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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我国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结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运用霍夫曼系数、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

数等指标，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评价，最后提出了优化沿海

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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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04年全国主要海洋

产业总产值12 841亿元，增加值为5 268亿元，

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3．9％，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9．8％；2005年全国主要海洋

产业总产值达到16 987亿元，比上年增长

12．2％；预计到2010年，全国主要海洋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5％以上，海洋

产业将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尽管我国

海洋产业总值增长迅速，但是具体到各个沿海省

市，海洋产业结构的布局还不尽合理，海洋产业

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

一、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经济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海洋产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并占据了海洋

产业总值的半壁江山；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由

2002年的“一三二”转化为2005年的“三二一”

模式，然而具体到各个沿海省份，由于其自然禀

赋、发展历程、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的不同，海

洋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海洋三次产业发展不均衡

如图l所示，沿海省市海洋三次产业发展极

不均衡。海洋产业总值位居首位的广东省三次产

业的比重为13：43：44，表明广东不仅在海洋

经济总产值上一骑绝尘，而且在产业结构上也颇

为合理，属于“三二一”模式，究其原因是广东省

充分利用了自身联结港澳、面朝南洋的独特地理

优势，充分发掘了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潜力，

使之成为本省海洋产业的支柱。

网l 2005年沿海省市海洋三次产业比重

海洋产业总值位居其次的是山东、福建、浙

江、上海。四省市中，上海的三次产业比值为

O．6：lO．4：89，充分体现了上海的海洋发展战

略：利用本身的经济地位和区位优势，摒弃受自

然条件约束的渔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产业，

将发展重心转向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2()05年

这两个产业的产值分别为740．83亿和1 000．01

亿，占该产业全国总产值的30．9％和28．9％。

山东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8：51：31，呈现

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与2002年的40：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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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与上海、广东相比尚处

于中级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天津的海

洋产业布局与上海类似，2005年三次产业结构

比为0．9：30．1：69，第一产业发展受到很大限

制，比重不足1％，值得注意的是天津的水产品

加工业产值很高，为231．6亿元，占海洋渔业总

产值的31．2％，表明天津在发展海洋产业中走出

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2．海洋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是第三产业产值增

长率与所有海洋产业产值增长率的比值，反映海

洋第三产业与总体海洋产业发展速度的相对快

慢程度。

由图2可见，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最大的

是海南省，弹性系数为4．2，远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2．2，正是因为海南省的第三产业发展正处

于初级阶段，即便在产值增加不多的情况下，仍

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图2 2005年沿海省市海洋第三次产业增长弹性系数

有较高的弹性系数；山东的弹性系数为4．0，位

居第二位，究其原因，是因为山东的第三产业发

展相对滞后(如前文，三次产业比重2004年为

18：51：31)，近几年才有较快的发展；上海、天

津、浙江和福建的弹性系数均在1左右，表明这

些省市的海洋第三产业乃至整个海洋产业结构

进入平稳协调发展轨道；浙江省的第三产业增长

弹性系数最低，为0．87，其余省市均大于1，且有

8个省市在1．5之上，更有海南、山东两省在4

之上，这反映了相对于一、二产业，海洋第三产

业的发展更为迅速。

5．海洋产业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

霍夫曼系数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对工

业化过程进行分析和考察时运用的一个指标，反

映了某一地区经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本文借用

这一指标，对我国沿海省市海洋产业工业化发展

程度进行分析。

表l各工业化阶段的霍夫曼系数

工业化阶段 霍夫曼系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5(+l。一1)

2．5(+1，一1)

1(+O．5，一O．5)

l以下

在实际计算时，通常以经济中的轻工业部门

和重工业部门来替代消费资料工业部门和资本

资料工业部门。我们也遵循这个惯例对海洋产业

的轻重工业部门进行划分，海洋轻工业部门：盐

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重工业部门：海洋船舶

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

从表2可以看到沿海各省市的霍夫曼系数

有着巨大的差异，根据表2对沿海省市海洋产业

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为：

表2 2∞5年沿海各省市海洋产业霍夫曼系数

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

O．05 0．59 O．78 O．02 O．49 1．58 6．48 4．47 2．15 O．6 34．5

第一阶段的省份：山东，福建，海南；第二阶

段的省份：浙江，广东；第三阶段的省份：河北，

辽宁，江苏，广西；第四阶段的省份：天津，上海。

第一阶段基本上可以说海洋工业发展水平

较低，尚处在海洋渔业为主导产业的时期；第二

和第三阶段，海洋产业工业化程度有所加强，或

者说正处于海洋工业振兴时期；第四阶段，生产

资料生产超过消费资料生产，海洋工业高度发

达。从结果看，福建之所以处于第一阶段，是因

为霍夫曼系数仅仅是研究工业产业结构的指标，

数据的选取并不涉及第一、三产业，以及第二产

业中的海洋工程建筑业，而福建恰好是第一、三

产业较为发达的省份，其生产总值分别占海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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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的63．5％和17．8％。

4．海洋产业结构仍处于调整期，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逐步增加

为了把握各省市海洋产业结构变动的程度，

我们选择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数对其进行分析。

该指标仅将各产业份额变动的绝对值简单相

加，并不反映某个具体产业变动的情况，也不区

分结构演变中各产业此消彼长的方向变化。

表3沿海各省市2∞2—20惦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数

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全国

0．34 O．62 0．43 O．07 0．76 O．4l O．38 O．31 O．08 0．15 0．47 0．11

由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数来看，变动幅度

最小的是上海和广东，仅为0．07和0．08，表明上

海、广东的产业结构已经较为稳定；变化最大的

三个省市依次是江苏、河北、海南，其中江苏最

大，为O．76，远高于上海。全国平均的结构变动

值指数为0．11，说明海洋产业结构仍处在比较

大的变动中。

为了分析海洋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动程度及

变动方向，我们引进海洋产业变动系数K指标，

当K为负值时，表明第i产业份额下降，反之则

是上升。由此我们计算2002至2005年沿海各省

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从表4分析可得，沿海省市的第一产业结构

变动系数都为负，即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在下降，下

降的幅度不等。下降最大的是河北，2005年与

2002年相比下降了94．6％；下降最小的是广西，

下降幅度为6。6％。第二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有正

有负，且变化幅度相差较大，最为明显的是广

西，变动系数为4 257．9％，真实地反映了在

2002至2005年这四年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从

0．16％增至7．2％的过程。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除了浙江、广西两省外均为正，反映了海洋经济向

高级化、服务化迈进的趋势；尽管浙江、广西的第

三产业结构变动系数为负，但变动幅度较小，表明

第三产业比重相对稳定，处于微调期。

表4沿海各省市2∞2—2∞5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三；；iii、、?竺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第——产业KI％ 一65．6 —94．6 —29．5 —62．4 —52．7 —37．9 —28．4 一17．1 —12．4 —6．6 —30．6

第二产业K2％ 一31．7 —24．9 —7．8 一17．6 59．5 264．1 —43．7 —22．7 —2．1 4 257．9 7．6

第三产业b％ 35．4 69．9 155．2 4，2 488．1 —2．2 51．5 121．8 11．8 一13．7 130．3

二、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对策

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指海洋产业生产

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总体来说，沿海

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目标，应根据产业演

进规律，以海洋产业整体效益为中心，依靠技

术进步，促进海洋产业群的不断扩大和增殖，

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步伐。针对文章第一部分的

分析，对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出以

下对策。

1．制定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协调三次产业发展

我国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未尽合理，原因

之一就是受自身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海洋产业起步较晚，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级的

层次；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洋产业分属

不同的管理主体，缺乏一个真正统筹全局、能够

真正把海洋产业管理起来的机构，导致了整个

海洋产业发展处于一种不协调的无序状态。要

想克服这种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的状态，必须加

强政府的宏观政策管理，遵循海洋产业结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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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演进的规律，从整体效益出发，充分利用本省

具有优势的资源禀赋，制定海洋产业整体发展规

划和发展战略，协调三次产业的发展。

2．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保持合理的第

三产业发展速度

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在原来产业结构的

基础上，对海洋产业结构作进一步的调整，以使

其能达到最优的产出规模，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

绝不是以牺牲某一产业为代价来促进其他产业

的发展。从对海洋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的分析

可知，山东和海南的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明显

偏高，与海洋产业整体发展速度不够协调，说明

对一二产业的发展有所忽视，因此应适当降低第

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以保持三次产业发展的协调

性；浙江省的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在l以下，

但基于浙江省具有发展海洋第三产业的优势，因

此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待进一步的加强；其余省份

的第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在l到3之间，略高于

海洋产业的整体增长速度，这种良好的状况应继

续保持。总之，沿海省市要保持适当的第i产业

增长弹性系数。

5．合理利用自身资源，逐步提高海洋产业工

业化发展水平

霍夫曼系数的大小体现了一个省市海洋产

业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山东、福建和海南的

霍夫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说明了这三个省份海

洋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传统的海洋渔业在海洋

产业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由于对海洋鱼类的过

渡捕捞和海水的严重污染，传统渔业进一步告诉

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这些省份的海洋产业应向

工业化方向转移，以增强海洋产业经济持续增长

的动力。具体来说，山东应从海洋渔业向海上交

通运输、海洋盐业、海洋化工和滨海旅游业转

型；海南应发挥自己在自然景观上的优势，大力

发展滨海旅游业；其余省份也应该摆脱对传统渔

业的过度依赖，降低海洋产业霍夫曼系数，提高

海洋产业工业化发展水平。

4．加大对传统海洋产业的科技改造力度，培

育新兴海洋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也就是用先进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的过程。所以优化

海洋产业结构，沿海各省市必须贯彻“科技兴

海”的思想，提高海洋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对渔业、盐业等传统海洋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优

化其内部的行业结构；同时，以高新技术为依

托，对海上油气、海洋药物和海洋化工等新兴海

洋产业，要加大投资力度，并给予适当的政策支

持和优惠措施。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改造和新兴海

洋产业的培育，离不开技术、人才和信息市场的

建设，因此，沿海各省海洋广泛开展国际海洋科

技合作与交流，有计划地引进海洋高科技人才和

高新技术，增加科技储备。

5．以陆域产业经济为依托，建立海洋产业整

合支撑体系

沿海省市对陆域产业经济的研究现在已经

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相关理论的发展相对

来说也比较完善。海洋产业与陆地产业之间是相

互依存的关系，许多海洋产业已经融人于陆地产

业之中，并且与陆地产业之间形成了横向、纵向

相互交叉的网状关系。鉴于此，沿海各省市要以

陆地产业经济为支点，建立海洋产业整合支撑体

系。根据国外有关专家的研究结论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的产业是由企业群而不是零散的个体组成，

产业整合的实质是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为框架

的市场整合，整合的层次可以分为企业层次的分

工与协作和部门层次的分工与协作以及区域层

次的分工与协作，海洋产业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

必须建立这三个层次的分工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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