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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日益增加,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对推动海洋强

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据江苏省“六个高质量”框架筛选评价指标并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变异系数权重和熵权权重分别计算 TOPSIS相对接近度,对比分析

2015—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2种权重计算的海洋经济发展质

量排序由大到小均为2019年、2015年、2018年、2017年、2016年;2019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显著

优化,主要原因在于当年的沿海/沿江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近岸海域环境质量、自然岸线保有率

以及渔民人均纯收入明显优于其他评价年份。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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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increasingcontributionofthemarineeconomytothenationaleconomy,itis

ofgreatsignificancetocarryouttheassessmentandanalysis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themarineeconomy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amarinepower.Basedonthe“sixhigh-quali-

ty”frameworkofJiangsuProvince,thispaperconstructedahigh-qualitydevelopmentevaluation

indexsystemofmarineeconomy.Basedontheweightofcoefficientofvariationmethodanden-

tropyweight,TOPSISproximitywascalculatedrespectively,an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Jiangsumarineeconomyin2015-2019wascomparedandanalyzed.Theresearchfoundthat:thedy-

namictrendandrankingofthequalityof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calculatedbythetwow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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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2019>2015>2018>2017>2016.Theremarkableoptimizationin2019wasmainlyduetothefact

thatthethroughputofforeigntradegoodsofcoastalandriversideports,theenvironmentalqualityof

coastalwaters,theretentionrateofnaturalshorelinesandthepercapitanetincomeoffishermenwere

significantlybetterthantheotherevaluationyears.Finally,some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topro-

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

Keywords:Marineeconomy,Highqualitydevelopment,Coefficientofvariation,Entropyweight,

Qualityofeconomicdevelopment

0 引言

我国海洋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

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十四五”规划明确指

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海洋强国,亟须有效开展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并揭示其驱动机制。丁

黎黎等[1]从海洋经济发展与高质量发展2个领域同

步切入,将海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细分为可持续发

展评价、海洋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海洋经济发展协

调性评价和海洋生态文明评价4个模块,并从内涵、

指标和路径3个层面总结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

价与实践;Zhao等[2]从内涵、意义和评价等方面分

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维度、发展路径和保

障机制;狄乾斌等[3]应用DPSIR框架并借鉴陆域经

济理论,构建海洋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梁华罡[4]

以《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

体系》为参考,构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体系;雷小武等[5]参考国际流行的海洋经济指标,

并引入企业和居民海洋意识指标,建立宏观维度的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陈睿彤[6]从海洋经

济、海洋社会和海洋生态3个角度构建海洋生态经

济系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高溦等[7]从海洋经济规

模、海洋经济发展能力、海洋管理水平和海洋人才

竞争力4个维度构建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评价体

系;高群[8]从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经济规模、海洋科

技支撑、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综合管理5个方面构

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鲁亚运等[9]基

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武亚慧[10]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定义为

包括创新驱动、协调稳定、绿色生态、开放合作和民

生共享5个方面内容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并构

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海洋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为保证海洋资源

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环境和谐以及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必须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11]。如何平衡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论题,学界主要运用灰色关联法[12]、主成分分析

法[12-13]、线 性 加 权 模 型[6,14]、熵 值 法[7-8,15] 和

TOPSIS模型[16]等评价我国或部分沿海地区的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刘波等[17]结合耦合协调

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法,探讨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规律;Li等[18]利用核密度估

计法以及熵和平均标准差分类法探讨我国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狄乾斌等[19]定义新时代

背景下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基于熵值纠正G2赋

权评价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并运用贝叶斯统计

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路径探讨。还有学者从海

洋经济效率[20]、海洋经济绿色效率[21]、海洋生态系

统经济能值[22]和海洋经济发展时空协调度[23]等方

面对海洋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测度。

本研究构建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分别基于变异系数权重和熵权权重,运

用TOPSIS模型分析2015—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为及时调整海洋发展对策

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江苏省临海拥江,区位优势独特,海洋资源禀赋

优越,沿海滩涂和湿地面积位居全国之首,海洋生物

资源、海港资源和海洋风能资源得天独厚。江苏省重

视海洋强省建设,大力发展特色海洋经济,“十三五”

时期全省海洋经济呈现总量提高、质量攀升和结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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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稳健成长态势。2020年江苏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782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7.6%,海洋三

次产业比例为5.6∶48.2∶46.2。目前江苏省海洋经

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稳步发展的同时,

与我国海洋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主要表现在海洋经济占比仍较低,部分主要海洋产业

发展仍较慢。因此,对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

行监测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海洋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

国港口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省海洋经济发

展报告》以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和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的官方公报。

1.2 指标体系

参考《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

实施办法》和《江苏省海洋经济促进条例》等文件,

本研究以江苏省“六个高质量”的发展部署为思路

框架,通过比较分析选取关键性和代表性指标,建

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变异系数

权重

熵权

权重

质效

提升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0.0337 0.0086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 0.0524 0.0213

结构

优化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0546 0.0231

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0149 0.0017

创新

投入

海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0169 0.0022

创新

产出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0635 0.0304

环境

治理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 0.1935 0.2972

主要入海河口水质达标率 0.2047 0.3083

生态

保护

重要生态区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比重 0.0086 0.0006

自然岸线保有率 0.1516 0.1767

生产

生活

渔民人均纯收入 0.0968 0.0720

养殖用海面积

占管辖海域面积比重
0.0271 0.0057

对外

贸易
沿海/沿江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 0.0818 0.0522

1.3 研究方法

1.3.1 变异系数法

通过变异系数衡量各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

各指标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Vi=
σi

xi

-

Wi=
Vi


n

i=1
Vi

式中:Vi表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 和xi

-
分别

表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和平均数;Wi表示第i项

指标的变异系数权重,且0≤Wi≤1。

1.3.2 标准化处理与熵权法

将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原始数据标准

值的计算公式为:

Z'ij =
fij


n

i=1
f2

ij

式中:Z'ij 表示原始数据标准值;fij 表示原始数

据值。

基于各指标的标准值得到信息熵,进一步确定

各指标的熵权权重。计算公式为:

eij =
yij


n

i=1
yij

hj =-
1
lnn

n

i=1
eijlneij

wj =
1-hj

n-
n

j=1
hj

式中:eij表示第i个年份第j项指标的标准值;yij表

示第i个年份第j 项指标标准值合计数的占比;hj

表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wj表示第j项指标的

熵权权重,且0≤wj≤1。

1.3.3 TOPSIS模型

TOPSIS被称为优劣解距离法或双基点法,其

基本原理是定义决策方案的最优解和最劣解,其中

最优解是假定最好的方案,而最劣解是假定最坏的

方案。依据各评价对象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相对

接近程度进行方案评价与选择。

将原始数据构造决策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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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矩阵A 进行归一化处理并构造规范化的决

策矩阵Z',其元素为Z'ij。构造规范化的加权决策

矩阵Z,其元素为Zij。

Zij =wjZ'ij

  分别确定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Z+ =(Z+
1,Z+

2,…,Z+
m)={max

i
Zij j=1,2,…,m}

Z- =(Z-
1,Z-

2,…,Z-
m)={min

i
Zij j=1,2,…,m}

  分别计算每个方案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

距离:

S+
i = 

m

j=1
(Zij -Z+)2

S-
i = 

m

j=1
(Zij -Z-)2

  通过比较各评价方案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的距离来判断评价方案的相对优劣程度。每个方

案的相对接近度Ci的计算公式为:

Ci=
S-

i

S-
i +S+

i

  相对接近度Ci的取值范围为[0,1]。评价方案

越接近正理想解,Ci越接近1;评价方案越接近负理

想解,Ci越接近0。

2 结果与验证

2.1 TOPSIS模型计算结果

基于变异系数权重计算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

质量的相对接近度,结果表明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

济发展质量最优(表2)。

表2 基于变异系数权重的相对接近度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S+ 0.0640 0.0716 0.0722 0.0722 0.0058

S- 0.0453 0.0282 0.0360 0.0419 0.0959

C 0.4145 0.2826 0.3327 0.3672 0.9430

基于熵权权重计算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的相对接近度,结果表明仍是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

济发展质量最优(表3)。

表3 基于熵权权重的相对接近度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S+ 0.0874 0.1032 0.1077 0.1087 0.0024

S- 0.0691 0.0417 0.0508 0.0548 0.1401

C 0.4415 0.2878 0.3205 0.3352 0.9832

根据表2和表3的数据,绘制相对接近度的对

比图(图1)。

图1 选取各指标最大值作为正理想解时的相对接近度

根据对比可以看出,基于2种权重计算的各年

度相对接近度的数值相近且排序一致,由大到小均

依次为2019年、2015年、2018年、2017年、2016年。

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显著优化的主要

原因在于:沿海/沿江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较其他

年份显著增加,表明对外贸易水平较高;近岸海域

水质优良率和主要入海河口水质达标率明显优于

其他年份,表明环境治理效果显著;自然岸线保有

率明显优于其他年份,表明生态保护状况较好;渔

民人均纯收入在所有年份中最高且增长幅度最大,

表明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2.2 计算结果验证

TOPSIS模型适用于处理多目标决策问题,对

数据分布、样本含量和指标数量没有严格限制,适

合小样本资料,计算简单易行,对于优劣比较的评

价客观,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被广泛应用

于海岸带生态修复政策效果评价[24]、海洋经济系统

脆弱性评价[25]和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26-30]等

领域。

如果不采用各指标在评价年份中的最大值作

为正理想解,而是将各指标的假设最大值即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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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作为正理想解,将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可以

看出基于2种权重计算的相对接近度排序结果一

致,证明 TOPSIS模型可得到较稳定的评价结果

(图2)。

图2 选取各指标假设最大值作为正理想解时的

相对接近度

3 讨论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海洋经济增长到一

定阶段时,由于海洋综合实力提高、海洋产业结构

优化、海洋社会福利分配改善和海洋生态环境和

谐,使人-海“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实现动态

平衡的结果。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促

进海洋产业发展高端化、海洋开发利用集约化和区

域管理协作化。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是由众多因子共同影响和共同制约的复杂系统,

不同区域的主要影响因子不同,须将涉及的社会、

经济、生态和资源等方面的要素综合考虑在内。选

取适当的指标是准确量化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前

提,同时是客观把握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状态的基

础,必须符合科学性、整体性、可操作性、实用性、层
次性、动态性和稳定性等原则。然而目前在大量研

究中有很大的不足,即没有统一和完善的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未来可参考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效率、海洋经济发展协

调性和海洋生态文明等评价指标体系,梳理和总结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指标、实践和路径。

由于各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具有独特性与多样性,

更应对其动态特征进行综合评估和重点把握,因地

制宜制定发展路径和实践方式。

受海洋经济数据获取的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很难面面俱到。本研究从质效

提升、结构优化、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境治理、生

态保护、生产生活和对外贸易8个方面构建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全面性、

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能够有效提高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评价水平。在今后的研究中须从不同

区域尺度和不同视角开展高质量发展理论、方法和

实践研究,深入探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空间格局和时空分异规律,继续完善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研究框架,系统梳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

准、指标权重、评价模型、评价结果验证、主要驱动

因素、制约因素、时空分异、发展趋势和提升途径等

重要内容,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体系

的逐渐形成。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变异系数权重和熵权权重分别计

算2015—2019年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对

接近度,对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评

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6年以来江苏省海洋经

济发展质量显著优化,且2019年明显优于其他年

份;沿海/沿江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近岸海域水质

优良率、主要入海河口水质达标率、自然岸线保有

率和渔民人均纯收入是推动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

质量持续优化的主要动力。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

针对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3项建议。

(1)树立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制定现代海

洋经济体系建设规划,明确现代海洋经济建设的目

标、重点、路径和要求;加强海洋人才培养,搭建科

技创新载体,加快海洋科技创新;协调推进陆海资

源的整合利用,不断提升海洋产业附加值和对外贸

易水平,加快占据海洋价值链中高端。

(2)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强陆海污染综合防

治,完善沿海和海上主要环境风险源和环境敏感点

的风险防控体系以及海洋环境监视监测、预警和防

灾减灾体系,划定海洋生态红线,加快海洋环境保

护体系建设,提升近岸海域水质,加强自然岸线

保护。

(3)积极应对海洋经济发展新形势。完善海洋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机制,及时调整海洋经济综



4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2年 

合评价指标;在发展理念和运行机制上注重创新,

强调各种驱动力的有机结合;完善海洋相关保障措

施,加强金融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海洋

经济基础服务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指

标筛选、指标权重、安全阈值和评价方法等都有待

探讨和实证。因此,建立统一和完善的评价指标体

系、提高评价模型的可信度和准确度以及加强评价

过程的质量控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心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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