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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经济省际空间差异与海洋经济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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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大连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

116029； 3．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广州510440)

摘要：我国的海洋经济在空间分布上是由沿海具有海岸带、海岛与广阔海域的11个省(市、区)组成。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把海洋资源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振兴国家经济的重大举措，

从而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若干个海洋经济强省的规划。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既可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又能吸纳劳

动力缓解我国的就业问题，又为我国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相关条件，使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得到提

升和快速发展。在研究中应用分析区域空间差异的定量方法、对各省(市、区)海洋产业以及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等

的空间集聚与扩散程度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海洋经济形成的机制与规律，并提出了关于我国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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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作为人类不断开发的新领域，地理学界对海洋经济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岸带规划之间关系的兴趣

与日俱增n1。近30年来世界进入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新时期，海洋经济总值由1980年不足2500亿美元，到

2001年的1．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值的4％左右)，年平均递增率为8．6％。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世界经济

的布局向滨海地区聚集。

海洋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已成为沿海国家尤其是海洋大国的发展战略。如美国制订了《1995—2005年

海洋战略发展规划》确保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1990年英国颁布的《海洋科技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的6项

战略目标中，重点选准优先发展领域，集中力量更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日本制订的《2000年的海洋开

发规划》中，提出了面向21世纪全面开发海洋资源； 《198卜1985法国海洋研究与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发

展海岸带经济等等晗1。我国是海洋大国，要使经济社会长期繁荣发展，必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我国海洋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沿海省(市、区)陆地面积

占全国13．4％，却承载着全国40％的人口，创造出全国60％以上GDP的总值，也是得益于海洋。

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1980年海洋经济总值不足20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7233亿元，年平均递增

率为26％，远高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高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海洋经济总值在GDP中的比重

逐年提高，从1990年的2．36％上升到2001年的7．096，海洋经济增加值由1995年的2．6％上升到2001年的

3．7％，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海洋经济地域系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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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与世界海洋经济发达国家按海洋经济绝对值相比差距较大，1995年美、日和英国的海洋产值分别为

1860、1400、760亿美元，而我国仅300亿美元。根据1995年进行的预测，到2001年我国海洋经济占当年

世界海洋经济总值的7．O％左右，而估计美国约占16．7％，日本约占13．1％、英国约为7．5％。随着我国进一

步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提出了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必

须以沿海省(市、区)为基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沿海11个省(市、区)相继把海洋经济列为各省

市的发展战略。辽宁、山东、广东、海南相继提出：建设“海上辽宁”、“海上山东”、“海洋大省”等等。

由于我国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进行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区是相对独立的

经济利益主体，于是，我国一些沿海省区在海洋经济强国的目标前提下，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旧。5’川

关于中国陆域区域经济差异，国内学者如陆大道、杨开忠等u乙133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至于中国区域海洋

经济差异(省际之间)的研究报道不多。随着我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经济的发展，国家提出了建设海洋

经济强国和海洋经济强省的构想，因此有必要从省际之间对我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进行研究，为建设海洋经

济强省提供科学依据。

2省际海洋经济差异的特点

我国的海洋经济(海洋产业的组合)在地域分布上是由我国沿海具有海岸带、海岛与管辖海域的省区组

成。把沿海11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海洋经济总值和直接海洋产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沿海造

船业、海洋盐业、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滨海砂矿开采)的产出作为分析海洋经济省际差异的主要内容

和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基础。

2．1各省市区海洋经济发展差异明显

1995～2001年我国各省市区海洋经济具有明显的增长(图1)，有的已超过本省市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

速率，海洋经济总值占本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多数有了提高表l-

从图1、表1中可以看出：(1)各省市区海洋经济总值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年平均递增率低的接近1 096，

高的已超过2096。(2)各省市区海洋经济总值的增长，多数已高于GDP的增长。(3)各省市区海洋经济占GDP的

比重多数有了提高。根据各省市区海洋经济总值计算的变异系数，1995年为O．779，2001年为O．839，说明海

洋经济省区差异的变化趋势有所扩大。



论文曩

●l IImEI}&*lI fX)

ⅥI m_■m_●却Hh№"h■∞㈨
●‘ }胂卧时^lⅡl埔lnlt r车佰¨

§I$E__■*t16±E l晰 |{I 6 jj 1，{{o l‘9 1日，6，：l!【々l：

■#船el#Et 抽1¨二l‘i 1I；l 2 1ljllll1‘Hl I{1'

I*t#eI自 l蝌n：¨5I I s j’I¨二‘I oj ll 5二，j 3

lnxt艚El 蛳l】{‘ll：!t’ll B^¨‰lII 5lI m：

I#e#r●#十日l-●】’9s、埘l l5；m：1：；{，l，Ii I|；：I a J 5j ji‘：：6

6*l}月-_l 】∞hmI B："-自lO 31I：m#I：5】lI”a”I 5 s i口

I■●^■十●脯t*f●l蛳}÷l-■m睫*_●f埘)■■

【表1)．

《Ho『⋯，

“b ‘|j

目l十l措牟§鲁m巨●#蛏弈Ft■E|

叶l m哪雠。c珈叫m。耻w1叫柚mmn∞∞哪艘目。f c|l眦

2 2各省市区拥有位居前，0的海洋产品

由于各省市区所处的海域区位、海域范围、海岸线长度、海洋瓷源丰度、开发{缸洋资源的力度以及技术

进步和市场等杜会经济因素等的影响．形成了各自位居前列的海洋产品，各主要海洋产品产量的前三位的排

序中．已全部包括了11个省市区在内。(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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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2各省市区主要蠢洋产晶产量的位序12∞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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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擎产品 位詹前弼的省区f 翦三位占全部产量蠹粤比重‘％’

海水产品

嵩洋箍铹

挂水养殖

海洋石油开采

骞洋天然气开采

演簿修矿开采

海盐产量

造船完工鼍

海上运输

巷口香吐量

篡游收人

旅旃人敦

山东(22．8)，福建‘18．9)．蠹江(15．9’

浙江(23．21，山东(19．s)，福建(t4．7'

山东【?f．o)，罐建{2^l’．广东f15．8'

广东l 57．1’、天棒‘：9．O)。山东tlO．Ol

广东‘73．2'、天津n3．7)．上海I 7．8)

横建(85，l’、高南19．8)．广西f2．1)

山东‘39．51．河北121．1}，辽宁‘13．01

上海l 50．6)．辽宁‘22．O)，广东18．Q)

上海I 31．4)．广东‘20．2'、浙江¨1．9’

上海t16．1’，新江115．O)．山东c¨．31

广东‘48．5)，上海c2】．1)、福建cIO．3)

广东c63．5l、上海‘lo．9)，福建f：．7’

5 7．6

57．|

E6．¨

94'l

94．7

97．3

73．9

S0．6

63．5

l；．1

79．9

82．1

员辩来谭。据中国拇洋经浇年鉴f2002)整理·①括号内敦为各省市区该产品量占全圆的比重‘!·'．

2．3各省市区海洋产业结构空间差异显著

(1)产业结构以一业为主的省市区多于多元产业结构的省市区

①从各省市区直接海洋产业所占比重的柱状图中(图2)(纵坐标为该产业所占百分比，横坐标为产业)可

看出其差异。②由于柱状图难以对比出各省市区之间海洋产业的差异特点，现应用威佛(weaver)组合指数计

算出产业结构的最小方差值，从最小方差图(图3)中可以看出各省市区是一业为主或是2种、3种、4种产业为

主的状况。

说明：纵坐标为海洋产业占各省市区海洋经济总值的比重，横坐标为产业部门：1海洋水产、2油气、3砂矿、4海盐、5

造船、6交通、7旅游。

图2海洋产业在各省市区的比重(％)
Fig． 2 Proportions of marine industry in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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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纵坐标为方差值、横坐标为海洋产业部门(同图2)

图3各省区产业结构最小方差图

Fig． 3 The minimum Vari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最小方差是产业实际分布与理论分布之间偏差最小的数，实际上是标准差的平方

，：坠型
以

若平方和最小，则说明用这种假设分布来近似实际观测分布最确切。因为当实际观测分布的百分比和某

一种假设分布的百分比完全一致时，它们之间的差的平方和应该是O，实际上，只要使差的平方和非常接近

于O，就是最佳拟合。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L：旦小旦+旦⋯+旦
三w口 三W， 三Ⅳ口 三W。
J‘l ，-I ，耳l J-J

式中：wij，为i省区第j类海洋产业的数量，j=l、2⋯，n：Tij，为i省区第j类海洋产业的百分比数量，T

为i省区n种海洋产业占海洋产业总量百分比之和，其值为100％。

通过最小方差值的计算及相应最小方差图的绘制口，主要利用最小方差的一个特性，即方差值最先是由

大变小，再由小变大，从图上可见在最小方差值落到最低位之前的产业部门数，即可知道是几个海洋产业部

门。如果这个省(市、区)是以单一产业部门为主，则最小方差图上是一根由最小方差值由小变大由最低点向

上的曲线。图3和图2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不同海洋产业结构类型省区。广西、海南、福建、浙江、江苏、山

东和辽宁7省区均以水产业为主的省区，而上海(交通、旅游为主)和河北(水产和交通)为二种海洋产业为主

的省市：天津为三种(油气开采、交通、旅游)海洋产业为主的市；广东是四种海洋产业(水产、旅游、油气

开发和交通)为主的省。

(2)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类型多样，各省市区处在不同产业结构演进过程阶段。随着区域产业结构的成长，

其构成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发生新的变化组合。对于产业结构采用存量规模比例表述，将出现产业

”／
一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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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不同特征。根据各省市区海洋三次产业结构重心轨迹的动态变化。，来形象描绘海洋三次产业演进过

程及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右旋模式和左旋模式。当1、2、3次产业结构重心落在由

3600划分为600而形成的1～6个“区域”中，三次产业结构根据其大小顺序出现下列6种形式，重心落在哪个

“区域”，则可将x(1、2、3次产业)与x，、xz、x。的大小顺序形成的6个“区域”相对应。从图4中可以看出

各省区在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的差异状况，从而也可划分出各省区海洋经济结构类型n引。

圉4 中国各省市区海洋产韭结构演进过程趋势示童田

F．蟮{Ⅸag飓m蜘嵋ⅡelId of evolu‘hl pl啪亡鲢oftI傩m嫡肿i捌I嘴‘r瑚班r吣I艉in垤哟幛卵∞酶ofCIli旭

(3)海洋产业在地区分布上聚集程度高

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用于刻画空间差异状况，并可进行空间差异的对比，是研究离散区域分布的

方法之一，曲线与对角线的偏离状况，可以了解某产业在地区上的聚集程度惦1利、根据各海洋产业在各省市

区的分布状况，绘制反映各海洋产业偏离对角线远近的洛伦兹曲线图(图5)，并计算其集中化指数(表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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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省市区的海洋产业计算的集中化指数G(G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G一1，产业聚集程度大，G一0，

产业分布趋向均匀)。表4为各省市区海洋产业集中化指数变化趋势，从中即可看出各省市区海洋产业聚集程

度的历年变化和海洋产业的聚集程度。

3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选择

由于以地区差异问题为代表的区域问题的显现和备受关注，国家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地区协调发

展战略。于是，在我国新制订的海洋经济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到20lO年建成若干个海洋经济强省的规划n羽。

3．1意义

(1)为我国建成世界海洋经济强国打下基础。沿海各省市区的海洋经济总值是全国海洋总值的组成部分，

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也就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贡献率的增大，同时也体现在国

际上海洋经济地位的提升。

(2)促进沿海各省市区海洋经济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海洋经济发展，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海洋产业合理布局，同时，海洋经济对地区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年提高。如广东

省2002年全省海洋产业总值为1450亿元，海洋经济增加值为910亿元，占全省GDP比重由1999年的7．2％提高

到7．8％。‘81

(3)建设小康社会，提高和扩大就业。海洋作为生产和生活空间，可以为缓解人口和资源压力作出重要

贡献，成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基础。海洋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个百分点，将创造直接就业机会3．7万

人。可相应为陆域创造4．7万人的间接就业机会。

(4)为我国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有利条件。我国西部开发离不开东部的支持，其中如港

口，成为西部的出海口。渤海与北黄海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产业的合理布局将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有

利条件。

3．2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原则和目标

(1)原则

①坚持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统一，提高海洋经济的总体水平。根据皮尔模型叫预测，我国海洋经

济发展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1998年以前处于孕育期；1999～2015年为成长期；2016～2033年为全盛期；2034

年之后为成熟期。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已发展到成长期，今后将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提升海洋经济在GDP中

的比重，作为海洋经济强省其发展则要超越全国水平。②坚持海洋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并举，海洋经

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③坚持科技兴海，加强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发展的作用，

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④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

(2)目标

①到2005年海洋产业增加值在当地GDP中的比重达到8％以上，一部分省市区海洋经济总产值超过1000亿

元。②到20lO年，沿海地区的海洋产业增加值在当地GDP中的比重达到lo％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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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分期建设不同类型的海洋经济强省

(1)到20lO年全国沿海11个省市区，不可能全部进入海洋经济强省之列。为此，首先用层次分析法建立

“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层次结构图(图6)。按计算出的各省市区权重系数，并考虑其他因素加以确定。

A目标层，建设海洋经济强省选择为总目标。

B准则层，影响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4大类主要因素。

c指标层，是4大类因素的分解。如其中海洋资源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基础和支撑力。海域环境中的

海域生态环境则反映了海洋受污染程度、海洋环境保护状况等。社会因素则反映各省市区发展海洋产业吸

纳劳动力状况、建设小康社会。科技进步则反映了采用海洋高新技术状况，新兴海洋产业的增加以及科技进

步贡献率状况等。这些指标实际上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保障能力。

D决策层。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列出被选的拟建设为海洋经济强省市区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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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层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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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明确问题，建立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和经过层次单排序、总排序以及一致性检验等的计算，得

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权重排序(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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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5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权重捧一f

T蛾5 mwe|窖hI ord竹of b_岫叼mr№e伽哪inIly sIm唱ProvIn啷

排序 省市区 权重 排序 省市区 权重 捶序 省市区 权重 捧序 省市区 权重

(2)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类型划分

根据计算出的综合因素权重值，考虑各省市区海洋经济现状特征和今后发展，对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进行

类型划分。一级指标考虑海洋经济总值及其占全省(市、区)GDP贡献率；二级指标考虑产业结构特点，分为

多元产业结构和单一产业为主的结构。根据指标，建设海洋强省共分为三个1级类型，每个一级类型又分2个

二级类型(见表6)。从中可划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先后顺序及类型，如广东，山东已具有建设海洋经济强

省的条件，其方向是优化和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有望最先进入海洋经济强省之列；上海、福建、浙江和辽宁

将有望在2010年前进入海洋经济强省之列：其他省市区将可能稍后。

衰6 l设海洋经济强省类型捌分

Tlb．6 mIy|叫I吡0f bmHI鸭啊盯I雎髓呻明妇删y髓啊喀pr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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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受 2、单一结构 山东 新江、镊建、辽宁 江蓦、广西，簿南

4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对策

4．1 加强海洋资源综合开发。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海洋资源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基础。我国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总目标纲要中，提出了“开发海洋资源、合理布局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

域环境”。海洋资源可分为海洋空间资源、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等。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海运、港口、

桥梁与海底隧道、海底电缆与旅游景点等：非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有滨海砂矿、海底石油、天然气、锰结核以

及潮汐和波浪能量的利用等；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鱼类资源和其他海洋动植物、微生物资源。要改变

以利用海洋生物资源为主的局面，充分利用海洋空间和非生物资源发展海洋二、三产业，辽宁、山东如在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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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峡规划建设桥隧工程；在上海为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利用嵊泗列岛的大、小洋山岛的优良条件上海与浙

江共建深水港；上海、广东的船舶工业向海岛、海岸布局延伸；辽宁、山东、上海、广东、海南对渤海、东

海和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和下游产业的布局，各省市区对滨海旅游产品的开发也作为重点发展。

4．2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增加新兴海洋产业部门，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随着对海洋资源开发的技术水平提高，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得到成长。从2001年起，中国海洋产业的统计

中，已由7个直接海洋产业增加到13个产业(国际上有20多个产业)。增加的海洋产业主要是海洋化工、海洋

药物、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海洋工程建筑和海洋信息服务等。由于各省市区对新增加的海洋产业存在分布

上的差异，因而影响其海洋总值的增长和产业构成的变化。如以天津市为例，如按原7个海洋产业部门统计，

2001年海洋经济总值为160．93亿元，加入了新增加的海洋产业部门，海洋经济总值达到268．65亿元，增加了

40％的海洋产值。按7个海洋产业三次产业构成，其比例为4．4：53．7：41．9。包括新增加的海洋产业后，其

比例为2．6：46．5：50．9。由于新增加的产业部门基本上为新兴海洋产业部门，既有科技水平的提高，又改变

了各省市区传统海洋产业和新兴海洋产业的构成(表7)。但目前我国新兴海洋产业由于受市场机制、资源与

技术等因素影响，在沿海各省市区中发展并不平衡。如海洋化工业目前以天津、河北、江苏、山东省为主；

海洋药物以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为主；海洋电力以广东省占重要地位，海水利用则主要局限在作为冷却

水，尤其北方沿海城市在火电、化工、钢铁、石化等工业部门应用较多。海水淡化由于成本较高，主要在淡

水资源十分缺少的海岛逐步推开。总的来讲，海洋新兴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囊7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构成变化(传统：撕j||e}(，‘)

l呶7 m咖posIb叫ch学ort瞅b嘲啪啦|nd蚋l岫邮

2∞l 省市区 1995 2∞1 省市区 1995 2001 省市区 1995 2∞l 省市区 199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1996．2002)计算。

4．3坚持科技兴海，增加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提高海洋产业的竞争力

坚持科技兴海，加强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加快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海

洋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我国的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仅为30％，天津为30～40％，山东

为50％，而国际先进国家达到70～80％㈣。按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十五”期间使海洋科技对海洋

经济的贡献率，从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2015年提高到60％。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

我国海洋产业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国家，均存在着数年或十年的差距‘211。为此，强化各省市区海洋技术创

新，减少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除了本国加强技术创新外，还要吸收和采用世界海洋产业新技术，提高海洋开

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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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系统

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正式确认了“海洋综合管理”为国家职责，在地方一级和国家

一级从事沿海和海洋区域资源综合管理及可持续发展一。 。21世纪是海洋世纪，解决人口、环境和资源三

者矛盾的出路在海洋，保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海洋管理的主旋律。为此，各

省市区要执行国家和海域管理法、执行海洋功能区划、海域环境保护法等，并建立科学、完善的海洋管理体

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海洋强国、强省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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