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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洋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基于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视角 

徐谅慧 1， 马仁 1，王明月 1，李加林 2 

（1.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2.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南佛罗里达大学地理系） 

【摘 要】文章选择合理的海洋经济主导产业对区域海洋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利

用 2008-2012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数据，借助层次分析法构建海洋主导产业判识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主导产业进行了选择，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船舶工业可以作为浙江省海洋经济的三大主导产业，并提出了

关于合理发展浙江海洋主导产业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海洋经济，主导产业，产业结构，浙江省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将面临资源与环境的重大瓶颈，陆域资源、能源和空间压力与日俱增，海洋作为集聚要素、产

业资源的空间载体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1-2]

，因此，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成为必然的选择。浙江省海洋资源丰富，但

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资源优势并不匹配
[3]
。2011 年 2 月，国务院先后批复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规划，

自此，浙江海洋经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将逐渐成为长三角新的经济增长点
[4]
。然而，目前对海洋产业的研究大多基于定性

分析且侧重于海洋经济现状的表述
[5]
，难以为选择适合浙江的海洋产业、建设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因

此，本文试图通过浙江海洋经济现状的分析，构建海洋主导产业选择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甄别适合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

的主导产业，以期对浙江海洋经济示范区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研究区域概况 

(一)浙江海洋资源现状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中部、长三角南翼，东濒东海，虽陆域面积较小，但却拥有着 2.6 倍于陆域面积的海域，海岸线

长达 2 253.7千米，居全国首位。浙江海洋生物资源突出，著名的舟山渔场还被誉为“祖国的鱼仓”
[6]
；港湾资源众多，在占全

国将近 1/3的海岸可利用干线上，分布着民用港口资源 61处；海洋旅游资源丰富，全省 7个沿海城市中共有旅游资源单体 7 824

个
[7]
；此外，浙江海洋油气资源储量大，临近浙江省的东海大陆架盆地和冲绳海槽盆地具有良好的油气前景；同时，浙江还拥有

开发潜力巨大的海洋能源，据不完全统计，浙江海洋能资源总装机容量多达 3 500万千瓦以上
[8]
。浙江这些得天独厚、组合优势

明显的渔业、港口、滩涂、旅游等资源，为浙江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资源保障和雄厚的产业基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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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特征 

纵观近年来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2011 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 4 536.8 亿元，与“九五”

末相比，增加了近 4 137 亿元。“十五”以来，浙江省海洋经济产值(除 2006 年外)和浙江省 GDP 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同

时，浙江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总体上也呈现出持续、波动增长的态势(图 1)。进入 21 世纪以来，浙江海洋三

次产业结构有了比较大的变化。2011年全省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 7.7∶44.6∶47.7，与 2000年的三次产业结构 70∶

7∶23 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产业下降了 62.3 个百分点，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了 37.6 个和 24.7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浙江海洋三次产业正逐渐由“一、三、二”模式向着“三、二、一”模式转化，并且正向更理想的结构发展。近年

来，浙江海洋产业部门正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海水利用业、海洋电力业及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但总体而

言这些新兴产业科技含量较低、发展速度缓慢
[10]
。 

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海洋产业产值占全国海洋产业产值的百分比保持在 9%左右，其中仅 2004 年和 2005 年超过了 13%，

而 2006年仅占 8.73%，远低于当年上海的 18.8%、山东的 17.3%以及广东的 19.4%。2011年浙江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已处于中上游

水平，与上海、广东一起进入了海洋产业结构演化的“三、二、一”模式阶段(表 1)。浙江海洋产业产值中第三产业虽然所占比

例最大，但和第二产业仅仅相差了 3 个百分点，这与海洋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亟须加快产

业结构优化的步伐，不断促进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开发新兴产业，以此来不断提高浙江海洋经济的整体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1-2012)》整理而得。 

 

二、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一)样本数据来源 

自 2003年以来，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综合考虑数据的整体性和易得性，同时，为了动态地反映各海

洋产业的情况，本文将 2009-2011年作为重点研究的时段，2009-2011浙江海洋各产业的相关数据主要取自 2010-2012中国海洋

统计年鉴、2010-2012 中国海洋年鉴、2010-2012 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2012 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以及近 3 年相关期刊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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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浙江海洋经济的研究数据。 

(二)研究方法及模型建立 

对于海洋经济主导产业的选择，本文在借助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

浙江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此过程主要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 SPSS 19.0 来完成。根据主导产业选择基准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的客

观性、可比性、完备性、独立性和可行性原则
[11]
，建立浙江海洋经济主导产业选择的三级指标体系。目标层为浙江海洋经济主

导产业选择 X；基准层包括区域比较优势基准、产业发展潜力基准、产业关联基准、产业技术进步基准、扩大就业基准、可持续

发展基准
[12]
等，具体的指标层

[13]
包括区位商 X1、产业贡献率 X2、产值规模 X3、比较劳动生产率 X4、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X5、产业

增长率 X6、产业关联度 X7、劳动生产率 X8、就业规模 X9、就业吸纳率 X10、可持续发展指标 X11。其中，由于缺乏海洋产业的投入

产出表以及各地区各产业能耗及污染的数据，为了使指标可操作，采用两两比较专家打分的方法来确定浙江省各个海洋产业的

产业关联度 X7和可持续发展指标 X11这两项指标数据。虽然专家打分法存在着过多的主观因素，但是通过两两比较，综合多个专

家的意见，基本能反映各类产业的关联程度及可持续发展性。 

三、浙江海洋主导产业选择 

(一)主成分提取和权重计算 

1.原始数据处理 

根据上述收集的数据，本文将浙江海洋经济的 11个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对浙江省海洋经济主导产业进行了初步测算。为了

去除量纲对分析的影响，用 SPSS19.0软件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 

2.非参数检验 

为了能表现所取的海洋产业指标体系来自于同一个总体假设，选用卡方检验的方法验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结果显示，11

个指标的自由度均为 10，且原假设显著性水平水平为 1(＞0.05)，故在这个检验中不足以拒绝原假设，认为该指标体系是均匀

的，来自同一个总体假设。 

3.计算因子得分 

利用 SPSS 19.0 软件，将 11 个统计指标建立相关矩阵，得到总方差解释表(表 2)。从表中可以看出，前 5 个主成分的累计

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93.697%(＞85%)，基本反映 11个指标的所有信息，能比较科学地反映 11个海洋产业的综合情况。 

 

为了能更清楚地表示每个主成分表示的指标，采用正交方差最大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和因子得分系数(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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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对 X2、X3、X6指标载荷绝对值较大，主要解释了产业产值状况，并且均为正

值，说明这几个指标对海洋产业起到了较大的促进所用；第二主成分中，X9、X10两个指标的载荷绝对值较大，主要反映的是劳动

力就业情况，且也为正值，说明也能对海洋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主成分中，X5、X7、X11的载荷绝对值较大，主要解释了

对海洋产业生存发展潜力状况；第四主成分中，X4、X8的载荷绝对值较大，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状况；第五个主成分在 X1上的载

荷绝对值较大，解释了区位因素对海洋产业的影响。这 5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 93.697%，因此，使用这 5个公因子对浙

江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进行选择是可行的。 

 

4.计算综合得分 

根据各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的主成分总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综合得分模型： (i=1，

2，„，11，j=1，2，3，4，5)，其中，Fi是 i 产业的综合得分，Fij是 i 产业第 j 个因子得分，Wj是第 j 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所

占的因子权重
[14]
，由此，可以计算出各个产业的综合评价得分，见表 4。 

 

(二)浙江海洋主导产业选择结果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排名处于前 3 位的是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船舶工业。但这是根据因子分析定量得到的

结果，虽然是主导产业选择的重要依据，却不是唯一的依据，要科学地确定主导产业，还需要充分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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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浙江海洋经济规模的扩大，任何单个海洋产业都不能独自承担起带动整个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考虑产

业群的力量。在保证将有限的资源、能源、资金、技术、劳动力投入到有发展前途、效益较好的产业中去，实现资源合理有效

配置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浙江海洋经济主导产业的数量设定为 3 个为宜。在以上因子分析得出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海洋

资源及海洋产业发展现状，最终确定浙江海洋经济主导产业如下： 

(1)海洋渔业。由计算数据可得，浙江海洋渔业在产业关联度、就业规模、就业吸纳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均处于第一位。

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浙江海洋渔业正在由过去单一的海洋捕捞业向着远洋捕捞、海水养殖、水产加工业以及进出口与市场

流通服务业等综合海洋渔业发展。此外，从就业情况来看，海洋渔业能满足更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及沿海地区劳动力的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沿海地区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因此可以说，浙江海洋渔业的发展在浙江海洋产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滨海旅游业。浙江的滨海旅游业在产值规模、产业贡献率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均处于前列，表现出了较强的发展实力。

“十一五”以来，浙江省滨海旅游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已初步具备一定规模，各个县市区以海洋文化为依托，立足本区

域的资源特色，加快建设滨海旅游度假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开展各类海洋旅游节事活动，如中国国际钱塘江观潮节、

中国舟山国际沙雕节、象山开渔节等都已成型，并且吸引了不少海内外的游客，滨海旅游业俨然成为浙江海洋产业新的增长点。 

(3)海洋船舶工业。海洋船舶工业在浙江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自 2000 年以来，我省船舶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4 年

省政府颁发了《关于加快船舶工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确定每年安排船舶工业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

项目。2005年 8月浙江省成立了浙江省船舶行业协会，提出要将船舶工业建设成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大省的主力军。截至 2009

年，浙江已实现船舶工业总产值 738 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同比增长 43%，下半年增幅比上半年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船舶工业

完成出口交货值超过 400亿元，同比增长近 90%。由此可见，海洋船舶工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同时，随着浙江扬帆船厂、浙江船

厂和杭州东风船厂在渔船、液化石油气船等方面的不断完善，企业技术研发与国际市场的培育的不断整合，浙江海洋船舶工业

的竞争力也将不断提升
[16]
。 

四、结论与对策 

步入 21世纪以来，浙江海洋经济呈现出快速迅猛发展的势头，本文立足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现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近年来

浙江海洋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二、三产业则发展迅速，且具有较好的发展势头，并向着合理的海洋产业结

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浙江海洋主导产业选择模型，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浙江海洋经济发

展的 3 个主导产业，分别是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船舶工业。这三大主导产业在“第一、二、三”产业方面均有涉及，

符合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能更好地带动三产的全面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通过研究认为，浙江海洋主导产

业在拓宽产业链，实现浙江海洋产业多层次多样化发展上亟待提高。为此，本文就如何加速发展浙江海洋主导产业，更好地建

设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构建合理产业体系。根据浙江海洋经济现状，利用区位优势，适当调整海洋三大产业的比例结构。

改变目前那些以消耗大量资源来提高产量的渔业、海盐业，使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转变
[17]
，逐步形成以“一产”为基础、

促进“二产”发展、扩大“三产”规模的格局。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岛陆联动新格局。进一步完善海陆交通运输大骨架，形成“接陆连海连岛”的交通布局
[18]

。同

时，加强海岛交通设施改建，加快沿海和海岛地区供水、防洪排涝等水利设施建设以及供电工程建设，加强各市区之间的信息

互动，从而实现岛陆联动发展。 

(3)加快科技兴海战略，增强主导产业竞争实力。深入实施“科技兴海”、“人才强海”战略，加强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海

洋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的能力，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此外，要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进行海洋科技的自主创新，以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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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海洋主导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 

(4)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大力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改变人们传统的海洋经济发展观，提高全民的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加

强政府引导，认真贯彻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
[19]
。还应积极发展低碳环保循环型经济，建立良性循

环的海洋生态环境体系，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浙江海洋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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