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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岛是我国重要的沿海城市，近几年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文章首先介绍了支柱产业

的内涵、特征和选择理论。其次，结合青岛市海洋经济的实际情况，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

方法对海洋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中选出了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三

个支柱产业。最后，以三个支柱产业为中心，进行了支柱产业链构建，为青岛市海洋经济协

调、稳定、快速发展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海洋经济；支柱产业；产业链

随着人口增长、陆地资源、能源的短缺以及

开发空间的缩小，海洋作为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

地位更加突出。综合开发和深度开发海洋已成

为2l世纪人类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协调

发展的基础保障条件之一。而要综合开发和深

度开发海洋首先要发展支柱产业，以此为中心带

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支柱产业是指一个国

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依托的

重点行业，这些产业在此发展阶段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技术密度高、经济效益好，形成国民经

济的“龙头”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对整个经济发展和其他产业具有强烈的前向拉

动或后向推动作用的产业部门。选择和发展支

柱产业是非常必要的，它是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

化的正确选择，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是

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财政收入的重要

来源。青岛市作为一个沿海城市，近几年海洋经

济发展迅速，其中支柱产业的发展功不可没。所

以，通过定量分析找出支柱产业，并构建支柱产

业链可以为青岛海洋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

一、支柱产业的内涵

1．支柱产业的发展背景

我国关于支柱产业理论的研究是建立在国

外主导产业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国外对主导

产业的研究盛起于20世纪50、60年代，最早提

出主导产业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他认

为发展政策的目标不是在各方面同时推进，而应

当挑选和集中力量发展那些在技术上互相依赖

的、连锁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具体的“战略部

门”即主导产业。之后罗斯托对主导产业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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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系统的研究，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

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主导产业理论的核心是“创

新”和“扩算”，并指出主导产业具有两个显著特

征：创新性和扩散性。

我国关于支柱产业理论的讨论主要见于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构调整等问题的研究以及

由此引发的支柱产业的选择等问题，逐步提上日

程。赫希曼、罗斯托等经济学家对主导产业理论

的研究，为我们分析中国主导产业及支柱产业提

供了一种较具体的研究路径，具有较大的指导意

义。

2．支柱产业的特征

在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中支柱产

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征如下。

(1)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支柱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对国民

经济增长、对国民收入增加、对发挥本国优势和

出口创汇都有举足轻重的支持作用。

(2)关联效应大，扩散性好，具有较强的影

响力和感应度。支柱产业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

的基础，与其他产业具有广泛的联系，通过产

业间的前向效应、后向效应和旁侧效应带动和

影响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成为整体经济运营

的稳定器。

(3)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支柱产业大多以

集约化生产为主，能较快地吸收高新技术，技术

进步较快，生产率较高，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4)具有较成熟的市场需求，市场扩张能力

较好。支柱产业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为该产业

提供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5)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支柱产业在发展的

过程中，必须考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节

约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在自身

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二、青岛市海洋经济支柱产业的选择

关于支柱产业选择的准则有很多，像美国经

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扩散效应最大化准则；日本

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

出的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准则；美国发展经

济学家赫希曼在1958年提出的产业关联准则；

还有技术进步准则和扩大就业准则等。但是，由

于选择的准则太多，难以有一个产业符合所有的

准则。因此在进行支柱产业的选择时，必须从实

际情况出发，对区域内的社会、自然、经济和技

术等客观条件和影响区域内经济结构的各项生

产要素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研究，利用区域内最

有利的生产要素来确定支柱产业。

根据以上的准则，再结合青岛市的实际情

况，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来选择

青岛市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

1．产业效益分析

目前，青岛市已初具规模的海洋产业主要有

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港口运输业、盐业及盐

化工、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工程建筑业和船舶

制造业等产业。到2006年上述海洋产业产值的

构成如表l所示。

表1各个海洋产业的产值及所占的比重

数据来源：青岛市海洋渔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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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l可以看出，在青岛市的海洋产业部门

中。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渔业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

其他产业，分居一、二位。港口运输业所占的比

重达11．8％，成为第三大产业。其他产业所占的

比重都比较小。

2．贡献率分析

贡献率可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中各因素作用

大小的程度。计算方法是：

贡献率c％，=警蒙煮鬻嚣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产业部门贡献率的简单

计算公式。用表示生产总值，表示年份，则年的

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RI-(yI—YI-1)IY，I (1)

假设整个经济分为n个产业部门，则(1)式

变为：

R．_(y1。一yl—1)／Y一+(y2I—y2卜1)lY，l+L+(y'一y’l卜1)／Y卜l

(2)

其中，尺：=("一yI卜。)就是产业部门i对经济增

长率兄的贡献，简称为产业部门i的贡献。

将(2)式两端同时除以冠，得到：

l=【(y1。一yIt_I)，yol】，尺产【(y2l—l，誓1)／Y，I]／a。+L／R，

+【(y’一y■1)，yl_l】／R。 (3)

其中，只=【(yi—l，0)／YI-1]／R。就是产业部门i对

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简称产业部门i的贡献

率。根据公式(3)可以计算出2006年各海洋产业

裹2各海洋产业的贡献率

海洋产业部门 贡献率，％

滨海旅游业

海洋渔业

港口运输业

盐业及盐化工

海洋工程建筑业

船舶制造业

海洋药物和保健品制造业

其他

合计 100

对青岛市海洋经济的贡献率。

由表2可知，滨海旅游业的贡献率最大，达

到42％；其次是海洋渔业，达到28．7％；排在第

三位的是港口运输业，为9．5％。其他产业部门的

贡献率都比较小，均未超过5％。

5．基于傅立叶变换的时间序列相似性分析

2000m2006年青岛市海洋产业的总产值和

各个分产业的产值是一系列时间序列。各个分产

业的产值所形成的时间序列和海洋产业总产值

时间序列之间的相似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各个分产业在青岛市海洋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相似程度越高说明该产业越重要，越有可能成为

支柱产业。以下是基于傅立叶变化的时间序列相

似形度量。

1822年法国数学家傅立叶在研究热的传导

理论时，发表了“热的解析论”，提出并证明了将

周期函数展开成为正弦基数的原理，从而奠定了

傅立叶变换的理论基础。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和

应用，它已经成为信号处理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工具。Agrawl等给出了基于傅立叶变换的相

似度量方法应用于序列相似性研究中。傅立叶

变换的基本思想是将信号分解成一系列不同频

率的正弦波的叠加，其实质是将信号从时间域转

换到频率域。时间序列其实是关于时间t的函

数，即其元素取值，Xt=x(t)，t--O，1，L，n一1。对于

有限长的序列，其离散傅立叶正变换为：

：兰 一‘尘丝．

x(．|})跏丌石(f)】=∑x(t)e 4

(4)
t=O

离散傅立叶逆变换为：

pl 。2"口tk

聋(f)=IDET[X(k)]=导∑X(k)e‘“ (5)
，‘t=0

式(4)是关于k的函数，而式(5)是关于时

间t的函数。通过式(4)将信号从时间域转换到

频域，从而可考察序列信号的频率特性，以及进

行有关处理，如滤波。而通过式(5)可将处理过

的频域信号再转换到时间空间。基于傅立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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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似度量的基本思想是：将两列待比较序列

变换到频率空间，每个序列都只保留能量较高的

几个系数，以这些系数作为频域空间点坐标，以

其欧氏距离作为序列相似性度量。两个时问序

列的欧氏距离越小，说明这两个时间序列越相

似。欧氏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
1

胪(X，l，)=上(【X(1)一y(1)】2+【X(2)一Y(2)12
乃

+⋯+【X0)一yO)】2l (6)

这里驴似，y)，表示傅立叶空间的欧氏距离

平方，s为保留的系数个数，s≤n。

将2000m2006年青岛市海洋产业的总产值

和各个分产业的产值作为研究的时间序列，运用

上述方法，通过MATLAB7．0软件分别计算出各

个分产业和整个海洋产业的欧氏空间距离。

表3显示，2000—2006年与青岛市海洋产业

总产值这一时间序列欧氏距离最小的是滨海旅

游业时间序列，因此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产业总产

值相似性最大。排在二三位的是海洋渔业和滨

海旅游业。其他的产业因欧氏距离较大，所以相

似性都较小。

通过以上的产业效益分析、贡献率分析和

基于傅立叶变换的相似性分析发现，滨海旅游

业、海洋渔业和港口运输业在青岛市海洋经济

中的地位与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产业。因此．应

该将这三个产业作为青岛市海洋经济的支柱产

业。

裹3各个海洋产业产值与总产值的欧氏距离

海洋产业部门 与总产值的欧式距离

滨海旅游业

海洋渔业

港口运输业

盐业及盐化工

海洋工程建筑业

船舶制造业

海洋药物和保健品制造业

三、支柱产业链构建

1．以海洋渔业为中心

青岛市海洋第一产业以渔业为主，近几年海

洋渔业的素质和效益明显提高，已由产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深海抗风浪网箱养鱼、

工厂化养殖、虾池养海参和底播增养殖为代表

的现代新型渔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初步形成

“由海上向陆上、由近海向外海、由海面向海

底”转移的渔业生产新格局。2006年，完成水产

品产量125万t、产值89．50亿元。水产品出口创

汇13．24亿美元，居全国同类城市首位。

海洋渔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其他海洋产业

的发展。如，海带、海藻和海参等产品为海洋生

物药业提供着重要的原材料，以渔业资源为依托

的海滨垂钓等休闲旅游也正日益兴起。同时为陆

路经济中的餐饮业提供着鱼、虾和蟹等各种海产

品，餐饮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当地以及附近陆域第

一产业的发展；陆域第二产业中食品加工业又可

以以海产品为原材料，将其制成罐头等产品，克

服其易腐的特点，食品加工业又可以带动下游的

零售、物流等相关产业。海洋渔业由于其自身受

自然条件及生物本身特性影响大的特点，对信息

服务业也有着很高的需求，直接带动科研机构相

关的监测、预报等研究的发展。

2．以海洋交通运输业为中心

2006年青岛市港口总吞吐量达22 437．5万t。

同比增长19．82％，集装箱吞吐量770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22．10％。旅客吞吐量为15．3万人。集

装箱、原油和矿石的吞吐量均位居全国前三位，

成为中国综合功能最强的双亿吨大港。

海洋交通运输业与滨海旅游业和海洋船舶

工业联系密切：海洋交通运输业为滨海旅游业带

来客源；海洋船舶工业为海洋交通运输业提供硬

件支持。海洋交通运输业与陆域的制造业、石油

工业也密切相关：海洋运输是目前进行国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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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大宗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为制造业运来原

料与中间产品，同时将制成品通过海洋再运往其

他沿海省市或海外。同时海洋交通运输的快速发

展必然会促进陆路交通运输的发展。

5．以滨海旅游业为中心

近几年青岛市滨海旅游业发展迅猛，以“帆

船之都、度假天堂”的城市形象定位，突出“山、

海、城”特色，将旅游重点从海岸推向海上，给滨

海旅游注入新的活力，2006年旅游总收入达

325．20亿元，全年共接待国内游客2 800．83万人

次，同比增长14．37％，海外游客85．45万人次，

同比增长24．84％。

滨海旅游业的发展自然会推动包含海岸、堤

坝及海岸工程建设内容的海洋工程建筑业协同

发展，同时还会带动陆域产业中的餐饮住宿、零

售业、休闲娱乐业以及陆路交通运输的发展，而

且涉海旅游与内陆旅游很难分开，二者总是形影

相随，共用各种餐饮、娱乐设施，彼此促进。

四、结论与建议

在青岛市诸多的海洋产业中，海洋渔业、海

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的地位较其他产业

特殊。这三个产业有着产业效益高、贡献率大以

及与本地经济发展关联度高的特点。根据本文的

计算结果和有关产业链的讨论，这三个产业应该

作为重点扶植的支柱产业。

尽管青岛市海洋经济凭借自身的资源与科

技优势，为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作为

海洋科技城，速度与总量还有所欠缺。海洋产业

结构存在的问题是阻碍海洋经济飞速发展的～

个重要因素，为了使青岛市的海洋经济能够快速

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海洋渔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这三大支柱产业，

从而推动青岛市海洋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产

业间的前向效应、后向效应和旁侧效应带动和影

响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利用青岛市的

海洋科技人才优势以及丰富的海洋资源，使科技

成果产业化。如在海洋药品和保健品上，促进企

业技术更新，扩大规模；加大高新技术在水产品

深加工中的应用，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充分展示

海洋科技城的发展实力。

(3)要提升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与优化。继续对海洋产业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调

整，实现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使青岛市的

海洋产业架构调整实现由较低层次向高层次的

转变，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实现海洋高新技术

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使海洋产业走向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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