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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浙江省利用海洋资源优势对海洋开发的不断深入，海洋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地位日益重要。文章通过偏离份额分析，比较浙江省海洋产业在长三角和全国不同视域下的结构

优势和竞争力，通过进一步分析细分产业，发现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

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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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拥有港口、渔业、旅游、滩涂、海岛等丰

富的海洋资源，海岸线长度居全国第三，岛屿数量

居全国首位，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浙

江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ＧＤＰ比重不断上升，成为

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之一［１－２］。当前浙江

省海洋各产业增加值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三产业、第

二产业、第一产业，整体发展较好，但仍存在一些问

题，如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偏慢等。由于不同产业在

不同层次区域中表现出的竞争力和优势不同［３－４］，

本文通过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浙江省海洋产业进

行评价，比较在不同视域下三次产业的结构和竞争

力情况，为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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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偏离份额分析法原理

偏离份额分析法（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Ｍ）

将渔区经济变化看成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在地区

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研究区域自身

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３个分量，即份

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来解释

区域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

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

与其他方法相比，偏离份额分析法具有较强的

综合性和动态性，是区域与城市结构分析中广泛应

用的方法。但是传统的偏离份额分析法也存在缺

陷，即其设定前提是区域内外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的，将产业发展分为研究区域的内部作用和参照系

对于研究区域的影响，忽略了研究区域周边地区的

影响［５］。本文分别从长三角地区和全国两个层面的

数据进行分析，考虑浙江省周边即长三角沿海城市

对于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使评价更为客观

全面。

假设在［０，狋］时间段之后，研究区域犻的经济总

量和结构均已发生变化，初始期（基年）区域犻的经

济总规模为犫犻，０、末期（截至年狋）的经济总规模为

犫犻，狋。按照一定分类原则，将区域经济划分为狀个产

业部门，分别以犫犻犼，０、犫犻犼，狋（犼＝１，２，３，…，狀）表示区域

犻第犼个产业部门在初始期与末期的经济总规模，以

犅０、犅狋表示区域犻所在大区域或全国在相应初始期

与末期的经济总规模，以犅犼，０、犅犼，狋表示区域犻所在

大区域或全国相应初始期与末期第犼个产业部门

规模［６］。

参照区域相应产业部门的经济总规模在［０，狋］

时间段的变化率为犚犼，区域犻第犼个产业部门在［０，

狋］时间段的变化率为狉犻犼：

狉犻犼 ＝
犫犻犼，狋－犫犻犼，０
犫犻犼，０

　（犼＝１，２，…，狀）

犚犼 ＝
犅犼，狋－犅犼，０
犅犼，０

　（犼＝１，２，…，狀）

以区域犻所在大区域或全国各产业部门所占的

份额按照下式将区域各产业部门经济总规模标准

化得到：

犫′犻犼 ＝
犫犻，０·犅犼，０
犅０

　（犼＝１，２，…，狀）

在［０，狋］时间段区域犻第犼产业部门的增长量

犌犻犼可以分解为犖犻犼、犘犻犼、犇犻犼３个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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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犖犻犼为份额分量，指犼产业部门的全国（或所在

大区域）总量按比例分配，区域犻的犼部门经济总规

模发生的变化，即区域标准化的产业部门按全国或

所在大区域的平均增长率发展所产生的变化量；犘犻犼

为结构偏离分量，指区域产业部门比重与全国（或

所在大区域）相应产业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区域

犻第犼部门增长相对于全国（或所在大区域）标准所

产生的偏差，排除区域增长速度与全国（或所在大

区域）的平均速度差异，假定在两者等同的情况下

单独分析部门结构对增长的影响和贡献，此值越大

说明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犇犻犼为区

域竞争力偏离分量，指区域犻第犼部门增长速度与

全国（或所在大区域）相应产业部门增长速度的差

别引起的偏差，反映区域犻第犼部门相对竞争能力，

此值越大说明区域犻的第犼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越大。

区域犻总的经济增量犌犻可以写为：

犌犻＝犖犻＋犘犻＋犇犻

引入犓犼，０＝
犫犻犼，０
犅犼，０

和犓犼，狋＝
犫犻犼，狋
犅犼，狋
，分别为犻区域犼

部门在初始期与末期占同期全国或所在大区域相

应部门的比重，则犻区域对于全国或所在大区域的

相对增长率犔 为：

犔＝
犫犼，狋
犫犼，０
：犅狋
犅０

分解后可以得到结构效果指数犠 和竞争力效

果指数狌：

犠 ＝

狀

犼＝１
犓犼，０·犅犼，狋


狀

犼＝１
犓犼，０·犅犼，０


狀

犼＝１
犅犼，狋


狀

犼＝１
犅犼，０

狌＝

狀

犼＝１
犓犼，狋·犅犼，狋


狀

犼＝１
犓犼，０·犅犼，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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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各式可知，若犌犻犼越大、犔大于１，则说明

区域增长快于全国或所在大区域；若犘犻 越大、犠

大于１，则说明区域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

部门比重大，区域总体经济结构比较好，结构对于

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若犇犻 越大、狌大于１，则说明

区域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

争能力。

２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２１　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浙江省海洋生产总值

以及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数据，以２００８年为初

始期、２０１２年为末期，分别以全国海洋产业和长三

角地区海洋产业为参照的标准区域，进行偏离份额

分析和对比分析。通过不同视域下浙江省海洋产

业结构评价的对比，分析浙江省海洋产业在长三角

地区和全国层面的竞争力和结构优势。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和对应年份统计公报，由于除第一

产业之外的第二、第三产业都涵盖较多的细分产

业，价格影响因素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对冲，且主

要侧重点在于不同视域结构的评价对比分析，因此

数据未按可比价格进行处理。

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浙江省海洋产业结

构趋势比较明显，海洋第一产业（主要为海洋渔业）

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海洋渔业中的海

水加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

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

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等）所占比重也

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

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等）所占比重则持续

上升，但始终保持“三、二、一”格局。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浙江海洋产业结构变化及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２年研究区域浙江省与参照区域

长三角地区、全国的海洋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增加

值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浙江省、长三角地区及全国的海洋生产总值和海洋三次产业变动情况

区域 项目 ２００８年总量／亿元 ２０１２年总量／亿元 增量／亿元 总增长率／％

浙江省

海洋生产总值 ２６７７．０ ４９４７．５ ２２７０．５ ８４．８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２３２．０ ３６９．７ １３７．７ ５９．３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１２３．９ ２１８０．４ １０５６．５ ９４．０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３２１．１ ２３９７．４ １０７６．３ ８１．４７

长三角地区

海洋生产总值 ９５８４．０ １５６１６．７ ６０３２．７ ６２．９５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３２２．１ ５９４．３ ２７２．２ ８４．５１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４２１５．９ ６８６７．８ ２６５１．９ ６２．９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５０４６．０ ８１５４．７ ３１０８．７ ６１．６１

全国

海洋生产总值 ２９７１８．０ ５００４５．２ ２０３２７．２ ６８．４０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６９４．３ ２６７０．６ ９７６．３ ５７．６２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３７３５．３ ２３４６９．８ ９７３４．５ ７０．８７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４２８８．４ ２３９０４．８ ９６１６．４ ６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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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代入ＳＳＭ模型中，可以计算得到不同参

照下浙江省海洋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表（表２

和表３）。

进一步可以得到浙江省海洋产业相对于长三

角地区和全国的增长率、结构效果系数和竞争效果

系数（表４）。

表２　浙江省海洋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为参照） 亿元

分析指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增长（犌犻犼） １３７．７ １０５６．５ １０７６．３

份额分量（犖犻犼） ７６．０ ７４０．７ ８６８．３

结构偏离分量（犘犻犼） １２０．０ －３３．８ －５４．４

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犇犻犼） －５８．４ ３４９．５ ２６２．４

区域部门优势（犘犇犻犼） ６１．７ ３１５．８ ２０８．０

表３　浙江省海洋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

（以全国为参照） 亿元

分析指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增长（犌犻犼） １３７．７ １０５６．５ １０７６．３

份额分量（犖犻犼） ８７．９ ８７６．９ ８６６．２

结构偏离分量（犘犻犼） ４５．７ －８０．４ ２２．９

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犇犻犼） ４．０ ２６０．０ １８７．２

区域部门优势（犘犇犻犼） ４９．８ １７９．６ ２１０．１

表４　不同参照下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总体效果

分析指标 参照长三角地区 参照全国

份额分量犖／亿元 １６８５．１ １８３１．１

结构偏离分量犘／亿元 ３１．８ －１１．７

竞争力偏离分量犇／亿元 ５５３．６ ４５１．２

总偏离分量犘犇／亿元 ５８５．４ ４３９．４

对全国相对增长率犔 １．１３４２ １．０９７５

结构效果指数犠 １．００７３ ０．９９７４

竞争力效果指数狌 １．１２６０ １．１００３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绘制得到偏离份额分析

图。以区域产业优势犘犇犻犼（犘犻犼与犇犻犼之和，反映犼产

业总的增长优势）为横坐标、以份额分量犖犻犼为纵坐

标绘制部门优势分析图，以竞争偏离分量犇犻犼为横坐

标、以结构偏离分量犘犻犼为纵坐标绘制部门偏离分量

分析图，以此来判断区域总体结构和竞争力的优劣强

弱，从而确定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图２和图３）。

图２　以长三角地区为参照的偏离份额分析

图３　以全国为参照的偏离份额分析

２２　结果分析

２．２．１　区域影响状况

从表４数据可以看出，就总增长而言，浙江省海

洋产业的发展速度均高于长三角地区和全国水平。

从表２和表３可以发现，在以长三角地区为参照时，

浙江省海洋三次产业的份额分量由高到低依次为

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而在以全国为参照

时，份额分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参照下的份额

分量小于以全国为参照的份额分量，且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期间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的总增长率（８４．５１％）

高于全国第一产业的总增长率（５７．６２％），说明长

三角地区海洋第一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占海洋产业

比重低于全国，浙江省海洋第一产业相对于全国在

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力较大；同样，第二产业在长三

角地区参照下的份额分量也小于以全国为参照的

份额分量，且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期间长三角地区第二产

业的总增长率（６２．９０％）低于全国第二产业的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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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７０．８７％），说明长三角地区海洋第二产业增

长慢于全国第二产业，占海洋产业比重低于全国，

对浙江海洋第二产业的影响较小；第三产业两者份

额分量基本持平，且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期间长三角地区

第三产业的总增长率（６１．６１％）低于全国第三产业

的总增长率（６７．３０％），说明长三角地区海洋第三

产业比重大于全国。

２．２．２　总体效果分析

从表４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浙江省海

洋经济实际增长额大于假定的地区份额，总偏离

２２７０．５亿元，数值较大，且相对长三角地区和全国

增长率都大于１，说明该段时期浙江省海洋经济整

体增速高于全国和长三角地区水平。在长三角地

区的结构偏离分量为正值、结构效果指数大于１，说

明浙江省海洋经济相对长三角地区基础较好，存在

一定优势；而在全国的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结构

效果指数小于但接近于１，说明浙江省海洋经济在

全国层面产业结构没有优势且有衰退趋势，结构需

要进一步调整；竞争力偏离分量在不同参照下均为

正值，且竞争力效果指数大于１，说明浙江省海洋经

济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在长三角地区和全

国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２．２．３　结构偏离与区域竞争力偏离状况

浙江省海洋经济第一产业以长三角地区为参

照，结构偏离分量达１２０亿元，远高于以全国为参照

的４５．７亿元，说明浙江省海洋渔业占长三角地区渔

业总量比重大、产业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贡献大。

第一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

负，在全国的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也仅为４亿元，全

国末位的海水养殖面积与全国前列的中心渔港和

一级渔港数量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浙江省海洋渔业

更多依赖自然资源，对于海水养殖的资金和技术投

入都远远不够，导致海洋第一产业虽然占有较大份

额但竞争力很小。

浙江省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在不同参

照下均为负值，说明在长三角地区和全国层面都不

具备结构优势，且在长三角地区对于海洋产业的负

面影响略小于全国层面，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第二

产业的发展在比重和速度上都低于全国水平。浙

江省海洋第二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竞争力偏

离分量大于全国，说明在长三角地区的竞争力较

强，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但因

海洋新兴产业还处于较初级阶段，所占比重较小，

对整个海洋第二产业的影响也较小。

浙江省海洋第三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结构偏离

分量为负值，在全国的结构偏离分量也较小，但两者

竞争力偏离分量都较大，说明基础份额相对全国较

小，在长三角地区是劣势，但发展速度快、竞争力较

大，且在长三角地区的竞争力大于在全国的竞争力。

结合部门优势数据（犘犇犻犼）和偏离份额分析图

可以发现，不论是在哪个层面，浙江省海洋三次产

业均是具有产业优势的增长性产业。其中，第三产

业的产业优势最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长三角

地区的优势大于在全国的优势；第一产业在长三角

地区属于基础较好但地位在下降的一般产业，在全

国层面属于基础较好且竞争力强的产业；第二产业

在长三角地区和全国均属于基础差但发展快的产

业；第三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属于基础差但发展快的

产业，在全国属于基础好且竞争力强的产业。

３　产业结构优化建议

综上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期间浙江省海洋三次

产业在不同视域下的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体现不同，

产业结构发展的资源依赖比较明显，存在主导海洋

产业科技含量低、结构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转变［７］。按照“强化优势，弥

补弱势，区域互补”的原则，对浙江省海洋经济产业

结构提出几点建议。

３１　转移重点，新增第一产业动力

浙江省海洋第一产业有较好的基础，但在长三

角地区和全国都表现出增长动力不足的趋势。浙

江省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的优势在于海洋渔业资源

丰富，在发展初期必然依赖自然资源，但随着海洋

环境的污染和资源优势的弱化，长期以海洋捕捞作

为增长主体不利于渔业资源的恢复和渔业产量的

稳定，海洋渔业需要新的增长动力。

首先，在近、内海渔业资源过度消耗的背景下，拓

展壮大远洋渔业是发展现代渔业的重要突破口；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渔业的远洋捕捞量居全国首位，对海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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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巨大，说明发展远洋渔业的路径有效可行。其

次，增加对海水养殖业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发展高效

生态海水养殖，提高海水养殖效率和效益，使其成为

第一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同时可以结合丰富的自然环

境资源，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的扶持力度，产、学、研

相结合，为第一产业提供长远的技术保障。

３２　扩大份额，调整第二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在浙江省的份额较低，一方面受第三

产业发展影响、数值表现较差；另一方面也由于浙

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海洋产业本身、海洋

相关行业发展相对不足。目前浙江省海洋第二产

业中石化、船舶工业表现突出，但海洋油气业几乎

是空白，缺乏对关联产业如海洋船舶工业、海洋设

备制造业以及大部分涉海产品和材料制造业的带

动效应，导致上述产业均缺乏竞争优势。

提高第二产业产出份额，调整第二产业结构。

首先，利用浙江省港口优势重点发展临港工业，构

建有特色有规模的产业群，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如

镇海炼化当前已成为我国最大进口原油加工基地；

在保持渔业产量优势下提升海洋水产品加工技术

水平，提高传统加工行业附加值；对海洋船舶工业

进行转型，改变低端技术和低价竞争局面，增加技

术研发投入，鼓励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船舶企业进

行合作研发。其次，除传统工业的调整外，促进海

洋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是浙江省海洋第二产业结构

调整的重要途径，利用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新兴产

业份额和增速，使其成为第二产业内生动力；目前

浙江省海水综合利用业较为发达，海水淡化技术与

设备研制实力全国领先，为海洋第二产业发展带来

明显的经济效益；其他新兴产业如海洋生物医药业

等产值都较小，尚不足以逆转第二产业的颓势，应

结合浙江省较强的海洋科教综合实力提高第二产

业技术含量，提升浙江海洋第二产业地位［８］。

３３　发挥优势，扩大第三产业影响力

在增速和占比方面，第三产业都是浙江省海洋

产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海洋交通运输

业而言，浙江省凭借其优质的港口水文条件，尽管

与上海港存在一定的竞争，在长三角地区的竞争力

体现不明显，但在全国层面的竞争力很强。上海和

浙江港口虽然地理位置相近，但自然条件和发展基

础都存在差异，故浙江港口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

浙江腹地及周边省、市的经济带动效果；另一方面

也要进行差异化运营，即对外差别定位、发挥自身

优势，对内根据港口条件不同分工协作，从而促进

港口经济健康发展、避免恶性竞争。

浙江省滨海旅游业虽然在全国层面落后于厦

门、海南等滨海旅游省、市，但在长三角地区存在较

强的竞争力，游客多来源于长三角地区。发展浙江

省滨海旅游业，应结合自身优势做好定位，如游客

分析和旅游产品设计；扩大知名度，做好品牌运营；

以高水平服务吸引游客，创造业内口碑。

３４　区域互补，增强区域内部合作

浙江省海洋产业和江苏、上海不仅存在竞争关

系，也有合作之处。除提高自身竞争力、差异化定

位外，增强区域内部合作也有助于资源的共享和经

验的借鉴。江苏、浙江、上海可从产业技术路线和

空间规划出发，优化长三角海洋产业空间组织和科

技创新模式，分工协作，创造区域品牌，扩大区域影

响力，实现区域发展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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