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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


李彬，韩增林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要：海洋经济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二者关系是否协调对沿海

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构建海洋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辽宁省沿

海６市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并利用协调度模型对各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海洋经济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辽宁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基本

处于优度协调状态，个别年份出现其他协调类型；大连市二者的协调关系为最优。最后提出

了优化海洋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更好地协调二者关系的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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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后危机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与资源环境

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国际间的竞争由陆地延伸

至海洋，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是当今世

界海洋国家和地区竞争的战略重点。海洋经济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而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又是海洋经济发展

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二者发展是否协调，直接关

系到沿海地区能否发挥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地位。

辽宁是海洋大省，海洋资源开发潜力较大。

早在１９８６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了建设

“海上辽宁”的战略设想，旨在通过充分利用全省

海洋资源和区位优势，培育海洋支柱产业，开辟

新的经济增长领域，逐步建立与辽宁陆域经济体

系相应的技术先进、结构合理的开放型海洋经济

体系新格局。促进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

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建设“海洋经

济强省”，将辽宁省沿海地区建设成为我国重要

经济增长极；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辽宁省社会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有利

于进一步拓展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增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加快辽宁省建设

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２．１．１　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１－７］，遵循科学性、有效

性、可比性、动态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了评

价指标体系（表１），将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会经

济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分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大系统，每个系统中又针

对指标的特点进行细化，并选取有代表性的３４

项指标作为本研究评价的基础指标。

２．１．２　测度方法

为避免赋权时的随机性、臆断性以及多指标

变量间的信息重叠问题，采用熵值法对城市化发

展质量和速度进行综合测度。

（１）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个指标的量纲、

数量级及指标正负趋向均有差异，为消除因量纲

不同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

处理。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指标值越大

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标准化方法，

狓犻犼 ＝（狓犼－狓ｍｉｎ）／（狓ｍａｘ－狓ｍｉｎ）；指标值越小对系

统发展越有利时 ，采用负向标准化方法。狓犻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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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ｍａｘ－狓犼）／（狓ｍａｘ－狓ｍｉｎ）。其中：狓犼为第犼项指

标值，狓ｍａｘ为第犼项指标的最大值，狓ｍｉｎ为第犼项

指标的最小值，狓犻犼 为标准化值。

表１　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辽宁省

海洋经

济与社

会经济

发展协

调度

海洋经济

发展水平

海洋生产总值（亿元）、人均海洋生产总值（亿元／万人）、海洋生产总值占ＧＤＰ比重（％）、人均海岸线长度

（ｍ）、海水养殖面积（ｈｍ２）、海水产品产量（万ｔ）、海岸线经济密度（亿元／ｋｍ）、废水排放入海量（万ｔ）、人均

涉海湿地保护区面积（ｍ２／人）、污染治理项目本年投资总额占ＧＤＰ比重（％）、海洋总产值与ＧＤＰ关联度

渔业总产值（万元）、旅游外汇收入（人／万美元）、海洋专业博士点数（个）、科技支出占海洋产值比重（％）、

教育支出占海洋产值比重（％）、沿海规模以上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数（个）

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

ＧＤＰ（亿元）、ＧＤＰ增长率（％）、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化率（％）、经济密度（亿元／ｋｍ２）、废水排

放量（万ｔ）、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口密度（人／ｋｍ２）、沿海地区污染

治理竣工项目（个）、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出口总值（亿美元）、金融机构年

末存款额（亿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从业人员（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万人）、城镇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２）计算第犻个城市第犼项指标的比重：

犢犻犼 ＝犡′犻犼／∑
犿

犻＝１

犡′犻犼 （１）

指标信息熵的计算：

犲犼 ＝－犽∑
犿

犻＝１

（犢犻犼×ｌｎ犢犻犼），令

犽＝１／ｌｎ犿，有０≤犲犻犼 ≤１。 （２）

信息熵冗余度的计算：

犱犼 ＝１－犲犼 （３）

指标权重：

狑犻＝犱犼／∑
狀

犼＝１

犱犼 （４）

单项指标得分：

犛犻犼 ＝狑犼×犡′犻犼 （５）

第犻个城市的综合得分：

犛犻＝∑
狀

犼＝１

犛犻犼 （６）

式中：犿为城市个数，狀为指标数。

（３）根据熵值法计算出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

会经济水平的综合得分：

犕犻＝∑
狀

犼

狑犼狓犻犼 ，犛犼 ＝∑
狀

犼

狏犼狔犻犼 （７）

式中：犕犻为犻海洋经济综合得分；狓犻犼 为犻城市犼

指标的标准化后的值；狑犼为指标权重；犛犼为犻社

会经济中和得分；狔犻犼 为犻城市犼指标的标准化后

的值；狏犼为指标权重。

２．１．３　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模型

根据辽宁沿海地区６个城市海洋经济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借鉴杨士弘［８］

关于协调度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与环

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根据对协调概念的分

析，希望犕′犻与犛′犼的离差越小越好（犕′犻、犛′犼分

别是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排

名），根据离差系数越小越好的充要条件，给出海

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协调度的计算公式：

犆＝

犕′犻×犛′犼
α犕′犻＋β犛′犼［ ］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犓

（８）

式中：犆为协调度；犓 为调节系数，犓≥２；α与β

为权数。鉴于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海洋经济

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同等重要的，本研究中取

犓＝２，α＝β＝１。协调度犆取值在０～１之间，犆

等于１为最佳协调状态，犆越小则越不协调，设置

如下协调度等级（表２）
［９］。需要说明的是，文章

根据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测度的排名计算二者

的协调度，因此此处的协调度仅为辽宁省沿海各

市的相对值，并不具有全国性，下文不再赘述。

表２　协调等级与协调度

协调等级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失调 勉强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优度协调

协调度 ≤０．３０ ０．３０～０．３９ ０．４０～０．４９ ０．５０～０．６９ ０．７０～０．７９ ０．８０～０．８９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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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数据来源

所使用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度《中

国海洋统计年鉴》《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和《辽宁统计年鉴》。

３　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３１　海洋经济发展评价

从测度结果（表３）可以看出，辽宁省海洋经

济整体上呈现逐年转好趋势，其中大连市每年都

稳居６市首位，这得益于大连市优越的地理位

置：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濒临黄海、渤海，海

岸线长达１９０６ｋｍ，占辽宁省海岸线的７０％，与

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素有“黄海明珠”“京津门户”

的美称。大连又是我国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窗

口”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直接面向太平洋，发展

海洋经济的基础生产力较为发达。同时船舶是

一种出口产品，造船市场又是一种高度的国际化

市场，只有大企业才能在市场中占有明显的优

势［１０］。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最大

的出口船基地企业，最强最大的现代化大型船舶

总装厂和中国海军大型舰船的建造基地，造船业

对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小觑。营口

市每年的得分都较低，只有大连得分的１／４左

右，２０１０年之前，其得分一直都是最低的，到

２０１０年得分超过葫芦岛市，列第五位。

表３　辽宁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得分

城市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大连 ０．４５５４ ０．４５７４ ０．４６６９ ０．５４１０ ０．５９１０ ０．６１７３ ０．６６４３ ０．７０３７ ０．７３３０ ０．７９７３ ０．８３４４ ０．８８９８

丹东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９３８ ０．１０１５ ０．１０４８ ０．１１０９ ０．１２７８ ０．１４２３ ０．１５０４ ０．１７０５ ０．１８２５ ０．２０３８ ０．２１８９

锦州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７７０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８３２ ０．０９６３ ０．１１２９ ０．１２９７ ０．１４０７ ０．１５０４ ０．１６１３

营口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８６０ ０．１０４０ ０．１２８４ ０．１３３５ ０．１５１０

盘锦 ０．１０９５ ０．１１２３ ０．１１２４ ０．１２１２ ０．１２７５ ０．１３１７ ０．１３６４ ０．１５９６ ０．１６８７ ０．１７９２ ０．１８９７ ０．２０４７

葫芦岛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９８０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１３９ ０．１３６８ ０．１２２４ ０．１３６５

３２　社会经济发展评价

社会发展方面，整体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

势。大连市也是６市得分最高的，海洋经济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指标

层面看，在就业人口比重、经济密度、ＧＤ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值、金融机构年末存款

额、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等较能反映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的方面，大连市都占有绝对优势；同

时大连市是辽宁省的第二大城市，是东北地区重

要的对外开放门户，拥有优越的港口条件，属于

特大城市，市内全部就业人员在二、三产业就业

率达９０％以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其较高的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丹东市和盘锦市紧随其后，

锦州市、葫芦岛市和营口市得分相对较低。其中

营口市在２００６年得分超过葫芦岛市，位列第五。

葫芦岛建市较晚，是环渤海经济圈最年轻的城

市，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其发展也相对缓慢，如表

４所示。

表４　辽宁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得分

城市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大连 ０．２４１３ ０．２４７４ ０．２８７４ ０．３２８４ ０．３５７７ ０．４２４６ ０．４５１２ ０．４７３８ ０．５８２６ ０．６３８３ ０．７３９５ ０．９０６７

丹东 ０．０９８５ ０．０８２５ ０．０８４５ ０．０９８７ ０．１１０４ ０．１１７５ ０．１２１５ ０．１３０６ ０．１３６０ ０．１４７１ ０．１７９０ ０．１９５８

锦州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９５９ ０．１０２４ ０．１１９５ ０．１３０９ ０．１３７８ ０．１４５２ ０．１６３１ ０．１７８０ ０．１７３３ ０．２０７１ ０．２２４１

营口 ０．０５４０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８８９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９６６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３１６ ０．１５７５ ０．１７０９ ０．１９０３

盘锦 ０．０９６５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８３３ ０．１１４２ ０．１２９１ ０．１４４７ ０．１４４９ ０．１５５７ ０．１８６９ ０．１８４７ ０．２２７８ ０．２３１８

葫芦岛 ０．０６７９ ０．０７３３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９３０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９９２ ０．１０１２ ０．１１４６ ０．１１９２ ０．１３２９ ０．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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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度

分析

４１　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协调关系

由表５结果以及对应的协调度等级（表２）

可知，辽宁省海洋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

高的协调度，这与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

的协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揭示了辽宁省社会

经济发展对海洋经济发展有较大依赖性，辽宁

省海洋经济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辽

宁省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等优势，对于海洋经

济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辽

宁省海洋经济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废水排放

入海量过高，海洋科技与教育投入还不够充裕、

污染治理项目的投资还有待增加。这表明随着

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谐海洋意识不断增强，

需要逐渐把发展重点转移到海洋经济与社会经

济协调发展上来。

表５　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城市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大连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丹东 ０．７９０１ ０．９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５９６ ０．９５９６ ０．９５９６ ０．７９０１ ０．９５９６ ０．７９０１ ０．６６６４ ０．７９０１ ０．７９０１

锦州 ０．９７５５ ０．６６６４ ０．６６６４ ０．７９０１ ０．６６６４ ０．８７８９ ０．６６６４ ０．７９０１ ０．９５９６ ０．９５９６ ０．９５９６ ０．９５９６

营口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３５ ０．９８３５ ０．９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盘锦 ０．９２１６ ０．９２１６ ０．７９０１ ０．９２１６ ０．９２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２１６ ０．９２１６ ０．９２１６ ０．９２１６ ０．９２１６

葫芦岛 ０．８７８９ ０．９７５５ ０．９７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５５ ０．９７５５ ０．９７５５ ０．９８３５ ０．９８３５ ０．９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沿海地区 ０．９２７７ ０．９２０５ ０．９０５３ ０．９４５２ ０．９２０５ ０．９６９０ ０．９０５３ ０．９３９７ ０．９３９７ ０．９１９１ ０．９４５２ ０．９４５２

图１　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协调度时空演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区域海洋经济与社

会经济均保持优度协调发展状态。其中，大连市

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高度的协

调，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大连市海洋经济与社

会经济都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两者相互促进，协

同发展。虽然营口市海洋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在辽宁沿海城市中都比较低，但是两者却保

持着较好的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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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时空演变

　　结合前文确定的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表２），绘制了奇数年份

辽宁省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时空

演变图（图１）。

从图１可以看出，辽宁省沿海６市海洋经济

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度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虽有小

幅度波动，但整体基本处于优度协调状态。大连

市、营口市、盘锦市和葫芦岛市二者的协调度类

型基本不变。锦州市总体上呈现出从勉强协调

到优度协调的趋势，早期，由于其海岸线较短，地

域延伸到内陆较多，海洋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社

会经济的发展；２００４年以后，锦州市加快了海洋

经济发展的步伐，海洋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二者协调关系逐渐转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

响下，丹东市２００８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

缓，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关系降低到中

度协调和勉强协调。

５　结论与讨论

随着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

家战略，辽宁省沿海地区正积极贯彻《辽宁省“十

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力争到２０１５年，实现

从海洋大省到海洋经济强省的跨越；海洋经济总

量提升，全省海洋经济主要产业总产值达到

６０００亿 元，年 均 增 长 １４．９％，增 加 值 达 到

２９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２．６％，进入全国沿海省市

前六名［１１］。

首先辽宁省沿海区域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

发展基本处于优度协调状态，表明辽宁省海洋经

济与社会经济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应继续保持

这就发展的势头，不断增强海洋综合利用能力，

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运用的能力，实现陆海

互动，优势互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在沿海６市中，大连市海洋经

济和社会经济得分均为最高。应继续提升大连

核心枢纽和龙头拉动作用，带动区域加快发展。

加快构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完善

航运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星海湾金融商务

区，健全现代金融组织和服务机制，改造升级传

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集成电路、海洋与生物工

程等高新技术产业，更好更快地推进大连市的经

济发展。

最后，辽宁省还需要进一步合理地推进经济

的发展，充分利用海洋经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作

用以及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的优越地理位置，加快

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加快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发

展特色海洋学科专业，加强涉海院校和人才队伍

建设；进一步提高科技教育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发

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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