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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合理配置海域资源,促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文章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

数”,分析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并分解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

表明: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内部差异是我国海域开发

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逐渐增强;全国海域开

发利用经济效率的地区内部差异在研究期初几乎全部来自长三角地区,至研究期末长三角地区和

环渤海地区的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大致相当,而珠三角地区的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

持续稳定在极低水平;重点调控3类地区内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适当调控3类地区之间的新

增用海项目数量和规模,有利于我国海域资源整体配置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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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isparityofseaareauseeconomicefficiencyinChinahasbeenwidelyrecognized

nowadays.IdentifyingtheoriginandthetendencyofthisdisparityisgoodforChina'sseaareaex-

ploitationandhigh-qualityoceaneconomicdevelopment.Toquantifythisdisparity,Ginicoefficient

andTheilindexwereemployed.Theresultindicatedthatthedisparityatnationallevelwasmostly
attributedbytheprovincialdifferenceswithineachregion,butthecontributionofdisparityamong
regionswasincreasing.Italsorevealedthatamongprovincialdifferences,thecontributionofthe

YangtzeRiverdeltaregionshowedadecreasingtrend,whilethecontributionoftheBohaisearim

regionshowedanincreasingtrend,andthecontributionofthePearlRiverdeltaregionmaintained

atinyshare.Itwasconcludedthatthegovernmentinterventioninseaareauseexpansionshould

mainlyfocusedonimprovingallocationefficiencyineachregion,butallocationefficiencyamong
regionsshouldnotbe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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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节约集约利用海域和提高海域开发利用效率

是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当前我国海域利用

普遍存在单体项目用海面积过大以及已确权海域

“围而不填”和“填而不建”等[1]海洋资源粗放利用[2]

的问题。据测算,2004-2015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

的海域使用贡献率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

关,且在多数年份高于其他生产要素和科技水平的

贡献率,表明我国海洋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域资

源的投入[3]。自然供给的有限性决定了海域不可能

作为载体或生产要素被无限制地投入至海洋经济

生产环节,以往海域粗放利用导致的海域资源紧缺

已成 为 制 约 我 国 海 洋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4-5],对于尚处于要素投入阶段的我国海洋经济

具有巨大影响。要实现我国海洋经济的绿色和可

持续发展,须盘活存量海域和提高海域开发利用的

经济效率,确保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在细分空

间尺度下分析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差异,找到

海域开发利用效率的“短板”区域,并调整供海计

划,对于充分落实海域有偿使用制度、提升海域资

源使用效率以及促进海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

要意义。

海域开发利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海域资源配

置的过程,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如在审批

项目用海时赋予开发利用经济效率高的地区更多

的用海指标,将有利于提升海域整体开发利用的经

济效率。不可否认,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间

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不平

衡导致的必然现象,一味从边际效益出发配置海域

资源,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地区差异,甚至危及地区

之间的公平发展环境。但如只顾念公平,亦会损害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辽宁省和山东省

2007-2015年的海洋经济增长基本来自海域资源

的大量投入,而单位面积海域开发利用的边际海洋

生产总值(GOP)下降趋势显著,若仍不限制其用海

规模,必然造成环渤海地区海域资源的大量浪费,

而渤海海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在我国四大海域中原

本就较差。因此,分析现阶段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

济效率空间差异的来源,将有利于找到缩小地区差

异和提高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办法。

在现有涉海空间差异的研究中,对于我国海洋

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在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

区和珠三角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已基本达成共

识[6-7]。本研究亦将地区因素纳入考量,将我国海

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分解为环渤海地

区内部差异、长三角地区内部差异、珠三角地区内

部差异和3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并分别测算其对总

体差异的贡献份额。若3类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总体

差异的主要来源,则表明应赋予海域开发利用经济

效率更高的地区更多的用海计划,因为此时只有在

3类地区间调控海域开发利用规模,才可能提高海

域开发利用的边际效率;若3类地区的内部差异是

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则表明用海计划更适合在

3类地区内部进行调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海域开

发利用的边际效率,而且可以缩小海域开发利用经

济效率的总体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 方法和数据

1.1 地区划分

我国共有11个沿海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习惯上

将3类地区划分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

角地区。其中,环渤海地区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天

津市和山东省,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

浙江省,珠三角地区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和海南省。本研究在测算海域开发利用经

济效率空间差异时,也在区域尺度上将我国海域划

分为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1.2 分解方法

在近20年来的地区差异相关研究中,基尼系

数[8]、加权变异系数[9]和泰尔指数[10]等方法被广泛

应用。参考这些研究成果,并结合当前有关资源开

发利用效率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采用地区年海洋生

产总值除以地区截至该年的累计海域确权使用面

积的方法,简化测度不同地区的海域开发利用经济

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根据地区差异的研究方法分解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

泰尔指数除可表征整体相对差异水平外,还具

有可分解的特性,即可将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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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差异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分解。根据泰尔指数

的计算和分解公式[11-12],将人口替换为海域确权使

用面积,将收入替换成海洋生产总值,得到海域开

发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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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泰尔指

数;Gi 为i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的比例(i=1,2,3,其中“1”表示环渤海地区、“2”表

示长三角地区、“3”表示珠三角地区);N 为地区类

别总数,即N =3;Si 为i地区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占

全国海域确权使用总面积的比例;Gij 为i地区所辖

j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生产总值占i地区海洋生

产总值的比例;Mi 为i地区所辖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数量;Sij 为i地区所辖j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占i地区海域确权使用总面积的

比例。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为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

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即各地区之间差异的加权平

均;第二项为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在各地区内部

的差异,即各地区内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

差异经加权平均后的各地区内部差异的加权和,各

地区内部差异可从第二项中提取。

1.3 数据来源和处理

受限于海域确权使用面积的可获得性,本研究

的时间序列为2007-2015年。各沿海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海洋生产总值来源于历年《中国海洋统

计年鉴》,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至2007年

价格水平;海域确权使用面积来源于历年《海域使

用管理公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2016),价格指数和修正系数如表1所示。

表1 2007-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修正系数

年份
价格指数

(上年=100)

价格指数

(2007年=100)
修正系数

2007 104.80 100.00 1.0000

2008 105.90 105.90 0.9443

2009 99.30 105.16 0.9509

2010 103.30 108.63 0.9206

续表

年份
价格指数

(上年=100)

价格指数

(2007年=100)
修正系数

2011 105.40 114.49 0.8734

2012 102.60 117.47 0.8513

2013 102.60 120.53 0.8297

2014 102.00 122.94 0.8134

2015 101.40 124.66 0.8022

2 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的

变化趋势和分解

2.1 海域开发利用规模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

对比

2.1.1 3类地区的对比

2007-2015年我国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

珠三角地区的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和海洋生产总值

如图1所示。

图1 2007-2015年3类地区海域确权使用

面积与海洋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

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海域开发利用规模呈

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即由南至北面积逐渐增加以及

差距不断拉大:2007年环渤海地区的海域确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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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分别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1.66倍和

2.88倍,到2015年 差 距 分 别 扩 大 至2.69倍 和

5.40倍;但更大规模的海域开发利用并没有更大

程度地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环渤海地

区的不变价海洋生产总值仅分别为长三角地区和

珠三角地区的1.07倍和1.20倍,到2015年差距

分别为1.27倍和1.03倍。可见,珠三角地区的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明显高于长三角地区和环

渤海地区,而环渤海地区的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

率最低。

2.1.2 地区内部省级行政单位的对比

3类地区内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域开

发利用规模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匹配现象也

较明显。2015年各地区内部省级行政单位的海域

确权 使 用 面 积 和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的 排 序 如 表2
所示。

表2 2015年3类地区内部各省级行政单位

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和海洋生产总值的排序(由大到小)

地区 海域确权使用面积 海洋生产总值

环渤海 辽宁、山东、河北、天津 山东、天津、辽宁、河北

长三角 江苏、浙江、上海 上海、浙江、江苏

珠三角 广东、福建、广西、海南 广东、福建、海南、广西

由表2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区4省(自治区)的
海域确权使用面积与海洋生产总值基本匹配,但长

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各省(直辖市)均高度不匹

配。其中,长三角地区3省(直辖市)的海域确权使

用面积与海洋生产总值的排序刚好相反,即海域确

权使用面积最大的江苏省的海洋生产总值最低,而

海域确权使用面积最小的上海市的海洋生产总值

最高。

此外,对比2007-201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海域确权使用面积与海洋生产总值的变化趋

势,二者的增速亦显示较高的不匹配度。

2.2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的时间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海

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从某种程度上

看,适当的空间差异有利于整体开发利用经济效

率的提升,但过大的空间差异则会导致区域发展

不均衡的问题。为直观地展示我国海域开发利用

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在我国11个沿海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行政区划图上绘制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

率的点密度图,其中每个点表示海均海洋生产总值

即20万元/hm2。由于相邻年份的海域开发利用经

济效率变化不大,选择研究期初(2007年)、期中

(2011年)和期末(2015年)3个年份绘制。

根据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点密度图,

3类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且各地区内部均存在海域

开发利用经济效率较高的省(直辖市)。其中,北部

环渤海地区中天津市最高,中部长三角地区中上海

市最高,南部珠三角地区中广东省最高,这与我国

海洋经济发展的“三极”格局一致,表明海域开发利

用经济效率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

趋同性,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海域开发利用

经济效率往往越高。

虽然点密度图可直观地展示我国海域开发利

用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但其无法量化和分解差异

水平。为进一步探究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

空间差异的程度和变化趋势,基于2007-2015年我

国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和

海洋生产总值,计算单位海域确权使用面积所对应

海洋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基尼系数的计算采用

胡祖光的简易算法,即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最高

的20%海域的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的比例,与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最低的20%海域

的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例之

差①;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泰尔指数的计算采用

前文所述方法(表3)。

①受现有海洋经济和海域使用数据地理维度的影响,在对已开

发利用海域经济效率进行排序时,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基本单

元,若前 M 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不足全国

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的20%,而前 M+1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又大于全国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的20%时,以
前 M 位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不足全国总面积

20%的部分占第 M+1位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

的比重为权重,对第 M+1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生产总值进

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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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7-2015年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

空间差异的变化趋势

年份
海均GOP/

(万元·hm-2)
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2007 193.21 0.5079 0.5885

2008 183.86 0.5199 0.6151

2009 180.56 0.5204 0.5521

2010 192.53 0.5440 0.6108

2011 191.27 0.5354 0.5929

2012 180.45 0.5650 0.6473

2013 166.27 0.5907 0.6931

2014 162.10 0.6010 0.6983

2015 157.23 0.6142 0.7250

  注:海均GOP统一折算至2007年价格水平。

由表3可以看出,随着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

效率整体水平的下降,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

间差异不断增强。但要掌握差异的来源和变化趋

势,还须对差异进行进一步分解。

2.3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在3类地区

的分解

基于前述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泰尔指数的

计算公式,分解得到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空

间差异的来源(表4)。

表4 3类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海域开发利用

经济效率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 %

年份
地区之间

差异的贡献

地区内部

差异的贡献

3类地区

环渤海

地区

长三角

地区

珠三角

地区

2007 10.36 89.64 18.82 66.98 3.84

2008 12.21 87.79 18.11 64.36 5.32

2009 18.32 81.68 20.84 55.19 5.65

2010 18.26 81.74 25.03 50.96 5.76

2011 18.50 81.50 26.41 49.53 5.57

2012 20.97 79.03 27.79 45.52 5.72

2013 23.52 76.48 28.19 43.19 5.10

2014 29.47 70.53 28.15 37.09 5.29

2015 31.20 68.80 27.76 36.19 4.84

由表4可以看出,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方面,

3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始终低于3类地区内部的差

异,即对总体差异发挥主要作用的是3类地区内部

的差异。长三角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最大,但呈下

降趋势;环渤海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次之,但呈上

升趋势,且2015年已大致与长三角地区持平;珠三

角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最小,且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3类地区之间的差异虽不是总体差

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正逐年加大:2007年对总

体差 异 的 贡 献 仅 为 10% 左 右,而 2015 年 已 超

过30%。

2.4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

源、变化趋势及其解释

2.4.1 3类地区之间的差异

由图1可以看出,2007-2015年3类地区海洋

生产总值的差异并不大,除长三角地区在2012年后

的增速略有滞后外,3类地区的总量和变化大致相

当,而海域确权使用面积的变化才是海域开发利用

经济效率空间差异不断加大的原因。

自2007年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海域开发利用规

模急速扩张,大批用海项目同时上马,区域海洋经

济增长主要依靠海域资源要素投入驱动,海域开发

利用经济效率持续下降,2015年的海均海洋生产总

值仅为2007年的65%,资源无序消耗型的海洋经

济发展模式亟须修正。而通过进一步分析环渤海

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可知,区域海洋生产总值中的

海洋主要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而产业结构高级化

程度较低,海洋油气和海洋盐业等传统海洋产业是

区域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6],这也是其海

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

长三角地区海域确权使用面积的扩大速度也

高于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虽没有环渤海地区

海域资源粗放开发利用的情况严重,但其海域开发

利用经济效率下降的趋势亦较明显。珠三角地区

的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稳步提升,主要得益于其

较高的海洋资源质量[13]、相对高级的海洋产业结构

和较高的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5]。因此,在审批新

增项目用海时,如对环渤海地区适当缩紧,同时向

珠三角地区适当倾斜,将有利于海域整体开发利用

经济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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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3类地区内部的差异

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差异是我国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

珠三角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较小,仅占总体差异的

5%左右。通过对各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

经济发展水平和海域开发利用情况的分析可知,

2007-2015年海域确权使用面积的扩大速度普遍

高于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不断降低的原因。

珠三角地区4省(自治区)海域开发利用规模的

扩张速度基本一致,即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差异不

大。海洋生产总值差异有所加大,主要表现为广东

省海洋生产总值的总量和增速都大幅领先于其他

3省(自治区)。但由于广东省的海域开发利用经济

效率原本就高于其他3省(自治区),尽管珠三角地

区的内部差异有所加大,但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并没

有太大的变化。

长三角地区3省(直辖市)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差

异加大,主要表现为江苏省的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大

幅扩大,浙江省海域确权使用面积的增速虽然也高

于上海市,但差异不太明显。海洋生产总值差异不

断缩小,尽管3省(直辖市)的海洋生产总值都有所

增长,但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增速明显高于上海市。

此外,通过对比长三角地区3省(直辖市)海域确权

使用面积和海洋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可知,江苏省

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其海域资源要素

投入量的大幅增加,其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并没

有明显提升,而浙江省和上海市的海域开发利用经

济效率则有所提升。由于上海市的海域开发利用

经济效率远高于浙江省和江苏省,长三角地区3省

(直辖市)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相对差异没有

明显变化,但江苏省海域粗放开发利用的问题应引

起重视。

环渤海地区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和海洋生产总

值的差异都在不断加大,且其海域确权使用面积扩

大较快的省(直辖市)与海洋生产总值增长较快的

省(直辖市)并不一致。例如:天津市海域确权使用

面积的扩大速度最慢,但其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速

度却在环渤海地区居第二位;辽宁省海域确权使用

面积的扩大速度最快,远高于其他3省(直辖市),且

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相比也高很多,但其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却十分有

限,2014-2015年甚至有所下降。从环渤海地区

4省(直辖市)的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来看,天津

市在较高水平上稳步大幅提升,主要得益于其较高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海洋产业结构、完善

的海洋基础设施和较丰富的海洋港口资源;其他

3省则在极低水平上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即使

在全国范围来看也处于倒数地位。

对比2007-2015年3类地区内部差异的情况,

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内部差异是我国海域

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长

三角地区的内部差异没有进一步加大,而环渤海地

区的内部差异却明显加大,因此对总体差异的贡献

前者逐渐减小而后者逐渐加大。

3 建议

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主要

来源于3类地区的内部差异,因此在对海域资源进

行宏观管理时,应以地区为单位,将重点放在缩小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地区内部差异上。国家

应适当减少对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较低地区的

用海项目审批,同时加大对各地区尤其是海域开发

利用经济效率低于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自行审批用海项目的审查力度,并及时

叫停存在低效用海情况的用海项目审批流程。

3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持续加

大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审批不同地区的用海项

目时,应将该地区的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纳入考

量并适当平衡,尤其严格控制环渤海地区用海规模

的扩张。2007-2015年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

率在3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加大的最

主要原因,就在于环渤海地区海域确权使用面积的

极速扩大。因此,暂停审批环渤海地区的新增用海

项目,并充分评估其现有用海项目的海域开发利用

经济效率,之后再重新开放其新增用海项目的审

批,将更有利于环渤海地区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

的提升以及3类地区之间差异的缩小。

由于大多数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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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规模的迅速扩张都来源于地方审批用海项目,

应借鉴我国土地管理中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调控

的措施,限制具有海域使用权审批权的地方政府的

年度最大用海审批指标额,将有利于防止海域确权

使用面积的无序扩大和低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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