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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

粤鲁浙三省海洋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余　亭，刘　强
（广东省海洋资源研究发展中心　广州　５１０２２０）

　　摘　　　要：文章首先导入偏离－份额分析法，然后运用此方法分别对作为全国海洋

经济发展试点省份的广东、山东、浙江三省海洋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将海洋经济的增长

效应分为３个方面：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实证结果表明：综合来

看，广东发展海洋经济具有竞争力优势和结构优势，山东发展海洋经济具有结构优势和发

展基础优势，浙江发展海洋经济３方面优势均不明显，但３方面发展动力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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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

展，２０１１年以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

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和 《广东

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相继获得国务

院批复。研究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

的山东、浙江、广东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对拓

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

偏离－份额分析在规划、地理学、区域科

学中的应用一直很普遍［１］。偏离－份额分析模

型最初是由Ｃｒｅａｍｅｒ
［２］提出，后经Ｄｕｎｎ等

［３］学

者总结并逐步完善。与以往其他的方法相比，

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是揭示

区域与城市部门结构变化原因、确定未来发展

主导方法的有效方法。该分析法把区域经济的

变化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处上级区域的

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在某一时期经

济总的增长量分解为３个分量，即份额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说明区

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

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

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可以确定区域未来

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４］。

１　偏离－份额分析法的理论模型构建

假设区域犻在经历了时间 ［０，狋］之后，经

济总量和结构均已发生变化。设基期年区域犻的

经济总规模为犫犻，０，终期年的为犫犻，狋。同时，依照

一定的原则，把区域经济划分为狀个产业部门，

分别以犫犻犼，０、犫犻犼，狋 （狋＝１，２，…，狀）表示区域犻

第犼产业部门在基期年和终期年的规模，并以

犅０、犅狋表示区域所在大区或全国在相应时期基

期年和终期年的规模，以犅犼，０、犅犼，狋表示所在大

区或全国基期年和终期年第犼产业部门的规模。

则有［５］：

（１）区域犻第犼产业部门在 ［０，狋］时段内

的变化率为：狉犻犼 ＝
犫犻犼，狋－犫犻犼，０
犫犻犼，０

　（犼＝１，２，…，狀下

同）

（２）所在大区或全国犼产业部门在 ［０，狋］

时段内的变化率为：犚犼 ＝犅犼，狋－犅犼，０／犅犼，０

（３）以所在大区或全国各产业部门所占的

份额为标准按下式分别得到区域各产业部门的

标准化规模为：犫′犻犼 ＝犫犻犼，０×犅犼，０／犅０

这样，在 ［０，狋］时段内区域犻第犼产业部

门的增长量犌犻犼可以分解为份额分量犖犻犼、结构

偏离分量犘犻犼和竞争力偏离分量犇犻犼３个分量，依

次表达为：犌犻犼 ＝犖犻犼＋犘犻犼＋犇犻犼；犖犻犼 ＝犫′犻犼×犚犼；

犘犻犼 ＝ （犫犻犼，０－犫′犻犼）×犚犼；犇犻犼 ＝犫犻犼，０×（狉犻犼－犚犼）；

犌犻犼 ＝犫犻犼，狋－犫犻犼，０

其中，份额分量 犖犻犼代表全国平均增长效

应，指地区标准化的产业部门按全国平均增

长率发展所产生的变化量；结构偏离分量犘犻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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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产业结构效应，指地区产业部门比重与

全国该部门比重差异引起的该部门增长相对

全国标准产生的偏差，假定地区增长速度与

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一致，从而单独分析部门

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犘犻犼的值越大，

说明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

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犇犻犼代表区域份额效应，

指地区与全国同一部门增长速度不同引起的

偏差，反映了地区相对于全国的竞争能力，

犇犻犼的值越大，说明地区犼部门竞争力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２　实证分析

选择了沿海地区１１个省、市、自治区进行

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这里以全国为标准

区域，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期，２０１０年为报告期，查

阅相关统计资料进行整理得到各地区原始数

据［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国内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洋

生产总值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增加７２０４．６亿元，增长率达到２８．７３％。沿海

各省市海洋生产总值从增加的绝对数来看，广东

最多，生产总值增加达２１２８．３亿元；山东、浙

江分列二、三位，生产总值分别增加１３４２．２亿

元、１１４８．２亿元。从增长率看，浙江增长率最

高为５１．１６％，广东列第二位为４６．９５％，山

东的 增 长 率 略 高 于 全 国 的 平 均 水 平 为

２９．９７％。

表１　沿海地区各海洋产业增长效应分析情况

地区
份额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 竞争力偏离分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天津 ０．１０ １５０．０３ ６９．９８ １．６５ １８１．４４ ７２．１５ －１．６４ －３３．７７ １１７．０７

河北 ０．４４ ９２．１６ ７１．４３ ７．６０ １１１．４６ ７３．６４ ５．９５ －３３３．９２ －３３８．７８

辽宁 ３．７９ １３０．７５ ８２．２０ ６５．１９ １５８．１２ ８４．７４ ６３．８２ －２０５．０６ １３７．７７

上海 ０．０８ ２８５．０７ ２９２．２８ １．３８ ３４４．７５ ３０１．３１ －１．８６ －９２９．５１ －４１０．５０

江苏 １．６３ １２６．４３ １１４．００ ２７．９２ １５２．８９ １１７．５２ ５５．１６ ２５４．８８ －６．４３

浙江 ２．９５ １３２．２９ １４６．４１ ５０．７０ １５９．９８ １５０．９４ ３０．６５ ３５７．０３ １１７．１５

福建 ４．２６ １３２．２４ １４３．７０ ７３．１５ １５９．９３ １４８．１４ －２７．５１ ２０７．４３ ７１．１６

山东 ６．５２ ３１３．５３ ２４５．７６ １１１．９７ ３７９．１７ ２５３．３５ －５１．９８ ４２．３０ ４１．４９

广东 ３．９７ ２５２．８１ ３２０．７８ ６８．２８ ３０５．７４ ３３０．６９ －９５．２５ ６７４．８５ ２６６．４４

广西 １．００ ２１．３６ １７．９２ １７．１５ ２５．８４ １８．４７ ２３．７５ －２６．６０ １．５１

海南 １．６７ １２．１９ ２４．８６ ２８．６１ １４．７４ ２５．６３ －１．０７ －７．６３ ３．１１

　　由表１可知：沿海地区各海洋产业的份额

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表明地区标准化

的产业部门按全国平均增长率发展所产生的变

化量增加，且产业结构效应较好，结构偏离分

量值越大，说明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

献越大。沿海地区各海洋产业区域竞争力偏离

分量值越大，说明地区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

作用越大；海洋第一产业中天津、上海、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的区域竞争力较弱，海洋第

二产业中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广西、海

南的区域竞争力较弱，海洋第三产业中河北、

上海、江苏的区域竞争力较弱。

从海洋第一产业来看，广东、山东、浙

江３省的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

全国平均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广

东、山东的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表明

海洋第一产业中这些地区相对于全国的竞争

能力较弱，但广东和山东的情况略有不同，

广东的竞争力偏离分量较弱，且其影响经济

增长的能力无法由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

弥补，广东的海洋第一产业总体处于不良趋

势。山东的竞争力偏离分量虽然也较弱，但

其影响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小，由于山东的结

构偏离分量较大，可以消除竞争力偏离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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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山东的海洋第一产业总体较好。浙

江的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

分量均为正且发展均衡，第一产业总体良

好。　

从海洋第二产业来看，广东、山东、浙江

三省的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

分量均为正，全国平均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

应、区域份额效应都较好。广东、浙江海洋第

二产业的发展主要受竞争力偏离分量的影响，

即区域份额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山东海

洋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份额分量和结构偏离

分量的共同影响，即全国平均增长效应、产业

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强。

从海洋第三产业来看，广东、山东、浙江

三省的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

分量均为正，全国平均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

应、区域份额效应都较好，但与海洋第二产业

略有不同的是发展影响因素不同。广东、浙江

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受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

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共同影响，且影响比较均

匀；山东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份额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的影响 （表２）。

表２　粤、鲁、浙三省各海洋产业增长效应分析情况

省份

海洋第一产业 海洋第二产业 海洋第三产业

份额分量
结构偏

离分量

竞争力偏

离分量
份额分量

结构偏

离分量

竞争力

偏离分量
份额分量

结构偏

离分量

竞争力

偏离分量

广东 ３．９７ ６８．２８ －９５．２５ ２５２．８１ ３０５．７４ ６７４．８５ ３２０．７８ ３３０．６９ ２６６．４４

山东 ６．５２ １１１．９７ －５１．９８ ３１３．５３ ３７９．１７ ４２．３０ ２４５．７６ ２５３．３５ ４１．４９

浙江 ２．９５ ５０．７０ ３０．６５ １３２．２９ １５９．９８ ３５７．０３ １４６．４１ １５０．９４ １１７．１５

　　区域犻总的经济增长犌犻为

犌犻＝犖犻＋犘犻＋犇犻

犖犻 ＝∑
狀

犼＝１

犫′犻犼×犚犼 ＝∑
狀

犼＝１

犫犻犼，０×
犅犼，狋－犅犼，０
犅（ ）
０

犘犻＝∑
狀

犼＝１

（犫犻犼，０－犫′犻犼）×犚犼 ＝

∑
狀

犼＝１

犫犻犼，０×
犅犼，狋－犅犼，０
犅犼，（ ）

０
－∑

狀

犼＝１

犫犻犼，０×
犅犼，狋－犅犼，０
犅（ ）
０

犇犻＝∑
狀

犼＝１

犫犻犼，０×（狉犻犼－犚犼）

＝犫犻，狋－∑
狀

犼＝１

犫犻犼，０×
犅犼，狋
犅犼，（ ）

０

犌犻＝犫犻，狋－犫犻，０

　　其中，总偏离分量 （犘犇）犻＝犘犻＋犇犻

从整体上看，广东、山东、浙江３省的海

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广东的海洋经济总量和

增量均居全国第一位，浙江的海洋经济增长率

居全国第一位。广东、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较类似，海洋经济的增长是由总偏离分量和总

结构分量引起，山东的海洋经济总竞争力偏离

分量较弱，海洋经济的增长是由总结构偏离分

量和总份额分量引起，且总偏离量较弱 （表

３）。

表３　粤、鲁、浙三省海洋产业总体结构分解

省份
总经济

增量犌犻

总经济

增长率／％

总份额

分量犖犻

总结构偏

离分量犘犻

总竞争力

偏离分量犇犻

总偏离量

（犘犇）犻

广东 ２１２８．３ ４６．９５ ５７７．５６ ７０４．７０ ８４６．０４ １５５０．７４

山东 １３４２．２ ２９．９７ ５６５．８０ ７４４．４９ ３１．８１ ７７６．３０

浙江 １１４８．２ ５１．１６ ２８１．６５ ３６１．６２ ５０４．９３ ８６６．５５

　　综合来看，广东发展海洋经济具有竞争力

优势和结构优势，山东发展海洋经济具有结构

优势和发展基础优势，浙江发展海洋经济３方

面优势均不明显，但３方面发展动力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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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对策措施

３１　加快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大力增强对海洋新兴产业科研投入，促进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培育龙头骨干企业，

有效吸引、集聚、整合海洋科技创新资源，选

择最有基础和条件的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加快

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医药业、

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洋现

代服务业等海洋高技术产业［５］。

３２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创新能力

要坚持科技兴海战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开放型海洋科

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一批涉海重大科技项目，

发挥海洋科研院所的平台集聚效应，引导科研

机构、科技型企业在海洋基础研究、海洋工程

研究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加强重点科研创新

服务平台建设，支持高等院校加强涉海学科建

设，强化与国际研究机构、企业等的交流合作，

实施海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积极培育高技能

实用人才［７］。

３３　创新海洋综合开发体制机制

强化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综合管理职能，建

立高层次的综合管理体制，协调解决重大涉海

问题。加强滩涂、海岛资源开发，建立滩涂资

源储备制度，开展区域建设用海总体规划，加

强滩涂和海岛资源价值评估，率先推进无居民

海岛整体开发，创新无居民海岛审批、拍卖、

使用权流转体系等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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