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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产业系指依托海洋资源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海洋产业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引入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海洋产业内各行业进行

实证数据分析。研究海洋产业中影响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以及各因素的影响机理。

从而得出经济发展与海洋产业各组成部分的关联度水平．针对我国海洋产业发展

的状况，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为目的，给出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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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产业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而形

成的各种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和，即：

人类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所进行的各类生产

和服务活动，或人类在海洋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

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活动。这种活动

可具体分为五个方面：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的

生产和服务；直接对从海洋中获取的产品所进行

的一次性加工生产和服务；直接应用于海洋的产

品生产和服务；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

程的基本要素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海洋科学研

究、教育、技术等其他服务和管理。海洋产业是海

洋经济的构成主体和基础，是海洋经济得以存在

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在海洋产业体系尚未形

成之前，海洋经济活动分散在国民经济的各个产

业部门中，海洋产业的发展和独立化，使之成为国

民经济中一个新的产业部门。

海洋产业按其形成的时间可分为传统海洋

产业，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未来产业。传统海洋

产业是指那些历史悠久、成熟度高的产业，包括

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盐业及盐化工

业等；海洋新兴产业，是指20世纪中叶以后形成

的一定规模的产业，包括海洋石油、天然气业、海

水养殖业、滨海旅游业、海滨砂矿业和海洋服务

业等；海洋未来产业是海洋产业发展的技术储备

和准备阶段，一旦技术成熟，就可以成长为新兴

的海洋产业，包括深海采矿业、海水淡化产业、海

洋能利用产业和海洋药物产业等。按其产业的属

性也可以分为海洋第一产业(海洋渔业和海涂种

植业等)；海洋第二产业(海洋油气业、海盐业、

海滨砂矿业、海水直接利用产业和海洋药物业

等)；海洋第三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

业和海洋服务业等)。

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一般高于同期国民经

济的增长速度，海洋产业是国民经济增长重要的

支持领域，也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领

域。深刻认识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现状，对提高

我国海洋产值，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2005年中国海洋产业总产值已达到全

国GDP的9．3％，海洋产业增加值已达到全国

GDP的4．O％，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经济

增长点，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本研究考察了2001--2005年间我国海洋产业与

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目的在于通过定量分析，揭

示海洋产业各行业发展的关联程度，进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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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建议，促进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

一、灰色关联分析法

在系统分析中，为了研究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明确而具体地表达出系统的工作特性，就要

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去描述系统。在建立模型之

前，首要的工作就是分析系统内各因素间的关

系，找出系统的主要特征及主要关系，为分析研

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对此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

关联分析方法。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分

析对象时序数列曲线的相似程度判断其关联程

度，即两条曲线越相似，其关联度越大，反之越

小。具体分析计算时，可将无限收敛(曲线)用近

似收敛(数组)来取代，从而为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灰色关联度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求个序列的初值像。令

Xi 7《厶i(1)=(Xi’(1)，辑’(2)⋯，魁’(凡)i=0，

1，2⋯，m)

第二步：求差序列。记

Ai(后)=I戈。7@)—辑’(k)I △lf=(Ai(1)，△i(2)，

⋯Ai(，1))i=0，1，2，⋯，m

第三步：求两极最大差与最小差。记

M=ma．xma．xdl(k)，m=m!nm／n,4i(k)

第四步：求关联系数

7“(后)=_器，0∈(o，1)七=l，2，⋯，，l；
i=1，2，⋯，m

第五步：计算关联度

、／a=1n善,／dk)活l，2，．．‘，m

(二)灰色关联实例分析

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海洋各个产业产值进

行分析，运算过程叙述如下。

根据上面的分析，选取2001—2005年海洋

产业中各个行业的产值系统影响因素x，其中，

)(o代表GDP，X。代表海洋水产，X：代表海洋石油

和天然气，x，代表海滨矿砂，Ⅺ代表海洋盐业，x，

代表海洋化工，)【6代表海洋生物制药和保健品，

X，代表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x8代表沿海造

船，)【9代表海洋工程建筑，x。。代表海洋交通运

输，x¨代表沿海旅游。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到海洋各产业与国

民经济的关联度值如表l所示。

排列由大到小依次为：

一y II、7 01、^y∞、一y 04、一r∞、1 07、一y 06、1 0J0、1 05、

1∞、1 09

即：沿海旅游、海洋水产、海洋石油和天然

气、海洋盐业、沿海造船、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

海洋生物制药和保健品、海洋交通运输、海洋化

工、海滨矿砂、海洋工程建筑

(三)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

由上述综合关联度的计算结果可知，在

2001--2005年的5年问，沿海旅游业是海洋产业

中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其关联度为O．99，

位居诸要素之首，作为新兴的海洋产业，正在迅速

崛起，超过传统的海洋产业，成为高价值的支柱性

海洋产业；海洋水产业作为我国传统的海洋产业，

又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与农业、工业、商业

及运输业一样，是组成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之一，

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其关联度

表1关联度值

资料来源：由<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2--2006年版整理计算．北京：海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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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98，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

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既是新兴海洋产业，也是增

长最快和前景最广阔的产业，其关联度为0．97，

与国民经济联系紧密；海洋盐业作为传统的海洋

产业之一，又是海洋第二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要产业，其关联度为0．96，在国民经济中占有

特殊的地位；海洋造船业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航

运业的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装

备，与国民经济关联度为0．95，成为我国重要的

出口支柱产业；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产业作为未

来的海洋产业，已经初步显露出潜在的开发前景，

与国民经济关联度为0．94，不久的将来能形成具

有一定规模的海洋产业；海洋生物制药和保健品

产业作为正在成长和发展的海洋新兴产业，与国

民经济的关联度为0．93，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海洋生物对人类的用途将会越来越广；海洋交通

运输业作为传统海洋产业之一，其发展水平，不仅

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对外联系和开放程度，而且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为0．92，海洋交通运输业的

发展，将带动和促进造船、钢铁和信息等产业的发

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海洋化工业以从海

水中提取化学元素并加以利用为特征，与国民经

济关联度为0．89，海水中化学物质的提取和利

用，将是人类的一项长期课题和重点工程，有着广

阔的发展前景；海滨矿砂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有

良好的前景，但目前探明的砂矿床的储量和产量

与国民经济建设需求量仍有较大差距，与国民经

济的关联度为0．85，如果能合理开发利用砂矿资

源，就能为国民经济建设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海

洋工程建筑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最低，仅为

0．58，作为临海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技术

和能力上保证其可行性、经济性，才具有现实性。

二、建议

鉴于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状况，以推动国民经

济增长为目的，应从操作层面上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加大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改造力度，增强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

海洋捕捞，海洋盐业，沿海造船，海洋交通运

输等传统的海洋产业，在海洋经济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近年来，这些海洋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如在海洋捕捞

方面，近海捕捞强度超过资源再生能力，能从事

外海和远洋捕捞的渔船不多；在海盐业方面，盐

业的机械化程度低，单位产量低；在海洋交通运

输方面，运输船舶的自动化程度不高，船龄相对

较老。这些情况的存在，影响着海洋产业的发展，

因此，要从调整这些传统海洋产业的内部结构人

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这些传统产业进

行技术改造，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

以科技带动海洋产业，增强对发展海洋经济的贡

献能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对于捕捞产业来说，合理安排捕捞结构，科

学确定捕捞量，严格控制捕捞强度，调整海洋捕

捞结构，养护和合理利用近海渔业资源，积极开

发新资源、新渔场，使捕捞业不断适应资源结构

的变化，抓好海洋水产品的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对于海洋盐业，

提高盐业的机械化程度，要搞好管理创新、科技

创新和产品创新，并且要加快盐田内部改造，提

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综合效益，以高新技术提高工

艺水平，从而提高海盐产量与质量，不断提高产

品加工深度，增加经济效益；对于海洋交通运输

产业，改造现有船队，逐步淘汰旧船，增加新船，

提高船舶技术素质，发展1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

船舶，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发展集装箱船和其他

专业船，开辟新航线，建立大型运输集团。

(二)培育壮大新兴海洋产业，为海洋经济发

展带来更大效益

海洋新兴产业包含的部门广泛，已经粗具规

模的新兴海洋产业有沿海旅游业、海洋石油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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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产业、海水养殖，这些产业与国民经济关联密

切，在海洋经济系统中的比重迅速增加，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的作用日益扩大。新兴海洋产业与传统

海洋产业相比，具有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等

特点。因此，加快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使新兴海

洋产业的比重超过传统产业的比重，无疑是实现

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受传统发展观的

束缚，新兴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粗放式经营和掠

夺资源状态，深加工、精加工产品少，附加值低，

以海洋石油、海水养殖产业为例，其对环境影响和

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大。

根据我国沿海各地区的特点积极扶持，实现

海洋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针对沿海旅游业要逐步

扩大其服务范围，进行海陆结合，在海岸地带和岛

屿上建立多功能综合性旅游区，实施海洋旅游精

品战略，重视海滨公园和浴场的深层次开发，突出

海洋旅游特色，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海洋旅游

网络，建设滨海旅游景点，增加海上娱乐、观光项

目；针对海洋油气产业，重视对老油田的技术改

造，加快大型油气田的勘探开发，通过对外合作，

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海上油田的开发建设，提高采

油技术水平，增加石油产量和后备储备量，积极发

展上游产品，开拓下游产品，提高海洋石油产业的

整体效益和抗风险能力；针对海水养殖业，根据因

地制宜的原则，按照海洋功能区划，建立不同类型

的养殖基地，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良种筛选和

种质改良，加快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的转变；针对

水产品加工业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按照产业

化发展模式，加快渔业龙头企业建设，壮大水产品

加工业规模，积极培育水产品批发销售市场，以技

术进步为动力，扩大苗种生产。

(三)积极培育未来海洋产业，为海洋经济发

展增添新的亮点

海洋电力和海洋利用产业、海洋生物制药和

保健品产业等未来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已经

形成一个群体，增长率越来越高，产业发展前景

看好。积极促进未来海洋产业的成长，海洋药

物、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利用和深海采矿等产

业是极具生命力的未来海洋产业，具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和潜力。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该产业属

于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的绿色产业，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其他海洋

产业相比，海洋药物、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利

用和深海采矿等产业对技术和资金，尤其是对海

洋高新技术的依赖性很大。因此，要使其成长为

现代海洋产业，其任务十分艰巨。为此，要从战

略的高度来重视这些产业的发展，增加投资，组

织科技攻关，加强开发，及时解决这些领域在产

业化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积极支持海洋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加

快产学研结合的力度，以科研为源头，加快科研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引进国内外高级

人才，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实施产品带动战略，

选择一批重点项目，开发技术先进、效益高、出口

创汇能力强、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支柱产品，追踪

研究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和有广阔产

业前景的成果，以系列化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培

育出海洋产业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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