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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广东海洋经济连续多年位居第一,随着海洋强国强省等重大战略的实

施,广东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鉴于目前很少有学者对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并基于原有数据对最近几年进行预测,以开展深层次的研究来对广东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因此文章根据2007—2016年相关统计数据,建立海洋经济发展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与最后的综合得分,并通过指数平滑法预测未来3年各

一级指标以及综合得分的变化情况,以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针对产业结构分配不合理、海洋科

技创新支撑能力不足、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全过程、提高科技创新力、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等建议。

关键词:广东;指标体系;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熵权法;指数平滑法

中图分类号:F2;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1)11-0027-07

ConstructionandEmpiricalAnalysisofHighQualityDevelopment
IndexSystemofGuangdongMarineEconomy

CHENGManman,CHENWei,YANGRui

(GuangdongOceanUniversity,Zhanjiang524088,China)

Abstract:Guangdong'smarineeconomyhasbeenrankedthefirstplaceformanyyearsinChina,with

theimplementationofmajorstrategiessuchasbecomingamaritimepowerandstrengtheningprovinces,

Guangdong's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isfacingnew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Inviewofthe

factthatfewscholarshadanalyzedtheestablishmentofanevaluationindexsystemforthequalityof

Guangdong's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andfewsuggestions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Guangdong'smarineeconomywerecarriedoutbypredictionsforrecentyearsfromin-depthresearchon

theoriginaldata.Therefore,thepaperestablisheda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qualityevaluationin-

dexsystembasedontherelevantstatisticaldatafrom2007to2016,calculatedtheindexweightandthe

finalcomprehensivescorethroughtheentropyweightmethod,andpredictedthechangesinthefirst-

levelindicatorsandcomprehensivescoresinthenext3yearsthroughtheexponentialsmoothing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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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amorecomprehensiveanalysis.Theresultsshowedthattheirrationaldistributionoftheindustrial

structureneededtobeoptimized,thesupportingcapacityofmarin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

wasinsufficient,andtheeffortstoprotecttheecologicalenvironmentneededtobestrengthened.Based

ontheresearchconclusions,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thatthenewdevelopmentconceptshouldbe

putforwardthroughthewholeprocess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marineeconomy,thesci-

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bilityshouldbeimproved,andtheprotectionofecologicalenviron-

mentshouldbestrengthened.

Keywords:Guangdong,Indexsystem,Marineeconomy,High-qualitydevelopment,Entropy
method,Exponentialsmoothingmethod

0 引言

联合国曾预言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意味着

人类要全面认知海洋、开发利用海洋以及保护管理

海洋。我国拥有300万km2余的主张管辖海域,在

海洋资源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要地[1],新时代发展蓝色海洋经济具有很好的

前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经略海洋,在致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贺信中

又再一次深刻阐述了海洋的重要性,指出海洋孕育

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要地,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在海洋科技方面,要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合作方面,要促进海上互联互通以及各领

域的合作,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在生态环境

方面,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

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贺信精神,广

东省召开专门会议对全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贺信

精神提出要求,以加快推动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进而朝着海洋强省目标迈进。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是指人类对海洋进行开发、利

用和保护等生产活动及相关联活动过程中对海洋和

人类产生的优劣影响[2]。阅读文献发现鲁亚运等[3]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进行实证分析,从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做好

海洋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营造良好的发展政策环境

等方面提出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刘

俐娜[4]以青岛为例,结合近年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而建

立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1—

2017年海洋经济相关统计数据对青岛海洋经济发展

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综合评价。在评价体系问题

上,丁黎黎[5]基于构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判体

系给出了其高质量发展的多种评判标准。笔者在借

鉴其他学者构建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之上引

入新的二级指标———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以对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进行综

合评价,并利用指数平滑法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

况进行短期预测,这将有利于从不同角度观察广东海

洋经济发展情况,并为广东海洋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

提供现实指导依据和提出相应建议。

1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指标选取的可得性、科学可比性以及可操

作性原则,借鉴其他学者构建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笔者从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海

洋环境和综合管理能力方面出发构建海洋经济发

展质量指标体系(表1)。选取2007—2016年数据

对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分析以便更好

地了解其近期发展情况并提出合理建议。数据来

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还有部分指标数据是通

过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熵权法并结合指数平滑法进行研

究。采用熵值法计算体系中的各项指标权重,该方

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能利用多指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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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评价区域之间发展状况。熵是对不确定性的

一种度量,不确定性大小随着信息量大小的变化而

改变,信息量少,不确定性就大,相应的熵也就越

大;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随之熵也就越

小[6]。计算各项指标权重的具体步骤如下。

表1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海洋经济

海洋生产总值 X1 亿元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X2 %

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 X3 亿元

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X4 亿元

产业结构

海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X5 %

海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 X6 %

海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X7 %

科技创新

海洋科研人员 X8 人

科研机构经费收入 X9 万元

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数量 X10 篇

科研机构数 X11 个

海洋科研机构拥有发明专利数 X12 件

海洋环境

海洋类保护区数量 X13 个

海洋类自然保护区面积 X14 km2

海洋当年污水治理项目竣工率 X15 %

海洋当年固体废物治理项目竣工率 X16 %

综合管理能力

港口货物吞吐量 X17 万t

海洋货物运输量 X18 万t

旅客运输量 X19 万人

海滨观测台站分布 X20 个

(1)本体系涉及10个年度和20项指标,m 表示

年份,n 表示指标,且ln0=0,i={0≤i≤10} 

j={0≤j≤20},Xij 是指标的初始值,表示第i个

年度第j 项 指 标 的 测 量 值,yij 为 指 标 标 准 值,

maxXij 和 minXij 是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时:

正向指标采用的公式是

yij =
Xij -minXij

maxXij -minXij

  负向指标采用的公式是

yij =
maxXij -Xij

maxXij -minXij

(2)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ej =-
1
lnm∑

m

i=1
yijlnyij

(3)计算信息熵差异度

dj =1-ej

(4)求各指标权重

Wj =
dj

∑
n

j=1
dj

(5)计算综合得分

Fi=∑
n

j=1
Wjyij

1.3 实证分析

1.3.1 广东海洋经济现状

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25年位列全国第一,海

洋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海洋经济总量的持续

增加[7],使其已经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域之一。此外,通过表2和表3数据也可看出近年

来尽管广东在海洋生产总值增速和海洋生产总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方面整体呈现略微下降趋势,

但海洋生产总值以及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海洋生

产总值比重持续增加,海洋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广

东海洋经济2015—2019年发展情况如表4和表5
所示,数据来源:《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0》。

表2 2015—2019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增速及占比

年份
广东海洋生产总值 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占比/%

总值/亿元 增速/% 地区 全国海洋

2015 14443 9.2 19.8 22.0
2016 15968 10.6 19.7 22.9

2017 17725 11.0 19.8 23.1
2018 19315 9.0 19.3 23.2

2019 21059 9.0 19.6 23.6

表3 2015—2019年广东省海洋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年份
占比/%

海洋第一产业 海洋第二产业 海洋第三产业

2015 1.8 43.1 55.1
2016 1.7 40.7 57.6

2017 1.8 38.2 60.0
2018 1.8 37.0 61.2

2019 1.9 36.4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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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9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构成

产业 产值/亿元 占比/%

海洋相关产业 6847 32.5

主要海洋产业 6820 32.4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 7932 35.1

表5 2019年广东省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构成及其占比

产业 增加值/亿元 占比/%

海洋渔业 499 7.3

海洋工程建筑业 516 7.6

海洋油气业 575 8.4

海洋交通运输业 737 10.8

海洋化工业 832 12.2

滨海旅游业 3581 52.5

其他产业 80 1.2

综上可以看出,广东海洋经济总量以持续增长

态势发展。产业中的海洋船舶工业逐步回暖;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业以复苏态势发展;海洋工程建筑业

得到稳步推进,拥有众多的重点海洋工程建筑项

目,如港口航道等;海洋矿业和海洋盐业生产保持

稳定发展;海洋化工产业、生物医药业集群化发展;

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逐步向示范应用方向发展;海

洋油气开采、海洋渔业和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以及海

水利用业朝着稳中向好的趋势发展。

1.3.2 实证分析结果

本研究基于2007—2016年相关统计数据,通过

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与最后综合得分,其结果如

表6和表7所示。

将广东省2007—2016年海洋经济、产业结构、

科技创新、海洋环境、综合管理能力一级指标设为

Y1、Y2、Y3、Y4、Y5,最后的综合得分设为 Y6,将各

指标得分带入Eviews10,根据指数平滑法预测未来

3年各指标发展得分情况,原始数据绘制的图形是

以黑色线条表示,预测图形将以灰色线条表示。指

数平滑法的特点是能够追踪数据不同时期表现出

的变化且能不断调整对序列中所含短期趋势的估

计,这样对短期进行的预测就会有较好的效果,进

而便于全面地对广东海洋经济近期发展状况做出

评价。预测的2017—2019年广东省各一级指标和

综合得分情况如图1和表8所示。

表6 广东省2007—2016年海洋经济整体发展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海洋经济 0.1939

海洋生产总值 0.0498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0.0458

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 0.0491

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0.0492

产业结构 0.1416

海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 0.0503

海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 0.0457

海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0.0456

科技创新 0.2892

海洋科研人员 0.0481

科研机构经费收入 0.0682

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数量 0.0488

科研机构数 0.0457

海洋科研机构拥有发明专利数 0.0784

海洋环境 0.1858

海洋类保护区数量 0.0460

海洋类自然保护区面积 0.0464

海洋当年污水治理项目竣工率 0.0466

海洋当年固体废物治理项目竣工率 0.0468

综合管理

能力
0.1895

港口货物吞吐量 0.0469

海洋货物运输量 0.0499

旅客运输量 0.0467

海滨观测台站分布 0.0460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所得。

表7 广东省2007—2016年海洋经济发展综合得分情况

年份 海洋经济 产业结构 科技创新 海洋环境 综合管理能力 综合得分

2007 0 0.0931 0.0076 0.0686 0.0369 0.2063

2008 0.0206 0.0741 0.0202 0.1031 0.0268 0.2448

2009 0.0351 0.0660 0.0625 0.0891 0.0422 0.2949

2010 0.0702 0.0587 0.0757 0.0512 0.0727 0.3285

2011 0.0793 0.0600 0.0838 0.0475 0.1260 0.3965

2012 0.1099 0.0490 0.1031 0.0201 0.1199 0.4019

2013 0.1190 0.0508 0.0906 0.0887 0.0809 0.4300

2014 0.1580 0.0513 0.1307 0.0692 0.1565 0.5657

2015 0.1753 0.0578 0.2702 0.0584 0.1611 0.7229

2016 0.1939 0.0592 0.1903 0.0074 0.1781 0.6290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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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级指标和综合得分情况

表8 预测广东省2017—2019年各一级指标和综合得分情况

年份 海洋经济 产业结构 科技创新 海洋环境 综合管理能力 综合得分

2017 0.2162 0.0635 0.1986 0.0420 0.1890 0.7261

2018 0.2378 0.0674 0.2177 0.0399 0.2041 0.7985

2019 0.2593 0.0714 0.2368 0.0379 0.2193 0.8709

  数据来源:软件计算所得。

一级指标广东海洋经济所占权重是0.1939,其

中作为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简称的海洋生产总值所

占权重最高,其反映海洋经济的发展状况,海洋产

业除了基础海洋渔业、盐业产业等,其相关产业涉

及海洋农林业、批发与零售业、海洋设备制造业等。

但是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权重为

0.0458,整体来看是最低的,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和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权重相差无几[8]。海洋经

济方面的得分在2012年以前是缓慢上升,后期广东

海洋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在2016年得分已经达

到了0.1939,通过预测可以看出依然有持续走高

趋势。

产业结构指标权重为0.1416,与其他4个一级

指标相比是最低的。纵观近10年数据,产业结构二

级指标中海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高,海洋第二、

三产业所占比重权重在所有二级指标中是最低的。

另外,产业结构得分2012年以前是曲折变化,尤其

是2007年得分最高,但是之后整体呈下降趋势,在

2013—2016得分下降到最低之后便呈现稳定的慢

速增长态势,通过预测也可以看出未来得分不断增

加。尽管近几年广东海洋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但

是力度有待继续加强。

科技创新指标权重为0.2892,远高于海洋经

济、产业结构、海洋环境、综合管理能力指标权重。

其中海洋科研机构拥有发明专利数权重是0.0784,

在所选所有二级指标中权重最高,其次较高的是科

研机构经费收入所占权重,由此可以看出广东一直

很重视对海洋研发的投入和科技创新。海洋科研

人员和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数量指标所占权重

高于科研机构数指标,从侧面可以看出广东重视加

大对科研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且科研产出成果率较

高。科技创新指标得分一直持续走高态势,仅在

2012年有所下降后得分依然保持增加,海洋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不断创新,政府一直加大

对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视以促进广东海洋经济强省

建设。

海洋环境指标权重为0.1858,仅仅高于产业结

构指标权重。二级指标中海洋类保护区数量权重

较低,海洋当年固体废物治理项目竣工率和海洋当

年污水治理项目竣工率权重相差无几且高于海洋

类保护区数量和海洋类自然保护区面积权重,可以

看出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很重视对污染物的治理

尤其是固体废物的处理。从海洋环境方面得分整

体来看,尽管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但是预测显示

以持续升高态势发展。政府应该制定相应措施持

续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

综合管理能力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一项重

要指标。综合管理能力方面指标权重为0.1895,二

级指标海洋货物运输量权重为0.0499,远高于港口

货物吞吐量、旅客运输量、海滨观测台站分布指标

权重。海洋观测台的建设对于我国海洋经济的发

展和海洋活动监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

所占权重最低,应该适当加大对其修建。从得分方

面来看,在2014—2016年才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不

过通过预测得分可以看出正逐渐提高对其重视。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综合得分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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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年得分不断增加主要是海洋经济和科

技创新方面得分持续升高,海洋生产总值以及海洋

科研机 构 拥 有 发 明 专 利 数 具 有 较 高 的 贡 献 率;

2010—2011年除了海洋环境方面得分有所下降外,

其他方面得分均呈上升态势,综合管理能力方面得

分最高,可见广东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2012—

2014年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得分稳定增加但是科技

创新、海洋环境、综合管理能力得分呈不稳定变化

趋势;2016年相比2015年得分下降,最主要是因为

科技创新和海洋环境方面的得分下降。最后,通过

预测图可以看出未来得分不断增加,呈现良好发展

趋势。

2 结论及建议

广东海洋经济总量每年持续增加,但高消耗高

污染产业居多、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项目开发占用

大量公共海岸带资源等问题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布

局亟须优化。海洋经济效率、科技教育以及生态环

境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单纯从这3个

方面看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不理想。①从

海洋管控方面来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近

海资源被高强度开发利用,深海资源由于设施和技

术的限制以及认识的不足导致开发能力不足。海

洋主管部门与其他涉海单位及统计部门尚未建立

共享的信息平台,海洋基础数据库准备不足,另外

在开发、利用、保护和综合管理海洋资源方面协调

管控能力不足,缺少部门间重大用海项目沟通机

制[9]。②从科技创新方面来看,综合性的海洋大学

比较缺乏,高层次人才数量相比其他沿海省份较

低,广东省毕业的博士、硕士、本科各层次人数低于

辽宁、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浙江,与海洋经济大

省的位置不匹配[10]。海洋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足,

缺乏大型的能够参与国际化合作的海洋科研机构。

研发投入方面缺少有效的投入机制,与山东等省份

的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有较大的差距,尽管拥有较多

的科技论文数量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低,缺乏

核心竞争力,不利于海洋科技产业园区的建立。

③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来看,涉海企业生产方

式落后,产品技术水平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另外沿海城市聚集着

较多人口,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

破坏,尤其是对海洋保护区带来严重的冲击,降低

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严重影响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2.1 强化党的领导,组建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

切实加强党对海洋强省建设的全面领导,推进海

洋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筹备组建省委海洋发展委

员会,推进海洋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对跨区域跨部门

面临的重大问题,对重要发展领域面临的技术等各方

面问题都要及时组织开展大学习、进行深入调研工

作,以更好发挥省委省政府统筹协调推进海洋工作的

优势,同时督促各部门及时落实海洋强省责任和任

务。另外,省政府基于当前实际对海洋经济发展制定

顶层设计,做好调查后出台专项发展规划,充分发挥

委员会职责以促进广东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2 将新发展理念贯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

过程

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融入

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围绕建设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加速提升“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

装备、海上风电”等六大海洋支柱产业,加速壮大海

洋电子信息等三大海洋新兴产业,着力培养海洋数

字等三大未来海洋潜力产业,聚力打造万亿级海洋

产业集群,确保海洋经济总量全国第一的优势地位

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群以推

动海洋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调整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布局,充分发挥政府

政策的引导作用,对传统海洋产业进行升级,不断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海洋现代服务业;重
视涉海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加快与龙头企业、制
造业基地进行合作,还要积极利用与沿线国家的蓝

色伙伴关系吸引跨国企业在广东设立分支机构以

加强合作,最终实现海洋产业规模的扩大;推动陆

海经济统筹发展,构建陆海一体化海洋开发新格

局,统筹海岛、近海海域的发展,促进海陆生产要素

的空间自由流动,加大对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不
断提高海洋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加快广东海

洋经济强省建设。

2.3 提高科技创新力

在国家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号召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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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广东相比山

东和上海人才数量较少,另外由于广东研究海洋的

综合性高校数量微乎其微,更使其在高层次人才数

量上远远落后于山东等地。广东海洋经济总量连

续多年位居第一,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有着申请重大

海洋科研项目的优势,但是创新能力方面的薄弱性

不仅使其容易错失发展机会,最为重要的是也远不

能满足海洋强省战略实施的需求。因此,针对海洋

科技研发投入缺少有效的投资机制等问题,政府要

重视海洋科技的研发,加大对科技创新方面的投

入,定向培养相关人才,不断增加海洋科研人员、机

构的数量和海洋科研机构拥有发明专利数以不断

提高申请国家级海洋科技项目的能力。及时关注

世界海洋科技前沿,加强广东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建设综合性国家海洋科技中心,解决海洋生物

医药业、高端工程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面临的

“技术瓶颈”,不仅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实现更有效

率的发展,对广东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在以复苏态

势发展但是技术水平仍处在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更

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高端

资源要素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聚集,提高科技成果转

化率,培育海洋经济增长极以促进广东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

2.4 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设立省级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基金以重点支持

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相协调。强化对海洋污染的综合治理,广东

要继续加大对固体废物的治理,构筑生态系统修复

工程对污染严重的海洋地区进行整治修复。制定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如设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红线

和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广东尤其是要加大临海工

厂污水排放的限制,严标准淘汰落后的高污染高消

耗的机器设备,依托高科技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循环

开发利用以加强对海洋的保护。加大对海洋类保

护区数量的设定和适当扩大海洋类自然保护区面

积,建设生态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加大各涉海部门

之间的相互配合,统筹规划,发挥区域联动机制的

协同效应。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并协调推进以

促进海洋经济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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