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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资源型城市工业结构转型的研究
———以盘锦市为例

付丽明，雷　磊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盘锦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２４个工业行业的经济资

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果指数为０．５６２５１６，以石化工业为主的区域工业结构比较单

一，在全省的地位不显著；增长效果指数为０．５００２２９，区域工业经济整体扩张速度较慢，效

益不理想；竞争效果指数为０．８８９２７１，区域工业经济缺乏竞争优势。工业结构单一，石化工

业产业链条短，竞争力不足是影响盘锦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针对分析所揭示出的问题，

结合实际，对今后盘锦市工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作出建议，以促进盘锦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张

和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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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资源型城市多位于经济基础薄弱的

中西部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区域

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聚集和辐射作用，扮演着

区域增长极的重要角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新材

料新能源的广泛应用以及资源的逐渐枯竭，

一些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矛盾相继而来，严重

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诸多障碍面前，

如何以 “从单一产业结构向多元化产业结构

的转变”为目标，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是众多资源型城市不可

回避的问题［１］。同时，对于贡献重大的城市，

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规划和政策，加大产业

转型的支持力度，使这些城市摆脱衰退陷阱，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应用于工业结构的分析方法有很多。如：

层次分析法从地区产业现状出发，为其主导产

业选择和重点产业空间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２］；

因子分析法可对影响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

素进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调整优化措施［３］；

效率与优势相结合的分析法对地区工业结构的

变动进行研究，指出结构变化具有规模化扩张

和专业化提升两方面的特征［４］；个体差异的多

维标度分析法指出适合地区的工业支柱行业结

构发展方向［５］。偏离—份额分析法 （ＳＳＭ）是

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中被普遍使用

的一种方法。它能较准确地确定区域内各部门

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标准区相关部门或产业相

比竞争力的大小，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

性［６］。本研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对盘锦市

工业结构进行有效诊断，指出其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实际为今后盘锦工业经

济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以期推动盘锦市经济

的顺利转型。

１　研究区域概况

盘锦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三角洲

中心地带，南临渤海辽东湾，是东北最近的

出海口，同时地处北京、沈阳、大连三大经

济板块的节点，既有腹地优势，又有临海优

势。同时盘锦又是我国第三大油田———辽河

油田的所在地。面临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辽宁沿海经济带

开发三大历史机遇，盘锦凭借独特的区位、

资源、政策优势，经济的发展在全省乃至东

三省占有重要地位。２００７年盘锦完成工业增

加值３８４．５亿元，在全市 ＧＤＰ中的比重达到

６８．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５５．５％；工

业总产值１１３８．９６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９１．８％
［７］，这些均表明工业在盘锦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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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身为资源型城市，

近年随原油产量大幅度递减，油气产业进入

递减期，盘锦市也进入了城市转型期，继而

出现工业经济增速波动性较大，轻重工业比

例严重失调，经济增速缓慢等问题。

２　研究方法和数据整理

２１　研究方法原理

偏离－份额分析由美国学者Ｄｕｎｎ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提出，现已成为被广泛应用的标

准模型，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中

被普遍使用。ＳＳＭ分析方法将研究区域的经济

增长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以其所在省份或整个

国家的经济增长为基准，把所研究区域的某个

时期经济总量分解为３个分量，即份额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与竞争能力偏离分量，以此说明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原因，评价经济结构

优劣和自身竞争力强弱，找出具有相对竞争优

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研究区域未来经济发

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原则［８］。

２２　数学模型

假设区域犻在经历了时间 （０，狋）之后，

经济总量和结构均发生变化。设基期年区域犻

的经济总规模为犫犻，０，终期年的为犫犻，狋。依照一

定的原则，把区域经济划分为狀个产业部门，

分别以犫犻犼，０，犫犻犼，狋 （犼＝１，２，…，狀）表示区域

犻第犼个产业部门在基期年和终期年的规模，

并以犅０，犅狋表示区域犻某层次上级区域在相应

时期基期年和终期年的规模，以犅犼，０，犅犼，狋表示

上级区域基期年和终期年第犼个产业部门的规

模。则有：

（１）区域犻第犼个产业部门在 （０，狋）时段

内的变化率为：

狉犻犼＝ （犫犻犼，狋－犫犻犼，０）／犫犻犼，０；

（２）区域犻所在的上级区域犼产业部门在

（０，狋）时段内的变化率为：

犚犼＝ （犅犼，狋－犅犼，０）／犅犼，０。

以上级区域各个产业部门所占的份额为标

准按下式分别得到区域犻各产业部门的标准化规

模：犫犻犼’＝犫犻，０×犅犼，０／犅０

根据 偏 离 份 额 分 析 法：区 域 经 济 增 长

（犌犻）＝份额分量 （犖犻）＋结构偏离分量 （犘犻）

＋竞争力偏离分量 （犇犻）。犖犻是假定当研究区域

按背景区域增长时所应达到的增长水平；犘犻反

映研究区域产业结构类型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

犇犻反映研究区域的区位条件或竞争能力对其经

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犖犻＝∑
狀

犼＝１

犫犻犼×犚犼或犖犻犼 ＝犫犻犼′×犚犼

犘犻 ＝∑
狀

犼＝１

（犫犻犼，０－犫犻犼′）×犚犼

或犘犻犼 ＝ （犫犻犼，０－犫犻犼′）×犚犼

犇犻 ＝∑
狀

犼＝１

犫犻犼，０×（狉犻犼－犚犼）

或犇犻犼 ＝犫犻犼，０×（狉犻犼－犚犼）

犌犻＝犫犻狋－犫犻０ ＝犖犻＋犘犻＋犇犻

或犌犻犼 ＝犫犻犼，狋－犫犻犼，０ ＝犖犻犼＋犘犻犼＋犇犻犼

区域犻对于上级区域的相对增长率为：犔＝

犫犻狋
犫犻０
∶
犅狋
犅０
，引入犓犼，０＝犫犻犼，０／犅犻０和犓犼，狋＝犫犻犼，狋／犅犼，狋分

别为区域部门在基期年和终期年占同期上级区

域相应部门比重，则可将犔分解得到结构效果

指数 （犠）和竞争效果指数 （犝），利用３个指

数分析研究区域犻的经济结构优劣和竞争力

强弱：

犔＝犠 ×犝

犠 ＝
∑
狀

犼＝１

犓犼，０×犅犼，狋

∑
狀

犼＝１

犓犼，０×犅犼，０

∶
∑
狀

犼＝１

犅犼，狋

∑
狀

犼＝１

犅犼，０

犝 ＝
∑
狀

犼＝１

犓犼，狋×犅犼，狋

∑
狀

犼＝１

犓犼，０×犅犼，狋

２３　数据选取和处理

本研究取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年鉴中的全部国

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为衡

量盘锦市经济规模的研究值，利用了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辽宁统计年鉴》和 《盘锦

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原始数据。以２００２年

为基期，以２００７年为末期，选取了其中２４组

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建造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分析表。

分析表指标栏由以下３部分组成。① 原始数

据：犫犻犼，狋，犫犻犼，０，犅犼，０，犅犼，狋。② 中间结果：狉犻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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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犼，犫犻犼，犫犻犼，０－犫犻犼，狉犻犼－犚犼。③ 最终分析结果：

犌犻犼，Ｎ犻犼，犘犻犼，犇犻犼，犘犇犻犼。样本栏由２４个工业

行业组成。

３　结果及分析

经计算机处理的主要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盘锦市工业行业的偏离－份额分析数据

行业 产值比／％ 增长分量犌 份额分量犖 结构分量犘 竞争力分量犇 总偏离分量犘犇

工业增加值 １７４．４０ ５５１．５２ －３２９．９４ －４７．１８ －３７８．７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７２．０５ １１７．２４ ２３．０２ ９４．３１ －０．０９ ９４．２１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４．１４ ３８．８０ ７１．１３ －３１．７９ －０．５４ －３２．３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４．９８ １３．４３ ３０．１８ －１７．１１ ０．３６ －１６．７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８４ ４．４２ ３２．４８ －１８．８４ －９．２１ －２８．０５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５９ ５．０１ ４７．２５ －４１．４０ －０．８４ －４３．８３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９６ ３．５１ ５６．７９ －５６．４５ ３．１６ －５３．２８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８１ ２．１６ ４３．５１ －３９．７７ －１．５９ －４１．３６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５９ －１８．１７ ２５．６６ －９．０１ －３４．８２ －４３．８３

金属制品业 ０．５４ １．５２ ２５．４２ －２２．９２ －０．９８ －２３．９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４２ １．５６ ６８．４１ －６８．２６ １．４２ －６６．８５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４２ １．５１ ３５．１７ －３４．９１ １．２５ －３３．６６

塑料制品业 ０．２６ ０．３９ １４．８５ －１２．７９ －１．６８ －１４．４７

饮料制造业 ０．２４ ０．２２ ７．１１ －６．０８ －０．８１ －６．８９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２２ ０．６３ ０．５８ －０．５３ ０．５８ ０．０５

食品制造业 ０．２１ ０．７６ ７．５８ －７．５２ ０．６９ －６．８３

医药制造业 ０．１９ ０．１４ ９．７６ －８．３９ －１．２４ －９．６３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１７ ０．３０ １４．１２ －１２．６８ －１．１４ －１３．８２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１２ ０．２２ ４．９４ －４．２２ －０．４９ －４．７２

纺织业 ０．０７ ０．１７ ７．７９ －７．５７ －０．０４ －７．６２

橡胶制品业 ０．０７ ０．２２ ５．８３ －５．７２ ０．１１ －５．６１

家具制造业 ０．０５ ０．１６ ８．７９ －８．５８ －０．０５ －８．６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０３ －０．０７ ５．３９ －４．６８ －０．７８ －５．４７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０８ －０．７４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０．０１ ０．２２ ４．９４ －４．２２ －０．４９ －４．７２

表２　盘锦市工业经济发展效果指数

名称 区域竞争效果指数犝 结构效果指数犠 增长效果指数犔

指数 ０．８８９２７１ ０．５６２５１６ ０．５００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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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结构分量和结构效果指数分析

从表１可见，２４个工业部门中，结构分量

为正值的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达９４．３１，

在竞争力分量仅为－０．０９的情况下，结构分量

占经济增量 （１１７．７４）的８０．４４％，主要是行业

结构效果的贡献，意味着形成了以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 （采掘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而除了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化产业链中的其他工业

部门，如石油加工、化学制造业、塑料制造业

和橡胶制品业的结构分量均为负值，行业结构

效应微弱，表明尚未形成良好的石化工业体系。

相比之下，其余２３个工业行业均为负值，通用

设备制造业的值最小，为－６８．２６，其次为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等，结构分量为负表明这些行

业基础薄弱，发展不够充分。

盘锦市的区域工业结构效果指数 犠 仅为

０．５６２５１６，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５０％多 （表

２），说明以石化工业为主的区域工业结构比较

单一，在全省的地位不显著。

３２　份额分量和增长效果指数分析

由表１可见，２４个部门的区域增长份额

分量犖犻均大于０，也就是说盘锦市工业行业

都是增长型产业；只有两个行业低于１，显示

盘锦市的工业部门内部增长优势差异不显著。

份额分量越大，说明该部门按照全省同类部

门的平均增长率发展产生的变化量就大，行

业创造工业产值、增加经济总量的能力就越

强，在区域经济规模扩张中的角色地位越重

要。份额分量排名前几位的部门中，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属于石化工业的两大部门，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属于装备制造

业，说明石化工业及相关的装备制造业具有

明显的增长优势。

但从盘锦市区域整体工业经济的增长效果

来看，增长效果指数犔为０．５００２２９（表２），增

长效果指数犔越大，经济效益越显著，反之相

反。盘锦工业经济的增长效果指数仅相当于全

省平均增长水平的５０％，意味着工业经济整体

扩张速度较慢，效益不理想。

３３　竞争力分量和区域竞争效果指数分析

在２４个工业行业中，有１７个行业的竞争

力偏离分量为负值 （表１），低于全省的平均水

平，说明盘锦工业绝大多数部门均显示为竞争

力不足。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市国有及规模以

上非国有企业增加值总量第１位、第２位的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的竞争力分量分别为－０．０９和－０．５４，

排在全市２４个工业行业的第１１位和第１４位，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生产规模大，但竞争力

有限。竞争力排第１、２、３位的是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尽管目前它们的工业增加值比重均低

于１％ （表１第一列），但仍具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

盘锦工业经济竞争效果指数为０．８８９２７１

（表２），表示盘锦市工业经济的竞争效果指数相

当于全省平均值的８９％，低于平均水平，竞争

效果指数犝 越大，竞争力越强。

４　讨论

４１　工业结构单一，制造业的发展潜势突出

在２４个工业部门中，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占

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于１％的只有５个部

门，大于５％的就只有石化工业 （表１第一列数

据），除了石化工业外的其他工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份额只占８．８３％；从前面对各工业部门份

额分量、结构分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来看，

其他工业的贡献比例也极低，表明盘锦市工业

结构单一。盘锦市作为资源型城市，其工业结

构的最初构建依赖于当地的资源结构 （石油资

源），这种路径一旦确定，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因

为惯性的力量，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很难轻易走出去［９］，因此会促使这种类型的产

业结构沿着强化自身的方向发展，就表现为城

市中的其他产业依附和服务于资源产业，由此

导致产业结构单一。

近些年盘锦市在做大石化基础工业的同时，

积极培育和发展接续产业。对比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

年盘锦工业增加值比重前１０位的排名变化可以

看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化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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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发展一定程度地改变了

石化工业内部开采业单一的结构，专用设备制

造业 （为石化工业提供基础设备装备制造）、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船舶装置制造）等装备制

造业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制造业的原有结构

（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工业增加值比重结构变化

２００７年前１０位的行业 排名 ２００２年前１０位的行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１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２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４ 造纸及纸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５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６ 纺织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７ 食品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８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９ 医药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制造业各行业的结构偏离分量均为负值

（表１），反映出盘锦制造业总体产业结构比较

差，尽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竞争力分量排名前

三，犇犻均为正值，但犘犻均为负值且较低，显示

出虽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产业结构基础差仍

然严重影响着制造业潜能的发挥。几十年形成

的城市发展惯性，不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因为人

为的干预而产生显著的变化，我们计算了盘锦

市装备制造业的区位熵，公式为 犔狇犻＝ （犈犻／

犈）／ （犖犻／犖），（犔狇犻的分子是地区犼的产业犻的

产值与地区犼的全部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分母

是产业犻的全国总产值与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

值）［１０］。其值小于１，为０．３９，说明盘锦市装备

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还不高，产业聚集优

势程度较低。

４２　石化工业优势明显，但产业链条短，竞

争力不足

　　２００７年盘锦市工业行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

重位 居 前 三 位 的 是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开 采 业

（７２．０５％），石油加工业 （１４．１４％）和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 （４．９８％），一般认为当

某一个行业的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５％，

大体就可以认为是支柱行业［１１］，盘锦市已经形

成了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化

学原料及制品生产为主体的支柱产业。３个部门

的增 长 量 之 和 （１６９．４７） 占 全 市 增 长 量

（１７４．４）的９７％ （表１），也表明石化工业已成

为盘锦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既由于资源优

势，也由于辽河油田逐步形成了多种石油专用

产品的制造能力，并通过应用这些技术为盘锦

实现生产和稳产提供了保障。但石化工业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的结构效应上，且竞争力明显不足，这表

现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的竞争力分量均表示为负值 （表

１），部门整体竞争能力差，影响经济总量的增

长。这主要是由于资源量、产量逐年下降和国

内外石化行业竞争等多因素作用及受科技力量

相对薄弱和技术的限制，盘锦市石化产业总体

水平不高，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对经济的支撑

作用受到原材料特殊性的影响正逐渐减弱，能

耗和物耗较高，盈利能力和规模竞争力相对较

弱，进而使得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为主的工业

结构缺乏竞争力，对区域整体经济的贡献较弱。

另外，从结构效应的贡献看，只有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结构分量值 （９４．３１）为正且较

大，开采业都可谓一枝独秀，但也说明产业链

条短。由于受市场、竞争和技术影响，使得中

下游起步较晚的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行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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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困难，并且高加工度产品比重低，尤其是石

油产品精深加工不够，高附加值产品少，精细

化工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样就未能通过发

展深加工产品实现产业链的拉长而将产业优势

很好地发挥出来。因此推动盘锦市工业转型是

实现结构替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５　工业转型对策

５１　调整工业结构，培育接续产业，促使产

业结构多元化

　　作为资源型城市，随着石油产量进入递减

期，盘锦市也步入了城市生命周期的转型期

（调整期）［１２］，转型期应使主导产业和培育接替

产业同步，突破路径依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点，促使盘锦工业从单一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

从而增强经济结构的自我调适能力。拉长资源

加工产业链条，培育接替产业，选择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绿色

食品等竞争力较好且增长优势明显的行业，以

及石油装备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这些区位优势

较明显的行业作为新的 “部门增长极”。使城市

在经济总量的扩张中逐步减轻对传统产业的依

赖，进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新的经济增

长点，形成新的城市经济支撑体系。

５２　延伸石化产业链条，提高竞争力

利用石化工业现有的优势或发展潜力，结

合国内外市场需求和国外成功的经验模式，培

育产业链，通过石化工业结构的调整，改变无

竞争力的局面，进而提高盘锦工业的整体竞争

力。依托资源优势，把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

上游产业与储运、炼制、贸易乃至销售等中下

游产业有机联结起来，实行石油工业上中下游

一体化运营；采用先进技术，优化产品结构，

加大油气产品的深加工力度，延长油气产业链，

最大限度地提高油气资源的附加值，建立油气

资源深加工产业群以提高油气资源产业的经济

效益；培育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石化行业竞争力。同时，

通过拓展包括浅海油田、外围油田等在内的油

气勘探，增加后备储量，努力延长油气相对稳

产期和在较高产量基础上的开采期［１３］，为发展

接续产业赢得更多的时间。

５３　打造石油装备制造基地和船舶工业基地

针对盘锦市装备制造业面临着结构不合理、

竞争力弱、产业聚集优势度低等问题，立足盘

锦石油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建设，把握 “沿海开

放”和 “东北大振兴”有利时机，充分利用石

油化工、石油装备制造等与油相关的产业优势、

科技优势和临海区位优势，加快实施资源整合。

针对向石化工业提供基础设备的专用设备制造

业，应促使优势资源向有基础、有潜力、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的优势企业集聚，全力打造中国

海洋石油装备制造基地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

界级石油装备制造基地，力争全面实现 “摆脱

石油资源依赖，立足石油科技，发展石油装备

制造和技术服务”的接续产业架构。

５４　加强软环境建设与吸引外资相结合

软环境的优劣已成为吸引投资的决定性因

素［１４］，通过提供广阔优厚的发展环境，增强城

市对外界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才、

资金、项目等来为城市的技术创新及经济发展

服务。同时，政府还应吸引国内外知名的大公

司、大企业、大财团和大院、大所到盘锦投资

办厂，争取高、精、尖项目实现产业化，抓住

国家目前鼓励发展中小企业的有利契机，重点

发展一批技术水平高、产品有市场、运行机制

灵活的中小企业，塑造中小明星企业。另外，

采取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等措施，增强中小企业

闯市场、抗风险的能力，不断扩大规模，壮大

实力，成为技术上水平、产品上档次、产业上

规模的大企业、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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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对军事设施用海没有管辖权，因此也

不进行探讨。④ 对于位于项目用海现状图与海

洋功能区划图两种岸线之间的用海，由于功能

区划未对其进行功能定位，认为可以兼容。

运用上述分析方法，将辽宁省项目用海与海

洋功能区划的一致性可分为３种：一致或兼容、

不一致、不探讨。其中与海洋功能区划一致或兼

容的用海共有１７２１９宗４２４５２７．１ｈｍ２，占辽宁

省用海总面积的９５．９８％；与符合海洋功能区划

不一致的用海为４２２宗２７８３．７４ｈｍ２，占全省用

海总面积的０．６３％；其余３６３宗用海未探讨

１５０００．３６ｈｍ２，占全省用海总面积的３．３９％。

４　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

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即与海洋功

能区划一致，因此海域使用现状与海洋功能区

划的一致性分析是区划管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是海域使用审批的一项重要指标。本研究

针对辽宁省项目用海与海洋功能区划一致性分

析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一致性、兼容性、不一

致性和特殊性的判断原则，通过矢量图标准化

处理、确定用海所在海洋功能区类型及一致性

分析等步骤实现功能区划一致性判断。该方法

对辽宁省项目用海功能区划一致性分析中存在

的问题具有针对性，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辽宁省

海洋功能区划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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