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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文章

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以新发展理念为基础,运用熵权-TOPSIS模型评价沿海地区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能力并分析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显示:(1)五大准则层指标按权重从

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海洋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海洋经济结构、社会民生、海洋生态环境;(2)沿海地

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考察期间为波动上升趋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海洋经济发

展质量差距在逐渐变小;(3)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各子系统中,北部海洋经济圈在5个子系统评

分中均处于较低水平。为此,提出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路径: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产

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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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valuationandImprovementPathofHighQuality
DevelopmentCapabilityofMarin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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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ceanisahigh-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ycritically,promotingeconomichigh-

qualitydevelopmentintheoceanisaninevitablechoiceforbuildingmarinepowerhouses.Inthis

paper,fromtheconnotationofhigh-quality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basedonanewde-

velopmentconcept,theentropyweightTOPSISmodelwasusedtoevaluatethecomprehensive

abilityofthequalityof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incoastalregionsandanalyzetheirregion-

aldifferences.Theempiricalresultsshowedthat:(1)thetopfiveguidelinelayerindicators

wererankedinorderofweightfromhighesttolowestare: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inno-

vation>openinguptotheoutside> marineeconomicstructure>socialwelfare> marineec-

ologicalenvironment;(2)Thefluctuatingandrisinglevel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seae-

conomicincoastalregionsduringthestudyperiod,andthegapinseaeconomicdevelopment

qualitybetween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municipalities)becamegraduallysmaller;(3)

Affectingthequalityof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ineachsubsystem,thenorthern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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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circlewasatalowlevelineachofthefivesubsystemscores.Thepromotionpathfor

promot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ieswasproposed:Marinescience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marine industry structure upgrade should be developed

synergistically,marine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policiesshouldbeimproved,and

newpatternsshouldbecreatedtoopenup.

Keywords:Marineeconomy,Highqualitydevelopment,EntropyweightedTOPSISevaluation

model,Indicatorsystem

0 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已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也已逐渐从注重依靠总量规模的高增长发展逐步

调整为全面兼顾增长质量和效率,最终上升到为追

求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度。根据国家海洋局发

布的有关数据,截至2019年,沿海地区创造了一半

规模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吸收外商直接总投资比

重约在93%,实现国内进出口贸易比重超过75%,

并且,中国海洋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

比重约为4.9∶33.4∶61.7,这表明目前海洋第三产

业产值总量明显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对国家海洋经

济贡献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海洋经济高速发展背

后,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海洋科技资源利

用效率不高、海洋高端人才储备量低、临港产业集

约化精细化程度不足、涉海项目用海审批困难以及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量薄弱等问题。此外,中国海

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多年来徘徊在30%左

右,远不能满足当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为此亟须进一步提升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优化海洋

资源要素配置,形成规模集聚效应。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型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转变,厘清海洋科技创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

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探索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这将有助于加速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

升级,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研究综述

随着推进海洋强国战略任务的深入实施,对未

来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的研究已逐渐进

入学者们的视野。关于海洋经济质量的影响机制,

科技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1];由于海洋科技创新可

以增加传统海洋产业的产出,降低生产成本,最大

限度地减少生态环境污染,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

量,但也会破坏现有的海洋生态环境体系[2]。虽然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

的贡献并不明显[3],当规模经济效应逐渐消失,海洋

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影响海洋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和升级时,对海洋经济增长和区域差异的影响越

来越明显。

进一步分析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的

具体路径发现,从海洋经济结构角度来看,海洋生

物、清洁能源应用等新型海洋服务业依然作为推

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动力[4]。从海洋

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保持海洋经济高质量稳定

发展至关重要的支撑主线是加强科技创新。因

此,必须重点加强海洋科技的基础性研究与开发,

提高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应用率[5]。科技创新

可以通过科技进步驱动经济产业结构升级[6],产

业集聚规模效应、消费水平、涉海就业机会以及创

新能力等经济因素都会对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起

到作用[7]。因此,要围绕加快实现新旧动能相互

转换,从加速孵化并培育一大批海洋新兴技术产

业、提高海洋科研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海洋产

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升级三大方面来推动海洋经

济高质量的发展[8]。

在关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中大多使用熵

权法[9]、主成分分析法[10]、结构方程模型[11]、线性

加权模型[12]等,这些方法的客观性尚待提高。据

此,本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内涵出发,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借助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方法探讨海洋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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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为加快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进程提供理论支撑。

2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

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追求的发展目标,是更好

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13]。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涉及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科

技和社会五大体系,其以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积

极解决海洋经济增长面临的“瓶颈”,使得海洋科

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海洋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升

级,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生态环境和谐,改善

社会民生。

2.2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动力因素识别

(1)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

生源动力。科技创新能够推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的发展、海洋产业结构的战略性升级,最终促进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科技创新能够推动涉

海企业发展,从而促进各行业的快速发展,并加快

产业升级,最终繁荣当地经济和文化。学习机制在

其中作为一个沟通环节,将所有重要环节有机地结

合起来,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实践成果的转化、扩散

和应用,最终达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

(2)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升级是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特征。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粗放型增

长一般只能在短期带来效益,不利于推动长期海洋

高质量发展,随着推进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增速

到增质转变,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现阶段海洋经济的质量水平。

(3)生态环境建设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普

遍形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因此,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同时注

意促进经济增长战略与资源环境保护发展之间的

互补协同作用。

(4)对外开放是海洋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因此,走国际海洋经济发展之路的同时,还

需坚持海洋经济开放合作,加强陆海经济互动合作。

(5)民生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

质要求。保障好社会民生,有利于鼓励人民充分发

挥创造力,调动人民参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建设的积

极性。

2.3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研究以新发展理念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涵为理论基础,同时参照李大海等[8]、李彬等[14]、

鲁亚运等[15]和房辉等 [16]的研究成果,遵循科学性、

可操作性、合理性等原则,从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经

济结构、海洋生态环境、对外开放和社会民生5个角

度构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准则层,共

19个指标(表1),相关指标具体说明如下。

表1 海洋经济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Evaluationindexsystemofmarineeconomic

qualitydevelopmentlevel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体系

海洋科技创新 A

海洋科研机构规模 A1

海洋科技创新重视程度 A2

海洋科研机构研发能力 A3

海洋科研论文产出率 A4

海洋经济结构B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GDP比重B1

海洋第三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B2

海洋科研与管理产业增加值比重B3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B4

海洋第二产业产值/海洋第三产业产值B5

海洋生态环境C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C1

每单位海洋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C2

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C3

近海湿地面积比重C4

对外开放D

对外开放程度D1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D2

港口货物吞吐量D3

社会民生E

涉海就业人员数量增长速度E1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E2

沿海地区教育水平E3

海水产品人均占有量E4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涉海部门数据以及地方统计年

鉴等资料。

(1)海洋科技创新: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是

持续推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所在。海

洋科研机构规模指标反映了海洋科技创新的人才

保障,海洋科技创新重视程度指标反映政府的资金

保障;海洋科研机构研发能力指标和海洋科研论文

产出率指标反映海洋科技研究成果。

(2)海洋经济结构: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长



第5期 闵晨,等: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123  

率和其占地区总GDP的比重指标反映海洋经济发

展水平;沿海地区目前已基本形成“三二一”海洋产

业格局[17]。因此,本研究用海洋第三产业比重、海

洋科研教育和管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海洋第二

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3个指标,来反映海洋产业发

展结构。

(3)海洋生态环境: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
比重指标反映为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投入;单位海

洋GDP废水排放量作为负向影响指标,反映海洋经

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海洋自然保护区、近海

湿地的面积比例指标用以反映海洋生态环境的平

衡与稳定性。

(4)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程度由进出口额占

GDP比重来表示,它和港口货物吞吐量指标均能反

映地区经济发展的开放程度;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指标直观反映滨海旅游业的发展。

(5)社会民生:沿海地区教育水平由海洋专业

本科及以上学生比例指标体现,反映公共服务;以

涉海就业人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和海水产品

人均占有量反映社会经济福利。

2.4 研究方法

熵权法根据各测量指标数据的变化程度确定

权重,可以尽可能消除确定权重时产生的人为干扰

因素,从而保证计算结果更加合理、科学、客观。因

此,本研究使用基于熵权—TOPSIS模型来进行实

证分析,熵权法可以反映评价目标的分散程度,

TOPSIS模型在此基础上评估其相对优势和劣势。

即用熵权法给出各指标的权重值,然后用TOPSIS
法对各综合等级值进行量化和排序[18]。

(1)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不同指标的性质和计量单位存在不一致,

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所有数据取值为0~1之间。

Aij =
Xij -min{Xij}

max{Xij}-min{Xij}
(Xij 为正向指标时)

Aij =
max{Xij}-Xij

max{Xij}-min{Xij}
(Xij 为负向指标时)

式中:Xij代表i行j列数据,Aij为正规化评价值。

随后进行指标权重计算,其中,Qij表示第i年,

第j项指标比重。

Qij =
Xij

∑
n

i=1
Xij

(2)计算信息熵:

Ej =-k∑
n

i=1
QijlnQij

式中:Ej>0;k=-1/lnn,n 为年数(或行数)。

(3)确定各指标的熵权:

Wj =
1-Ej

∑
m

j=1

(1-Ej)

式中:Ej 为信息熵,Wj为各指标的熵权。

(4)对初始指标矩阵赋权,形成加权决策矩

阵Z:

Z=wj ×(vij)m×n =(Zij)m×n

(5)计算正、负理想解:

Z+=(maxZi1,maxZi2,…,maxZin)

Z-=(minZi1,minZi2,…,minZin)

(6)计算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D+
j = ∑

y

j=1
zij -Z+ 2

D-
j = ∑

x

j=1
zij -Z- 2

(7)计算贴近度,并根据Ri的大小进行排序:

Ri=
D-

j

D+
j -D-

j

,Ri ⊂ 0,1[ ]

式中:Ri为贴近度。

3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

3.1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指标权重

本研究选取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3—2019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熵权法计算

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质量指标权重(表2),各个准则

层权重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海洋科技创新、对外

开放、海洋经济结构、社会民生、海洋生态环境,其

权重值分别为0.311、0.195、0.186、0.162和0.145。

由此可见,影响当前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因素重要性程度存在差异,使用熵权法计算进行

对比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主观性,并且也可

以找出重要程度较大的影响因素。其中,海洋科技

创新指数权重最大,表明科技创新是促进区域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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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海洋经济增长的核心;

对外开放和海洋经济结构的权重相似,其权重值仅

次于海洋科技创新,说明对外开放和海洋经济结构对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举足轻重,这也说明了海洋

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符合“科技

兴海”的战略目标。虽然当前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发展成果存在局限性,对

外开放指标所占权重略小于海洋科技创新,说明我国

当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国际市场,不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

展格局。即使海洋科技创新已成为当前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但生态环境发展仍存在不足,

说明我国目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投入产

出效率相对较低,高投入、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仍

占据很大比重,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技术优势在绿色发

展过程中的转换不足。虽然社会民生指标所占权重

较低,但仍然达到了0.145,反映了教育、医疗、基础设

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地区差异,也将对该地区海洋经

济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表2 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质量指标权重

Table2 Weightofmarinedevelopmentqualityindicators

incoastalareas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海洋科技

创新A
0.314

海洋科研机构规模A1 0.0559

科技创新重视程度A2 0.0610

海洋科研机构研发能力A3 0.1149

海洋科研论文产出率A4 0.0797

海洋经济

结构B
0.191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GDP比重B1 0.0550

海洋第三产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B2 0.0310

海洋科研与管理产业增加值比重B3 0.0387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B4 0.0290

海洋第二产业产值/海洋第三产业产值B5 0.0320

海洋生态

环境C
0.133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C1 0.0336

每单位海洋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C2 0.0307

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C3 0.0446

近海湿地面积比重C4 0.0371

对外开

放D
0.197

进出口额占GDP比重D1 0.0593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D2 0.0837

港口货物吞吐量D3 0.0524

社会民

生E
0.167

涉海就业人员数量增长速度E1 0.0369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E2 0.0286

沿海地区教育水平E3 0.0389
海水产品人均占有量E4 0.0574

  具体指标层中,影响最大的指标为:A3海洋科

研机构研发能力,权重占到0.1149,表明海洋科研

机构研发投入作为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

竞争力,同时也是衡量海洋科技创新程度的重要指

标。产生影响较弱的后两项指标依次为E2城乡居

民收入水平对比、B4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但权

重值仍大于0.020,说明海洋经济结构和社会民生

对于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3.2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分析

基于上述权重结果,借助TOPSIS综合评价法

计算得出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得分结果(表

3)。2013—2019年研究期间,沿海11个省(自治

区、直 辖 市)海 洋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总 体 平 均 值 从

2013年的0.407上升至2019年的0.449。图1-
图3为三大海洋经济圈历年得分趋势图,北部、东部

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均值

分别为0.420、0.435、0.445,其中北部海洋经济圈的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除2019年外,呈逐年上升

趋势,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变化幅度较为稳定,南部

海洋 经 济 圈 基 本 也 为 上 升 趋 势。从 2013 年 和

2019年得分对比来看,大部分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发展趋势相对稳定,地区间差

距逐步缩小。

表3 2013—2019年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得分结果

Table3 Scores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

economyin2013-2019

地区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平均得分 排名

辽宁 0.460 0.528 0.516 0.509 0.525 0.534 0.353 0.489 3

河北 0.241 0.221 0.310 0.364 0.402 0.456 0.453 0.349 10

天津 0.394 0.423 0.427 0.382 0.423 0.416 0.425 0.413 5

山东 0.433 0.422 0.410 0.412 0.433 0.403 0.484 0.428 4

北部海洋

经济圈
0.382 0.398 0.416 0.417 0.446 0.452 0.429 0.420

江苏 0.389 0.345 0.406 0.394 0.437 0.498 0.420 0.413 6

上海 0.571 0.566 0.574 0.543 0.464 0.405 0.390 0.502 2

浙江 0.360 0.361 0.343 0.374 0.446 0.431 0.420 0.391 9

东部海洋

经济圈
0.440 0.424 0.441 0.437 0.449 0.445 0.410 0.435

福建 0.365 0.374 0.377 0.386 0.394 0.394 0.449 0.391 8

广东 0.623 0.567 0.546 0.674 0.749 0.690 0.757 0.658 1

广西 0.292 0.294 0.348 0.330 0.350 0.367 0.393 0.339 11

海南 0.349 0.347 0.405 0.426 0.412 0.426 0.391 0.394 7

南部海洋

经济圈
0.407 0.396 0.419 0.454 0.476 0.469 0.497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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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海洋经济圈中辽宁得分最高,天津和山东

得分相近,河北增幅较大,但河北与辽宁、天津和山

东仍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因为河北多以开发矿产资

源和发展钢铁工业为主,导致海洋生态环境面临严

峻压力。东部海洋经济圈中上海居首位,浙江略低

于江苏,其中江苏在2017年和2018年的得分提升

幅度较大,这是因为江苏的沿海城市中盐城、南通、

连云港形成了以海岸为纵轴、沿江为横轴的海洋经

济带。南部海洋经济圈中广东平均得分几乎是广

西的2倍,海南和福建也与广东的得分差距过大,阻

碍了南方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水

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有必要协调内部均衡发展。

图1 北部海洋经济圈历年得分趋势

Fig.1 Scoringtrendofthenorthernmarine

economiccircleovertheyears

图2 东部海洋经济圈历年得分趋势

Fig.2 Scoringtrendoftheeasternmarine

economiccircleovertheyears

3.3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动力因素水

平分析

三大海洋经济圈在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经济结

构、海洋生态环境子系统中东部海洋经济圈排名最

高;对外开放和社会民生子系统的区域得分排名为

南部海洋经济圈最高,但北部海洋经济圈在5个子

系统评分中均处于较低水平,说明该区域存在现代

图3 南部海洋经济圈历年得分趋势

Fig.3 Scoringtrendofthesouthernmarine

economiccircleovertheyears

海洋产业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陆海基础设施衔接相

对不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体系相对薄

弱、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相对较大等问题(表4)。

表4 2013—2019年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因素水平

Table4 Powerfactorlevelofhigh-qualitydevelopment

ofmarineeconomyin2013-2019

地区
海洋科技

创新子系统

海洋经济

结构子系统

海洋生态

环境子系统

对外开放

子系统

社会民生

子系统

辽宁 0.122 0.074 0.057 0.077 0.065

河北 0.076 0.046 0.036 0.048 0.040

天津 0.116 0.070 0.054 0.073 0.061

山东 0.133 0.081 0.063 0.084 0.071

北部海洋经济圈 0.112 0.068 0.053 0.070 0.059

江苏 0.110 0.067 0.052 0.069 0.058

上海 0.156 0.095 0.073 0.098 0.083

浙江 0.108 0.069 0.096 0.047 0.052

东部海洋经济圈 0.124 0.077 0.074 0.071 0.064

福建 0.113 0.069 0.053 0.071 0.060

广东 0.203 0.124 0.096 0.128 0.108

广西 0.074 0.045 0.035 0.047 0.039

海南 0.098 0.060 0.046 0.062 0.052

南部海洋经济圈 0.122 0.074 0.057 0.077 0.065

3.3.1 海洋科技创新子系统

在海洋科技创新方面,得分排名前两位的地区

依次是广东和上海,这两地区在重视海洋科技基础

研发上资金投入量大,科技成果转化率较高,为实

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

动力源;得分排在后3名的3个地区分别为海南、河

北和广西,说明这些地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有待巩

固提高,海洋创新动力不足,需加快引进海洋科技

创新企业,建设并完善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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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海洋经济结构子系统

在海洋经济结构方面,广东得分最高,这得益

于广东不断改善海洋经济发展条件,海洋产业结构

和布局不断调整[19]。上海、山东保持领先水平;广

西和河北得分靠后,广西和河北未来在优化产业结

构方面,依然面临较为艰巨的任务。

3.3.3 海洋生态环境子系统

在海洋生态环境方面,广东、浙江和上海得分

靠前,可以看出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很重视对污染

物的治理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广西、河北和海南的

得分偏低,说明该地区面临海洋灾害的破坏、企业

废水的过度排放和沿海水域的过度使用等问题。

因此,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还应综合考虑海洋

生态效益和改善环境。

3.3.4 对外开放水平子系统

在对外开放水平方面,对外开放水平所占权重

相对较高,上海和广东在开放度和包容性方面排名

前两位,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的开放度和包容性

存在较大差距,形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地区

差距的次要因素是对外开放水平,因此,推动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与海外国家在海洋资源

开发方面的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

3.3.5 社会民生子系统

在社会民生方面,广东和上海在该子系统中的

得分高于其他沿海地区,表明其城乡协调发展政策

较为完善,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

水平以及区域协调性较高。广西、河北排名靠后,

可见,这些地区在城乡居民人口比例和收入上较为

不平衡,未来弥补这一短板是促进其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因此,亟须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

使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出发,以

新发展理念为基础,运用熵权—TOPSIS模型评价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能力并分析其

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准则层指标按权重由高到

低排序依次为:海洋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海洋经济

结构、社会民生、海洋生态环境;②二级指标层中权

重较大的为:海洋科研机构研发能力,产生影响较

弱的后两项指标依次为E2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

比、B4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③沿海地区的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考察期间为波动上升趋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在

逐渐变小;④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各子系统中,

北部海洋经济圈在5个子系统评分中均处于较低

水平。

4.2 对策建议

4.2.1 加大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注重创新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

海洋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的新战场,海洋资源

开发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海洋科学技术的

高度[20]。①政府要着力加大相关科技创新方面的

金融支持力度,比如要设立专项海洋科技发展基

金,完善国家有关科技涉海项目政府采购产业目录

清单和产业技术标准,加大对海洋自主创技术和设

备的信贷支持力度;②加大海洋科技人才培养力

度,实证结果表明,海洋科研机构的规模权重为

0.0559,表明在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应注重培养

海洋科技人才,以此来保障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能

达标的劳动力;③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和国内先进制造业投资基金的作用,鼓励海洋产业

投资基金多应用于新技术,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科

技支撑。

4.2.2 海 洋 科 技 创 新 与 海 洋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协 同

发展

单一强调海洋科技创新或海洋产业结构升级

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限,必须重视两者

协同发展。一方面,重点推进传统海洋产业调整升

级,加速淘汰海洋低效、高耗能型产业,支持优先发

展海洋技术先进型制造业,并促进海洋现代服务业

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对海洋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培

育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要鼓励引进国外海

洋高新技术产业。

4.2.3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完善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政策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为前提[21]。一方面,加强海陆污染源头控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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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健全以政府主导、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管理

体系;另一方面,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为发

展“绿色低碳”的“蓝色经济”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4.2.4 打 造 海 洋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对 外 开 放 新

格局

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国内外先进

经验,加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完善相关机制、政策

引导和公共服务,通过资本运作、联合运营和产业

链整合3种途径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中;另一方面,积

极搭建海洋经济发展开放共享合作平台,鼓励境内

海洋产业园区、涉海企业、金融机构等与境外进行

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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