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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东部海洋经济圈所辖3省1市的海洋产业结构和竞争力进行实

证研究,进一步将海洋产业生产总值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根据评价结果将地区分类。

结果表明:从海洋产业结构看,研究区域在区域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3个方面各

有侧重;从整体看,研究区域产业结构较好,上海的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差。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主要包括科学规划海洋产业、加强海洋经济统计、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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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shiftshareanalysis,thispapermadeanempiricalstudyonthemarineindustrial

structureandcompetitivenessof3provincesand1cityundertheeasternoceaneconomiccircle,

andfurtheranalyzedthemarineindustrygrossproductastheresearchobject,andtheregions

weredividedaccordingtotheevaluationresults.Theresultsshowedthat:fromtheperspectiveof

the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theresearchareahad3emphasesintheregionalgrowtheffect,in-

dustrialstructureeffectandcompetitivenesseffect;onthewhole,theregionalindustrialstructure

wasbetter,andtheindustrialcompetitivenessofShanghaiwasrelativelypoor.Onthisbasis,rele-

vant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inthepaper,includingscientificplanning
ofmarineindustry,strengtheningmarineeconomicstatistics,makingfulluseofmarineresources

andoptimizing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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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从过

去的简单粗放逐渐向全方位、精细化、深度开发转

变,海洋经济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提升到

战略性地位。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较

快,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为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东部海洋经济圈海域空间较为广阔,下辖

江苏、浙江、福建3个省和上海1个直辖市,海洋资

源非常丰富,具有巨大的海洋开发空间和发展潜

力,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受自然地理条件、人口数量和结构、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和经济模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东部海洋经济

圈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甚至有较大差

异,这其中既有海洋产业结构布局合理性的问题,

也包括了海洋产业竞争力这一因素[1]。

2 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保持较

快的增长速度,从2006年的8874.8亿元增长到

2014年的23257.1亿元;2014年东部海洋经济圈

海洋生产总值约占当年该地区生产总值的14.4%,

说明海洋经济成为东部海洋经济圈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2014年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

约占当年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的38.3%,说明东

部沿海经济圈在全国沿海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较大的有上海和福建,说明这2个地区的海

洋经济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

2006—2014年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

稳步增长,海洋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海洋第三产业

发展速度较快,海洋产业结构逐渐呈现“三二一”结

构特征(图1)。

3 研究方法

3.1 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偏离份额分析法最初由美国学者 Daniel和

Creamer先后提出,胡佛和Dunn等加以完善[2],用

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偏离份

额分析法将区域经济发展看成是演变过程,认为产

图1 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及

三次海洋产业构成

注:资料来源于2007—2015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业结构和竞争力是导致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

因素,据此解释区域经济演变的原因[3]。在偏离份

额分析法中,某时期该区域经济总量的变动用G 表

示,对照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

标准将G 分解为3个分量:份额分量 N、结构偏离

分量P 和竞争力偏离分量D;这3个分量反映出该

地区的产业结构及竞争力2大优势,探寻区域经济

波动的深层原因,有利于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规划

区域经济发展[4]。

按照偏离份额法,当某区多数产业增速超过标

准区平均水平时,就说明该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相适应,若某区多数产业增速低于标准区平均水

平,就说明该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不适应。在偏

离份额分析法中,竞争力分量反映了区域内涉及竞

争力的相关内容,在排除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外,

其余所有因素都对竞争力分量产生影响,其囊括了

偏离份额分析法中其他2个分量难以表述清楚的部

分[2]。因此,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在优化产业结

构、提升区域竞争力时需要重点关注。

3.2 偏离份额分析法的计量模型

假设研究期为[0,t],bi,0和bi,t分别表示基年和

截止年区域i 的经济总规模。同时,分别以bij,0、

bij,t(t=1,2,…,n)表示在基年和截止年区域i第

j个产业部门的规模,并以B0、Bt表示在基年和截

止年标准区域的规模,以Bj,0、Bj,t分别表示标准区

域基年和截止年第j个产业部门的规模。

rij表示在[0,t]时段内区域i第j 个产业部门

的变化率,且

rij =(bij,t-bij,0)/bij,0(j=1,2,…,n) (1)

  Rj表示在[0,t]时段内全国j 产业部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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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且

Rj =(Bj,t-Bj,0)/Bj,0(j=1,2,…,n) (2)

  将区域i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标准化:

b'ij =bi,0×Bj,0/B0(j=1,2,…,n) (3)

  Gij表示在[0,t]时段内区域i第j 个产业部门

的增长量,可以分解为份额分量Nij、结构偏离分量

Pij和竞争力偏离分量Dij3个分量,且

Gij =bij,t-bij,0=Nij +Pij +Dij (4)

Nij =b'ij ×Rj (5)

Pij =(bij,0-b'ij)×Rj (6)

Dij =bij,0×(rij -Rj) (7)

Tij =Pij +Dij (8)

  Nij为份额分量,表示经过区域标准化的产业

部门按所在标准区的平均增长率发展所产生的变

化量。Nij越大,说明区域i内任一产业按照所在地

区或全国部门的结构比例和平均增长率发展所产

生的变化量越大[5]。

Pij为结构偏离分量,是指区域i的j部门比重

与全国相应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区域i的j 部

门增长相对于全国标准所产生的偏差,其抛开了区

域增长速度与全国的平均速度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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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j为竞争力偏离分量,指区域i的j部门增长

速度与全国相应部门增长速度的差别引起的偏差,

反映区域j部门的相对竞争力。此值越大,说明区

域i的j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5]。

Tij为总偏离分量,反映区域i第j个部门总的

增长优势。区域i总的经济增量Gi可以表示为:

Gi=bi,t-bi,0= Ni+Pi+Di (9)

Ni=(b'ijRj) (10)

Pi= [(bij,0-b'ij)Rj] (11)

Di= [bij,0(rij-Rj)] (12)

Ti=Pi+Di (13)

4 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

4.1 数据来源

东部海洋经济圈及所辖上海、江苏、浙江和福

建3省1市是本研究的研究区域,所用原始数据来

自历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研究时间段为

2006—2014年,其中研究基期为2006年,报告期为

2014年,选用了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三次产业生产

总值等相关数据,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等方面比较

分析了东部海洋经济圈3省1市海洋经济水平与全

国沿海地区的平均发展水平。

4.2 海洋三次产业的偏离份额分析

由表1至表4可知,海洋经济区各海洋产业结

构偏离分量为正,表明该海洋经济区产业结构效应

较好,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的增长所做的贡献与结

构偏离分量的值成正比。同样,部门竞争力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与海洋产业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的值

成正比。

表1 东部海洋经济圈第一产业偏离份额

地区 bij,0 bij,t Gij Nij Pij Dij Tij

上海 3.5 3.9 0.4 0.29 5.13 -5.04 0.09

江苏 65.4 225.6 160.2 5.46 95.91 58.86 154.77

浙江 137.8 378.1 240.3 11.50 202.09 26.18 228.27

福建 169.2 450.6 281.4 14.12 248.14 18.61 266.75

表2 东部海洋经济圈第二产业偏离份额

地区 bij,0 bij,t Gij Nij Pij Dij Tij

上海 1924.2 23180.0 393.8 1368.84 1594.42 -2578.43 -984.01

江苏 547.2 2432.2 1885.0 389.27 453.42 1039.68 1493.10

浙江 736.1 2258.2 1522.1 523.65 609.95 390.13 1000.08

福建 701.3 2026.2 1324.9 498.90 581.10 245.46 8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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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东部海洋经济圈第三产业偏离份额

地区 bij,0 bij,t Gij Nij Pij Dij Tij

上海 2060.6 3983.8 1923.2 1576.45 1679.30 -1339.39 339.91

江苏 674.5 2263.5 1589.0 516.01 549.70 526.11 1075.81

浙江 982.6 2621.5 1638.9 751.73 800.78 88.43 889.21

福建 872.6 2551.2 1678.6 667.57 711.14 296.68 1007.82

表4 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偏离份额

地区 bij,0 bij,t Gij Nij Pij Dij Tij

上海 3988.2 6305.7 2604.75 2945.59 3278.85 -3922.858 -644.00

江苏 1287.0 4921.2 1812.11 910.73 1099.04 1624.650 2723.69

浙江 1856.5 5257.9 1963.90 1286.88 1612.82 504.745 2117.56

福建 1743.1 5028.0 1967.23 1180.59 1540.38 560.747 2101.13

从表1得知,①海洋第一产业增长速度最快、优

势最明显的是福建,其次是浙江和江苏,上海居于

末位;②3省1市海洋第一产业结构分量都为正值,

表明其海洋第一产业的内部结构较好,其中福建的

产业结构优势最为突出;③海洋第一产业竞争力最

高的是江苏,最低的是上海。

从表2得知,①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第二产业

发展势头最好的是上海,其余3个地区的增长速度

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②3省1市的海洋第二

产业结构分量都为正值,表明其海洋第二产业的内

部结构较好,其中上海的海洋第二产业结构优势最

为突出。③江苏的竞争力分量值偏大,表明其竞争

力较强;上海的竞争力分量值为负值,表明竞争力

较弱。

从表3得知,①上海最具增长优势,发展速度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3个地区的海洋第三产业的

发展势头也较好。②3省1市的产业结构分量都为

正值,表明其海洋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较好,其中

上海的产业结构优势最为突出。③江苏的竞争力

分量最高,海洋第三产业竞争力最强;福建和浙江

竞争力也较强,竞争力优势给其海洋第三产业的增

长带来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4.3 海洋产业总偏离份额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2006—2014年东部海洋经济

圈所辖3省1市的总偏离分量有较大的变动幅度。

①江苏、福建和浙江3个地区的总偏离分量大于零,

表明这3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②上海的总偏离分量小于零,表明其海洋生产

总值的实际增长额比按全国比例增长的份额小,增

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③总偏离分量江苏

排在第1位,表明在东部海洋经济圈中江苏地区的

增长优势最突出、发展势头最好、海洋产业综合竞

争力最强。

在产业结构偏离分量方面,4个地区的产业结

构偏离分量正值,表明其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优

势,产业内部之间的结构较为合理,这种优势有助

于促进海洋产业的合理化发展,从而能带来一定的

经济效益。

除上海以外,其余的3个地区竞争力分量均为

正值,表明其在竞争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

势有助于促进海洋经济增长并带来经济效益。其

中,江苏的竞争力分量为最高,而上海的竞争力分

量为最低,二者相差较大,表明二者在竞争力方面

差距较大。

4.4 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产业的发展分类

按照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存在的差异,

将东部海洋经济圈3省1市划分为不同的发展类别

(表5)。



3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表5 东部海洋经济圈偏离份额区域分类

区域分类 特征 地区

第一类 P>0,D>0 江苏、浙江、福建

第二类 P>0,D<0 上海

第三类 P<0,D>0 —

第四类 P<0,D<0 —

第一类海洋经济地区: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大于

零,竞争力偏离分量也大于零,该组合有较强优势;

第二类海洋经济地区: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大于零,

但竞争力偏离分量小于零,该类海洋经济区域拥有

较好的产业结构,但是产业竞争力较差;第三类海

洋经济地区:区域中的产业结构分量为负,但竞争

力分量为正,该类海洋经济区域产业竞争力较强,

但产业结构较差;第四类海洋经济地区:区域中的

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分量均小于零,该类海洋经济区

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均不利于海洋经济

增长。

5 建议

针对上述情况,需对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产业

的发展进行清晰地梳理,进一步明确各地区海洋产

业发展的优势,同时暴露出制约各地区海洋经济发

展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1)科学规划海洋产业发展。东部海洋经济圈

各地区发展并不均衡,各地区的海洋产业特点鲜

明,因此各地区要认真分析当前的发展现状,明确

自身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科学规划海洋产业发展,

缩小区域间海洋经济发展的差距,确保地区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

(2)加强海洋经济统计工作。海洋经济的快速

发展对海洋经济统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海洋

产业结构及竞争力的分析评价需要更完善、更精准

的数据作为依托,因此,应该全面完善海洋统计体

系,拓宽海洋统计的范围,缩短海洋统计的周期[6]。

(3)充分发挥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资源丰富的

优势,夯实发展基础。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资源丰

富,但是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为经济优势需要各方力

量互相协调配合,既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

育良好的产业竞争环境,将资源的相对优势转化为

产业特色和市场竞争力[7];也需要管理部门发挥宏

观调控作用,做好海洋管理工作。因此,应根据自

身发展特点,针对资源禀赋优势,提高对资源利用

效率,避免浪费[8]。

(4)合理配置海洋资源,优化配置海洋三次产

业。海洋第一产业资源依赖性强、利用率低;海洋

第二产业新兴海洋产业较多,如海洋生物医药业、

海水利用业等;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较高、吸纳就

业人口多;针对三次产业的不同特点,在政策以及

经营管理等方面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障海洋三

次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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