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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对海洋产业加权汇总,构建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

型;实现了长时间序列的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并分析海洋产业供给侧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

全要素生产率的特点与变化趋势。研究表明:我国“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海洋全要素生产

率分别为7.95%、6.99%和7.10%,略有波动;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对海洋经济增长始终位于高位水

平,超过资本、劳动力要素增长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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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paper,themodelof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marineeconomicwasconstructed

basedonthe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Besides,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marineeco-

nomicoflongtimeserieswascalculated.Inaddition,thecharacteristicsandthechangetendency
ofmarineindustrysupplysidecapitalfactor,thelaborforcefactorandtotalfactorproductivity
wasanalyzed.Researchshowedthat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marineeconomicduringtheperiod

of10thFive-Year,11thFive-Yearand12thFive-YearinChinawere7.95%,6.99%and7.10%,

andshowedatrendoffluctuation.Thecontributionoftotalfactorproductivityofmarineeconomic

tomarineeconomygrowthwasatthehighlevel,andwasfarmorethanthecapitalandlaborele-

mentsonthegrowthofmarineeconomic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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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强调了从供给侧出发,推进结构调

整,矫正资本、劳动力、土地、科技进步、管理水平、

政策制度等要素配置扭曲,并以全要素生产率这一

指标来衡量改革效果。

海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和关键

领域。随着海洋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必要开展海洋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相关研究。海洋全要素生产率

是指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不变时,海洋经济产出

量仍能增加的部分。这里的“全部生产要素”指的

是经济增长中有形的生产要素,一般指资本和劳动

力[1]。因此,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是度量除去海洋领

域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以外的,用来解释说明在

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

规模的扩大等一系列措施所带来的海洋经济产出

增加的指标。

关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研究主要基于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可分为两个方

面。一是以海洋经济效率、海洋经济技术效率、海

洋科技效率、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等与海洋全要

素生产率含义相同或相近的指标为对象的测算研

究,测算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2-5]、Malmquist生

产率 指 数 模 型[6-7]、随 机 前 沿 模 型[8]、SBM 模

型[9-10]和指标评价体系[11]等,多从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的角度展开,测算指标与测算结果均存在较大

差别;二是运用复杂模型探讨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

环境约束影响[12-13]、空间关联效应[14]等的研究,该

类研究侧重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总

体来看,现有研究虽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建

模测算,但模型依各自研究目的而建,测算结果多

为估计值,难以得到广泛认可,且缺少长时间序列

的对比。

本研究回归概念本身,基于经典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以《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数据为基准数

据,实现了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构建和具体测

算,并对海洋产业供给侧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

全要素生产率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探讨

分析。

2 模型构建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构建海洋

领域产出的分析模型:

Yt=A0eatKα
tLβ

t (1)

其中:A0 表示基年海洋全要素生产率;t表示研究

期;Yt、Kt、Lt 分别表示研究期内的海洋领域产出、

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α 和β 分别表示海洋领域

资本、劳动的弹性系数,假设存在“希克斯中性”技

术进步,即海洋经济产出增长的规模报酬不变,即α

+β=1(0<α,β<1)。

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ln(Yt)=ln(A0)+at+αln(Kt)+βln(Lt)(2)

对公式(2)进行全微分可得:

y=a+αk+βl (3)

从海洋领域的特殊性出发,综合考虑海洋经济

所涉及的多个产业,将各产业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

投入在增长速度测算阶段进行汇总加权[15-16],得到

本研究的测算模型:

a(t)=
∑
t2

i=1
∑
n

i=1
y[ i(t)*λi(t)]

t2-t1+1

-α
∑
t2

i=1
∑
n

i=1
k[ i(t)*λi(t)]

t2-t1+1

-β
∑
t2

i=1
∑
n

i=1
l[ i(t)*λi(t)]

t2-t1+1
(4)

其中:a(t)表示研究期内的海洋全要素生产率(t∈
[t1,t2]);n 表示海洋领域纳入测算的产业个数;

yi(t),ki(t),li(t)分别表示在海洋领域第i产业

第t期的产出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

增长率;λi(t)表示第i产业第t期在总海洋产业中

的权重;α和β分别表示海洋领域资本、劳动的弹性

系数,本研究选取α=0.3,β=0.7[17-18]。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历

年数据,我国主要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

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

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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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

十二大产业。经初步筛选和可行性分析,确定数据

可支持的8个可测算产业包括:海水养殖业、海洋捕

捞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石油业、海洋

天然 气 产 业、海 洋 交 通 运 输 业、滨 海 旅 游 业。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以上8个海洋产业的产

值总和均占主要海洋产业总值的80%以上,基本能

够有效地反映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情况。

8个海洋产业权重以各海洋产业的产值占比作

为参考依据。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我国“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8个海洋产业的产值情况,

确定各产业权重值(表1)。

表1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8个海洋产业权重值

产业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海水养殖业 0.1844 0.1054 0.1096

海洋捕捞业 0.1757 0.0956 0.0810

海洋盐业 0.0066 0.0046 0.0033

海洋船舶工业 0.0683 0.0704 0.0664

海洋天然气产业 0.0648 0.0705 0.0709

海洋船舶工业 0.0034 0.0045 0.0045

海洋交通运输业 0.1867 0.3069 0.2489

滨海旅游业 0.3101 0.3421 0.4154

3 结果讨论

3.1 海洋全要素生产率

将海洋领域各产业的基准数据代入海洋全要

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得出我国“十五、十一五、十

二五”期间的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7.95%、

6.99%和7.10%(表2)。

表2 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值 %

生产率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产出增长率 11.68 12.86 9.10

资本增长率 9.74 10.10 3.40

劳动增长率 2.74 4.05 1.40

海洋全要素生产率 7.95 6.99 7.10

由表2可看出:一方面,研究期内我国海洋全要

素生产率略有波动趋势,主要原因可能在“十五”到

“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海洋开发

深度与广度均有大幅提高,海域使用面积扩张,海

洋产业基础设施兴建;同时,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大批就业,涉海就业人员增幅明显。在海洋

领域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增长率均上升的情况

下,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趋势。“十二五”期

间,我国海洋经济开始转型发展,注重质量效益,海

洋领域产出和资本、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均明显放

缓,而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则有缓慢回升。另一方

面,我国海洋全要素生产率高过同时期国家宏观层

面的全要素生产率[19-24],说明我国海洋产业发展质

量高。

3.2 供给侧各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

对表2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得到海洋领域供

给侧各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值(表3)。

表3 海洋领域供给侧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值

%

供给侧要素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资本增长 25.02 23.60 11.20

劳动力增长 16.42 22.04 10.80

海洋全要素生产率 68.05 54.40 78.00

由表3可看出,海洋领域资本增长对海洋经济

增长的贡献在研究期内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在海

洋开发利用初期,海洋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海洋资

本的投入,海域使用面积、海洋产业基础设施等的

增加会明显带动海洋经济产出的增加;当海洋空间

对海洋产业分布趋于饱和后,海洋领域资本的增加

对海洋经济产出的影响逐步减弱,“十二五”期间这

一趋势尤为明显。

海洋领域劳动力增长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

同样呈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在于,在本研究的测算

模型中,劳动力要素是用人员数量来衡量,而海洋

经济的转型发展必然伴随着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和

廉价劳动力的淘汰,因此,以数量增长体现的贡献

率会在海洋经济发展稳定后出现下降。

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始终位于高位水平,远

远超过资本、劳动力要素增长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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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可以说,相比于陆域经济,海洋经济增长的内

生动力机制主要为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在海洋开发

利用活动更应加强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我国的海洋全要素生

产率。但限于目前相关基础不足,测算过程仍有改

进空间。随着海洋统计数据日趋完善,有必要进一

步开展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优化和要素细化研

究。一方面,深入探索更具有指向性和显示度的新

指标,修正并优化模型参数;另一方面,开展海洋全

要素生产率的要素细化研究,以更好指导海洋产业

供给侧结构改革,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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