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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滨海旅游业兴起并不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海洋产业之一。文章选取2001—

2020年滨海旅游业产业增加值和海洋生产总值,构建了直接贡献率、间接贡献率和边际贡献率模

型,测算了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结果表明,滨海旅游业的直接贡献率呈上升趋

势,间接贡献率多保持在2%~4%,选定研究期内,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为

40.44%。研究发现,滨海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实力较好,且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发展贡献大,

但其在面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危机时,较难采取准确的措施应对,有时耗费巨大的时间才

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基于上述情况,文章提出加大对后疫情时代政策的扶持力度;推动滨海旅游

业供给侧改革,打造特色滨海旅游产品;加大对滨海旅游业的宣传和营销;培养并引进高素质的旅

游人才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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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coastaltourismhasbeenrisinganddeveloping,andit

hasbecomeoneoftheimportantmarineindustries.Thispaperselectedtheaddedvalueandgross

marineproductofcoastaltourismindustryfrom2001to2020,constructeddirectcontribution

rate,indirectcontributionrateandmarginalcontributionratemodel,andcalculatedthecontribu-

tiondegreeofcoastaltourismto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Theresultsshowedthatthedirect

contributionrateofcoastaltourismwasontherise,andtheindirectcontributionratewasmostly
about2%~4%.Intheselectedstudyperiod,themarginalcontributionrateofcoastaltourismto

GROSSmarineproductwas40.44%.Thestudyfoundthattheoveralldevelopmentlevelof

coastaltourismwasgood,andthecoastaltourismmadeagreatcontributiontothedevelopmen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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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economy,butitwasdifficulttotakeaccuratemeasuresinthefaceofsuddencrisessuchas

COVID-19,andsometimesittookalotoftimetorecovertothenormallevel.Basedontheabove

situation,suggestionswereproposedtoincreasepolicysupportforthepost-epidemicera,promote

thesupply-sidereformofcoastaltourismandbuildcoastaltourismproductswithcharacteristics

inthepost-epidemicera,increasethepublicityandmarketingofcoastaltourism,andtrainandin-

troducehigh-qualitytourismtalents,etc..

Keyword:Coastaltourism,Marineeconomy,Contributiondegree,Grossmarineproduct

0 引言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我

国要发展滨海旅游业的战略任务,由此开始了我国

滨海旅游开发和建设。滨海旅游业是以海岸带为

依托,以海水、阳光、沙滩为主要内容,为满足人们

的精神和物质需求而进行的海洋游览、娱乐、体育

和疗养等活动,包括沿海地区的城市建设、商务活

动等与旅游活动相关的食、住、行、游、购、娱等诸要

素所形成的综合产业。我国拥有丰富的滨海旅游

资源和市场优势,当前滨海旅游业主要活跃于渤海

湾、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和海南这5个区域,而
且国内的消费需求正向品质化和休闲化方向发展,

对滨海旅游的需求旺盛,这极大地促进了滨海旅游

业的发展。

2001年滨海旅游业增加值为1072亿元,占海

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26%,2020年滨海旅游业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滨海旅游人数锐减,邮轮

旅游全面停滞,滨海旅游业增加值为13924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4.5%,占海洋生产总值也由2019年

的20.23%下降为17.40%,相比2001年的比重仍

为上升,表明滨海旅游业在众多海洋产业下仍占有

重要地位,是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当前滨海旅游

业正面临疫情防控常态化、旅游消费需求品质提升

和旅游消费方式多样化等发展趋势,要保持滨海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让滨海旅游业推动我国海

洋经济发展,就要测算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发展

的贡献度,这对于促进滨海旅游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关于滨海旅游业的贡献度研究较少,国内外学

者多关注渔业对海洋经济的贡献。刘慧[1]采用So-

low-Swan模型测算了海洋渔业对海洋经济贡献度。

王俊元等[2]运用产业部门贡献率和 Malmquist指

数对浙江省海洋渔业链条上重点产业及生产效率

进行深入分析。乐家华等[3]以沿海9省为例研究了

渔业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渔业三大产业

及细分行业与渔业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

得出当前渔业生产结构不合理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平瑛等[4]对渔业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分析

与预测,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此外,还有学者

直接对旅游业的贡献度进行研究,宋珍[5]从旅游竞

争力、科教文发展和基础设施3个方面选取了影响

因素,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各指标与旅游业总

收入之间的关联度并排序,得出陕西省旅游业发展

整体较好,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大,但还需采取有

关措施加强竞争力。陈红玲等[6]分析了 H 省旅游

经济发展因素的贡献度,选取了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和服务设施四大类指标进

行实证分析,得出人均GDP、公路里程、第三产业从

业人数与H省旅游业呈正相关关系,并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

关于滨海旅游业的研究中,Kildow等[7]解释了

为什么测算海洋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意义重大,并指

出滨海旅游和海洋运输是海洋经济中贡献较大的

行业。薛永杰等[8]以山东为例研究滨海旅游业在蓝

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对整个经济的贡献,认为滨

海旅游业发展潜力大。周武生[9]对2003—2009年

滨海旅游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邹智深等[10]指

出我国对滨海旅游的研究多集中在资源、产业和产

品及影响上。

滨海旅游业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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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重大,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滨海旅游业发

展受阻。研究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贡献

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状况,

根据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采取合适的应对措施,有
利于滨海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海洋经

济的发展。

2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滨海旅游业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

滨海旅游业引起的海洋经济整体即海洋生产总值

的增长,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又可细分为以下3个

方面。①滨海旅游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创造

出庞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称之为滨海旅游业对于

海洋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②滨海旅游业在发展

过程中,具有带动效应,间接地带动与其相关联的

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进而产生经济效益,这称之为

滨海旅游业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③边

际贡献率,即滨海旅游业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海

洋经济总值变化的测度[11]。

2.1 直接贡献率

滨海旅游业的直接贡献率是指滨海旅游业的

产业增加值占同时期海洋生产总值增加值的比重,

反映了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整体的贡献率,计算

公式为:

m=
Qt-Qt-1

Gt-Gt-1
×100% (1)

式中:m 为直接贡献率;Q 为滨海旅游业的产值;G
为海洋生产总值;Qt 、Gt 分别为第t时期的滨海

旅游业产值和海洋生产总值;同理Qt-1 、Gt-1 分别

为第t-1时 期 的 滨 海 旅 游 业 产 值 和 海 洋 生 产

总值。

2.2 间接贡献率

滨海旅游业的间接贡献率是指滨海旅游业

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乘以海洋生产总

值的增长率,表现为拉动海洋经济增长。计算公

式为:

e=
Gt-Gt-1

Gt-1
×m (2)

式中:e为间接贡献率;m 为直接贡献率。

2.3边际贡献率

参照马宏伟等[12]的方法,把生产函数描述为

Y=F(X1,X2,…,Xk,A),将生产函数进行全微

分,得到:

dY=
∂Y
∂X1

dX1+
∂Y
∂X2
dX2+…+

∂Y
∂Xn
dXn +

∂Y
∂AdA

(3)

式中:Y 为海洋经济的总产出;X1,X2,…,Xk为海

洋经济产业下各个子产业的总产出;A 为相应的技

术水平和经济制度。

对式(3)两边同时除以Y,得到:

dY
Y =

X1

Y
∂Y
∂X1

dX1

X1
+…+

Xn

Y
∂Y
∂Xn

dXn

Xn
+

A
Y
∂Y
∂AdA

(4)

令βi=
Xi

Y
∂Y
∂Xi

表示海洋经济产业的第i子产业的

总产出弹性。令β0=
A
Y
∂Y
∂AdA

表示技术进步对海

洋经济总产出的贡献。

由此建立计量模型来表示边际贡献率:

Log(Y)=β0+β1Log(X1)+…+βnLog(Xn)+ε
(5)

2.4 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2001—2020年的《中国

海洋经济统计年鉴》[13]和自然资源部官网中的《中

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14-15]。其中《中国海洋经济

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均以产业增加值进行公示,查

阅资料后,发现这里的增加值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

加值,是在总产值中扣除部分中间消耗的转移价值

后才得到的新增价值。全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为

2001—2020年共计20年。

3 计算与结果分析

3.1 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

滨海旅游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创造出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而影响海洋生产总值,此时

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产生了直接贡献。由式(1)

可得出每一年的直接贡献率,由于篇幅问题,表1仅

列出部分年份的结果,具体结果如图1表示。

由图1可知,仅2003年直接贡献率为负,笔者

认为可能受“非典”的影响百姓不敢轻易出门,但当

年的海洋生产总值整体而言是增加的,从而导致

2003年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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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同样地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滨海

旅游业增加值下降,但海洋生产总值也是下降的,

最终呈现出滨海旅游业的直接贡献率为正。再看

滨海旅游业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仅2003年和

2020年的比重较上年下降,笔者认为这两年比重下

降同样受“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百姓为了

自身安全和整个社会安全着想,减少了外出旅游。

还有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滨海旅游业占海洋

生产总值的比重虽较上一年有了小幅度的上升,但

这一年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

是下降的,说明滨海旅游业受外部风险的影响较大。

表1 部分年份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

年份
滨海旅游业

增加值/亿元

海洋生产

总值/亿元
直接贡献率/%

2001 1072.0 9518.4 -

2002 1523.7 11270.5 25.78

2014 9752.8 60699.1 31.99

2015 10880.6 65534.4 23.32

2019 18086.0 89415.0 33.46

2020 13924.0 80010.0 44.25

图1 滨海旅游业所占比重和滨海旅游业

对海洋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

2004—2016年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

直接贡献率由15.36%提高到37.32%,尽管滨海旅

游业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此期间均不足20%,

但由于其增速较高,表明滨海旅游业已成为海洋经

济增长的有力增长点。整体研究期的直接贡献率

平均值为18.34%,数据波动上多数表现为先增长

再下降再增长,整体来看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

值的直接贡献率为正且呈增长趋势。

3.2 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间接贡献

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间接贡献体现

在滨海旅游业与其相关的产业联动并相互作用,最

终拉动了海洋经济增长。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

传统产业,张红智等[16]使用皮尔曼相关系 数 和

VAR模型发现海洋渔业与滨海旅游业有较强的产

业关联性,两者相互影响并趋于平稳。2015年国家

出台了有关政策鼓励发展游艇及滨海旅游休闲产

业,邮轮旅游业在滨海旅游业的影响下得到了较大

发展,从而带动海洋船舶工业的发展,由此串联,表

明海洋船舶工业在滨海旅游业的带动下不断优化

升级,提高了发展的生命力,并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式(2)计算出每一年的间接贡献率,分别用

表2和图2来表示。

表2 部分年份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间接贡献率

年份
海洋生产总值

/亿元

海洋生产总值

增长率/%
间接贡献率/%

2001 1072.0 - -

2002 11270.5 18.41 4.75

2014 60699.1 10.93 3.50

2015 65534.4 7.97 1.86

2019 89415.0 7.19 2.41

2020 80010.0 -10.52 -4.65

图2 2002—2020年滨海旅游业对

海洋生产总值的间接贡献率

由图2可知,仅2003年和2020年间接贡献率

为负且相较于前一年下降较多,根据前文的分析,

笔者认为这里产生的原因依旧是“非典”和新冠肺

炎疫情,其余年份间接贡献率较多保持在2%~4%
且均为正值。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间接贡献率

由2007年的3.45%降至2.11%,2009年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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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但2003年的间接贡献率骤降后于2004年得到

了提高。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可能是2003年“非典”

消失得较为彻底,对后续没有造成持久的伤害;金

融危机则不同,其造成的消极影响会持续较久,要

想恢复需要时间;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重创了滨海旅游业,而且疫情也持续至今,笔者认

为新冠肺炎疫情虽得到有效控制,但其持续时间

久,滨海旅游业要想恢复至原先水平是需要时间

的。整体研究期的间接贡献率平均值为1.96%,整

体的间接贡献率呈 W 型,整体表现较为平稳,无法

确定整体呈上升还是下降趋势。

3.3 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

根据式(3)至式(5),通过stata建立多元回归

模型。式(5)中的X1 代表滨海旅游业增加值,滨海

旅游业隶属于海洋第三产业,要想分析滨海旅游业

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不能仅局限于一个产业,国内

多数学者在分析边际贡献率时,直接选择第一、二、

三产业的相关数据,但本研究专注于某一具体产

业,如果也选用第一、二、三产业这类相对宽泛的数

据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笔者分别选

择了海洋第一、二产业中与滨海旅游业有紧密关联

性的产业来做具体分析,即X2 代表海洋渔业增加

值,X3 代表海洋船舶工业增加值。得到回归方

程为:

Log(Y)=2.3850+0.4044Log(X1)   

+0.5407Log(X2)+0.0929Log(X3)

(6)

再对回归结果做一系列检验以确保结果的严

谨,回归方程中可决系数R2=0.9970,表明模型拟

合度较高,有着较好的解释性。模型显著性检验中

P=0.0000<5%,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再对回归

方程做异方差检验,使用estathettest命令,得到

P=0.0625>5%,表明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由此

回归方程通过了相关检验,证明了其结果是显著的。

根据式(6)可知,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

的边际贡献率为40.44%,即滨海旅游业每增加一

个单位,海洋生产总值增加0.4044个单位,同理可

得出海洋渔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为

54.07%,海洋船舶工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边际贡

献率为9.29%,由此可得出,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

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小于海洋渔业但大于海洋船

舶工业,且与海洋渔业边际贡献率有差距,虽然滨

海旅游业在海洋经济产业中占有领先地位,但是其

与海洋渔业这一传统海洋产业相比还有差距。

将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

与直接贡献率和间接贡献率进行比较,发现边际贡

献率与直接贡献率较为接近,表明滨海旅游业对海

洋经济的直接影响较大,亦表明滨海旅游业对海洋

经济的贡献较大,且其发展水平较高,整体实力也

不弱。从间接贡献率看,滨海旅游业在其他产业中

也发挥着作用,但不如直接贡献率大。结合前文对

直接和间接贡献率的分析,可知滨海旅游业受疫情

和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冲击较大,这就需要提出相

关的对策来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

4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从直接贡献率、间接贡献率和边际贡献

率3个角度测度了2001—2020年滨海旅游业对海

洋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得出滨海旅游业对海洋经济

的发展影响较大,且直接影响的程度较高,边际贡

献上虽弱于传统的海洋渔业但整体实力偏好。滨

海旅游业在应对突发事件,如“非典”、金融危机和

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在恢复速度上呈

现差异,滨海旅游业相关主体需要进一步提高应对

风险的能力。

针对上述结论,为促进滨海旅游业可持续健康

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后疫情时代扶持政策的力度。出台政

策扶持遭受疫情重创的滨海旅游业,在资金支持

上,与金融机构沟通,制定促进滨海旅游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放款政策,降低从事滨海旅游业的中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给予从业者补贴,减轻从业者的

资金压力;在税收方面,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如延

缓、减免和降低困难时期税收,落实财政扶持政策,

减轻滨海旅游业复工、复产压力。

(2)推动滨海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打造符合后

疫情时代特征的特色滨海旅游产品。推进基础设

施与滨海旅游的融合,完善住、食、行、娱一条龙的

基础服务设施,促进自驾游和房车旅游的发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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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滨海度假区、集散地等,提

升滨海旅游品质,满足疫情之后,人民渴望亲近海

洋的需求;创新开发独具特色的滨海旅游产品,结

合各地区的地理、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因地制宜,

打造独具特色的滨海旅游产品吸引旅客,繁荣滨海

旅游经济;滨海旅游业还应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

在相关产品研发上进行深耕,如结合中小学研学要

求,开发海洋文化研学产品,平衡滨海旅游淡旺季

收入;发展滨海旅游产业新业态,如大力发展与海

洋有关的养老旅游等新业态,打造“海洋+健康”系

列产品与服务,推动滨海旅游的高质量转型。

(3)加大滨海旅游业的宣传和营销,提升知名

度。除了完善各地区滨海旅游业的产品与服务外,

还要加强对滨海旅游的宣传。不仅要充分利用报

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还要充分利用新媒体

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通过“互联网+传统

媒体”进行宣传,扩大滨海旅游业的关注度和影响

力。可以制作并宣传滨海旅游文化相关的短视频,

打造网络滨海旅游文化产业,促进沿海地区滨海

“云旅游”发展。

(4)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旅游人才。21世纪对

人才的需求遍布各个行业,滨海旅游业也不例外。

在疫情的冲击下,多数滨海旅游从业者不堪重负,

此时就需要旅游人才来出谋划策。所以各地区应

注重培养当地的旅游人才,因为本地人对本地区的

基本情况和文化特色较为熟悉,可以更好更快地融

入旅游建设队伍中[17];还需要与高等院校中的旅游

相关专业进行合作,培养人才,保证旅游人才的供

应;政府还应制定优惠政策留住和引进人才。多方

共同发力,解决滨海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促

进滨海旅游业长期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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