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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域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海洋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在海

域集约节约利用的要求下,测算海域使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深刻意义。文章基于生产函

数理论,参考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海域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提出海域使用

贡献率的概念,构建海域使用贡献率测算模型,并基于涉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海域使

用在我国海洋经济增长中发挥较大作用,且呈现2004—2015年海域使用贡献率总体呈波动变化、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海域使用贡献率大致相当、短期海域使用平均贡献率变化趋势较为稳定

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海域使用应开源节流、提升海域利用水平、保障海洋

经济增长的用海需求的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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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spaceresourceisanimportantguaranteefor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devel-

opment,andplaysanimportantsupportingroleinmarineeconomy.Itisofgreatimportanceto

calculatethecontributionofseaareausagetoeconomicgrowthundertherequirementsofinten-

siveutilizationoftheseaarea.Inthispaper,marinespaceresourcewasregardedasanimportant

factorin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byreferringtothe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

tion.Theconceptofcontributionrateofseaareausagewasproposed,andaproductionmodelfor

maritimespaceusageofChinawasconstructedaccordingtotheproductionfunctiontheory.An

empiricalanalysiswascarriedoutaccordingtooceandataofChina.Thecalculationresultsshowed

thatseaareausagehasplayedabigroleinthegrowthofmarineeconomyinChina.Italsoshowed

thatthecontributionrateofseaareausagefluctuatedinthemassfrom2004to2015.Thecon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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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ionratesofseaareausageduringthe11thFive-YearPlanand12thFive-YearPlanwere

roughlyequal.Theaveragecontributionrateofseaareausageinashorttimewasrelativelystable.Based

ontheaboveconclusions,suggestionsonmakingfulluseofmarinespaceresourcewereproposed.Theu-

tilizationlevelofseaareaforthegrowthofmarineeconomyshouldalsobeenhanced.

Keywords:Maritimespaceuse,Contributionrate,Productionfunction,Coefficientofelasticity,

Seaareasupply

海域是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空间和载体,是沿

海地区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在推动海洋经济

稳定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

快速发展,沿海地区用海需求旺盛,用海规模不断

扩大。然而海洋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依然存在,严重

影响海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1],成为海洋综合管

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隐患,因此提高海域利用效

率、实现海域集约节约利用成为沿海地区突破海洋

经济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科

学测算海域使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以真实反

映海域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海域集

约节约利用提供参考,为海域资源优化配置制定合

理、科学的管控依据。

1 研究进展与内涵探讨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

生产总量的增加[2],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探

究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测算始

于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此后

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主流经济学家普遍将资本、劳动、技术作为

经济增长的3大要素,当前社会经济已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讨论土地[3-6]、教育[7-8]

或能源[9]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海洋领域,相关学者已经开展海洋经济增长

贡献率的研究[10-12],目前普遍认为海洋经济增长要

素至少包含涉海资本、劳动和技术等,但尚未涉及

海域要素。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在海洋经济发展早期,

海域不是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条件,而是

以满足海洋经济发展所需为主,因此在此阶段不需

要考虑海域要素的贡献。但随着海域开发与利用

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各产业用海矛盾日益突

出,海域资源的制约作用愈加明显,不可再忽视海

域使用在海洋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鉴于此,

本研究将海域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

之一,并以“海域使用贡献率”衡量海域使用对海洋

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

从概念定义来看,海域使用贡献率表示在海洋

经济发展中,海域作为投入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

贡献大小,具体可以通过海域面积增长对海洋经济

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体现。

从数值特征来看,海域使用贡献率在短期内会

有一定的波动,这是因为海域使用对海洋经济增长

的贡献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还可能受到经济危

机、国家重大政策或项目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从

长期来看,海域使用贡献率可能有所增加,这是因

为海域资源具有稀缺性,对海洋经济的制约作用会

逐渐增加,海域要素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进

一步凸显。

2 测算模型构建

2.1 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劳动、

技术等多种要素共同推动的,为准确分析各要素在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多数学者采用生产函数模型进

行测算。生产函数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建立的经

济数学模型,是在一定假设下描述生产过程中生产

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要素定量关系的经济学模型,

是进行生产过程数量分析的重要工具。

目前常用生产函数法来测量要素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需要的资料比较少、操

作比较简单。生产函数法的具体形式有很多种,如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超越对

数生产函数等,其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使用

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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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由美国数学

家Cobb和经济学家Douglas共同提出,该函数反

映了劳动与资本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函数

形式为:

Y=AKαLβ (1)

式中:Y 为经济产出总量;L 和K 分别为劳动和资

本的投入;A 为一定的科技水平;α为资本投入产出

弹性;β为劳动投入产出弹性。

2.2 模型建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模型中的投入要素仅包

括劳动和资本2种,而科技、海域等要素均统一归并

在其他综合要素中。基于上述将海域作为海洋经

济增长重要投入要素的考虑,在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包括海域供给、劳动投入、资

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

Y=f(A,K,L,T)=AKαLβTγ (2)

式中:Y 为经济产出总量;K、L 和T 分别为资本投

入、劳动投入和海域供给;A 为技术进步;α、β、γ 分

别为资本、劳动和海域供给的产出弹性。

对式(2)两边取对数,则模型变为:

lnY=lnA+αlnK +βlnL+γlnT (3)

对式(3)两边同时对t求导,得到:

1
Y
dY
dt=α1K

dK
dt +β

1
L
dL
dt+γ1T

dT
dt +

1
A
dA
dt
(4)

由于实际数据都是离散的,可用差分方程代替

微分方程,并令Δt=1,得到:

ΔY
Y =αΔK

K +β
ΔL
L +γΔT

T +
ΔA
A

(5)

GY =αGK +βGL +γGT +GA (6)

式中:GY为产出年均增长率;GK 为资本投入年均增

长率;GL为劳动投入年均增长率;GT 为海域供给年

均增长率;GA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

由此,得到海域使用贡献率为:

ET =γ
GT

GY
(7)

3 海域使用贡献率实证分析

3.1 指标选取

采用生产函数法测算海域使用贡献率时,必须

对产出、资本、劳动和海域供给等指标做出统一的

设定,否则会导致测算的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可比

性。同时,需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准确衡量各项

投入要素。

(1)产出指标。从理论上讲,应按实物量来分

析产出量,在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研究中常使用国

民生产总值作为总体经济的测算指标[13],在海洋领

域即为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对应的海洋生产总

值。为科学剔除当前海洋生产总值的价格因素,准

确计算其物量变动,采用以2003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海洋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

(2)资本要素投入指标。资本要素是指机器、

设备和厂房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要素之一。

由于目前我国海洋领域尚未全面开展固定资产投

资的统计,本研究将海域使用各产业作为整体考

虑,选择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作为指标。尽管沿海地区的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并非全部用于海洋领域,但这些资本要

素对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考

虑价格变动因素,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不变价处理。最终将沿

海地区不变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2003年为

基期)的10%作为资本要素的投入指标[9],该指标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3)劳动要素投入指标。劳动要素投入是指生

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本研究采用涉海就业

人数作为劳动要素的投入指标。

(4)海域供给指标。海域供给是指在生产过程

中实际用于各类产业活动的海域面积,最科学的指

标是海域使用的实际面积,但查清海域使用面积需

要全国范围的海域使用现状调查,操作性和可行性

较差。由于历年新增确权面积仅代表当年新增的

确权海域面积,不能代表处于确权状态的海域面

积,本研究以累计确权海域面积(扣除注销面积)作

为海域供给指标。

其中,海洋生产总值和涉海就业人数原始数

据,2003—2014年数据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2015年数据来自《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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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确权海域面积原始数据来自《海域使用管理公

报》(表1)。

表1 投入及产出数据

年份
海洋生产

总值/亿元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额/亿元

涉海就业

人数/万人

累计确权

海域面积/

万hm2

2003 11952.30 30892.17 2501.20 78.30

2004 13972.24 37021.47 2673.87 83.67

2005 16249.71 45497.03 2780.80 95.20

2006 19174.66 54774.73 2960.30 112.51

2007 22012.51 63830.34 3151.30 129.93

2008 24191.75 72878.36 3218.30 147.48

2009 26417.39 92241.66 3270.60 161.59

2010 30300.75 110115.71 3350.80 178.28

2011 33300.52 116931.28 3421.70 193.59

2012 35997.86 137730.37 3468.80 200.62

2013 38733.70 162056.25 3514.30 222.45

2014 41716.20 183347.90 3553.70 251.27

2015 44636.33 203181.29 3589.00 262.97

3.2 弹性系数计算

弹性系数α、β和γ 值的确定是测算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目前尚不存在统一、准确的测算方法。根

据以往测算经验,在不考虑海域要素的情况下,取

资本的弹性系数为0.3、劳动的弹性系数为0.7[4];

当把海域纳入海洋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时,可将现

在的资本指标和海域供给指标共同视为不考虑海

域使用情况的资本指标,即将弹性系数确定为α+
γ=0.3、β=0.7。α 和β 的值将采用灰色关联度法

进一步确定。

利用灰色关联度法,分别测算资本投入和海域

使用面积与海洋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实际计算结

果显示,资 本 投 入 与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的 关 联 度 为

0.59,海域使用面积与海洋生产总值的关联度为

0.92。按此 进 行 比 例 分 配,可 以 得 到α=0.12、

γ=0.18。

3.3 结果分析

根据式(7)计算各年份和时期海域使用贡献率

(表2和图1)。

表2 2004—2015年海域使用贡献率 %

年份
产出

增长率

资本

增长率

劳动

增长率

海域使用

面积增长率

海域使用

贡献率

2004 16.9 19.8 6.9 6.9 7.3

2005 16.3 22.9 4.0 13.8 15.2

2006 18.0 20.4 6.5 18.2 18.2

2007 14.8 16.5 6.5 15.5 18.9

2008 9.9 14.2 2.1 13.5 24.5

2009 9.2 26.6 1.6 9.6 18.8

2010 14.7 19.4 2.5 10.3 12.6

2011 9.9 6.2 2.1 8.6 15.6

2012 8.1 17.8 1.4 3.6 8.0

2013 7.6 17.7 1.3 10.9 25.8

2014 7.7 13.1 1.1 13.0 30.4

2015 7.0 10.8 1.0 4.7 12.1

“十一五” 13.3 19.3 3.8 13.4 18.1

“十二五” 8.1 13.0 1.4 8.1 18.0

2004—

2015
11.6 17.0 3.1 10.6 16.4

图1 2004—2015年海域使用贡献率

从图1可以看出,2004—2015年海域使用贡献

率总体呈波动变化,主要分为4个阶段。①2004—

2008年处于增长状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

用管理法》施行以来,我国海域使用逐步规范、有

序,海域供给量保持较高增速,有效拉动海洋经济

增长,海域使用贡献率因此呈现较快增长趋势。

②2008—2012年大致呈下降趋势。2008年全球金

融危机对海洋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用海需求回落,

海域使用面积增速有所下降,导致海域使用贡献率

随之减小。③2012年后随着经济逐渐复苏,海域

使用贡献率有所回升,并在2014年达到近1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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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峰值,即30.4%;2012年国家海洋局对海域使

用权证书实行全国统一配号并加强相关管理,促使

当年海域确权面积出现较大增幅,推动海域使用贡

献率的提高。④2015年海域使用面积增速减缓,

使海域使用贡献率有所下降。

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发展阶段来看,海

域使用贡献率大致相当,分别为18.5%和18.4%,

均高于2004—2015年的整体水平。考虑海域使用

面积除受用海需求影响外,还与国家重大政策有

关,而国家重大建设用海项目几年上马一次,使海

域使用面积增长不规律。为此,本研究采用移动平

均法计算5年的海域使用贡献率,以消除数据随机

波动对测算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各阶段海域使

用贡献率稳定在15.6%~18.7%(表3),进一步分

析发现海洋经济增速与海域面积增速的趋势基本

保持一致,由此可以认为合理增加海域供给面积能

够提高海洋经济增长速度,未来海洋经济增长离不

开海域资源的持续稳定供给。

表3 采用移动平均法计算5年海域使用平均贡献率

%

时间段
海洋生产总值

增长率

海域使用面积

增长率

海域使用

贡献率

2003—2008 15.2 13.6 16.1

2004—2009 13.6 14.1 18.7

2005—2010 13.3 13.4 18.1

2006—2011 11.7 11.5 17.7

2007—2012 10.4 9.1 15.8

2008—2013 9.9 8.6 15.6

2009—2014 9.6 9.3 17.4

2010—2015 8.1 8.1 18.0

4 结论

海域大规模确权使用支撑了海洋经济的持续

高速发展,根据测算结果,“十一五”和“十二五”时

期海域使用贡献率均超过18%,在海洋经济增长中

发挥较大作用。实际上海域供给在海洋经济发展

中的贡献不仅限于此,海域作为海洋开发活动的载

体和空间,是涉海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聚集的

先决条件,具有不可忽视的“隐性贡献”。

针对海域使用贡献率现状,在“十三五”时期海

域综合管理中,应开源节流,从4个方面提升我国海

域使用水平,保障海洋经济增长的用海需求。①加

大对闲置海域的清查处置力度,有效盘活海域存量

资源,积极寻找融资渠道,使海域资源发挥最大效

用,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后劲;②健全海域使用权招

拍挂出让制度,积极推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配置,

满足市场需求,促进海域资源合理使用;③优化海

域资源利用空间布局,推进海域立体确权,扩展海

域使用垂直空间,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④推进

海域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科学布局海洋产业,将经

营粗放、利用效率低的海域进行充分整合,提高海

域产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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