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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产业发展实证与对策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燕小青 

【摘 要】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突破资源要素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载体。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8— 2007 年)海洋产业与海洋经济总产值数据,通过灰色关联理论实证分析表明:浙江省海洋经

济与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发展的一致性,确立了海洋产业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关联度的排序结果反映出海洋三次

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与高级化演进方向。在此基础上针对海洋产业比较优势及区位优势提出了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

系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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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时代,发达的国家依靠在海洋经济发展高科技中的领先地位发展并实施海洋产业战略,抢占海洋空

间和海洋资源,海洋产业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2001年至 2009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6.12%,远远高出

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海洋经济发展也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海洋产业结构决定着未来海洋经济发展

潜力,合理的海洋产业布局则尤为重要。 2011年 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发展也成为浙江省“十二五”时期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及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建设好浙江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关系到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 

根据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先后以及发展技术的进步,海洋产业一般分为传统海洋产业、新型海洋产业以及未来海洋产业

(张耀光,1991)。目前浙江省海洋产业各部门比重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洋渔业、滨海旅游、海洋电力、海洋交通运输、海洋工程建

筑、海洋船舶、海水利用、海洋化工、海滨砂矿等。在此基础上确立海洋各产业在海洋产业战略布局中的定位及发展潜力,进行

海洋产业优化,不仅能够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中重点领域不够突出的问题,实现总体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而

且是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并形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因此随着海洋经济及产业发展的新要求,

需要进一步明确浙江海洋产业发展对海洋经济的贡献。 

二、相关文献回顾 

海洋产业决定着未来海洋经济发展,合理的海洋产业布局尤为重要。郑贵斌(2006)提出“海洋经济位”的概念,把不同功能

的海洋经济分系统的占位定义为海洋经济位,不同的海洋经济位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海洋经济战略。目前我国海洋开发战略是包括

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空间在内的“三位一体”的集合战略。在海洋产业布局的研究方面,王爱香、霍军(2009)探讨了海洋

                                                           

作者简介:燕小青,女,管理学博士,宁波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金融、民间资本。 

基金项目: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基地项目(批准号:HY 2008Y- 3)。 



 

 2 

产业布局的含义、特点及海洋产业布局演化中的一般规律。韩立民、都晓岩(2007)研究了海洋产业布局的内涵、层次、实现方

式等若干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洋产业布局的动力模型,并从海陆一体化视角论述了海洋产业布局的影响因子。张耀

光、崔立军(2001)探讨了区域海洋经济区形成与布局的原理,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重点发展的海洋

产业部门。徐质斌、张莉(2003)论述了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合理性评估、结构优化的原则和目标等问题。韩增林等(2007)从静态、

动态、结构效益的角度演变特征探讨了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变动的状况。王海英、栾维新(2002)对海洋产业和陆地产业进行了相

关分析,提出了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应当遵循的原则,但没有对海洋各产业间的关联性做出分析,并且还没有上升到量化的高度。徐

长新、陈浩(2002)对江苏省海洋产业关联性作了实证分析,提出可以用产业关联参数来考察海洋产业的关联性,但并没有将海洋

产业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整体来考察。总体看,目前对海洋产业的关联分析理论及产业间的关联研究还不够。 

三、浙江省海洋产业发展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由于海洋经济的特殊性,海洋产业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既体现为产业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反映出

对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演变所起作用的大小。本文运用灰色系统理论,通过浙江省 1998— 2007 年的海洋产业数据,计算出

不同时期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灰色关联度,得出关联系数。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等条件的制约,文章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海

洋第一产业特指海洋水产业;海洋第二产业指海洋盐业、沿海造船业、海洋制药业、电力海水应用业、海洋建筑工程业、海洋化

工业、滨海砂矿工业;海洋第三产业包括海洋运输业、滨海旅游业。其它产业特指海洋产业中除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的产业,包括海洋水文、滩涂林业、海水淡化业、气象仪器仪表制造业等。(2)《2007 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由于统计口径

的变化,第二产业没有包括海洋制药业、海洋建筑、海洋化工以及电力海水应用等行业,所以我们在分析时,将这些行业也按同比

增长率计算得到 2006年的产值后加入第二产业。 

以浙江省海洋产业总值为参考数列,以海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其它产业产值为比较数列,将各数据用平均值

化法进行无量纲处理,求出差值数列的绝对值数列,从绝对差列中得Δmin=0.0242;Δmax= 1.2473,取分辨系数ρ= 0.5,求得关联

系数和关联度(见表 1)。   

 

从表 1中可看出,以海洋总产值为参考序列与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排序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

其它产业。海洋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而与其它产业的关联度最小。这说明,浙江省海洋产业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再利

用关联度分析法分别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为参考数列,以产业内的各产业产值为比较数列,可得表 2、表 3。 

从表 2 可以得出海洋第二产业内各产业的关联度排序为电力海水应用业>海洋建筑工程业>造船业>海滨沙矿工业>海洋化工

业>海洋盐业>海洋制药业。从表 3可以得出海洋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排序为滨海旅游业>海洋运输业。  

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浙江省海洋产业中第三产业的贡献度最高,与整个海洋产业的综合关联度最大,其值达 0.7983。其次是

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中又以电力海水应用等为主。作用最小的则是第一产业,其关联度仅为 0.7201。以海洋运输和滨海旅游为代

表的第三产业已成为浙江省海洋经济产值最多的相关产业。这一方面表明了浙江省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结构高度发展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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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海洋产业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同时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是港口海运业、临港工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新

兴产业等优势产业,并以此带动其它海洋产业的发展。根据海洋三次产业关联度值都大于 0.5,即各次的海洋产业关联度之间差别

不大,反映出浙江省海洋三次产业整体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而关联度排序的结果亦反映出浙江省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

与演进方向。 

 

 

四、结语 

海洋三次产业关联度实证结果表明:对浙江省海洋产业的总体贡献中,海洋第三产业贡献度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

小。海洋第三产业中滨海旅游业、海洋运输业是主导。第二产业中电力海水应用、造船业等都是发展的重点。同时,传统产业关

联度大,而海洋新兴产业的关联度较小,如海洋制药业关联度最小,有提升的空间。在未来发展中应重视技术因素在优化海洋产业

布局中的推动作用。 

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地,因此,在定量分

析的基础上,浙江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培育海洋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目前浙江已经完成了“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为空间布局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规划,

以宁波、舟山为中心,以温台、杭嘉为两翼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其中宁波—舟山港是目前全国乃至全球货物吞吐量

最大的组合港。依托港口,浙江可规划建设全国重要的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基地、国际集装箱物流基地,同时配套发展新型临

港工业、海洋新能源产业等。 

二是构建港航物流服务体系。明显的深水港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及宁波—舟山港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的

港口优势,让发展港航物流服务体系成为浙江省海洋经济最大的优势所在。应着力构建由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海陆联动集疏运网

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打造海洋金融、信息、物流现代服务业,为未来发展开启新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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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大力促进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预计到 2015年,浙江省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增加值的 30%。应打造浙江省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利用宁波、舟山一带已拥有的较好的基础,建设一批海洋先进装备制造基地、清洁能源基地、海洋生物

医药基地、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基地、海洋勘探开发与服务基地等。充分利用浙江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原有优势产业逐步成熟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新型海洋产业,形成多元化海洋产业的新布局。通过促进沿海经济区和海洋经济聚集区最终实现浙江海洋资

源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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