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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互相影响。文章通过熵值-TOPSIS法构建我国数字经济

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子系统共21个二级指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我国2013—

2019年11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以及耦

合协调类型。研究发现:我国11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则比较稳定;2013—2019年多数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两大系统的耦合度表现稳定,保持良好的动态关联关系;在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互

动性增强的同时,两大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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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igitaleconomyan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 marineeconomy
influenceeachother.Thispaperusestheentropy-TOPSISmethodtoconstructatotalof21sec-

ondaryindicatorsandusesthecouplingcoordinationmodeltoobtainthe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andcouplingcoordinationtype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digitaleconomyandmarine

economyof11coastalprovincesandcitiesinChinafrom2013to2019.Thestudyfoundthatthe

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in11coastal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

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government)inChinashowedagradualupwardtrend,whilethe

high-qualitydevelopmenttrendofthemarineeconomywasrelativelystable.From2013to

2019,thecouplingdegreeofthedigitaleconomyandhigh-qualitymarinedevelopmentinmost

coastalareaswasstableandmaintainedagooddynamiccorrelation.Whiletheinteractionbe-

twee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andthemarineeconomyhasbe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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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ed,theoveralldevelopmentlevelofthetwosystemshasalsobeenimproved.

Keywords:Digitaleconomy,Marineeconomy,High-qualitydevelopment,Couplingandcoordi-

nationrelationship

0 引言

数字经济,顾名思义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旨在大力促进数字经济

发展,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0年,在经济学人智

库(EIU)公布的年度全球数字经济排行榜中,瑞典、

丹麦、美国排行前三,中国仅居第56位。而根据麦肯

锡在2017年公布的《数字中国:提升经济全球竞争

力》报告中显示,中国在多个数字经济领域的风投规

模均位列全球前三。可见,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在蓬勃

发展。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2020年中国

的数字经济达到39.3万亿元,占GDP的38.6%,快速

增长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

济形态。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自2018年开始

激增,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的内涵、规模测度、发展动

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1]。数字经济是以数据

为关键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重塑经济结构

的新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2]。

而有关数字经济的指标测度目前尚无统一的论断,许

宪春等[3]将数字经济的范围限定在数字化赋权基础

设施、数字化媒体、数字化交易和数字经济交易产品

这4个方面,进而对相关产业总量进行测算。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则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

化治理等方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4]。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数字经济对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

如,何地等[5]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交互效

应,这种效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6]。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世界各国都重视海洋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

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

持海陆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我国的海洋经济

总量明显有所提升。2021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

9.0385万亿元,同比增长8.3%。值得注意的是,我

国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自2014年开始有所放

缓,这意味着应进一步拓展海洋发展格局,寻找新

的增长点。数字经济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为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因

此,数字经济是否能与海洋经济发展相互赋能、耦

合发展成为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针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

经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测度评价、可

持续发展以及协调发展等方面。国内对于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尚无完整的评级体系,鲁亚运等[7]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信息熵权法

测算2016年我国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而蹇令香等[8]则考虑到时间因

素,用“VESD-EM”模型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

评价;在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屈莉莉等[9]以辽宁

为例,测算了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关

系,认为科技创新显著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狄乾

斌等[10]利用复杂系统时空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多维角

度实证分析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模

式,以期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增长。

综合相关文献,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着传统

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任务,在互联网技术飞速

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依

托数字技术寻找新的增长点。但是目前学术界较

少开展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

系研究,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

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数

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

系。本文首先通过熵值-TOPSIS模型评价我国沿

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

算沿海地区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

合协调水平,深入分析其耦合协调关系,并提出促

进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坚持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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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

分析需要构建两大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尽可

能充分反映我国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个系统的运行机制。在数字经济的测算指标选

取上,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借鉴刘军等[11]对

中国数字经济的测度,兼顾数据的可得性、科学性

等基本原则,从数字基础建设和数字化应用两个方

面构 建 起 省 域 层 面 的 数 字 经 济 评 级 指 标 体 系

(表1)。选用光缆密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互联

网宽带接入端口、移动电话基站衡量数字基础设

施,客观表征各省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光

缆密度为各省光缆线路长度与省域面积的比值。

选用电信业务总量、软件业务收入、电子商务销售

额、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测度数字化应用程度,

其数值越大,则代表该省数字交易发展水平越高。

表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Digitaleconomyevaluationindexsystem

主指标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单位 权重/% 指标属性

数字

经济

数字基础

设施

(42.3)

光缆密度 无量纲 10.13 正向

互 联 网 宽 带 接 入

用户
万户 10.92 正向

互 联 网 宽 带 接 入

端口
万个 11.29 正向

移动电话基站 万个 9.96 正向

数字化

应用

(57.7)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19.17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16.63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17.39 正向

电子商务交易企业

占比
% 4.52 正向

海洋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根据对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借鉴程曼曼等[12]的研究成

果,考虑到经济增长点应关注到质、量、绿色等原

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

效应、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和对外开放

5个子系统13个具体指标(表2)。

表2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级指标体系

Table2 Ratingindexsystemforhigh-qualitydevelopment

ofmarineeconomy

主指标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单位

权重

/%

指标

属性

海洋经济

高质量

发展

经济效应

(9.93)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
% 5.01 正向

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亿元 4.92 正向

产业结构

(10.49)

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海洋生产总值
% 6.16 正向

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海洋生产总值
% 1.90 正向

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海洋生产总值
% 1.15 正向

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 % 1.28 正向

科技创新

(20.57)

发表论文数量 篇 6.61 正向

专利授权数量 件 9.28 正向

海洋科研人员数量 人 4.68 正向

生态环境

(27.84)

海洋环境保护区已建数量 个 10.17 正向

海洋环境保护区面积 km2 17.67 正向

对外开放

(31.16)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t 4.84 正向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26.32 正向

  注:模型计算结果为小数点后多位,文中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进行展示

导致数据总和不为1。

主要指标的选取说明如下。经济效应:主要考虑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主要海洋

产业增加值两个方面。产业结构:海洋产业的协调发

展考虑到三次产业的不同占比,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增

长率衡量海洋产业升级效果。科技创新:创新是经济

增长的持续推动力,发表论文数量、专利授权数量和

海洋科研人员数量衡量科技创新的质量。生态环境:

绿色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调,用海洋环境保护

区已建数量和海洋环境保护区面积衡量海洋的生态

环境。对外开放:开放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由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进出口总额来衡量。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主体为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时间跨度为2013—2019年,数字经济系统

中数字基础相关指标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数字化应用相关指标数据来自EPS统计

数据库;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中的指标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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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

以上述年鉴和公报的数据为基础,利用熵值法得出

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19年

的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相关

指标的权重,并基于熵值-TOPSIS模型对沿海

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进

行评价,最后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

1.3 研究方法

1.3.1 数字经济系统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

的评价模型构建

作为一种经典的多属性决策方法,TOPSIS法

通过计算目标值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来

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并选择与正理想解距离最短

和与负理想解距离最远的方案作为最佳备选方

案[13]。使用TOPSIS时,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确定属

性权重,许多方法可用于确定权重,例如层次分析

法 (AHP)[14]、熵值法 (EM)[15]和变异系数法[16]

等。熵值法基于备选方案中属性数据的多样性计

算属性的权重,与以 AHP为代表的主观加权方法

相比,熵值法计算简单,客观赋权,不需要考虑主观

偏好,因此本文选择熵值-TOPSIS法确定我国沿

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得分与排名。

(1)熵值法

熵值法通过熵值大小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若

所得权重越高,则该数据集越离散,包含的信息量

也就越大。本文根据熵值的大小判断数字经济和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离散程度,进而计算出决策

矩阵的指标权重,最终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计算

步骤如下。

步骤1:对数据进行正向标准化处理。

构建决策矩阵D,数据集包含n 个评价指标和

m 个评价对象:

D= xij[ ] m×n =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

xm1 xm2 … x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m×n

(1)

式中:x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为避免不同指标之间单位差异造成的影响,在

确定权重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规范化矩

阵R=[rij]m ×n,单项正指标无量纲化计算公式

如下:

rij =
xij -minxj{ }

maxxj{ }-minxj{ }
(2)

或

rij =
maxxj{ }-xij

maxxj{ }-minxj{ }
(3)

式中:rij为标准化后的数值,范围为[0,1]。若rij为

正,使用公式(2)对数据集标准化;若rij为负,则使

用公式(3)。

步骤2:计算在第i项指标下,第j 个样本指标

值所占权重。

Yij =
Xij

Xij
, 1≤i≤m, 1≤j≤n (4)

  步骤3:j指标的熵值的计算。

ej =-
1
lnm

(Yij ×lnYij), 1≤i≤m,

1≤j≤n, 0≤ej ≤1 (5)

  步骤4:j指标的差异性系数的计算。

dj =1-ej, 0≤dj ≤1 (6)

  步骤5:j指标的权重的确定。

wj =
dj

dj
, 0≤dj ≤1, 

n

j=1
wj =1 (7)

(2)TOPSIS法

步骤1:由各指标的规范化矩阵R=[rij]m ×n与

权重向量w=(w1,w2,…,wn)T 构成加权决策矩阵

Z=[zij]m ×n,其中,zij=rij×wj,1≤i≤m,1≤j
≤n。

Z=

w1r11 w2r12 … wnr1n
w1r21 w2r22 … wnr2n
︙ ︙ … ︙

w1rm1 w2xm2 … wnr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m×n

(8)

  式中: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值。

步骤2:确定最优解和最劣解指标集。

Z+ = maxzij|j∈J{ }= z+
1,z+

2,…,z+
n( ) (9)

Z- = minzij|j∈J{ }= z-
1,z-

2,…,z-
n( )

(10)

  步骤3:计算各个评价目标到Z+和Z-的距离,

即求最大距离Si+和最小距离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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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

 


n

j=1
zij -z+

j( ) 2 (11)

S-
i =

 


n

j=1
zij -z-

j( ) 2 (12)

  步骤4:计算各评价指标与理想解的相对贴

近度。

Di=
S-

i

S-
i +S+

i
(13)

  由式(13)可知,相对贴近度 Di值在0~1之

间。相对贴近度值越大,代表评价目标越接近于

最优解;相对贴近度值越小,则说明评价目标越

接近于最劣解。本文根据 Di的数值从小到大排

序,对2013—2018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

评价。

1.3.2 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

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

平,包括耦合度C 值、综合协调指数T 值、耦合协调

度D 值3个指标[17]。本文将数字经济系统和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作为两个互相耦合的系统,通
过相关指标测度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影

响作用。耦合度C 值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
U1×U2

(U1+U2
2

)
2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1/2

(14)

式中:U1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U2为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C 值越大说明两者耦合关系

越强,反之,则越弱[18]。

T 值为综合协调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T=αU1+βU2 (15)

  T 值反映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整体水平。α、β 为待定参数,一般认为数字经济发

展综合指数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同等

重要,因此赋值α=β=0.5。

耦合协调度是指耦合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

度的大小,体现出协调状况的好坏。用D 值表示,

计算公式为:

D=
 C×T (16)

  D 值越大,表示协调水平越高;D 值越小,代表

难以协调[19]。本文参考邢苗等[20]的观点,将耦合

度和协调度的类别进行划分(表3)。

表3 耦合度和协调度类型划分

Table3 Couplingdegreeandcoordinationdegreetype

divisiontable

类型 取值范围 结果

耦合度C

0<C≤0.3 低水平耦合阶段

0.3<C≤0.5 颉颃阶段

0.5<C≤0.8 磨合阶段

0.8<C≤1 高水平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度D

0<D≤0.3 低度协调耦合

0.3<D≤0.5 中度协调耦合

0.5<D≤0.8 高度协调耦合

0.8<D≤1 极度协调耦合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熵值-

TOPSIS评价结果与分析

基于熵值-TOPSIS法,评价2013—2019年我

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经济与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体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2013—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数字经济评价结果

Table4 Digitaleconomyevaluationresultsof11coastalprov-

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

thecentralgovernment)inChinafrom2013to2019

地区
相对贴近度

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
均值

天津 0.041 0.060 0.082 0.084 0.083 0.103 0.141 0.085

河北 0.117 0.135 0.172 0.211 0.253 0.320 0.362 0.224

辽宁 0.123 0.143 0.164 0.153 0.168 0.188 0.227 0.167

上海 0.127 0.218 0.241 0.278 0.282 0.321 0.382 0.264

江苏 0.268 0.308 0.371 0.408 0.455 0.528 0.621 0.423

浙江 0.182 0.219 0.300 0.329 0.370 0.446 0.553 0.343

福建 0.126 0.155 0.189 0.219 0.256 0.322 0.351 0.231

山东 0.172 0.210 0.267 0.325 0.382 0.463 0.518 0.334

广东 0.318 0.38 0.452 0.498 0.596 0.750 0.853 0.550

广西 0.061 0.079 0.108 0.141 0.162 0.211 0.282 0.149

海南 0.040 0.076 0.106 0.131 0.125 0.127 0.142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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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3—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

Table5 Evaluationresults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marineeconomyin11coastal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

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government)in

Chinafrom2013to2019

地区
相对贴近度

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
均值

天津 0.130 0.137 0.127 0.096 0.108 0.113 0.166 0.125

河北 0.079 0.085 0.077 0.080 0.091 0.095 0.113 0.089

辽宁 0.153 0.160 0.202 0.160 0.136 0.123 0.144 0.154

上海 0.173 0.178 0.191 0.128 0.129 0.131 0.293 0.175

江苏 0.087 0.099 0.116 0.092 0.167 0.107 0.372 0.149

浙江 0.106 0.118 0.119 0.141 0.147 0.134 0.289 0.151

福建 0.117 0.124 0.404 0.242 0.227 0.143 0.176 0.205

山东 0.189 0.224 0.229 0.282 0.284 0.234 0.321 0.252

广东 0.242 0.250 0.289 0.292 0.309 0.300 0.607 0.327

广西 0.113 0.116 0.110 0.108 0.115 0.112 0.117 0.113

海南 0.194 0.184 0.184 0.194 0.187 0.168 0.212 0.189

从时间变化序列来看,2013—2019年,我国沿

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其中,2019年数字经济评

价结果超过0.5的有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排

名后三位的是天津、海南和辽宁。相对来讲,沿海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

则较为稳定,增速较慢。其中,广东、江苏、浙江、

上海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速比较明显,属于

高水平发展梯度,其余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海洋经济高质量变化并不明显,2019年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排名后三位的是河北、广西和辽宁。

综合两个系统的相对贴近度来看,部分沿海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存在着不同步的现象。

从各地区的总体情况来看,我国沿海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都有待进一步

发展。只有广东的数字经济评价均值超过0.5,数

字经济评价均值排名后三位的是天津、海南和广

西;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低于数

字经济均值,排名首位的仍然是广东,排名后三位

的是河北、广西和天津,说明这3地的海洋经济发

展状况 一 般,海 洋 资 源 没 有 得 到 更 好 的 开 发 和

利用。

2.2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

度分析

根据耦合度和协调度类型划分表(表3),对

2013—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

调情况 进 行 深 入 分 析,具 体 结 果 如 表6和 表7
所示。

表6 2013—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结果

Table6 From2013to2019,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

results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digitaleconomyand

marineeconomyin11coastal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

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government)

inChina

地区 类型 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

辽宁
耦合度 0.988 0.995 0.979 0.998 0.987 0.944 0.961

耦合协调度 0.359 0.385 0.443 0.393 0.374 0.366 0.421

河北
耦合度 0.644 0.744 0.459 0.500 0.647 0.628 0.736

耦合协调度 0.194 0.236 0.203 0.241 0.313 0.350 0.418

天津
耦合度 0.584 0.828 0.967 0.986 0.999 0.998 0.990

耦合协调度 0.187 0.253 0.281 0.231 0.254 0.285 0.389

山东
耦合度 0.992 0.991 1 0.999 0.999 0.963 0.993

耦合协调度 0.438 0.496 0.536 0.609 0.638 0.629 0.721

江苏
耦合度 0.575 0.677 0.746 0.533 0.874 0.596 0.992

耦合协调度 0.300 0.360 0.428 0.362 0.548 0.445 0.793

上海
耦合度 0.971 0.998 0.998 0.877 0.878 0.854 1

耦合协调度 0.383 0.458 0.486 0.419 0.423 0.442 0.645

浙江
耦合度 0.877 0.893 0.819 0.881 0.872 0.781 0.976

耦合协调度 0.328 0.373 0.410 0.463 0.488 0.490 0.709

福建
耦合度 0.989 0.978 0.849 0.986 1 0.892 0.943

耦合协调度 0.313 0.346 0.584 0.516 0.528 0.464 0.522

广东
耦合度 0.999 0.993 0.993 0.987 0.976 0.939 1

耦合协调度 0.574 0.610 0.672 0.692 0.739 0.778 0.995

广西
耦合度 0.930 0.984 0.992 0.946 0.946 0.874 0.825

耦合协调度 0.228 0.262 0.284 0.307 0.335 0.356 0.399

海南
耦合度 0.403 0.807 0.917 0.951 0.951 0.976 0.947

耦合协调度 0.218 0.325 0.369 0.406 0.394 0.378 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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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3—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程度

Table7 From2013to2019,thedegreeofcouplingand

coordinationbetweenthedigitaleconomyandthehigh-quality

developmentofthemarineeconomyin11coastalprovinces
(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

tralgovernment)inChina

地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辽宁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河北 低度 低度 低度 低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天津 低度 低度 低度 低度 低度 低度 中度

山东 中度 中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江苏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高度 中度 高度

上海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高度

浙江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高度

福建 中度 中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中度 高度

广东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极度

广西 低度 低度 低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海南 低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从表 6 看 耦 合 度 的 时 空 测 算 结 果,2013—

2019年多数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高质量发展

两大系统的耦合度表现稳定,保持良好的动态关联

关系。辽宁、山东、上海、福建、广东和广西长期保

持高水平耦合阶段;河北在经历波动后最终保持在

磨合状态;天津两大系统的耦合度在2013—2019年

呈现上升态势,2019年为高水平耦合阶段;江苏两

大系统的耦合度近几年波动较大,但多数时期处于

磨合阶段,在2017年和2019年处在高水平耦合阶

段;海南的两大系统在2013—2019年呈现快速上升

的态势,在2019年为高水平耦合状态。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的

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在数字经

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互动性增强的同时,两大

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也有所提高。2013—2019年

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两大系统的耦合

协调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辽宁一直处于中度协

调耦合阶段;河北两大系统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处于

较低水平,在2017年由低度协调耦合升至中度协调

耦合阶段;天津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低

度协调耦合阶段,2019年呈现中度协调耦合阶段;

山东自2015年起稳定处在高度协调耦合阶段;江

苏、上海、浙江在研究期间均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

升至高度协调耦合阶段;广东两大系统整体水平处

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甚至在2019年成为首个进入

极度协调耦合阶段的省份,说明广东的数字经济和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耦合,处

于良性循环状态;广西和海南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

度一直处于0.5以下,但最终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

段。整体来看,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两大系统处于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综合发展水平

有显著提升。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通过熵值法确定了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大

系统具体指标的权重,进一步通过TOPSIS法对两

大系统相关指标确定相对贴近度并进行排序,最后

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

结论。

①从时间序列上看,整体上,我国沿海1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逐步上升的

态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则比较稳定;从总

体上看,我国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

都有待进一步提高。②两大系统的耦合度测算结

果显示,2013—2019年多数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

洋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的耦合度表现稳定,保持良

好的动态关联关系。③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测

算结果显示,在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互

动性增强的同时,两大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也有所

提高。

3.2 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结合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情

况,为了促进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

合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推动数字技术在海洋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生产要素,是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来源。若要海洋经济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该因地制

宜地实施落地措施,对于数字经济基础较好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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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上海和江苏,应强化数字技术与海洋传统产业

的衔接,更好地推动海洋产业结转型升级。

(2)促进数字经济与海洋产业协同发展。在建

设海洋强国战略的背景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

为新时代海陆统筹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东数西

算”工程的全面启动,数字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

数字经济可以完善海洋产业的发展,辐射和带动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增强数字创新的驱动效应。加快建设海洋

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数字技术更深层次地走向海

洋,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创新技术加强对海

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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