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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与海洋

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王端岚
（福建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３）

　　摘　　　要：文章运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海洋产业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测算方法，分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福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

探究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研究分析得出了福建省海洋

产业结构变动与海洋经济增长关系的４点结论。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３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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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海洋省份，

１９９６年以来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

变化，海洋经济总量稳步增长，保持着良好的

发展势态。 “十一五”期间，福建省海洋经济

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达１８．５２％，比同期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２．８２％，２００９年，

福建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约达２９８９亿元，总体

规 模 居 全 国 第 四 位，占 全 省 ＧＤＰ 比 重 达

２４．４３％，同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４．９％；海

洋三次产业结构由２００５年的１２．６∶４８．５∶

３８．９调整为２０１０年的９．５∶５１．３∶３９．２，并

形成了以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

输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船舶业等为支柱性产

业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虽然福建省海洋经济

与沿海省份相比较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但在

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上仍不是很成熟。

本研究通过与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和广东

等沿海省、市进行比较，探讨福建省海洋产业

结构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福建海洋

经济的发展策略，这将促进福建省海洋经济结

构的变化，对提升福建海洋经济总体规模具有

重要的意义。

１　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与海洋经济

增长分析

　　近十几年来，福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显著，

海洋三大产业产值的变动深刻影响了海洋经济

总产值，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福建海洋总产值与海洋

三大产业产值结构变动趋势如图１所示。由图１

可知，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福建海洋经济保持了平稳

发展速度，海洋第一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产业

结构持续表现为 “一三二”的结构布局；２００２

年开始，海洋经济总产值增长迅猛，海洋三大

产业产值迅速发展；至２００５年，福建海洋三大

产业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海洋第一产业产

值呈下降趋势，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

上升，呈现 “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布局。

图１　福建省海洋经济总产值与海洋

三产产值结构变动

由图１可知，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间福建海洋经

济总产值迅猛增长。用狉来表示福建海洋产业总

产值的增长率，可得增长率计算公式如下：

狉＝
狀

犻＝１

犪犻·狉犻　　（犻＝１，２，３） （１）

式中：犪犻表示海洋第犻产业在海洋总产业中的构

成；狉犻表示海洋第犻产业产值增长率。式 （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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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洋经济总产值的增长率受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海洋第犻产业增长率的高低；二是海洋第犻

产业产值的构成水平。总之，狉值越大说明海洋

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越快，犪犻越大说明贡献度高

的海洋产业对海洋经济总水平的拉动作用越大。

根据式 （１），计算得到福建海洋经济总产值增

长率及海洋三次产业的增长率 （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福建省海洋经济总产值

及海洋三产产值的增长率 ％

年份 狉 狉１ 狉２ 狉３

１９９７ ８．４４ ８．３８ －１２．９８ １３．２３

１９９８ １２．７８ １６．７７ －９３．１２ １４．８２

１９９９ ２０．４５ ２３．０７ ２６９５．３８ －１６．２６

２０００ ６．６１ ８．７３ －８８．９４ ２５．８０

２００１ ６３．２１ ８．４３ ２１９１．５４ ２７６．１３

２００２ ５１．６０ ３．５２ １４．５７ １２７．６１

２００３ ２９．６９ ５５．２２ ７．２２ １４．９１

２００４ ２９．２３ １３．２９ ３５．２２ ４４．４０

２００５ －１３．４８ １０．２５ ７．２１ －３２．５３

２００６ １５．９１ －７７．６４ ７５４．９３ ３１．２２

２００７ ３１．３９ ３１．３２ ２９．６６ ３２．８１

２００８ １７．３７ １３．４１ ２０．７２ １５．５０

２００９ １９．１５ ７．９８ ２８．３５ １３．７０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由表１可知，海洋产业总产值２００９年的增

长率达１９．１５％，若将２００９年海洋三次产业的

增长率按１９９７年三次产业的结构来计算，则福

建海洋经济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１０％，按２００２

年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来计算只有１２．２９％，按

２００５年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来计算只有１１．６２％，

因而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

别为９．３７％、６．８５％和７．５３％，可知，海洋产

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作

用，并且随着海洋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海洋

经济将呈现好的发展态势。

２　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

增长的贡献分析

２１　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葛新元教授等构造的多部门经济

模型，计算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１］。计算公式如下：

犣狋＝Δ犃
狋·犌狋

犘狋 ＝
犣狋

狉狋
×

烅

烄

烆
１００％

（２）

其中，Δ犃
狋
＝犃

狋
－犃

狋－１。

式中：犣狋表示狋年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犃狋表示狋年海洋经济各产业产值

占海洋经济总产值比重所构成的行向量；犌狋表示

狋年海洋经济各产业产值增长率所构成的列向

量；犘狋表示犣狋占当年海洋经济总产值增长率的

百分比。

２２　数据处理结构分析

根据式 （２）可计算出福建省１９９７—２００９

年各年的犣值 （图２），全国及部分沿海省市犘

值详见表２。

图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

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由图２可知，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犣 值较小；

１９９９年由于海洋第二产业产值迅速增长，所以

犣值变化明显，占海洋经济总产值增长率的比重

达到５８９．６２％；２００１年，海洋三大产业产值快

速增长，基本与海洋第一产业产值持平，犣值显

著变大；从２００５年以后，福建海洋三大产业结

构逐渐优化，福建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

重明显增加，２００６年犣值达到最大值，表明海

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的贡献变大。

由于２００５年前后，中国海洋统计口径发生变

化，因此将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作为一个阶段，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为另一个分析阶段，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福建犣

值的 平 均 值 为 ０．３９６５，犘 值 的 平 均 值 为

１１３．０４％ ，由此可知，福建海洋经济总产值的

增长 有 １１３．０４％ 是 由 海 洋 结 构 变 动 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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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犣值平均值为０．６０３５，犘值的

平均值为３６４．７３％，由此可知，福建海洋经济

总产值的增长有３６４．７３％是由海洋结构变动所

致。而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广东的犘 值

的平均值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期间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期 间 分 别 为 １０．３８％、５２．５４％、６９．９９％、

３１．６６％、６．５５％ 和 － １７４．４２％、５．１１％、

６１．０２％、－１５．６１％、－６２．３３％ （表２），以上

数据说明，福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

总产值的贡献高于部分沿海省市，并且福建海

洋产业结构布局由 “一三二”向 “三二一”的

转变，对海洋经济的贡献明显增大。

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全国及部分沿海省、市、自治区的犘值 ％

年份 全国 福建 天津 河北 辽宁 浙江 广东

１９９７ ５．２９ ２．５０ ５４．９３ ０．５１ １２．５０ １．２９ ３．５２

１９９８ １３．６２ ２６．３２ －７．７０ １９３．７４ ５７．７０ ３４．８５ －２６．９４

１９９９ ０．１９ ５８９．６２ ０．０６ ２７３．９８ ４０１．４９ １０．７０ ４．２４

２０００ ６．４５ ６７．６９ ２０．９２ －１４４．２４ ５８．９７ １５．４９ １０．７０

２００１ ４２．３５ ３０７．４６ ８．６６ ９３．５２ １３．２０ １０６．１４ ２２．５６

２００２ ２．２６ ４５．６４ ２．３０ ０．７６ ５．５２ ２８．４４ ０．８９

２００３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９ ０．６１ ２１．６５ ５．１９ ８１．２６ １２．４１

２００４ １．２６ ６．７６ １２．４５ ３１．５７ ５７．５６ ３．３８ １３．２５

２００５ ０．７１ －３８．９２ １．１７ １．３３ １７．７４ ３．４２ １８．２８

２００６ １８７．６４ １８５９．４６ －８８３．６０ ２９．６５ ２５１．０２ －９０．１１ －３４８．６４

２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６４ ０．６９ ２．０４ ０．３７ １．０５

２００８ １．２０ ０．３８ １．２６ ０．０１ ０．９６ ４．５１ １３．２６

２００９ ０．５３ ２．６８ ８．４５ －６．１２ ３３．３３ ３．７７ ４．４０

３　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的偏离－份

额分析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一种分析国内外区域

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方法，该分析方法由美

国经济学家Ｄａｎｉｅｌ（１９４２）和Ｃｒｅａｍｅｒ（１９４３）

相继提出，后经Ｅ·Ｓ·邓恩、埃德加·胡佛和

Ｄｕｎｎ （１９６０）等学者总结并逐步完善，成为研

究区域经济增长有效的统计方法之一［２］。偏

离－份额分析法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因素两个

方面解释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３］。其基

本思路为：将区域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

（犌）分解为３个分量，即份额分量 （犖）、结构

偏离分量 （犘）和竞争力偏离分量 （犇），反应

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并揭示一个区域

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势和自身竞争力强弱，以找

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部门，从而确

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主导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

原则［４－５］。

３１　模型设定

本文设立如下偏离－份额模型来分析福建海

洋产业，标准区域用犢 表示，研究区域用狔表

示。假设区域在经历了 ［０，狋］时段后，经济总

量和结构均已发生变化，０表示基期，狋表示报告

期。假设犢０、犢狋分别表示基期和报告期标准区域

经济总规模，以犢犻０、犢犻狋（犻＝１，２，３）分别表示标

准区域第犻产业在基期和报告期产值，相应的狔０、

狔狋表示研究区域的基期和报告期经济总规模，狔犻０、

狔犻狋（犻＝１，２，３）表示研究区域第犻产业基期和报

告期产值。犚犻表示标准区域相应产业部门经济规

模的变化率，狉犻研究区域犻产业部门经济规模的变

化率，以标准区域各产业部门所占份额将研究区

域各产业部门规模标准化用狔′犻表示。

在 ［０，狋］时段内，研究区域第犻产业部门

的增长量用犌犻表示，则关系式：

犌犻＝狔犻狋－狔犻０ ＝犖犻＋犘犻＋犇犻

其中，犖犻＝狔′犻·犚犻；犘犻＝ （狔犻０－狔′犻）·犚犻；犇犻＝

狔犻０·（狉犻－犚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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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犜犻表示总偏离分量，则犜犻＝犘犻＋犇犻

式中：犖犻、犘犻、犇犻分别表示研究区域第犻产业标准

区域增长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竞争

力偏离分量。其中，当犖犻 ＞０表示该研究区域

第犻产业的实际增长率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率水

平，否则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当犘犻 ＞０表示

研究区域第犻产业结构优于全国的产业结构，此

值愈大，说明第犻产业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

献愈大。当犇犻 ＞０时，说明研究区域第犻产业

比标准区域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此值越大，

则说明该研究区域第犻产业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越大。

３２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选取福建、天津、河北、辽宁、山

东、广东６个沿海省、市为研究区域，以全国

海洋产业标准区域，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２００９年

为报告期，选取了２００５年及２００９年全国和６个

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总产值、海洋第一产值、

海洋第二产值、海洋第三产值等数据，利用偏

离－份额分析模型，计算出各沿海省市的偏离

份额分量。

根据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和 《中 国 海 洋 统 计 公 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计算出福建省与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与海

洋第三产业增加值情况如表３所示，而根据偏

离－份额模型，可得到福建及部分沿海省份海

洋产业结构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计算结

果如表４和表５所示。

表３　全国及福建海洋三次产业变动情况

地区 产业
产值／亿元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增量
增长率

福建

海洋生产总值 １５０３．７９ ３２０２．９ １６９９．１１ 狉＝１．１３

第一产业产值 ７５６．７８ ２７２．１ －４８４．６８ 狉１ ＝－０．６４

第二产业产值 ８２．０３ １４０８．９ １３２６．８７ 狉２ ＝１６．１２

第三产业产值 ６６４．９８ １５２１．９ ８５６．９２ 狉３ ＝１．２３

全国

海洋生产总值 １７６５５．６ ３２２７７．５ １４６２１．９ 犚＝０．８３

第一产业产值 １００８．９ １８５７．７ ８４８．８ 犚１ ＝０．８４

第二产业产值 ８０４６．９ １４９８０．３ ６９３３．４ 犚２ ＝０．８６

第三产业产值 ８５９９．８ １５４３９．５ ６８３９．７ 犚３ ＝０．８０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福建海洋产业结构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 亿元

产业 实际增长量犌 区域增长分量犖 产业结构分量犘 竞争力分量犇 总偏离量犜

第一产业 －４８４．６８ ３６．８２ ５９９．８７ －１１２１．３７ －５２１．５

第二产业 １３２３．９１ ３２．２１ ３５．５１ １２５６．１９ １２９１．７

第三产业 ８５６．９２ ２５７．５８ ２７１．３ ３２８．０４ ５９９．３４

生产总值 １６９６．１５ ３２６．６１ ９０６．６８ ４６２．８６ １３６９．５４

表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部分沿海省、市、自治区海洋产业偏离份额分析 亿元

地区 实际增长量犌 区域增长分量犖 产业结构分量犘 竞争力分量犇

福建 １６９６．１５ ３２６．６１ ９０６．６８ ４６２．８６

天津 ７１０．５１ ５６０．１０ ６２２．７３ －４７２．３２

河北 ５９８．３２ １０６．２３ １６２．２３ ３２９．８６

辽宁 １２４１．２９ ２３７．６２ ６２７．３６ ３７６．３２

浙江 １０９３．７５ ６７４．５６ １２３２．３７ －８１３．１８

广东 ２３７２．６１ １３８７．２４ ２１４９．１９ －１１６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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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准确判断福建海洋产业结构效果和

竞争力，根据结构偏离分析表，计算福建海洋

三次产业的相对增长率、结构效果系数和竞争

力效果系数。计算方式如下：

犔＝犠·犝。

其中，

犠 ＝

狀

犻＝１

犓犻０·犢犻狋


狀

犻＝１

犓犻０·犢犻０

：

狀

犻＝１

犢犻狋


狀

犻＝１

犢犻０

；

犝 ＝

狀

犻＝１

犓犻狋·犢犻狋


狀

犻＝１

犓犻０·犢

烅

烄

烆 犻狋

（３）

式中：犓犻０＝
狔犻０
犢犻０
，犓犻狋＝

狔犻狋
犢犻狋
，分别表示基期与报告

期的福建海洋三次产业占全国海洋相应的产业

比重；犠 和犝 分别为结果效果系数和区域竞争

效果系数。若犠＞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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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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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式 （３），计算福建对全国海洋产业的

相对增长率犔、结构效果系数犠 和区域竞争效

果系数犝，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福建海洋产业相对增长率、结构效果系数和竞争效果系数

时期 相对增长率犔 结构效果系数犠 竞争效果系数犝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１．１６５ ０．９９７ １．１６９

３３　结果分析

根据表３至表６的计算结果，在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期间福建海洋产业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从全国及福建海洋三次产业增量与增长率上看

（表３），福建海洋产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１．１３，

远高于全国的水平。海洋第一产业的增长率为

负值，海洋第二产业产值迅猛增加，海洋第三

产业也快速增长。从表４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福建海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然保持高速增

长，其产值有明显的增长和提高，分别超出全

国１２９１．７亿元和５９９．３４亿元，而福建海洋第

一产业则出现负增长现象，总偏离量达到－

５２１．５亿元。由此说明福建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优化主要通过海洋第三产业的地位转化为基

点，由原来的 “一三二”转型为 “三二一”的

产业布局。

从产业结构偏离和竞争力偏离状况上分析

表５，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期间福建海洋三次产业

结构的结构偏离分量 （犘）大于零，说明福建海

洋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

推动力量。从竞争力偏离分量 （犇）上看，福建

海洋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大于零，并且

高于全国平均值的４６２．８６亿元，比天津、河

北、辽宁、浙江等地区高。从表３可看出，海

洋第一产业的竞争能力较弱，低于全国的竞争

水平，海洋第二产业成为主要的提升动力，比

全国平均值高出１２５６．１９亿元，这说明福建海

洋产业的竞争力正不断提高，并且第二产业的

竞争力提升得最快，其次是海洋第三产业。此

外，福建海洋产业间的竞争优势对经济增长也

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增长

的支撑点。

从结构效果系数和竞争效果系数上分析

（表６），福建相对全国海洋经济的相对增长率

（犔）为１．１６５，福建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全

国水平，并且竞争效果系数 （犝）大于１，说明

福建海洋产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并且具有很强

的竞争力。而结构效果系数 （犠）小于１，但是

趋于１，说明福建海洋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

产业部门比重较小，但比重已不断增强，可见

区域总体经济结构虽有调整，但是还未达到理

想的效果。

总体上看，福建海洋第二产业发展快，第

三产业处于优势地位，第一产业较弱，并且出

现负增长现象，但福建海洋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仍高于很多沿海省市，但是结构调整仍需进一

步优化，要实现福建海洋产业结构想 “三二一”

的结构布局，需要在稳定发展海洋第一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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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加快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和海洋第三

产业。

４　结论及政策启发

本研究主要分析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化

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①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间，福建海洋经济发展速度

快，产业结构水平趋于合理化，呈现了 “三二

一”的合理产业布局；② 福建海洋产业结构的

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海

洋产业竞争力提升快速，表明福建海洋产业调

整和优化的成效明显；③ 福建海洋产业结构虽

已初具规模，但三大产业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期间，海洋第一产业的增长率为

负值，表明福建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存

在海洋二、三产业对海洋第一产业的侵蚀；

④ 福建海洋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

比重较小，说明福建应加快发展海洋新兴产业。

因此，福建海洋经济要实现进一步的可持续发

展，建议采用以下策略。

（１）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构建

竞争能力强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海洋产业结

构升级是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要充分发

挥现有的发展基础与优势，加快建设现代海洋

渔业、海洋新兴产业、现代海洋服务业、新型

高端临港工业，并构建竞争能力强、产业布局

合理的海峡蓝色产业带。

（２）发展科技优势，增强海洋自主创新能

力，实现海洋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人才培养

协同发展。在海洋科技对海洋产业的贡献方

面，福建海洋科技能力强，位居全国前列，福

建省应加快对海洋产业的技术升级与创新，实

现渔业、交通运输业及盐业等产业的现代化，

发展海洋高新技术的产业，并在海洋科技发展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海洋生物技术、海洋化

工技术及海洋航运技术等，努力建成极具特色

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并培养和引进高科技人

才。

（３）海洋资源的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统筹

并举。福建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主要限于海

岸带及近海，对远洋和深海开发较少，主要以

开发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和海洋运输业为多，

在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和海洋能源等新兴产业

的发展上仍有待提高，因此，在对海洋资源的

开发利用上，应健全海洋资源的集约利用管理

体系，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加大海洋污染治理力度，做到资源与环境可持

续发展，促进人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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