业企业研发项目数量

(R7)、规模以上开展研发活动的涉海企业数量(R8)

和规模以上涉海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R9);海洋

生态环境因素为工业废水排放量(R10)。

采用SPSS软件,分别计算长三角地区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与其影响因素的Pearson相关

系数(表2)。

表2 长三角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影响因素 相关系数

R1 -0.272

R2 0.268

R3 0.943

R4 0.361

R5 0.874

R6 0.705

R7 0.683

R8 0.410

R9 0.797

R10 0.776

由表2可以看出,与长三角地区海洋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极强相关的影响因素为海洋第三产

业产值和海洋第二产业产值;强相关的影响因素为

规模以上涉海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工业废水排

放量、获授权涉海专利数量和规模以上涉海工业企

业研发项目数量;中等相关的影响因素为规模以上

开展研发活动的涉海企业数量;弱相关的影响因素

为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海岸

线长度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 建议

根据与长三角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极强相关和强相关的影响因素,海洋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支撑力度的影

响较大。因此,长三角地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布

局应优先考虑经济和科技较发达的城市,并逐渐带

动其他沿海城市,即由“点”到“线”,促进海洋战略

性新兴产业整体发展。

当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可

进一步从沿海城市逐渐辐射周边内陆城市(如发展

相关配套设施),即由“线”到“面”,促进区域经济整

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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