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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产业结构是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并引入增长率指

数、区域结构效果指数和区域竞争力效果指数,对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2009—2018年海洋产业结

构和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整体较

好,但在海洋产业内部,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缓慢,综合竞争力较低;海洋新兴产业在海洋第二产业

中占比重较小;海洋第三产业已成为辽宁沿海经济带主导产业,发展优势明显。辽宁沿海经济带

还需更加注重产业发展的合理配置,力图能将各产业间发展形成协调互补的可持续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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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isanimportantindicatorofthequalityofmarineeconomic

development.Thispaperusedtheshift-shareanalysismethodandintroducedthegrowthratein-

dex,regionalstructureeffectindexandregionalcompetitivenesseffectindextocompareandana-

lyzethe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andcompetitivenessofsixcitiesintheLiaoningcoastaleco-

nomicbeltfrom2009to2018.TheresearchshowedthatthemarineeconomyofLiaoningcoastal

economicbeltdevelopedrapidly.Theoverallstructureofthemarineindustrywasgood,but

withinthemarineindustry,thedevelopmentofthemarineprimaryindustrywasslowandthe

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waslow.Theproportionofemergingmarineindustriesinthesec-

ondarymarineindustrywasrelativelysmall.Themarinetertiaryindustryhadbecometheleading
industryofLiaoningcoastaleconomicbeltwithobviousdevelopmentadvantages.Liaoning
CoastalEconomicBelt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rationalallocationofindustrialdevelop-

mentandtryhardtoformacoordinatedandcomplementary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ucturea-

mong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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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1],海洋经济作为一种经

济新形态,实现了快速发展,海洋产业在全球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不断提

升[2-3]。辽宁省海洋经济增长速度从20世纪90年

代中期开始崛起,之后发展速度较快。随着经济总

量的快速增长,海洋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

转变。

目前国外对于海洋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

洋产业的行业发展模式[4]、区域竞争力理论分析方

面;在理论层面和模型评估方面对产业竞争力进行

研究。Cartwright等[5-8]对Rapkin等[9-11]提出的

钻石模型进行改进,奠定了系统产业竞争力理论的

基础。国内学术界对海洋产业结构研究十分关

注[12-13],研究内容从传统海洋产业结构理论研究逐

渐转变为实证研究,如国内学者马仁锋[3]等从竞争

力要素层和省域综合评判了江浙沪海洋产业竞争

力;冯友建等[14]将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与长三角和

全国对比分析。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大多运用投

入产出分析、区位熵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AHP和

聚类分析、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国内学者王圣

等[15]、殷克东等[16]对海洋产业竞争力进行定性分

析。目前对于海洋产业的研究尺度大多为宏观和

中观尺度,微观尺度的研究较少。研究区域上看,

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热点城市群,

关于东北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的

较少。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时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在这样一

个新的机遇背景下,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产业结构

及竞争力的研究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外关于海洋产业的研究内容非常广

泛,并且研究视角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方法也在不

断的创新。有关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产业结构和

竞争力的相关研究较少,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基

于前人的研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并引入增长率

指数、区域结构效果指数和区域竞争力效果指数,

对2009—2018年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海洋产业结

构和竞争力进行研究,丰富海洋产业研究进程,为
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产业未来研究发展提供建议,

为未来海洋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研究提供参考

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辽宁沿海经济带毗邻黄海、渤海,沿海大陆岸

线长2290km,与东北亚经济圈交接,有着特殊的

地缘优势,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是东北

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构筑沿海经济带对推动

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03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东北振兴序幕拉开。国务院

2009年7月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辽宁

沿海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内包括

6个沿海城市,分别为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

葫芦岛和下辖的全部行政区域。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由辽宁省和经济带内6个地级市的海

洋经济总产值和分产业产值组成。选取数据来源于

2010—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相关部门

统计公报、《辽宁统计年鉴》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Method,SSM)

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17-19]。该方

法可以把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动态化,研究区域的

经济变化作为参照,将其在某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量

分为3个分量:份额分量Nij 、结构偏离分量Pij 和

竞争力偏离分量Dij 。通过对这3个变量进行计

算,用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或者衰退的原因,评价

产业结构的优劣和竞争力的高低,从中找出具有相

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从而确定区域经济的发展

方向,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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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研究区域i在[0,t]时间段内(0表示基年

期,t表示终年期),相应产业部门j的总量和结构均

已发生较显著的变化;设研究区域i在基年期和终年

期的经济总规模分别为y(0)
i 和y(t)

i ,标准区在基年期

和终年期经济总规模分别为Y(0)
i 和Y(t)

i ,有:

rij =
y(t)

ij -y(0)
ij

y(0)
ij

, (j=1,2,3) (1)

Rij =
Y(t)

ij -Y(0)
ij

Y(0)
ij

, (j=1,2,3) (2)

式中:rij 和Rij 各表示在[0,t]时间段内,研究区和

标准区的第j产业经济变化率;y(0)
ij 和y(t)

ij 为研究

区第j产业在基年期和终年期的经济总量;Y(0)
ij 和

Y(t)
ij 分别是在基年期和终年期标准区第j产业的经

济总量。根据标准区域各产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可
分别得出研究区域各产业部门的标准化规模yij',

计算公式为:

yij'=
y(0)

i ×Y(0)
ij

Y(0)
i

, (j=1,2,3) (3)

  在[0,t]时间段内,研究区域第j产业的增长量

Gij 可分解为Nij 、Pij 和Dij 这3个分量。Nij 表示

份额分量,代表平均增长效应;Pij 表示结构偏离分

量,Pij 的数值越大,研究区域第j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越大;Dij 表示竞争力偏离分量,Dij 的数值

越大,研究区域第j 产业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越大。Gij 、Nij 、Pij 和Dij 的表达式依次为:

Gij =y(t)
ij -y(0)

ij =Nij +Pij +Dij (4)

Nij =yij'×Rij (5)

Pij =(y(0)
ij -yij')×Rij (6)

Dij =y(0)
ij ×(rij -Rij) (7)

  该区域的相对增长率指数L 可分解为区域结

构效果指数W 和区域竞争力效果指数U,以评价研

究区域总的产业结构特征,其表达式依次为:

W =
∑
n

j=1
K(0)

ijY(t)
ij/∑

n

j=1
K(0)

ijY(0)
ij

∑
n

j=1
Y(t)

ij/∑
n

j=1
Y(0)

ij

(8)

U=∑
n

j=1
K(t)

ijY(t)
ij/∑

n

j=1
K(0)

ijY(t)
ij (9)

L=WU (10)

其中:K(0)
ij =y(0)

ij/Y(0)
ij ,K(t)

ij =y(t)
ij/Y(t)

ij

若L>1,则区域增长快于辽宁省整体水平,反

之则慢;若W>1,说明区域经济中处于高增长的

产业部门比重大,区域总体经济结构较好,结构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若U>1,则说明区域各产业

部门总的增长势头迅猛,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3 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产业结构演进分析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经济演进分析

由图1可知,总体来看,2009—2018年辽宁沿

海经济带海洋生产总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增速较

高,年均增长455.4亿元。

图1 2009—2018年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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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被正式纳入国家战

略以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海洋经济迎来了新的发

展契机,呈现迅速增长态势。

从市域角度来看,大连以年均217亿元的海洋

产值增长量领先于其他5市,年均增长量较高,相比

之下,锦州年均增长较低,为30.7亿元。2018年,

大连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10年中最大值,其余5市

海洋产值基本处于持平状态。国家出台《全国海洋

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以来,辽宁省沿海各市积

极培育壮大海洋产业,积极发展海洋服务业,大连

凭借早先发展优势,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其他5市发

展程度相对较低。

3.2 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海洋第一产业演进

分析

2009—2018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第一产业

产值 呈 现 持 续 增 长 趋 势,10 年 间 增 长 值 为

443.19亿元,2009年尚不及2018年产值的1/2,但

是10年间海洋第一产业产值占辽宁沿海经济带海

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5.32%下降至11.70%,这说

明辽宁沿海经济带积极对海洋第一产业进行结构

化调整。

从市域角度来看,各市海洋第一产业出现持

续增长趋势,海洋第一产业增长值从大到小排列

依次为大连、丹东、盘锦、营口、葫芦岛、锦州。大

连海洋第一产业在经济带内发展程度较高,海洋

第一产业产值增长了171.56亿元,大连位于东北

亚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区位优势十分突出,三面环

海,滩涂、海岛资源丰富,海洋渔业发展水平较高。

锦州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程度较低,增长幅度较小,

为12.1亿元,表明锦州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缓慢。

大连和锦州两市10年增长值相差159.36亿元,表

明海洋第一产业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内发展程度存

在较大差异。

3.3 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海洋第二产业演进

分析

2009—2018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第二产

业产值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趋

势,10年间增长了1873.13亿元。其中2009—

2014年为上升趋势,在2014年达到最高增长点,

增长了1394.54亿元,2014年后开始下降,2014—

2016年下降了346.56亿元,2016—2018年开始

上升。2009—2018年海洋第二产业占海洋总产

值的比重同样出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

2009—2012年为上升趋势,占比从44.52%增长

至48.34%;2012—2016年为下降趋势,占比从

48.34%下 降 至37.98%;2016—2018年 比 重 从

37.98%上升至42.33%。“十二五”期间,海洋第

二产业发展较好,随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海洋

第二 产 业 比 重 下 降,2016—2018年 处 于“十 三

五”规 划 的 关 键 期,海 洋 第 二 产 业 比 重 又 开 始

上升。

从市域角度来看,6市海洋第二产业产值出

现了波动上升趋势。大连海洋第二产业发展程

度较高,10年间增长量为776.32亿元;锦州增长

量较低,海洋第二产业经济增长153.26亿元,两

市间差值623.06亿元。大连市海洋产业基础雄

厚,海工装备及造船业国内领先,海洋第二产业

较发达。

3.4 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海洋第三产业演进

分析

2009—2018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第三产业

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呈现上升趋势,10年间产值增长

了2350.65亿元,年均增长235.06亿元。至2018年,

海洋第三产业产值为2009年的3.35倍,海洋第三产

业占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从40.15%增

至47.56%,占比不断增长。

从市域角度来看,大连海洋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较

高,10年间增长值为1123.75亿元,2018年海洋第三产

业产值已达到2009年的近3倍,并且以1123.75亿元

增加 值 领 先 于 其 他 5 市。锦 州 增 长 值 较 低 为

142.51亿元,相比之下,大连海洋第三产业高出锦

州同产业981.24亿元。

4 辽宁沿海经济带偏离-份额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以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

作为研究区,辽宁省作为标准区,将2009—2018年

分为4个时间段,分别为:2009—2011年、2011—

2013年、2013—2016年、2016—2018年。计算结果

见表1至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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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6市2009—2011年产业

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城市 产业 Nij Pij Dij Gij

一 9.38 51.85 11.37 72.60

大连 二 99.26 123.68 -59.88 163.05

三 62.16 92.64 -41.45 113.35

一 1.59 8.79 -0.64 9.74

营口 二 25.39 31.63 63.44 120.46

三 10.04 14.97 62.69 87.70

一 1.93 10.65 0.36 12.93

盘锦 二 21.08 26.27 -3.43 43.92

三 6.54 9.74 -11.57 4.70

一 1.29 7.12 -8.79 -0.39

锦州 二 20.75 25.86 -21.30 25.31

三 8.28 12.35 -9.61 11.03

一 1.10 6.10 -3.76 3.44

葫芦岛 二 24.39 30.39 -23.89 30.90

三 12.26 18.27 -23.44 7.09

一 2.01 11.09 1.47 14.57

丹东 二 19.87 24.76 45.07 89.70

三 9.73 14.49 23.37 47.59

表2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6市2011—2013年产业

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城市 产业 Nij Pij Dij Gij

一 8.81 50.83 -2.30 57.34

大连 二 147.23 164.34 180.55 492.12

三 127.56 208.32 117.66 453.54

一 1.41 8.15 0.56 10.12

营口 二 54.57 60.91 -122.01 -6.53

三 33.55 54.80 -66.19 22.16

一 1.75 10.08 1.59 13.41

盘锦 二 33.26 37.13 85.75 156.15

三 12.07 19.70 23.97 55.74

一 0.88 5.90 -2.88 3.10

锦州 二 28.90 32.25 -72.92 -11.77

三 16.24 26.52 -42.72 0.04

一 0.88 5.05 -0.73 5.19

葫芦岛 二 34.21 38.19 47.36 119.76

三 22.31 36.43 29.62 88.36

一 1.85 10.70 3.77 16.32

丹东 二 41.73 46.58 -118.73 -30.42

三 25.53 41.69 -62.35 4.86

表3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6市2013—2016年产业

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城市 产业 Nij Pij Dij Gij

一 7.32 51.24 11.34 69.91

大连 二 -35.50 -38.51 -192.78 -266.79

三 218.34 334.07 -298.52 253.88

一 1.19 8.36 -2.98 6.57

营口 二 -7.46 -8.09 72.46 56.90

三 38.78 59.34 60.48 158.61

一 1.50 10.47 -7.86 4.10

盘锦 二 -9.38 -10.17 7.79 -11.75

三 23.12 35.37 109.45 167.93

一 0.68 4.73 -0.35 5.06

锦州 二 -3.70 -4.01 91.16 83.44

三 16.72 25.58 76.18 118.49

一 0.72 5.02 2.81 8.55

葫芦岛 二 -8.41 -9.12 -24.159 -41.68

三 39.92 61.08 -47.87 53.14

一 1.63 11.43 -2.97 10.10

丹东 二 -4.94 -5.36 45.51 35.21

三 27.20 41.62 100.28 169.10

表4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6市2016—2018年产业

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亿元

城市 产业 Nij Pij Dij Gij

一 8.63 60.99 -97.91 -28.28

大连 二 132.33 216.06 39.54 387.54

三 130.65 132.68 39.65 302.98

一 1.31 9.22 -0.78 9.75

营口 二 44.23 72.22 -29.83 86.63

三 33.87 34.39 -35.34 32.92

一 1.55 10.94 3.08 15.57

盘锦 二 43.48 70.99 -14.76 99.71

三 27.08 27.50 -46.00 8.58

一 0.77 5.42 -1.86 4.33

锦州 二 29.96 48.92 -22.60 56.28

三 19.31 19.61 -25.95 12.96

一 0.88 6.23 -3.05 4.06

葫芦岛 二 34.49 56.31 22.46 113.25

三 24.52 24.90 12.13 61.55

一 1.81 12.78 1.84 16.43

丹东 二 28.93 47.23 5.25 81.41

三 29.19 29.64 -57.5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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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份额分量分析

由表1至表4可以看出,在份额分量(Nij)方

面,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从总体增长趋势来看,在

2009—2018年海洋第一产业份额分量增长趋势为

先下降后上升;海洋第二产业呈先升高后降低再上

升趋势;海洋第三产业呈快速上升趋势,发展速度

不断加快。2009—2011年、2011—2013年、2016—

2018年6市的海洋三次产业数据相较于标准区均

为正值,表明其标准化的海洋产业按辽宁省增长率

发展时,增速高于辽宁省增长速度,呈现快速发展

态势,表示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海洋产业发展基础

较好,具有一定的增长优势。2013—2016年6市海

洋第二产业增长量相对于标准区为负数,说明标准

化的海洋第二产业低于辽宁省的增长率,产生负向

经济变化量,“十二五”后期辽宁省海洋第二产业增

长速度较慢,处于增长疲惫且缺乏动力阶段。

从海洋三次产业发展情况来看,2009—2013年

产业增量排列顺序由高至低依次为海洋第二产业、海

洋第三产业、海洋第一产业,海洋经济主要依靠海洋

第二产业带动,海洋第一产业产业增量变化不大。

2013—2016年海洋第三产业增量最高,表明海洋第

三产业在海洋经济增长中贡献最大,海洋第三产业超

过海洋第二产业成为海洋经济的主要拉动力。根据

“十二五”规划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辽宁省积极

对海洋三次产业进行了调整,海洋第二产业对于海洋

经济的贡献开始下降。2016—2018年海洋第二产业

和海洋第三产业贡献率相差较小,海洋第三产业拉动

作用降低。从市域角度来看,2009—2018年,根据平

均增长效应,辽宁沿海经济带6市海洋三次产业实现

增量较高的为大连,海洋第一产业实现增量前三位由

大到小排序为大连、丹东、盘锦,锦州海洋第一产业增

量下降;海洋第二产业实现增量排序中,大连仍居首

位;海洋第三产业实现增量排在首位的是大连,盘锦

和锦州增量较低,需要进行调整。

4.2 结构偏离分量分析

在结构偏离分量(Pij)方面,从辽宁沿海经济带

6市结构偏离分量数据来看,2009—2013年6市海

洋三次产业相对于辽宁省均为正值,表明各市海洋

三次产业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经济增长效应为

正,在其产业结构中,发展速度快于整体海洋三次

产业结构规模,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2013—2016年

6市海洋第二产业相对于辽宁省存在负值,说明6市

海洋第二产业相对于辽宁省产业结构存在劣势,对各

市整体发展较为不利。2016—2018年6市的海洋三

次产业同为正值,表示在此时间段内,三次产业在拉

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生了正向的经济变化量,海洋三

次产业的结构偏离量增大,说明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

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逐渐增强,辽宁沿海经济带对海

洋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2009—2018年6市海洋结构对辽宁沿海经济

带海洋经济总产值贡献度方面,大连市对辽宁沿海

经济带海洋经济贡献相对较高,对引领经济带开放

发展和辐射带动周边腹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总

之,与标准区相比,2009—2018年辽宁沿海经济带

6市海洋产业结构整体较好,2013—2016年海洋第

三产业结构分量对海洋经济的贡献度超过海洋第

二产业的贡献度,海洋第二产业中新兴海洋产业占

比较小,2016—2018年海洋第二产业是拉动海洋经

济的主要动力,海洋第三产业贡献度低于海洋第二

产业,海洋第三产业动能不足,需要加大对于海洋

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

4.3 竞争力偏离分量分析

竞争力偏离分量 (Dij)方面:2009—2018年,

4组时间段内6市海洋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有正有

负,呈现波动趋势。正值表示海洋产业具有竞争优

势,该市竞争力高于辽宁省水平,负值表示产业不

具有竞争优势,该市竞争力与辽宁省相比存在劣势。

从6市各产业竞争力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来

看,大连Gij在2009—2011年均为正,但是竞争力偏

离分量中海洋第二、第三产业均为负,并且在2013—

2016年竞争力偏离分量再次降低,使海洋第二产业

Gij创新低,表明大连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竞争力下

降,2016———2018年大连海洋第二产业和海洋第三

产业竞争偏离分量有明显提高,高出辽宁省平均水

平,带来了39.54亿元和39.65亿元的偏离增长量,这

说明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竞争力提升较快,海洋第一

产业竞争力下降较为明显,在对海洋第二、第三产业

竞争力调整的过程中,对海洋第一产业的竞争力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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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影响。2016—2018年营口和锦州的海洋三次

产业竞争力均在下降,盘锦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竞争

力偏离分量低于辽宁省平均水平,在区域发展中处于

明显劣势,辽宁沿海经济带内各市海洋产业结构发展

不平衡,海洋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根据表1至表4,可以进一步计算辽宁沿海经

济带6市海洋产业相对增长率指数L、结构效果指

数W 和竞争力指数U(表5)。

表5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6市海洋产业结构情况

指数 时间 大连 营口 盘锦 锦州 葫芦岛 丹东

L

2009—2011 0.94 1.37 0.96 0.87 0.86 1.22

2011—2013 1.12 0.74 1.27 0.67 1.18 0.68

2013—2016 0.86 1.22 1.12 1.57 0.88 1.32

2016—2018 0.99 0.93 0.94 0.92 1.06 0.93

W

2009—2011 1.00 1.01 1.01 1.01 1.00 1.00

2011—2013 1.00 1.01 0.99 1.01 1.01 1.00

2013—2016 1.02 1.00 0.93 0.99 0.99 1.00

2016—2018 0.99 0.93 1.01 1.01 1.01 0.99

U

2009—2011 0.95 1.36 0.95 0.86 0.86 1.22

2011—2013 1.13 0.73 1.29 0.67 1.17 0.68

2013—2016 0.85 1.22 1.20 1.59 0.89 1.32

2016—2018 0.99 0.93 0.93 0.91 1.05 0.93

  (1)相对增长率指数L 方面:L<1,表明其增量

与标准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

长贡献较弱;L>1,表示各产业呈现良好增长势头

并且 各 市 增 长 快 于 辽 宁 省,具 有 竞 争 能 力。在

2016—2018年只有葫芦岛的L>1,并且竞争力系

数U>1,这表明葫芦岛海洋经济增长要快于辽宁

省海洋经济增长,并且各海洋产业部门均呈现良好

增长趋势,表现出很强的竞争能力。除葫芦岛外其

余5市在2016—2018年相对增长率指数小于1,竞

争力指数同样小于1,说明5市海洋产业结构落后

于辽宁省海洋经济增长率。

(2)结构效果指数W 方面:2009—2011年6市

结构效果指数全部为大于等于1,表明海洋产业结

构对海洋经济增长贡献较强,2011—2013年只有盘

锦的结构效果指数为小于1,而到了2013—2016年

盘锦、锦州、葫芦岛的产业结构效果指数开始降低,

2016—2018年大连、营口、丹东的结构效果指数变

为负数,这说明大连、营口、丹东海洋产业虽然有调

整,但是海洋经济中新兴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区域

总体海洋经济结构仍需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对于海

洋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弱。

(3)竞争力指数U 方面:在2009—2011年营口

和丹东的竞争力指数大于1,表明其海洋产业竞争

力较强,竞争力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度大。2011—

2013年营口、锦州、丹东的竞争力指数下降为负数,

2013—2016年大连和葫芦岛的竞争力指数降低,

2016—2018年葫芦岛竞争力指数上升,其余5市降

为负数,竞争力下降。

5 结论与建议

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产业结构及竞争力的研

究对于贯彻实施振兴东北战略有着重要意义。本

研究基于前人的研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并引入

增长率指数、区域结构效果指数和区域竞争力效果

指数综合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对于正确认识辽宁沿

海经济带海洋产业结构及竞争力发展现状,制定符

合不同地区差异化措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

践意义。研究结果发现:辽宁沿海经济带海洋经济

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整体较好,海洋产业内部

结构不合理;海洋第一产业自身竞争力不足,未形

成集约化生产,规模效应较差,海洋特色农产品品

牌效应的影响力不足;海洋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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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较为单一,海洋新兴产业占比重较小,发展缓

慢;海洋第三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竞争力优势明显,

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辽宁沿海经济带应继续提升

海洋第三产业的竞争力,还需更加注重产业发展的

合理配置,力图能将各产业间发展形成协调互补的

可持续发展结构。本研究虽然对辽宁沿海经济带

内6个沿海地级市的海洋产业结构和竞争力进行了

比较,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研究仅对海洋产业结构

进行了分析,并未对海洋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机理

进行分析,今后应该通过计量模型对海洋产业结构

演进的机理和原因进行探索。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①转变海洋第

一产业传统的生产方式。辽宁沿海经济带要积极

推进海洋渔业传统技术更新改造,加大对科学技术

研究的投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科学深水养

殖技术,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进互联网大数据

与传统海洋产业的产供销产业链、现代服务业的深

度融合,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使海洋传统渔业向

“高、精、深”发展,进而推动传统海洋渔业向现代化

“智慧渔业”转变。②培育壮大海洋第二产业中新

兴产业。重点发展海洋高新技术先导产业,促进传

统船舶制造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如海洋生物医药和新材料

产业、海洋化工业和海洋新能源产业,促进海洋高

新技术产业可持续发展。大连要以高新技术为导

向,加快升级船舶制造、交通运输等传统产业,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锦州在进行传统产业升级的同

时也要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力度,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③提高海洋第三产业竞争力。大力

发展海洋旅游业,加快建设水上娱乐如海上乐园、

海上通道,同时也要提高海洋旅游接待服务质量,

保障海洋旅游设施安全。建设蓝色生态文明,提高

文化软实力,打造海洋文化品牌,使其成为提升城

市竞争力、建设“海洋中心城市”的强大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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