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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根据2006—2016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自治区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和GDP相关数据,

采用变系数模型定量分析了沿海地区海洋第三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我

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并开始由量的增加转变为质的提高,总体海洋产业结构模式

表现为三二一模式,海洋主导产业为第三产业。②沿海11个省 、市、自治区海洋第三产业发展对

区域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因此提出优化升级海洋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海洋第三产业、提升海

洋科技创新水平、构建多元化融资机制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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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mainlyusedthevariablecoefficientmodeltoquantitativelyanalyzetherela-

tionshipbetweenthemarinetertiaryindustryinthecoastalareasandregionaleconomicdevelop-

mentbasedonthedataontheoutputvalueandGDPofthemarinetertiaryindustryin11coastal

provinces(cities)inChinafrom2006to2016.Theresultsshowedthat:(1)Themarineeconomy
inChina'scoastalareashadagoodmomentumofdevelopment,andhadbeguntochangefrom

quantitativeincreasetoaqualitativeimprovement.Theoverall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model

wasathree-two-onemodel,andthedominantmarineindustrywasthetertiaryindustry.(2)The

developmentofmarinetertiaryindustryin11coastalprovinces(cities)hadaroleinpromoting
regionaleconomicgrowth.Therefore,specificsuggestionsweremadetooptimizeandupgradethe

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activelydevelopthemarinetertiaryindustry,enhancethelevelofma-

rine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constructadiversifiedfinancing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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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经济作为沿海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拉动效

应,其发展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经

济发展[1]。2012年,“海洋强国”战略被提升为国家

战略,为我国海洋开发与管理提供了科学系统的战

略指导[2]。2016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

经济的比重为16.4%,其中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9.1%,在海洋一二三产业中居首位。因此,在经济

新常态背景下,对海洋第三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

关系分析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1 文献综述

当前,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Rorholm[3]提出发展海洋产业

能直接拉动国民经济发展,Kildow等[4]根据政府统

计数据,提出加利福尼亚州海洋经济的发展会通过

对当地 就 业 率 的 促 进 而 推 动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

Seung-JunKwak等[5]从产业关系和就业等层面分

析了韩国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Mor-

rissey等[6]则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海洋第三

产业中的海洋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探

讨了其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李福柱等[7]

采用产值份额测算海洋经济的直接贡献率,研究结

果显示海洋第一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

主要体现其对地方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方面,海洋

第二、三产业的带动效应属于较强的间接带动效

应。梁南南等[8]运用耦合关系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

分析法验证了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显

著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李芳等[9]则用灰色关联

法分析出环渤海地区天津海洋经济对地区经济的

贡献度最高,海洋第二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关联程度

最高。张震等[1]利用综合响应度模型及核密度估计

模型,对2001—2013年我国海洋经济对沿海地区经

济发展的综合响应强度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发展关系日趋

紧密,海陆统筹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升。

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多数是以整个海洋产

业为研究对象,而直接针对海洋第三产业和地区经

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目前还很少,本研究基于我国沿

海地区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运用面板数据变

系数模型研究不同地区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于对我国海洋产业优化升

级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出更加针对性的建议。

2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海洋生产总值是衡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之一,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从2006—

2016年 表 现 出 良 好 的 发 展 态 势,从 2006 年 的

21220.3亿元增长到69693.6亿元,其在地区生产

总值中的占比保持在6%左右,但整体表现出增长

的趋势,表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要稍微

快于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发展总体上要

快于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增长率方面来看,

2007年和2008年的增长率在18%以上,2008—

2016年的增长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与2008年

的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关系,2013年的增长率低于

10%,这表明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开始注重发展质

量,而不再一味地追求海洋经济产值高速度增长,

2012年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更是对海洋经济的

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现阶段的任务是不断优化升级海

洋产业结构,大力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图1)。

图1 2006—2016年我国沿海地区海洋

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从产业结构方面来说,2006—2016年整体上我

国的海洋产业发展是二、三产业并重的模式,除

2006年、2010年、2011年海洋第二产业的比重稍微

高于第三产业,其余年份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均稍微

高于海洋第二产业,产业模式逐渐向海洋三产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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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形式靠拢。从沿海各地区来看,上海、浙江、

福建、广东和海南在这10年间的海洋产业结构模式

一直是三二一模式,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和广西

的海洋产业结构模式近两年来由二三一模式转变

为三二一模式,江苏则相反,2009年以后海洋产业

结构模式由三二一模式转变为二三一模式。

3 沿海地区海洋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海洋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

旅游业和海洋科学教育服务等,但纳入海洋经济统

计年鉴的主要是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

海洋交通运输是国家交通运输大动脉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的海洋运输经过近50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目前已成长为世界上重要的海运大国之一,已

初步形成了南、中、北三大国际航运中心框架。我

国有基岩海岸5000km,沿岸有160余个面积在

10km2以上的海湾、深水岸段总长达400km余,有

160余处港址适合建设中级泊位以上的港口,并且

绝大多数常年不冻[10]。2016年我国海洋交通运输

业总体稳定,沿海港口生产呈现平稳增长态势,航

运市场逐步复苏,全年海洋交通运输业实现增加

5699.8亿元,比上年增长2.3%。沿海港口货物吞

吐量84.6亿t,比上年增长3.8%;国际标准集装箱

吞吐量2.0亿标准箱,比上年增长3.6%。2017年,

中国作为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的中心,在全球十大

集装箱港口中,上海港、深圳港、宁波舟山港、广州

港、青岛港、天津港跻身其中,其中上海已经连续

8年蝉联第一大港。2019年全国港口货运吞吐量

累计13951亿t,同比增速为5.7%,其中外贸吞吐

量、内贸吞吐量、沿海港口吞吐量和内河港口吞吐

量增速分别为4.7%、6.1%、4.3%和9.0%。目前

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面临的问题主要有:①我国海

洋交通运输业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较低,与发达国

家地区相差甚远;②有些港口集疏运网络建设相对

滞后,综合配套设施欠缺,集装箱运输物流体系尚

未完善[11];③船舶老龄化问题严重,高技术水平的

船舶、游轮等的比例与我国海运大国的地位不匹配。

就滨海旅游业来说,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

域面积广阔、气候条件多样、海域资源丰富,这些都

为我国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滨海旅游在

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旅游业

较为发达、旅游活动较为活跃的省市大多分布于沿

海地区。2016年我国滨海旅游业稳步发展,规模持

续扩大,已成为中国旅游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滨海旅游业发展规模稳步扩大,邮轮游艇旅游、海

岛旅游、休闲旅游等新业态成长步伐逐步加快,成

为海洋旅游的新热点,全年滨海旅游业实现增加值

12432.8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图2)。我国滨

海旅游业虽然发展势头正盛,但其还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①滨海旅游产品可替代性高,旅游产品基本

上都是海滩、阳光、海水为吸引物,缺乏具有代表性

的旅游活动;②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滨海、海岛等

旅游线路的开发、旅游景点的建设、旅游配套设施

的搭建等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景观,节假日旅游高峰

期旅游人数过多,导致频繁超过环境承载力,再加上

一些游客的个人素质有待提高,乱扔废弃物,污染了

景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图2 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

增加值变化趋势

4 实证分析

本研究先对相关数据取对数处理,然后采用面

板单位根检验来验证面板数据之间是否平稳,之后

采用面板协整检验来验证沿海地区海洋第三产业

产值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

通过F 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择适当的面板回

归模型,定量研究海洋第三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

长的影响。

4.1 变量选择

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口径统一性,海洋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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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采用我国11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海洋

第三产业产值(HS)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标采用

11个沿海地区的区域生产总值产值(GDP)来衡量。

4.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

2006—2016年的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来

源于2007—2018年的《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和《中国

统计年鉴》。

4.3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面板数据伪回归的出现,用单位根验

证海洋第三产业产值(HS)和区域生产总值产值

(GDP)是否平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ADF表示

修正迪克富勒单位根检验,LLC表示 Levin-Lin-

Chu单位根检验,PP表示PP单位根检验。P 值表

示临界值水平概率值。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ADF值 P 值 LLC值 P 值 PP值 P 值

LGDP 61.3084 0.0000*** -11.6353 0.0000*** 159.976 0.0000***

LHS 17.7144 0.7228 -3.6864 0.0001*** 54.0281 0.000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表1的结果来看,除了海洋第三产业产值

的ADF检验未通过,其他的单位根检验都在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因此可以认为LGDP和

LHS两 个 时 间 序 列 是 平 稳 的,无 须 进 行 协 整

检验。

面板数据克服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

的局限性,可以对经济现象做出更为客观准确的

分析。但面板数据回归之前,应通过F 检验确定

面板回归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混合回

归模型,在通过 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是 随 机

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所有面板数据的处理均采

用Eviews10.0完成。检验结果如表所示2。

表2 F 检验结果

统计量 统计量分布 统计量值 结论

F1 F(20,99) 452.1340** 拒绝混合回归模型

F2 F(10,99) 1.91187** 拒绝变截距模型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的置信水平

检验。

表2的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

混合回归和变截距回归。本研究选择变系数回归

模型进行分析,同时 Hausman检验结果的P 值小

于0.1,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选择个体

时期双固定效应,故本研究用双固定效应的变系数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C 8.476588 0.278702 30.41450 0.0000***

_TJ 0.341041 0.038874 8.772961 0.0000***

_HB 0.069836 0.052593 1.327842 0.1876

_LJ 0.183133 0.043500 4.210005 0.0001***

_SH 0.024364 0.075734 0.321708 0.7484

_JS 0.241145 0.043593 5.531711 0.0000***

_ZJ 0.119086 0.047064 2.530280 0.0132**

_FJ 0.263810 0.040469 6.518898 0.0000***

_SD 0.141217 0.044365 3.183052 0.0020***

_GD 0.129782 0.045207 2.870869 0.0051***

_GX 0.252771 0.038229 6.612047 0.0000***

_HN 0.338934 0.044429 7.62835 0.0000***

R2 0.998684

调整R2 0.998225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的置信水平

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以LHS为自变量,以LGDP
为因变量 的 变 系 数 面 板 数 据 回 归 结 果 中,R2为

0.998,调整R2为0.998,拟合度较高,11个沿海省、

市、自治区的回归系数都大于0,说明我国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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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

其中河北和上海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其他地区回归

的P 值都小于0.05,说明除河北和上海以外地区回

归结果都是显著的。对于河北而言,其海洋经济的

发展速度平稳,海洋产业在地区经济占比仅为6%
左右,为沿海地区最低。对于上海而言,虽然其海

洋第三产业占比很高,但其海洋生产总值在地区生

产总值中的占比逐渐降低,从2006年的38.47%降

低到26.49%,海洋经济优势的降低减少了海洋第

三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5 结果与建议

基于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现状分析,我国

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并开始由量的增加转变为质的提高,在海洋产业结

构方面,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海洋产业模式为三二

一模式,海洋主导产业为第三产业,沿海11个省、

市、自治区中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近几年

都在由二、三产业并重不断向第三产业主导转变,

可见我国的海洋产业结构不断向倒金字塔结构演

变。通过对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和区域经济总产值

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沿海地区海洋第三产业对

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介于0.021和0.341之

间,其中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的海洋第三产业产值每增加

1个 百 分 比,其 区 域 经 济 产 值 分 别 增 加0.341、

0.069、0.183、0.024、0.241、0.119、0.263、0.141、

0.129、0.252、0.339个百分比,从长远来看,我国要

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不断高质量发展海洋第三

产业,形成海洋第三产业和地区经济发展互相促进

的良性循环,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优化升级海洋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海洋第三

产业

转型升级海水养殖业、调减控制海洋捕捞业,

努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

加强海洋交通运输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分配利

用港口资源,鼓励港口集约化发展,加强港口发展

和腹地经济的联系,打造大型化、国际化港口;增强

技术性船舶的研发能力,加大资金和技术人员的投

入,提高我国海洋运输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鼓励

造船厂和钢铁厂形成多元化合作,最大化降低船舶

生产成本,增强船舶海运的产能,提升运输能力。

滨海旅游方面,增强旅游产品的特色化和品牌效

应,深挖产品内涵,充分利用滨海旅游资源生态科

普、疗养建设、文化体验等价值,形成丰富的产品体

系,让旅游者获得更多的滨海体验,同时倡导低碳

旅游,避免旅游景区的过度开发,加强环保意识的

宣传,做好旅游市场管理工作。

5.2 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助力海洋经济蓬勃

发展

建立以涉海企业为主体、海洋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鼓励涉海企业与科研

机构等共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快海洋科技创新

平台和海洋科技园区建设,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

力。同时针对海洋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制定相关

鼓励政策,对重大意义的海洋技术创新突破采取研

发经费补贴、研发风险担保等措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鼓励涉海就业人员参加相关海洋科研培训

学习,培养优秀海洋学科带头人,设立专项奖项和

基金鼓励海洋科研项目,建立海洋科技人才信息共

享平台,鼓励专业人才交流探讨。

5.3 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并向海洋经济第三

产业倾斜

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海洋科技发

展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需要充足资金的保

障,构建并完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机

制,弥补海洋产业资金缺口,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

化,提升海洋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做好融资政策的

倾斜工作,建立海洋第三产业专项基金,用于第三

产业设立科技课题、培训技术人员、加强配套设施

建设、增强环保宣传等工作,相关政府部门出台制

定第三产业投融资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企业、社

会团体和个人投资于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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