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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理论与实证研究 

刘大海 ，陈 烨 ，邵桂兰 ，王 晶 
(1．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266061；2．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 266061) 

摘 要：以区域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方法为基础，对产业竞争力 

评估理论和方法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海洋产业特征，阐述 了区域海洋产业竞争 

力的内涵；从科技水平、经济状况、制度背景、资源禀赋、资本实力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 

构建了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选取主成分分析法作为定量评价方法，对中国 

沿海省市的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进行定量评估及比较 ，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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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发展海洋经济逐渐成为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 

新选择。相比陆域经济，发展海洋经济具备诸 

多优势 ，海洋 中拥有 种类众 多、储量 丰富 的重 

要资源，且目前利用程度较小，具有巨大的开 

发潜力与发展空间。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总 

体规模不断扩大，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 

区域海洋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 

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迫切需要对 

沿海地区的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估和比 

较，找出薄弱环节，提出具体解决对策。区域 

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是对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现 

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其实证分析对更加 

深入地认识区域海洋经济，以及制定科学合理 

的区域海洋 经济发展战略 ，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 

国内外对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多是针对理论 

研究与评估技术。国外学者较早就已开展产业 

竞争力方 面的研究 ，哈佛 大学教授迈 克尔 ·波 

特是首位从产业层面研究竞争力的，他提出的 

钻石模型理论以及后来 Cartwright、Dunning、 

Rugman、Cruz、Dong—Sung Cho等在钻石模 型 

基础上的完善和改进，为形成系统的产业竞争 

力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国内学者对产业竞 

争力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显著的学者有 

社科院的金碚博士、邹薇、郭克莎和郑传均等。 

目前，国外学者对海洋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海洋产业发展模式 上，一些发达 海洋 国家运 用 

数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海洋产业进 

行系统、定量的分析研究工作[1]。国内对海洋 

产业竞争力有较深入研究 的学者有殷克东 和武 

鹏等。总的来说，海洋产业竞争力研究相比陆 

域产业竞争力研究要薄弱得多，仅处于起步阶 

段，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1 海洋产业竞争力内涵 

“竞争力”一词最早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而产生，李嘉图等人在研究 国际贸易理论时， 

从贸易资源禀赋角度，将竞争力定义为一种比 

较优势 ]。此后，诸多学者、组织和机构都对 

竞争力进行 了研究 。美 国总统产业竞争力 委员 

会从国家层面 出发 ，将 国家竞争力定 义为 “一 

个国家可以在 自由、公平的市场条件下，生产 

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商品和劳务，并提高其公民 

实际收入的能力”l_3]。波特 (Porter)从效率的 

角度出发，将竞争力定位为生产力或生产率 ]。 

我国中科院金碚教授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 

生产力、销售能力和盈利能力的综合能力，即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 “在国际间自由贸易条件下， 

一 国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的更高生产力，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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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或购买者需求的更多产 

品 ，并持续获得 盈利 的能力”[5]。由于研究 目 

的、角度、方法 以及各 自所处 的时代、社会 和 

文化等背景 不 同，不 同学者对竞 争力 的定义存 

在很大的分歧，目前国内外关于竞争力的定义 

尚未达成普遍一致的认识。 

尽管竞争力 的内涵具有多角度 、多层次 的 

特点 ，且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 而不断更 新、完 

善，但不同定义 的竞 争力却有 一个共通 点，即 

竞争主体在稀缺资源背景下及一定竞 争范 围内 

拥有比其他主体获得更高利益的能力，在市场 

经济中，即是指竞争主体能否以更低价格、更 

高质量、更优服务的产品，持续 占领市场的能 

力__6]。区域海洋产业竞 争力则是 指在海洋 产业 

作为竞争范畴时，相对其他区域竞争主体，获 

得更大利益与发展空间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日本和韩 国等在提 

到海洋产业时 ，较多是针对某 些具体 的海 洋产 

业 ，例如港 口物 流、水产等 ，而我 国海洋产业 

的提法将各种海洋产业进行综合，即海洋产业 

有着包含海洋三次产业在内的综合内涵。为与 

其接轨，关于我国海洋产业竞争力的定义也应 

是一个广义概念。综上，笔者对区域海洋产业 

竞争力的定义是：区域内海洋产业在区域整体 

实力支撑 的基础上 ，相对于另一 区域 能够获得 

更高、更持久的经济效益的能力。其内涵是指 

包含主要海洋产业在内的综合产业竞争力，而 

非针对某一特定海洋产业。 

2 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体 系 

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体系构建是 区 

域海洋产业竞争力定量评估的基础，科学合 

理的指标体系设计对于评估 区域海洋产业竞 

争力，进而制定正确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政 

策具有重要意义。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 

的指标体系应在全面性、合理性和数据可行 

性等 原 则 指 导 下 ，按 照 科 学 的 系统 性 方 法 ， 

在分析海洋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 

行构建 。一方面，海洋产业包含在产业 范畴 

内，其发展受到一般产业因素的影响；另一 

方面，海洋产业发展依托于海洋 ，因而其也 

受到海洋因素的影 响。因此 ，区域海洋产业 

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要综合考虑产业竞争力 

影 响因素与海洋 产业特征 。 

2．1 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科技水 

平、产业人力资本、区域制度背景、产业结构 

及产业资源等因素 ]。 

(1)产业科技水平表现为产业的创新效率 。 

美籍奥地利经 济学家 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生产 

函数的变动，或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 

合，包括 5种形式 ：引入 一种新产 品；采用一 

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i获得一种 

原料或者半成品的新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 

方式[7]。因此科技创新 既包括对 原有知识 的更 

新或获得新 的科学知识 的过程 ，又包括 对原有 

技术的重大改变或是发明一种新生产工艺，提 

高生产力，提高产品质量或者生产更满足市场 

需求的新产品的过程。 

(2)产业人力资本 涉及产业劳动者数量 

及其综合素质。人力资本是指 ，劳动者在后 

天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带来 的非物质形态 

资本，以无形资产的形式表现。产业 的高人 

力资本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 

级、推动产业形成人力 比较优势、为产业形 

成规模经济提供劳动力条件 ，从而带动产业 

竞争力的提升。 

(3)区域 制度 背景泛指产业所处 区域 的制 

度条件。总的来说，制度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 

的概念，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法律法规、社会 

文化和道德规范等，制度条件影响着产业的方 

方面面，例如产权制度往往通过影响资源的利 

用方式和出让方式来影响产业竞争力。 

(4)产业结构是指产业 的组 成部分 以及各 

个部分之问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一般可分 

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 

的优化水平能够对资 源在三次产业 中的配置产 

生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竞争力 。 

(5)产业资源指区域在生产所需资源方面 

的富集程度。资源的富集程度对区域优势产业、 

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某些 

关键资源的稀缺，可能对产业发展形成木桶效 

应，造成资源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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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洋产业特征分析 

我国政府在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GB／ 

T 20794—2006)标准中将海洋产业定义为 “开 

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所进行 的生产和服务活 

动”。根据海洋产业的定义，其产业特征来源于 

产业生产的空间和资源特征，其影响因素主要 

表现为海洋产业创 新、涉海 产业人 力资本 、海 

洋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 

自然资源等。 

2．3 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省级海洋产业 

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省级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析结果 

人均总产值 ★ 

区域经济实力 人均总产值增长率／％ ★ 

竞争力 海洋产业财政支出 ★ 

海洋产业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公路里程 ★ 

铁路里程 ★ 
区域基础设施 

电话覆盖率／％ ★ 
竞争力 

用电覆盖率／％ ★ 

用水覆盖率／ ★ 

金融机构组成结构 ★ 

区域金融资本 金融机构数目占全省金融机构数目比重／ ☆ 

竞争力 保险金额 ★ 

金融机构存款总余额 ★ 

海洋渔业资源总量 ☆ 

海洋矿产资源总量 ☆ 

海洋产业发展 港口航道资源总量 ☆ 

基础竞争力 海洋旅游资源总量 ★ 

海洋产业发展政策 ☆ 

海洋产业发展文化背景 ☆ 

海洋产业结构竞争力 海洋产业结构 ★ 

海洋产业从业人数 ★ 

海洋产业从业人数占地区就业人数比重／ ★ 

海洋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 ★ 

涉海劳动竞争力 海洋专业技术人员 ★ 

海洋专业技术人员占地区海洋从业人数比重／ ★ 

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比重／ ★ 

海洋相关专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 ★ 

海洋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 

海洋产业增加值 ★ 

海洋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 
海洋产业资本 

海洋产业资产贡献率／ ★ 
竞争力 

海洋产业产值利税率／ ★ 

海洋产业固定资产产值率／ ★ 

海洋产业 (产品)产销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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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析结果 

海 洋科研课题数 ★ 

海洋科技发明专利拥有数 ★ 

海洋科技 海洋科技人员数量 ★ 

竞争力 海洋科技人员人均科研经费支出／(千元 ·人叫1) ★ 

海洋科研经费占地区研发经费比重／ ★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 ★ 

注：★为必选指标；☆为可选指标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不同层级的区域海洋产 

业竞争力的比较，建立的指标体系是不同的[8]。 

例如，如果比较的是国家间的竞争力，那么需要 

考虑的因素中应该包含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市 

场运行体制、国内外投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对 

于不同层级的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的比较，需要 

针对具体情况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相应调整。 

3 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估实证研究 

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属于多因素综合 

评价，其评价方法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定 

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前者包括专家会 

议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后者包括主成 

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考虑到变异 

系数法和熵值法对于上述指标体系并不适用， 

而主成分分析法经 多次应 用效果 良好 ，因此选 

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竞争力的评价。 

具体评价运用 SPSS软件完成，以中国沿海 

省市为竞争力评价对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网站和 《全国海洋统计年鉴》 (2005--2009年)。 

通过 SPSS软件分析得到5个主成分F1、F2、F3、 

F4和 F5，及各个主成分的因素构成，其特征值 

分别为 8．487、3．565、2．968、2．059和 1．408， 

累计贡献率达到 88．03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带 

入到各个主成分评价和综合评价模型中，得到各 

个省市海洋产业竞争力的综合排名 (表2)。 

分析运算结果表明，我 国沿海 11个省、 

市、自治区中，产业竞争力排名前三的依次是 

上海、山东和广东。上海市作为中国的经济中 

心，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其社会基础设施、 

金融融资能力尤为突出，且是海洋人才的聚集 

中心，海洋科技实力强，具备发展海洋产业的 

有利条件；山东、广东是海洋产业大省，具备 

丰富的海洋资源，稳定的经济基础，有较强的 

海洋产业竞争力。经验证，评价结果符合我国 

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实际。 

表 2 各省市海洋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排名 

省市 得分 排名 

天 津 0．512 16 5 

河 北 一1．O69 40 9 

辽 宁 一O．361 8O 7 

上 海 1．768 96 1 

江 苏 O．831 22 4 

浙 江 0．079 31 6 

福 建 一O．586 8O 8 

山 东 1．697 93 2 

广 东 1．495 77 3 

广 西 ——2．060 80 10 

海 南 ——2．306 60 11 

4 对策和建议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二五”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开发 

利用海洋的能力。针对海洋产业特点，笔者提 

出了适用于区域海洋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 

并对中国沿海 11个省市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以 

上评价结果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4．1 加强海洋统计工作，拓宽海洋统计范围 

准确全面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是进行区域 

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的基础，为了提高竞争力 

评价和相关决策的准确性，建议国家加强海洋 

经济统计，进一步理顺海洋统计体系，稳定海 

洋统计队伍，增加海洋统计频率，拓宽海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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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范围。不仅为竞争力的评价提供基础，同时 

也为其他与海洋产业相关的管理和决策工作提 

供数据基础和技术依据。 

4．2 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优势海洋产业 

落实 “十二五”规划 纲要 的部署 ，秉承 可 

持续发展原 则，合理 开发利 用海洋 资源 ，与资 

源优势相结合，大力发展各城市优势海洋产业， 

重点发展海洋油气、海洋运输、海洋渔业和滨 

海旅游等产业，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 

综合利用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例 

如，海南省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具备 

良好的旅游资源，其 自然风光在国内外都享有 

美誉，应充分发挥海南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大 

力开发海洋 旅 游 资源 ，建设 海南 国际旅 游 岛， 

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胜地。 

4．3 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改变海洋经济增长 

方式 

发挥海洋科技 工作 的支撑 和引领作用 ，大 

力推进科技兴海工作，加强海洋基础性、前瞻 

性、关键性技术研发，提高海洋科技水平，增 

强海洋开发利 用能力。重点 提高海洋产业 的科 

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支持技术含量高、产业 

化前景广阔的海洋 生物 医药 、海洋 能、海水 淡 

化以及深海采矿业的发展，建设海洋科技园区 

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加快海洋高新技术 

的研发转化速度，提高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 

贡献，从技术上促成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4 改善海洋产业结构。优化海洋经济空间 

布局 

合理分配海洋三次产业比重，努力发展海 

洋生物医药和海洋船舶制造等海洋二次产业， 

鼓励发展就业弹性大、附加值高的海洋第三产 

业，抑制乃至依法关闭高消耗、高污染、低效 

益的海洋第一产业的部分企业，增强可持续开 

发利用能力；优化配置海洋生产要素和资源， 

加强围填海管理和产业用海 平面设计 ，深化港 

口岸线资源整合和优化港 口布局；制定实施海 

洋空间规划，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中 

国海洋产业的区域竞争力。 

4．5 加强海陆统筹，实施海洋产业宏观调控 

加强统筹 协调，完善 海洋产业宏观调 控制 

度 。强化海域开发利用 和环境保 护 ，健全 海域 

使用权市场机制；完善海岛保护规划制度，推 

进无居民海岛的保护性利用，扶持边远海岛发 

展 ；加强海洋产业 生产过程 中的环境 监控与保 

护，统筹海洋环境保护与陆源污染防治，对受 

损害的海洋生态系统进行重点整治修复；控制 

近海资源过度开发，鼓励深远海开发活动，规 

范海域和海岛的开发与利用；完善海洋产业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加大海洋 产业调控力度 ， 

维护海洋经济活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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