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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岛县产业结构演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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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2)

摘 要：根据浙江省嵊泗、岱山、玉环、洞头4个海岛县近20年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的统计数据，应用“三轴图”法，形象地描述了各海岛县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分析得出：海

岛县产业结构由原来“一二三”为主演变为以“二三一”为主，海岛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的过

程中。但各海岛县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各不相同，嵊泗县和岱山县为左旋模式；玉环县为右旋

模式；洞头县比较特殊，从右旋模式转变为左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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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海岛最多的国家之一，它们既

是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划分领海及其

他管辖海域的重要标志。海岛的开发与保护，无

论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还是对国家权益和国

防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价值。特别是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确立“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决

策以来，海岛凭借其特有资源和环境优势，在我

国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根据国家908专项浙江省海岛调查的最新

成果，浙江省海岛数量3 800多个，有居民海岛

239个，是全国海岛最多的省份；海岛岸线长度为

4 496 km，总面积为1 818 km2。浙江海岛及其周

围海域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依托长三角广

阔经济腹地，浙江海岛经济已成为我国海洋经济

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浙江省

嵊泗、岱山、玉环、洞头4个海岛县近20年来国民

经济发展状况，着重研究海岛县产业结构演进特

点与影响因素，探索海岛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和

规律，为我国海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

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

系。产业结构是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国民经

济结构的核心内容，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经

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采用“三轴图”法L1]，分

析产业结构重心轨迹的动态变化，可以形象地描述

产业的演进过程及产业结构发展阶段[2-5]。

“三轴图”法，即在平面上选一点D为原点，

引出3条射线，两两相交成120。，记为X，、X：、X。

轴，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3

个轴的尺度表示三次产业产值百分点；把三次产

业占GDP的比重分别标在相对应的轴上，依次

得A、B、C 3点，3点坐标值之和等于100，连接这

3点就得到一个某年度的产业结构三角形(图

1)，从三角形的形状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的分布情

况。如果将不同年度的产业结构三角形绘在同

一个图上，可以通过三角形的变化看出三次产业

的分布及变化情况。由于每一个结构三角形均

有各自的重心，可以通过重心的变化轨迹形象地

看出某一时期内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的时间变化

与发展阶段。

在三轴图中把X。轴和X。轴作为平面仿射坐

标系的坐标轴，仿射坐标轴和120。轴角的角平分

线把该平面分为6个区域(图2)。结构三角形的

重，fl,落在这6个区域内，通过重心位置的变化来

判定产业结构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只有当重

心位置出现跨区域变化的时候，表明三次产业结

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是

产业结构的重心由第1区域到第4区域的过程，

*资助项目：908专项“中国海岛志”(908一zc—II--01)，“浙江省海岛调查”(2J908-01—02)和“我国海岛调查研究”(908一ZC-I一

09)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且(JG200802)．

 



44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0钜

这个过程有两种模式(图2)。一种右旋模式：由1

区域经2、3区域达到4区域；另外一种是左旋模

式：由1区域经6、5区域达到4区域。

第三

图I产业结构三角形及其重心

一产业

图2产业结构演进模式

2产业结构演进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

2．1 海岛县国民经济发展状况

从表l可以看出，浙江省海岛县的国内生产

总值的增加值逐年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不

断提高。

浙江省4个海岛县在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

值为1．74亿元，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09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0．35％；1995年国内生

产总值为67．74亿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23．85亿元，从1990--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为27．29％。进入2000年以后，海岛县的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加值逐年在增加，海岛县的经济有了

很大的发展，2008年海岛县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423．27亿元，从2000--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为16．60％。

1980年，浙江省4个海岛县人均生产总值为

243元，远远落后于1980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

463元；1990年海岛县人均生产总值为2 011元，

稍微高于全国人均生产总值I 644元；2000年

海岛县人均生产总值为15 259元，明显高于全

国人均生产总值7 858元；2008年海岛县人均

生产总值为52 446元，远远高于全国人均生产

表1海岛县经济指标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0．21

0．70

1．46

4．79

9．38

10．22

1I．60

13．33

15．90

19．38

22．46

26．33

191

595

1 182

3 835

7 46I

8 132

9 283

10 735

12 869

15 720

18 120

21 032

0．84

2．75

4．40

14．25

21．77

23．97

27．oo

30．93

37．25

45．06

53．98

66．60

415

I 300

2 003

6 513

10 247

11 439

13 130

15 352

18 884

22 975

27 795

34 518

O．4l

1．22

2．92

8．40

14．34

15．76

17．87

22．23

26．95

33．86

39．83

47．30

525

l 486

3 457

9 768

16 853

18 615

21 299

26 904

33 012

41 652

49 292

58 988

1．28

2．76

7．31

40．30

78．36

87．18

100．33

115．95

136．92

148．67

179．57

222．51

394

790

l 964

10 612

20 175

22 377

25 672

29 575

34 757

37 466

44 846

55 017

2008 30．41 24 119 84．19 43 803 55．86 69 860 252．81 61 840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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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23 648元。海岛县居民生活水平近20多年

来发生明显的改变，说明国家对海岛和海洋开发

利用的高度重视。

2．2海岛县产业结构演进特点与影响因素

从浙江4个海岛县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来看

(图3至图6)，海岛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有了很

大改变，并具有不同的演进特点。嵊泗、岱山两

县产业结构是按照左旋模式的演进过程；玉环县

产业结构则按照右旋模式的演进过程；洞头县较

特殊，先是按照右旋模式的演进过程，后来是按

照左旋模式的演进。目前，各海岛县产业结构均

以“二三一”为主，说明海岛县仍处于工业化的

过程中。洞头县虽已进入高级阶段，不过第三产

业比重大原因不是因为较高的工业化程度带动生

产性服务业高度发展而产生的较优化的产业结

构，而是华电液化气批发额较大引起的虚高。

图3洞头县产业结构演进

从洞头县产业结构演进模式可看出(图3)，

1993--1997年产业结构重心一直处在第2区域内

(Xs<X；<Xz)，按照正常的发展模式应该进入

第3区域，可到了1998年却退回到了第1区域，

然后1999年后产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直接进

入了第5区域，2002年之后产业结构又发生了质

的变化，进入了第4区域。促使洞头县产业结构

改变原来的右旋模式而转向左旋模式，主要是由

于建设液化石油气储运中转基地，以及温州(洞

头)半岛工程、五岛相连工程，极大改善了投资

环境和交通运输业，使得洞头的第三产业得到飞

速的发展，超过了原来比较薄弱的第二产业。洞

头虽然已经进入产业结构高级化阶段，但目前还

是刚刚开始进入这个阶段，离国际公认的英格尔

斯现代化标准(一、二、三产业结构的比重分别

是12％～15％，40％～43％、45％)的距离相差

较大。

岱山县和嵊泗县的产业结构演进模式有很大

的相似性(图4和图5)，岱山产业结构在2003

年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第4区域；在2007

年以后产业结构又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第3区

域。嵊泗的产业结构在1998以后发生质的变化，

进入第5区域；2003以后以后产业结构又发生了

质的变化，进入第3区域。岱山和嵊泗两县依靠

其独特海岛旅游资源和具备建深水大港的良好条

件，极力发展旅游和海洋运输业，第三产业逐渐

成为其优势产业。近年来，得益于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建设，嵊泗县第二产业的建筑

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使得第二产业成为优势产

业。随着嵊泗县域大、小洋山深水港工程以及上

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背景，嵊泗获得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旅游业，海运业和港口服务

业成为未来经济主要增长点，有利于经济结构的

优化。

图4岱山县产业结构演迸

玉环县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连续8年被评为

“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在经济发展中玉环县已

经形成具有区域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体系。从图6

可以看出玉环县产业结构演进模式：1994--1997

年产业结构重心由大到小一直是X。、X。、X：处

 



46 海洋开发与管理

图5嵊泗县产业结构演进

在第2区域内，1998年以后发生质的变化，三次

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大到小依次为：X。、X。、X。

在第3区域内，第二产业依然是主导产业，不过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玉环岛早在1977

年因漩门一期工程与大陆相连。玉环发挥公路交

通运输的优势，开始工业化起始阶段的积累。漩

门二期工程的建成，促使玉环工业化进程有了飞

速的发展，使其第二产业一直占主导地位。

展起到很大的作用。玉环县凭借漩门一期和漩门

二期工程，抓住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工业，已进

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为下一段的经济转型奠定了

雄厚的物质基础。不过，由于漩门一期和二期工

程的建设，以及目前正在实施的漩门三期工程，

玉环岛与大陆的联系和交通变得非常便携，很大

程度上弱化了玉环县的海岛县属性。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海岛县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演进的重要保障。由于海岛县基础设施建设起

步普遍较晚，陆海交通、岛际交通等较沿海城市

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如，温州

(洞头)半岛工程、五岛相连工程，极大改善了

投资环境和交通运输业，洞头经济得到飞速

发展。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优势是海岛县经济快

速发展的关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

区的集聚效益带动了嵊泗县域其他港区的开发

建设，也带动了港口服务业和海运业等产业发

展，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其他海

岛县应充分依托其附近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港

口及旅游业。

海洋交通运输能力对海岛县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升级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岱山县、嵊泗县

经济的高位增长是由于港口运输及港口服务业和

海洋旅游业等的较快发展。利用海岛独特的地理

优势，建立中转枢纽深水大港，可以延伸海洋交

通运输业的产业价值链，大力发展临港工业、新

兴海洋产业和海洋旅游业。

参考文献
图6玉环县产业结构演进

[1]

3 海岛经济发展的若干启示 [2]

通过浙江省海岛县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

进分析，可以发现海岛县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

资源优势，能够实现海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r4]

海岛县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启示。

原始资本的积累是海岛县经济发展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基础。经过近20年的发展，洞头、[53

岱山、嵊泅与玉环县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

在继续扩大，说明玉环县原始资本积累在经济发

吴碧英．产业结构的变化轨迹FJ]．中国软科学，1994

(10)：18—21．

姚静，张二勋．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探讨[J]．地理学与

国土研究，2000，16(4)：19—24．

张耀光，陶文东．中国海岛县产业结构演进特点研究

[J]．经济地理，2003，23(1)：47—50．

张耀光，王国力，肇博，等．中国海岛县际经济差异与

今后产业布局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2)：

222—230．

于海楠，于谨凯，刘曙光．基于“三轴图”法的中国海

洋产业结构演进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

(4)：7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