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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经济区海洋产业结构问题分析

徐 胜，王晓惠，宋维玲，李巧稚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300171)

摘 要：近年来，环渤海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正逐渐

成长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海洋经济成为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运

用区位商、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等方法，对环渤海地区的产业同构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研

究发现，环渤海地区三省一市存在一定程度的海洋产业同构现象，其中辽宁省和山东省的

产业同构现象较为明显。各地区在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战略时，应注意结合自身特点和

优势，突出重点，形成错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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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运用区位商、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等方

法，对环渤海地区的产业同构问题进行了定量

分析，研究中的环渤海经济区海洋经济的区域

范围是指有海岸线的三省一市，包括辽宁、河

北、天津和山东。

1 基于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理论分析环渤

海地区的产业结构问题

1．I理论模型

产权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缺乏统一的市场势必

造成区域间交易成本扩大，导致产业结构同

化，产业相似度偏高，过度竞争激烈，竞争费

用和保护成本增大等畸形发展。因此，通过计

算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可以

分析区域间海洋产业结构的同构程度。产业结

构相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s一糍 ㈣

式中：i和_f表示两个区域；z南和z血分别表示

部门，z在区域i和区域歹的工业结构中所占比

重。o≤S。≤1。当S；，=1时，说明两个区域

的工业结构完全相同；当S#一0时，说明两

个区域的工业结构完全不同。从动态来看，

如果相似系数趋于上升，则两地区的工业结

构趋于相同；如果相似系数趋于下降，则两

地区的工业结构趋异。联合国工业结构相似

系数法是研究区域工业结构相似问题时经常

采用的方法，从总体上反映了地区间工业结

构的相似或差异程度。这种分析方法同样适

用于更大范围的产业分析。如果两个地区的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高，则说明两个地区的产

业结构趋同，存在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

问题uJ。

1．2模型应用

根据公式(1)，计算辽宁、河北、天津和

山东，两两地区之间主要海洋产业结构相似系

数如表1所示。

表1 2001m2009年环渤海地区问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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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结果分析

(1)2001--2009年辽宁和山东的产业结构

相似系数的平均值达到0．890 8，2001年达

0．924 0，表明辽宁和山东的产业结构十分相似。

(2)山东和河北的产业结构相似度也较高。

山东和河北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位列第二，

2001--2009年平均值达到0．789 4，2004年一

度达到0．822 8，表明山东和河北的产业结构也

比较相似，但相似程度低于辽宁与山东。

(3)就整个环渤海地区而言，辽宁和天津

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是最低的，2001--2009年

的平均值为0．480 3。

(4)从地区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变动趋

势来看，仅河北和山东趋于上升，河北和天津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急剧下降，天津和山东产业

结构相似系数趋于下降，辽宁和河北产业结构

相似系数略有下降，辽宁和天津产业结构相似

系数在波动中下降，辽宁和山东产业结构相似

系数先降后升。

(5)总体来说，环渤海地区的产业结构相

似水平比较高，2001--2009年6种组合的平均

值达到0．640 5，最低的辽宁和天津的产业结构

相似系数也接近0．5。但是从时间序列来看大部

分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呈下降趋势，产

业结构雷同的情况有好转的趋势。

2基于区位熵理论分析环渤海地区的产

业结构问题

2．1理论模型

“区位熵”是指一个地区某种产业或产品

生产在全国(全省)1的产业或产品生产中所占

的比重与该地区某项指标(产品、产业和人口

等)占全国(全省)该项指标比重之比。用于

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

产业部门与其他地区相比的专业化程度，专业

化程度较高，说明该产业在该地区为优势

产业。

可以通过计算不同区域各主要海洋产业的

区位熵，分析各地区的海洋优势产业，通过比

较各个区域的优势产业，结合区域分工理论，

分析区域间各海洋产业的优势互补性，进而分

析区域间海洋产业的同构问题。

产业i在地区歹的区位熵即专业化指数LQd

定义为

LQ“一—eo丁／ej (2)
ei{e

式中：L铒表示歹区域i产业的区位熵，％表示

．f地区i产业的产值；勺=∑P#表示地区歹的全
f

部产业总产值；毋=∑P“表示产业i的全国总
j

产值，P=∑∑ed表示全国产业总产值。显
i 』

然，区位熵LQ可以用于测度该地区产业内部结

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借此评价一个

地区的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如果某地区某产业

的专业化指数LQ，>1，即该产业在该地区i产

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全国，该产业在产

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处于优势；LQ。=1时，

处于均势；LQ,j<1时，处于劣势。这说明该产

业是该地区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区位熵值LQ

越大，说明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强，越具有优

势[2J。

2．2模型应用

根据各地区2001--2009年区位熵的平均

值，将区位熵小于1的产业定为“专业化较低”

的海洋产业，将区位熵1<LQ<2的产业定为

“专业化较高”的海洋产业，将区位熵LQ>2的

产业定为“专业化很高”的海洋产业，各地区

汇总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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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结果分析

2．3．1各地区优势产业情况

(1)辽宁省海洋船舶工业优势明显。辽宁

省海洋船舶工业的区位熵达到3．36，主要是由

于北方重要船舶制造大部分位于辽宁省所致。

其次，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为海洋电力、海

洋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水

利用业。专业化程度较低的产业为海洋化工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盐业、海洋生物医药业

和海洋油气业。 ．

(2)河北省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业

略占优势。河北省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

业的区位熵分别为2．42和2．05，略高于2．0的

阈值。近年来河北省的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

用项目纷纷上马，促进了河北省海水利用业的

发展。尽管环渤海地区天津港的规模较大，但

是随着曹妃甸港的扩建，天津港面临一定的挑

战，计算结果显示，河北省海洋交通运输业的

专业化程度高于环渤海其他地区。专业化程度

较高的产业为海洋盐业和海洋化工业；专业化

程度较低的产业为滨海旅游业、海洋工程建筑

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和海洋船舶工业。

(3)天津市海洋油气业优势较高。天津市

海洋油气业的区位熵达到3．75，这部分受到海

洋油气业数据统计属地原则的影响，有一些河

北海洋油气业的产值计算到天津市。专业化程

度较高的产业为滨海旅游业和海洋化工业。专

业化程度较低的产业为海洋盐业、海洋交通运

输业、海水利用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船

舶工业、海洋渔业和海洋生物医药业。

(4)山东省海洋生物医药业为优势产业。

在雄厚的海洋科研力量的支撑下，山东省海洋

生物医药业的区位熵达到2．11，成为山东省的

优势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为海洋矿业、

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渔业、海洋电力和海洋

盐业。专业化程度较低的产业为海洋交通运输

业、海洋化工业、滨海旅游业、海水利用业、

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油气业。

2．3．2优势产业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专业化程度上升的行业有：辽宁的海洋船

舶制造业、海洋电力和海洋生物医药业；河北

的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天津的海洋化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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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交通运输业；山东的海洋生物医药业、海

一 洋矿业、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海洋盐业。专业化

程度下降的行业有：辽宁的海洋化工业；河北

的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化工业、

海洋油气业和海洋工程建筑业；天津的海洋油

气业、海洋盐业和海水利用业；山东的海洋电

力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交通

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

2．3．3总体来看，辽宁和山东产业同构现象较

严重

从表3可以看出，对于专业化程度很高的

产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船舶

工业、海水利用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分散在辽

宁、河北、天津和山东各地区，基本不存在产

业同构的现象。而对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

表3环渤海地区各主要海洋产业的集中地区

专业化程度 专业化程度 专业化程度
产业名称

很高的地区较高的地区 较低的地区

辽宁省和山东省在海洋渔业、海洋电力业和

海洋工程建筑业方面专业化程度均较高；对

于专业化程度较低的产业，辽宁省和山东省

在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和海洋交通运输

业中专业化程度都很低。由此可以看出，相

对于其他地区，辽宁和山东的产业同构现象

较为严重。

3 结束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不论是从产业结构相

似程度，还是优势产业的分布情况来看，辽宁

省和山东省的产业同构现象都较为明显，主要

表现在海洋渔业、海洋电力业和海洋工程建筑

业等方面。

由于所处区域的资源、环境的差异不大，

环渤海地区三省一市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

度的海洋产业同构现象。因此各地区在制定

海洋经济产业优化战略时，应充分结合自身

特点和优势，进一步细化发展领域，同时尽

量避免与周边地区形成恶性竞争；同一产业，

可选择避开传统优势领域，形成错位竞争。

此外，可借助国家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战

略性海洋新兴产业、海洋高端制造业和海洋

能源产业等，促进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长

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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