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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法”为基础．构建了测算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基本公式，对我国“十五”期

间的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并结合我国海洋科技、经济发展现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科学分析，

给出了提高海洋科技进步贡靛率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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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布局

将进一步向滨海地区集聚。从海洋中获得资源与

财富将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以科技促进海洋开发、兴海富民强国已成为

世纪之交和未来发展的时代要求，科技进步对海

洋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必将更加突出。与此同

时，我国对科技进步指标研究的重视逐渐加大，

许多行业、部门都对其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

算，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因海洋产业的特殊

性，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相对滞后，已不适

应于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和海洋科技不断提

升的迫切需求，亟待加强。

本文在索洛模型基础上，结合海洋行业的特

点，构建了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程，选取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历年原始数据进行了甄

别和还原，测算出“十五”期间的海洋科技进步

贡献率，并结合我国海洋科技、经济发展现状进

行了分析。

一、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内涵和范围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理论内涵到底是什么?首

先要弄清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理论上是一种内

涵的扩大再生产，其原理可以理解为：使一定数

量的生产要素的组合，生产出更多产品(使用价

值)的所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具体可概

括为提高装备技术水平、改良工艺、提高劳动者

素质、提高管理决策水平等几方面。即在影响经

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剔除资金和劳动要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后的部分都称为综合要素贡献。宏观

经济学认为，除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外，唯有技

术水平提高能在中长期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中

长期的综合要素贡献可以被称为科技进步贡献。

具体到海洋上来讲，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的

定义应以海洋科技进步增长率的定义为基础。所

谓海洋科技进步增长率，是指人类利用海洋资源

和海洋空间进行各类生产、服务活动时，在海洋

中或以海洋资源为对象进行社会生产、交换、分

配和消费等活动时，剔除资金和劳动等生产要素

增长对海洋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以外的部分。而该

海洋科技进步增长率在海洋经济增长率中所占

的份额，就是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其在经济学

上的涵义是指海洋经济各行业中的，一定数量的

生产要素的组合生产出更多产品(使用价值)的

所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也可理解为在海

洋经济增长中，除资本和劳动等固定要素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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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素增长所占的份额。

从理论角度分析，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应具

有以下特点：(1)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测算

时间在10年以上为妥，最少五年；(2)相对于劳

动和资本，它对产出的影响是间接的；(3)相对

于劳动和资本，科技的投人与产出往往不成比

例；(4)可从广义理解，也可从狭义理解，其边界

不清楚。

海洋经济涉及多个行业和部门，为了综合

反映海洋类各行业的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整体

增长的贡献，需要对海洋类各行业进行全面测

算，再按照各行业经济总产值在海洋经济整体

中所占的比重，将各行业的科技进步在增长速

度测算阶段进行汇总加权，得出海洋科技进步

增长率，并进一步测算得出海洋科技进步贡献

率。

根据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理论内涵和特

点，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可涉及的海洋产业范围

有：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直接

对从海洋中获取的产品所进行的一次性加工生

产和服务；直接应用于海洋的产品生产和服务；

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

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海洋科学研究、教育、技

术等其他服务和管理范畴不适宜纳人海洋科技

进步贡献率测算。

二、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公式构建

目前，进行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广泛而常用

的方法是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法，这也是国家发改

委、国家统计局及科技部等系统普遍使用的方

法。以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法(又被称为生产函数

法、，I’F’P贡献率法、索洛余值法，来源可借鉴发改

委文件——计科技[1992】2525号文)为基础，本

次测算结合我国海洋科技的特点，通过对八个海

洋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资本增长速度和劳动增

长速度进行行业加权，构建了海洋科技进步贡献

率测算的基本公式，过程如下：

令第i个产业(i=l，2，3⋯8)分别代表海水

养殖、海洋捕捞、滨海旅游、海洋货运、海洋造

船、海洋盐业、海洋油气、海洋天然气等八个行

业：

A：研究期内的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

竹(f)：第i产业l期的产出增长率，其中‘∈

【￡l，f2】；

J}i(t)与厶(t)分别表示I期的资本与劳动投入

增长率，其中t∈【t。，纠；

a与口分别表示海洋产业资本和劳动的弹

性系数；

M代表第i产业在总海洋产业中的权重。

‰，易，∞分别表示．|}m)，磊(f)，以(f)研究区间如

至t：内的平均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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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结论分析

根据2005年海洋统计公报，海洋产业主要

包括海洋渔业及其他产业(25．92％)、滨海旅游

业(29．74％)、海洋交通运输业(17．31％)、海洋

电力(6．42％)、海洋船舶行业(4．81％)、海洋油

气业(4．35％)、海洋工程建筑业(2．16％)、海水

综合利用业(1．20％)、海洋化工业(1．72％)、海

洋盐业(O．73％)、海洋生物医药业(O．28％)和海

滨砂矿业(0．13％)等12个主要海洋产业。经筛

选分析，确定八个可测算行业如下：海水养殖

业、海洋捕捞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货运业、海洋

造船业、海洋石油业、海洋天然气业、海洋盐业。

(有些行业不符合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特点，有

些行业是因为缺少统计指标，有些行业统计数据

不稳定)以上八个行业的产值总和约占总值的

82．14％，能大体反映海洋情况，如表1。

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各行业基准数据均

来自于海洋统计年鉴，基准数据年份是2000—

2005。为避免CPI波动、统计口径调整等情况产

生误差，测算权重时借鉴的基准数据来源于海洋

统计公报的2005年行业产值数据。

将各行业基准数据代人海洋科技进步贡献

表l各海洋产业份额和测算程度

率公式，经调整和验证，得出我国“十五”期间海

洋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平均值为35％。

通过测算可以发现，过去五年里，我国的海

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平均值达到35％，维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上，这说明海洋科技对我国海洋经

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正是这种支撑

作用促使2006年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年均

增长速度达到12．7％。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差距，目前我

国的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和海洋科技经费投入

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不能满足海洋经济发

展的要求，海洋经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的空间余

地还比较大。因此，在“十一五”阶段，海洋科技

进步贡献率要力争达到50％以上。

四、结论与建议

科技进步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和动

力源泉。在生产函数的三大支撑要素中，科技要

素已成为决定海洋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主导影

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提

出如下建议：

(1)应发挥海洋科技工作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面向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搭

建国家、地方的海洋经济和科技力量相结合的科

技兴海综合体系，实施统一规划的管理机制。深

化科技改革，鼓励科技创新，力求改变海洋经济

增长方式，实现以科技进步兴海，以生产力兴

海，使海洋科技成为支撑和引领海洋经济健康发

展的主导力量。

(2)应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进程。围绕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科技需求，构建

国家级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研发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的共性关键技术，源源不断地向海洋产

业提供成熟的产业化技术；同时，搭建“海洋科

技生产力促进平台”，通过激励制度、市场经济

机制、政府监管、现代产权制度等手段加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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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环节，紧密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联

系，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过程，使科

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3)应保障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关键技术

研发投入。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技术攻关

难、经费短缺的社会问题，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资

源进一步向市场转化，政府应加强对科技成果转

化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利用资金的杠杆作用，抓

重点，抓关键，让有限的资金起到最大的效益，

切实做好关键技术攻关的各项保障工作，真正促

进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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