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第1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113   

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徐忠1,王桂羽1,2

(1.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2.江阳城建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泸州 646000)

收稿日期:2022-03-30;修订日期:2022-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地流转引起的农业资本投入变化研究”(15BJY100).

作者简介:徐忠,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投资与海洋经济

通信作者:王桂羽,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

摘要:海洋产业集聚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文章使用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区位熵法测度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海洋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研究发现:(1)海洋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形成以海南、福建为主的第一产业集

聚区,以天津为龙头的第二产业集聚区和以上海为领先的第三产业集聚区。海南、天津和上海作

为我国海洋产业的强集聚区但集聚水平有所减缓。(2)资源禀赋、潜在市场、劳动力规模、对外开

放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均显著提升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海洋科技创新水平不足导致对第二产业

的发展不能形成有力支撑,高学历型人才的缺乏制约了海洋各产业的集聚化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的发展已经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应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并适度控制集聚规模,加快海

洋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海洋产业集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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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industryagglomerationcanpromot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This

paperusedpaneldataof11provincesandcitiesincoastalareas,measuredthelevelofmarinein-

dustryagglomerationbyusingthelocationalentropymethodandempiricallyanalyzedtheinflu-

encingfactorsofmarineindustryagglomerationbyusingafixed-effectmodel.Theresearch

foundthat:(1)therewasobviousspatialheterogeneityinmarineindustryagglomeration.Ithad

formedaprimaryindustrialagglomerationareadominatedbyHainanandFujian,asecondary
industrialagglomerationareaheadedbyTianjin,andatertiaryindustrialagglomerationarea

headedbyShanghai.Hainan,TianjinandShanghaiwerestrongagglomerationareasforChina's

marineindustriesbutthelevelofagglomerationhadsloweddown.(2)Resourceendowments,



11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potentialmarkets,laborscale,degreeofopeningupandfixedassetinvestmenthadsignificantly
improvedthelevelofmarineindustryagglomeration.Lowerlevel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

novationconstrainedthedevelopmentofthemarinesecondaryindustry,thelackofhighlyeducated

personnelhadrestrictedtheagglomerationofmarineindustries.Andthedevelopmentofsecondaryand

tertiaryindustrieswasnolongerdependentontraditionalinfrastructure.Advantageousindustries

shouldbedeveloped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andthescaleofagglomerationbemoderatelycon-

trolled,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andtalentteambuildingshouldbeacceleratedtopro-

motetheagglomerationanddevelopmentofmarineindustry.

Keywords:Marineindustry,Industrialagglomeration,Locationquotient

0 引言

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

要途径,也是提升我国经济的新引擎。当前我国海

洋经济发展呈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相对地位逐渐

削弱的态势。2006—2018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9.84%下降至9.27%,海洋

生产总值增速从18%降低至6.7%,增长速度减缓

了62.78%。因此,探寻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

有效途径是当前研究的首要任务。海洋产业作为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海洋产业的有效集

聚可以完成区域内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合理配置与

流动,对于促进区域内海洋创新、带动海洋产业的

快速持续发展、完成国家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早在2013年,我国就已形成八大海

洋产业聚集区。近年来,这些沿海地区的海洋产业

集聚水平如何,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 不同产业

类型间是否存在差异? 在新时代,探讨上述问题对

于优化我国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构建我国海洋产业

合理布局、促进我国海洋产业发展以更好地建设海

洋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海洋产业集聚相关研究成果

空间集聚度是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态势的真实

反映,对海洋产业集聚水平进行研究,为沿海地区

凸显海洋产业集聚效应以及构建合理海洋产业布

局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以往文献大多基于海洋产

业集聚的经济带动效应、生产效率等角度展开,关
于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研究较为缺乏。高原

等[1]运用区位熵测度沿海海洋产业集聚程度,发现

中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已形成了天津、上海、福建、

海南4个较强集聚区。赵珍[2]同样利用区位熵法进

行测算,发现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呈现

区域分布不均衡特征。黄林等[3]也运用区位熵法对

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产业聚集度进行了测算与

分析。上述研究多从整体角度去测度海洋产业的

集聚水平,并未对海洋产业划分类型以便考察不同

产业类型间集聚水平存在的差异,区位熵法是最常

用的测度方法。

探讨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寻找促进海

洋产业集聚的动力,有利于提升沿海地区海洋产业

集聚化水平。当前,学界关于海洋产业集聚的影响

因素的探讨多为定性分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资源禀赋、海洋政策、产业配套设施等方面的差

异会影响到海洋产业的聚集度[4]。纪玉俊[5]认为资

源禀赋为产业集聚奠定了发展基础,而区域经济差

异、海洋政策倾向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约束也会对海

洋产业集聚的产生影响。Benito等[6]认为需求、竞

争、战略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海洋产业集聚形成的重

要因素[6]。也有少数学者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和研究。刘彦军[7]研究表明海洋资源富集度对海洋

产业具有异质性作用,可以促进第一产业形成空间

集聚,但对海洋第二、三产业集聚产生限制。纪玉

俊等[8]研究发现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是促进海洋产

业集聚的显著因素,而劳动力市场共享、地方政府

竞争和对外开放对海洋产业集聚均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但不显著。徐胜等[9]认为创新驱动是促进海

洋产业集聚的重要动力。

综上所述,以往文献对海洋产业集聚的定性研

究较多,但专门针对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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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量研究较少,且研究多将海洋产业作为整体,

缺乏对不同类型产业间集聚水平差异的考察。为

此,本研究以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

产业集聚水平及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从总体和细

分产业类型两个角度进行讨论,力求真实反映沿海

地区海洋各产业集聚水平并针对影响海洋产业集

聚的因素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沿海地区海洋产业

集聚水平建设提供精准有效的决策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

区位熵相比于其他测算方法,不仅能有效消除

地区间因规模差异产生的误差,还可以准确地反映

海洋产业集聚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10]。因此,为了

全面、准确地测算沿海地区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本

研究参考刘新智等[11]的研究,运用区位熵方法对我

国海洋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具体而言,首先通

过计算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第一、二、三

产业的区位熵,然后依据各产业相应的权重进而计

算各地区海洋产业的整体集聚水平。对海洋第一、

二、三产业的区位熵的计算公式如下:

LQij =(xij/yi)/(Xj/Y) (1)

式中:LQij为i城市海洋第j 产业区位熵;j 为海洋

第一、二、三产业;xij为i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

第j产业总产值;yi为i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生

产总产值;Xj为全国海洋第j 产业生产总产值;Y
为全国生产总值。

其次,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某一地区的海洋产

业总体集聚水平,保留各地的产业结构特点,按照

加权平均的方式对海洋产业总体集聚水平进行计

算,具体公式如下:

LQi=∑
3

j=1
wijLQij (2)

式中:LQi为i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产业综合区

位熵;LQij为i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第一、二、三

产业区位熵;wij为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权重,其

值由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第一、二、三产

业占该省(市)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获得。

2.2 海洋产业集聚影响因素模型设定

为了探寻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

因素,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并基于数据可得性综合考

虑,构建包含资源禀赋、科技创新、潜在市场、劳动

力规模、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7个

方面因素的海洋产业集聚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

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LQit=β0+β1lnreit+β2lnstit+β3makit

+β4labit+β5opit+β6lninvit+β7humit+εit

(3)

式中:LQit为i省(自治区、直辖市)在t年的海洋产

业集聚水平;lnreit、lnstit、makit、labit、opit、lninvit和

humit分别为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第t年的

资源禀赋、科技创新、潜在市场、劳动力规模、对外

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人力资本;εi 为随机扰

动项。

2.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

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06—2018年的数据对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对于缺失的数据进行插值处理。下面对各变量定

义进行简要说明。

被解释变量: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海洋产业集

聚水平变量由上文式(2)计算得出,记为LQ1。为

了消除因不同计算方式产生的误差问题,也采用地

区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除以全

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这一计算方

式来测度该地区的海洋产业集聚水平,记为LQ2。

解释变量:包括资源禀赋、科技创新水平、潜在

市场、劳动力规模、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

资本。①资源禀赋使用各地区在当年的港口货物

吞吐量来衡量,该值越大,表示地区发展海洋产业

的自然基础越好,相比以往研究使用海洋捕捞产量

来衡量自然资源,该指标作为海洋重要基础设施更

能涵盖对海洋第二、三产业的影响。②科技创新选

取各城市获得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测度指标,该指标

能真实地反映该地区当前的科技创新成果,越注重

科技创新的地区越能满足海洋产业发展所需的技

术支持。③潜在市场采用海洋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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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该地区当年的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某一地区

的潜在市场越大,其越具有形成海洋产业集聚区的

优势。④劳动力规模采用涉海就业人员占地区总

人口比重这一指标来表示,地区涉海就业规模越

大,越能为海洋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撑。⑤
对外开放使用各地区当年获得的对外投资金额占

当年GDP比重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

于海洋产业发展。⑥海洋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全部

固定资产投资与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的乘积来近似表示。地区对海洋投资的力度越

大,越有利于海洋产业的发展。⑦人力资本使用大

专及以上学历占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地区积累

高级人力资本越强,越能为海洋发展注能。为控制

异方差的影响,对资源禀赋、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固

定资产投资这3个变量都进行对数化处理。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1 Variable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集聚水平1 143 1.292 0.776 0.355 3.273

产业集聚水平2 143 1.926 0.947 0.557 3.913

第一产业集聚水平 143 1.554 1.980 0.012 8.144

第二产业集聚水平 143 1.060 0.630 0.262 2.984

第三产业集聚水平 143 1.12 0.622 0.292 2.641

资源禀赋 143 3.804 0.858 1.599 5.165

科技创新 143 3.651 1.933 0 7.007

潜在市场 143 1.855 0.928 0.524 4.169

劳动力规模 143 7.480 4.216 1.182 15.11

对外开放 143 0.718 0.715 0.116 5.710

固定资产投资 143 13.03 1.247 8.935 15.55

人力资本 143 16.52 9.605 3.720 48.19

3 实证分析

3.1 海洋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3.1.1 海洋三次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了解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洋产业的集聚状态与变动趋势,运用区位熵模型

分别测算了沿海各地区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集

聚水平,如表2所示。一般而言,当区位熵数值大于

1时,表明该地区已经形成产业集聚,且系数越大则

表明地区产业集聚越明显;而当区位熵小于1时,表

明该地区尚未形成产业集聚现象。根据这一标准,

依据表2中海洋各产业集聚水平均值,将沿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划分为3种类

型。第一种类型为海洋产业集聚优势区域,区位熵

均值在2分以上,认为处于这一区域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在该行业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第二种类

型为海洋产业集聚潜力区域,区位熵均值在1~2之

间,处于这一类区域的海洋产业具有集聚特征,但

其集聚水平的发展潜力较大,仍有一定的提升空

间。第三种类型为海洋产业集聚劣势区域,区位熵

均值小于1,处于这一类区域的海洋产业集群基础

较弱,不存在具有集聚特征。

从海洋第一产业的集聚水平来看,整体上,我

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第一产业集聚水平在空间分布

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海南和福建是我国第

一产业集聚优势区域;辽宁、山东、广西和浙江也已

具备一定的产业集聚优势;河北、天津和上海为我

国海洋第一产业集聚劣势区域,集聚特征并不明显

或未形成产业集聚。海洋第一产业主要是以包括

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在内的海洋渔业为主。从测

算结果可以看出,海南和福建对于发展我国海洋第

一产业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当然,辽宁和山东在

这方面的集聚优势也比较突出。这主要是因为这

些省份的自然条件较好,海洋物种资源丰富、地理

位置优越,为发展海洋第一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海洋第二产业的集聚水平来看,天津在我国

海洋第二产业上具有突出的集聚优势,上海的优势

也比较明显,但两个城市间的集聚水平已出现下降

趋势。我国海洋第二产业主要涵盖海洋制造、化

工、工程建筑、水产品加工等沿海工业,这些产业的

发展除了依赖于自然资源环境之外,还需要技术为

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天津在资源环境和技

术创新两方面一直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支撑着海

洋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但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因产业高集聚而产生的拥挤效应已开始制约海洋

第二产业的发展,逐渐削弱了海洋第二产业的集聚

程度,需要适度控制第二产业的集聚规模。

对海洋第三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分析发现,上

海和海南是我国海洋第三产业的集聚水平优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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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福建、天津、广东、山东等已在海洋第三产业上

形成产业集聚,且绝大多数地区聚集水平保持平稳

或呈下降趋势。海洋第三产业主要是以滨海旅游

和交通运输等服务业为主。近年来,海洋第三产业

占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提高,已成为促进

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因此,各地需要不断

挖掘其存在的区位优势,打造特色旅游和完善交通

服务,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表2 2006—2018年沿海地区海洋三次产业集聚水平演化

Table2 2006-2018Theevolutionofthreemarineindustrialagglomerationincoastalareas

年份 辽宁 河北 天津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第一

产业

2006 1.74 0.23 0.09 1.52 0.33 0.04 0.96 2.44 0.77 1.04 5.94

2010 2.10 0.28 0.08 1.39 0.48 0.03 1.27 2.64 0.52 1.28 7.71

2014 1.75 0.31 0.11 1.60 0.58 0.02 1.28 2.40 0.36 1.35 6.88

2018 1.74 0.35 0.08 1.29 0.67 0.01 1.29 2.49 0.47 1.54 8.12

均值 1.83 0.29 0.09 1.45 0.52 0.03 1.20 2.49 0.53 1.30 7.16

排名 3 9 10 4 8 11 6 2 7 5 1

第二

产业

2006 1.13 0.63 2.73 1.07 0.33 2.45 0.62 1.22 0.83 0.35 1.14

2010 0.80 0.42 2.79 1.18 0.60 1.56 0.83 1.41 1.11 0.30 0.73

2014 0.69 0.48 2.78 1.20 0.62 1.35 0.70 1.34 1.24 0.33 0.72

2018 0.59 0.37 2.04 1.39 0.60 1.48 0.64 1.57 1.18 0.38 0.86

均值 0.80 0.48 2.59 1.21 0.54 1.71 0.70 1.39 1.09 0.34 0.86

排名 7 10 1 4 9 2 8 3 5 11 6

第三产业

2006 0.78 0.59 1.42 0.95 0.41 2.64 0.83 1.52 1.16 0.35 2.06

2010 0.83 0.29 1.48 1.03 0.46 2.42 0.87 1.57 1.18 0.31 2.00

2014 0.88 0.40 1.45 1.10 0.44 2.03 0.90 1.60 1.25 0.36 1.80

2018 0.76 0.46 1.42 1.09 0.40 1.92 0.86 1.85 1.23 0.39 1.89

均值 0.81 0.44 1.44 1.04 0.43 2.25 0.87 1.64 1.21 0.35 1.94

排名 8 9 4 6 10 1 7 3 5 11 2

3.1.2 海洋产业总体集聚水平测度及分析

2006—2018年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洋产业整体集聚水平变化特征,如图1所示。

从结果来看,海 南、天 津、上 海 属 于 第 一 类 型 的

海洋产业 集 聚 优 势 区 域,但 其 集 聚 水 平 有 所 减

缓;福建、广东和山东属于第二类型的海洋产业

集聚潜力区域,都 呈 现 缓 慢 上 升 趋 势;辽 宁、浙

江、江苏、广西和河北属于第三类型的海洋产业

集聚劣势区域,未形成产业集聚现象,但总体产

业集聚水 平 比 较 稳 定。由 此 可 见,我 国 海 洋 产

业集聚水 平 在 空 间 上 存 在 明 显 的 不 均 衡 特 征,

具有海 洋 集 聚 优 势 的 地 区 其 集 聚 水 平 有 所 放

缓,其余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较为稳定,需要进一

步提升。

图1 2006—2018年沿海地区海洋产业总体集聚水平

Fig.1 2006-2018Theoverallagglomerationlevel

ofmarineindustryincoastalareas

3.2 海洋产业影响因素分析

3.2.1 总体回归分析

在选择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11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Hausman检验时,P 值为0.0000,表明应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总体回归结果如表3(1)~(2)

列所示。

从(1)列的实证结果来看,资源禀赋的影响系

数为正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然资源

的富裕度对我国海洋产业的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地

区资源禀赋状况为海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科技创新的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可能是

由于当前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不高,仍需要进

一步提升;其次海洋科技的研发多在科研院所或者

各大高校进行,其研发的专利可能存在脱离市场难

以为现实生产助力。潜在市场的影响系数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其影响效果远大于其他因素。说

明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潜在消费市场是产

业发展的首要考量因素,未来推动产业形成空间集

聚需要进一步挖掘当地的消费市场。劳动力规模

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区强

大的劳动力规模为海洋产业的集聚提供了必要的

劳动力支撑,可以为海洋产业发展注入充足的人力

资源。对外开放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程度与产业集聚呈现正相关

关系,即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能为产业发展带来

所需的资金、技术,越有利于海洋产业集聚。固定

资产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区加大投资为沿

海地区发展修建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其次地区加大

对还有海洋产业的投资也表明了政府对该地区海

洋产业的重视程度,为海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

保障。人力资本的系数为负,表明当前沿海地区的

高学历人才普遍流入其他行业,聚集在海洋产业的

人才规模不足,难以满足沿海海洋产业发展的需求。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被解释变量替

换为前文计算出的海洋产业集聚水平2(LQ2)来减

少因不同计算方式带来的误差,同样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第(2)列所示。资源禀

赋、潜在市场、劳动力规模、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

资对海洋产业集聚呈现正向影响,科技创新和人力

资本对海洋产业具有负向影响,这与上述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3.2.2 产业类型异质性回归分析

海洋产业涵盖多个行业,不同类型的行业对生

产要素的需求和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因此,仅从总

体层面去探讨影响海洋产业集聚水平的因素可能

导致偏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基于数据的

可得性,选取海洋产业划分为第一、二、三产业这

3个类型,将各自的区位熵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探讨

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产业集聚水平的异质性,回

归结果如表3(3)~(5)列所示。

表3 海洋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le3 Estimationresultsofmarineindustryagglomerationinfluencingfactors

变量
(1) (2) (3) (4) (5)

总体1 总体2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资源禀赋
0.1106*

(0.0662)

0.0198

(0.0651)

0.2962*

(0.1581)

0.0370

(0.0758)

0.0163

(0.0545)

科技创新
-0.0177

(0.0139)

-0.0039

(0.0136)

-0.0512

(0.0331)

-0.0371**

(0.0159)

0.0329***

(0.0114)

潜在市场
0.3258***

(0.0412)

0.5375***

(0.0404)

-0.1005

(0.0983)

0.5438***

(0.0471)

0.2209***

(0.0339)

劳动力规模
0.0630**

(0.0245)

0.0672***

(0.0240)

0.0647

(0.0584)

0.0607**

(0.0280)

-0.0289

(0.0201)

对外开放
0.0346**

(0.0168)

0.0334**

(0.0165)

0.1728***

(0.0402)

-0.0130

(0.0193)

0.0077

(0.0138)

固定资产投资
0.0864***

(0.0203)

0.1480***

(0.0199)

0.0754

(0.0484)

0.1023***

(0.0232)

0.0375**

(0.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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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1) (2) (3) (4) (5)

总体1 总体2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力资本
-0.0116***

(0.0029)

-0.0056*

(0.0029)

-0.0082

(0.0070)

-0.0054

(0.0034)

-0.0103***

(0.0024)

常数项
-1.0988***

(0.2476)

-1.4943***

(0.2432)

-0.6538

(0.5911)

-1.6423***

(0.2834)

0.4266**

(0.2037)

观测值 143 143 143 143 143

R2 0.630 0.784 0.192 0.699 0.463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由于第一产业主要是以海洋渔业为主,因此在

对海洋第一产业进行研究时,使用海洋捕捞鱼量来

衡量该地的资源禀赋情况。从第(3)列回归结果可

知,资源禀赋和对外开放是影响第一产业集聚水平

的重要因素。地区渔业资源的富集为其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先决条件地区;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利于出口鱼类产品,极大地促进了地区海洋第一产

业的发展。从第(4)~(5)列可知,采用港口吞吐量

指标表示的资源禀赋对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自然资源优势的吸引力逐渐

下降,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已经不再依赖传统的基

础设施。科技创新对第二产业集聚水平呈显著负

向影响,对第三产业发展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说
明当前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仍然偏低,不足以

为依赖高技术发展的海洋第二产业形成有力支撑。

潜在市场和固定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都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对海洋第二产业的发展具

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人力资本对3个产业发展的

影响系数都为负,说明高级人力资本的匮乏制约了

海洋产业的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采用2006—2018年沿海1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在采用区位熵测度海洋产

业集聚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

证分析了我国海洋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所得结论

如下。
(1)沿海地区的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及发展态势

存在明显的分布不均衡特征。分产业类型来看,海

南和福建在海洋第一产业具有领先集聚地位,天津

为海洋第二产业集聚优势区域,上海在海洋第三产

业具有突出集聚优势。总体上看,海南、天津、上海

的海洋产业集聚优势明显;福建、广东、山东海洋产

业集聚实力较好;辽宁、浙江、江苏、广西以及河北

的海洋产业集聚有待进一步加强。

(2)海洋产业集聚影响因素众多,其作用效果

和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从总体产业集聚水平来看,

资源禀赋、潜在市场、劳动力规模、对外开放、固定

资产投资对海洋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其中潜在市场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首要因素。

而科技创新水平不足和高级人力资本匮乏阻碍了

海洋产业的集聚化发展。分产业类型来看,资源禀

赋和对外开放是促进海洋第一产业集聚的显著因

素,海洋第二产业发展依赖地区在潜在市场、劳动

力规模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优势,科技创新和

潜在市场与固定资产投资显著促进了海洋第三产

业的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已经不再依赖于传

统的基础设施。未来需进一步提升海洋科技创新

水平,加强海洋人才队伍建设,探寻新的产业发展

助力。

4.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沿海地区海

洋产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①因地制宜地

发展特色海洋产业。沿海各区域应根据各自在资

源禀赋、科技创新、市场规模、劳动力规模等方面的

优势,明确当地适宜发展的海洋产业类型,通过制

定适宜的产业配套政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举

措,进而提升地区海洋优势产业的发展水平。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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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海洋产业集聚规模。从处于海洋产业发展

集聚优势的地区来看,大多地区的集聚优势都出现

了下降,高集聚产生的拥挤效应会损失掉产业集聚

带来的发展优势,同类企业间竞争加剧促使海洋企

业生产成本、人力成本等大幅增加,还可能会对环

境、资源等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利于海洋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③提升海洋产业的科技发展水平。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同时

鼓励海洋相关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以及企业间的技

术交流,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增加吸引力进而

提高产业集聚水平。④加快建设海洋人才队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和具有吸引力的海洋类人才引进机制,提高涉海就

业人员的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支撑海洋产业的创新

化发展,有效促进海洋产业形成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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