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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科学合理评价区域海洋科技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区域海洋经济增长,文章以东部海洋经

济圈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指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海

洋科技发展等因素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海洋科技发展水平

综合指标包括海洋科技支撑、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海洋科技投入3个主要素及其11个指标,

2006—2015年东部海洋经济圈各地海洋科技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且差距较小;除政府支

持力度外,海洋科技发展水平、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工业污染程度等变量均与海洋生产总值

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海洋科技发展水平为正相关;未来应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减少区域壁

垒制约以及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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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scientificallyandreasonablyevaluatethelevelofregionalmarinescienceand

technologydevelopmentandfurtherpromoteregionalmarineeconomicgrowth,thepapertook

theeasternmarineeconomiccircleasanexample,use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oconstruct

acomprehensiveindex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developmentlevel,andusedmultiplelin-

earregressionmodelsto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develop-

mentandotherfactorsandmarineeconomicgrowth.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com-

prehensiveindicators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developmentlevelincludemarinescience

andtechnologysupport,marin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transformationandma-

rinescienceandtechnologyinputandits11indicators.Theoveralllevelofmarinescienc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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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developmentintheeasternmarineeconomiccirclefrom2006to2015wasontherise,

andthegapwassmall.Inadditiontogovernmentsupport,variablessuchasthelevelofmarine

scienceandtechnologydevelopment,thelevelofdevelopmentofmarinetertiaryindustry,andthe

degreeofindustrialpollutionwereallsignificantlyrelatedtothetotalvalueofmarineproduction,

ofwhichthelevel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developmentwaspositivelycorrelated.Itwas

necessaryto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marin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re-

duceregionalbarriers,andstrengthen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governance.

Keywords:Marineeconomiccircle,Marinetechnology,Marineeconomy,Marineecologicalenvi-

ronment,Regionalsynergy

0 引言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以及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合理开发利用海

洋资源、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和优化海洋产业布局,

对提升我国海洋经济实力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具

有重大意义。海洋科技发展能够带动海洋新兴产

业发展,进一步促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马志荣[1]论述我国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战略所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翟仁祥[2]通过采用海洋经济双对

数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提出我国海洋科技的

经济增长贡献度较小,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增长模

式仍为资本与劳动驱动型;乔俊果等[3]提出我国海

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入,海洋科技投入

的贡献率次之;徐进[4]对比分析海洋科技的投入和

产出指标,提出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3大国家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存在差异;赵玉

杰等[5]基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科技研发经费

投入和海洋生产总值,通过建立VEC模型,分析海

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科技创新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

期波动关系;王艾敏[6]选用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采用空间面板回归

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海洋科技与海洋

经济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谢子远[7]关注我国沿

海地区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提出海洋科技进

步可显著提升海洋经济产出效率和推动海洋产业

结构升级,且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之间的关联性越

来越紧密;戴彬等[8]采用随机前沿模型(SFA)测度

2006—2011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洋科技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格局的演变和影响因

素;卫梦星等[9]界定海洋科技及其综合实力的概念,

并采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构建海洋科技综合实力

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国内研究主要评价或对比我

国11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整体海洋科技发

展水平,此外多选取单个投入或产出指标作为海洋

科技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信息较片面,难以准确

地反映海洋科技发展水平。

东部海洋经济圈由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沿

海地区及其海域组成,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

时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交

汇处。合理开发利用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资源,

以其海洋科技创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东部

海洋经济圈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并对各地

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进一步分析海洋科技发展等因素与海洋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

1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

1.1 综合指标

主成分分析方法可通过线性变换的方式从多

个指标中提取少数要素,再通过要素对原始数据的

方差解释程度确定相应权重,从而构建综合指标。

该方法可保留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且不受主观

因素影响。

本研究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相关信息,选

取11个指标。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从11个指标

中提取海洋科技支撑、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海洋科

技投入3个主要素;这3个主要素可解释总体方差

的81.841%,表明其包含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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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3个主要素分别乘以相应权重后加和,形成海洋 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指标(表1)。

表1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指标

目标层 要素层(权重) 指标层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

海洋科技支撑

(0.717)

海洋科技活动人员占地区涉海就业人员的比重

具有研究生学历人员占海洋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

海洋科技活动人员人均获专利授权数量

海洋科技论文发表数量

海洋科技专利授权数量

海洋科技研究课题数量

海洋专业在校研究生数量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0.177)

海洋科技服务占海洋科技研究课题的比重

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占海洋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

海洋科技投入

(0.106)

海洋科技经费总额

海洋科技经费占地区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避免因指标数值过大而影响分析结果,本研

究对海洋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海洋科技专利授权数

量、海洋科技研究课题数量、海洋专业在校研究生

数量和海洋科技经费总额5项指标采取对数化

处理。

1.2 动态变化

为进一步了解东部海洋经济圈各地海洋科技

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本研究根据2006—2015年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数据,分别对上海市、江苏省

和浙江省的11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地综

合指标得分(表2)。

表2 2006—2015年东部海洋经济圈各地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

年份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2006 -1.1192 -0.7001 -0.8890

2007 -0.9282 -0.6948 -0.7600

2008 -0.6556 -0.4474 -0.3036

2009 -0.3360 -1.1348 -0.5603

2010 0.0983 0.2281 -0.4514

2011 0.2595 0.4022 0.1776

2012 0.3003 0.5207 0.3712

2013 0.3071 0.4643 0.6112

2014 0.9969 0.7027 0.8017

2015 1.0769 0.6593 1.0026

由表2可以看出,东部海洋经济圈各地海洋科

技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且差距较小,其中

2010年为重要转折点。2010—2015年江苏省海洋

科技发展水平在3地的排名有所下降,表明其海洋

科技发展较慢。

2 海洋科技发展等因素与海洋经济增长的

关系

2.1 变量选取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简单易操作,可较好地解释

变量之间的关系。为分析海洋科技发展等因素对

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

lnGOP=β0+β1TEC1+β2lnGOV+

β3PROP+β4POLLU+ε
式中:GOP为海洋生产总值(被解释变量);TEC1为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指标(解释变量);GOV为

政府支持力度(控制变量);PROP为海洋第三产业

发展水平(控制变量);POLLU为工业污染程度(控

制变量)。

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是海洋科技发展

水平的代理变量,考虑到海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可

能存在时滞效应,本研究对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综合

指标作滞后期处理。在模型回归过程中,滞后2期

和未作滞后期处理的方程整体拟合优度均不佳,且多

个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选择滞后1期的海洋

科技发展水平综合指标(TEC1)作为最终解释变量。

海洋科技研发具有高风险性,社会资本投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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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主要依赖政府支持,以政府资金投入占海洋科

技经费总额的比重表示政府支持力度;与海洋第一

和第二产业相比,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海洋生

产总值的联系更加紧密[10],以海洋第三产业占海洋

产业的比重表示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经济

增长受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工业污染直接危害

海水环境和海洋生物,以工业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

总量表示工业污染程度。

2.2 回归结果

本研究以东部海洋经济圈为研究区域,各变量

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06—2015年《中国海洋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统计年鉴中的上海市、

江苏省和浙江省相关数据之和。经数据整理和统

计,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相关系数 t统计量

TEC1 0.2992** 3.16

lnGOV 0.0445 1.54

PROP -17.1434** -3.19

POLLU -2.3256* -2.51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10%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

本次多元回归的R2值为0.9547,表明回归直

线 对 观 测 值 的 拟 合 优 度 较 好,可 解 释 因 变 量

95.47%的变差。同时,除政府支持力度外,其余变

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1)海洋科技发展水平与海洋生产总值存在显

著正相关关系,即海洋科技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

位,海洋生产总值将增加0.2992个单位。需要指

出的是,本研究在模型中对海洋科技发展水平综合

指标采取滞后1期处理,即海洋科技发展对海洋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显现;主要原

因在于我国海洋科技的研发主体是海洋科研院所,

而海洋科技的应用主体则是涉海企业,研发与应用

的分离使海洋科技的成果转化存在时滞效应。

(2)政府支持力度与海洋生产总值不存在显著

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对海洋科技发展的支持不一定

促进海洋经济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资金投入占

比较低,且资金的使用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综合

效益不高。

(3)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海洋生产总值存

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海洋第三产业占比每提高

1个单位,海洋生产总值将减少17.1434个单位。

海洋第三产业虽然产品附加值高和产生污染较少,

但过度提高其占比反而抑制海洋经济增长;主要原

因在于海洋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在各种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之上,如缺少海洋第一和第二产

业,海洋第三产业也难以扩大生产。因此,促进海

洋经济增长不能单纯依靠某类产业的不均衡发展,

而应调整和优化整体产业结构。

(4)工业污染程度与海洋生产总值存在显著负

相关关系,即工业污染排放总量每增加1个单位,海

洋生产总值将减少2.3256个单位。工业污染直接

危害海水环境和海洋生物,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制约

海洋经济增长。

3 建议

3.1 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为充分发挥海洋科技发展对海洋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应积极鼓励涉海企业与海洋科研院所建

立信息共享平台,以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方式缩

短海洋科技成果研发与应用之间的距离[11]。加强

涉海企业与海洋科研院所的合作,有针对性地以市

场需求引导科技研发,加快海洋科技成果的市场化

和产业化进程。鼓励社会资金进入海洋科技创新

领域,提高涉海企业的创新主体意识,积极鼓励涉

海企业主动开展海洋科技研发。进一步扩大政府

对海洋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政府投入

资金的分配机制、监管机制和使用效率评估机制,

提高政府投入资金的绩效。

3.2 减少区域壁垒制约

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资源丰富,工业实力雄

厚,港口航运体系完善,尤其上海市经济和科技发

展水平较高。应在充分开发利用各地现有资源的

基础上,加强区域合作,摒弃地方保护主义,促进海

洋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高效流通,充分发挥海洋科技

的溢出效应。建立区域内部产业协调机制,推进海

洋经济发展战略协同,促进形成资源共享、携手共

进的积极局面。(以下内容转至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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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灵活应对和积累经验,尽快将用海范围界定

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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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

态环境密不可分。应建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

机制,将污染问责和惩治相结合,加强监管力度。

加快产业低碳化发展进程,努力从根源上减少工业

污染排放,并加强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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