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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洋产业价值链的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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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江苏海洋产业是江苏经济增长的洼地，也是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文

章探讨了海洋价值链的延展和深化的各种模式，并通过灰色关联法计算了江苏海洋价

值链的实际关联情况。通过价值链的理论关联度与实际关联情况的比较发现，江苏海

洋主导产业与陆域产业存在密切的价值链相关性，这也是近年江苏海洋经济快速增长

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各海洋产业之间来看，仍然存在着价值链各环节联系松散、价值

链驱动作用不明显的问题。从价值链系统增值角度提出了提高江苏海洋产业整体竞争

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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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以后，江苏海洋经济呈现了高速增

长的态势。到２０１０年，江苏在开发利用海洋、

发展海洋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期间，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率达３８．３８％。海洋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不断上升，截至２００９年，江苏海洋产业

总产值已达 ２７１７．４ 亿元，占江苏 ＧＤＰ 的

７．９％。三次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二、三产

业的比重快速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从２００１年

的７２．８％下降为２００９年的６．２％。

自１９９５年江苏省提出 “海上苏东”战略以

来，江苏海洋产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３个阶段。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是江苏海洋产业的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江苏海洋产业发展的主题是围绕滩涂

围垦和养殖规模化。在这一阶段中，海洋第一

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但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海洋第二产业发展极为缓慢。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期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

沿海第一产业仍然比重较大，但是比重快速下

降，海洋第二产业开始迅速上升。

２００３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江苏海

洋三大产业都经历了大幅度增长，但第二产业

增速更快 （海洋船舶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７８％左右的高速度），从而形成了江苏目前的

二、三、一海洋产业格局。

本文从海洋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理论出发，

首先探讨了海洋产业价值链延展和深化的各种

模式，然后通过灰色关联法讨论了江苏各海洋

产业的实际关联情况，进而通过理论关联性与

现实关联情况比较，探讨了江苏海洋产业价值

链的关联特征，并以此提出了提升江苏海洋产

业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１　江苏海洋产业价值链延展和深化初探

产业关联性越强，产业价值链条越紧密，

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越高，产业也越具有竞争力。

通过整合与延展产业价值链，可以实现基于产

业价值链的资源整合，有效降低产品在产业价

值增值环节上的包装、流通、库存、销售与内

部部门间协调等成本，获得成本比较优势进而

提高产业竞争力。

从理论上来看，海洋产业价值链的延展和

深化，分为纵向延展、横向延展、网络化综合

延展模式，其中纵向延伸又包括前向延伸与后

向延伸模式。本文重点以江苏海洋主导产业

（海洋船舶、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为例对各种

模式进行探讨，并初步分析江苏省海洋产业价

值链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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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海洋产业价值链的纵向延伸模式

１１１　价值链前向延伸模式

前向延伸模式指产业价值链的产出促进了

其他企业进入该产业的下游环节，使得产业价

值链得以延伸。例如，海洋渔业及养殖产业的

价值链前向延伸模式 （图１）。

图１　海洋渔业、养殖产业的前向延伸模式

海产品的初级加工主要包括海产品的分类、

分拣、包装、冰冻保鲜、晒干等半产品加工环

节。海产品的深加工主要包括：生产加工满足

家庭和连锁超市所需的小包装海洋食品、通过

对低值海产品进行动物蛋白提取而制造的高档

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利用海洋生物技术生产海

洋生物保健品和海洋生物药品等高附加值产品。

海产品物流与营销环节，主要指向价值链的高

端化延伸，通过品牌塑造与营销推广，促进海

洋品牌聚集。

海洋渔业与养殖业是江苏海洋产业的支柱

之一，但是在向海产品深加工以及营销产业延

伸方面却显得非常不足。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期间江

苏省海洋产业的发展重点是通过海域开发立体

化，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捕捞和滩涂垦殖，实施

多元化、产业化的经营方式，增加海洋初级产

品的品种、产量和养殖规模。２０００年以后，江

苏海洋产品初加工进入了规模化发展阶段，部

分企业开始向深加工延伸，甚至已经开始了品

牌化、高科技化发展探索，但是总的来说江苏

海洋产品深加工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１１２　价值链后向延伸模式

产业价值链的后向延伸，指由某产业价值

链环节规模扩大的带动，促进其他企业进入该

环节的上游环节，从而延长了产业链。后向延

伸联系比较突出的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第一

产业也有后向延伸，例如海洋渔业／养殖业也会

带动船舶修造产业，海水养殖设备、渔具与仪

器、养殖产品育种繁殖、海洋科技及海洋信息

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以海洋船舶制造业为例的

价值链后向延伸模式如图２所示。

图２　海洋船舶制造业的后向延伸模式

２０００年之后，以海洋船舶制造为主导的江

苏海洋第二产业逐渐成长为海洋产业中的支柱

产业，江苏海洋船舶产值从２０００年的９．７１亿元

增长为２００７年的４５１．２８亿元，年增长率高达

７３．１％。同时海洋船舶产业也带动了钢铁、电

子、装备制造和化工、轻工产业的发展，并通

过前向延伸部分促进水运交通、能源运输、水

产渔业和海洋资源开发。

事实上，很多海洋产业都既有前向的又有后

向的价值链延伸，即纵向一体化的延伸模式。尤

其在战略性海洋新兴行业中 （如海洋能源、海水

利用以及海洋工程建筑产业），存在大量的纵向一

体化延伸模式。例如海水利用产业，将海水经过

处理，直接用于工业循环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可直接推动沿海化工产业带的发展，又可拉

动相关的装备制造以及能源产业。因为江苏有丰

富的滩涂资源，适合海洋风能的发展，海洋风能

将直接推动化工设备、化工基础原料产业的发展。

而在海洋工程建筑方面，沿海港口的建设与发展

是江苏沿海开发的核心与基础，其将前向推动航

运业、渔业、海洋资源开发，后向拉动建筑业、

物流、仓储行业发展。

１２　海洋产业价值链的横向拓宽模式

横向拓宽模式之一是，价值链的每一个环

节都由大量同类企业构成，按照产业价值链的

聚集效应，它们围绕某一核心企业贴牌生产或

按自有品牌独立生产无差异性产品。在江苏海

洋产业价值链中，横向拓宽模式主要集中在价

值链下游的消费性海洋产品初／深加工产品类，

例如，２０００年以来江苏的即食海苔企业群，即

沿着横向拓宽的发展模式，目前已经进入规模

化、品牌化的发展路径。

另一类价值链的横向拓宽模式是指产业价

值链的某一环节的同类企业由于激烈竞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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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创新或者生产差异性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

需求。２００４年以来，江苏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的迅速崛起，就是通过品牌创新和功效创新手

段等，逐渐形成了有各自竞争力的、差异化的

产销体系。

１３　海洋产业的网络结构模式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细化与市场需求的多样

化发展，新兴海洋产业不断出现，海洋产业价

值链将呈现出纵向的不断延伸和横向的不断拓

展，并表现出传统海洋产业与新兴海洋产业互

相融合，各产业链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动，

以及同类产品跨行业发展的趋势。近年江苏滨

海旅游业的发展，海洋结构工程与装备产业的

拓展，以及海水综合利用对沿海产业带布局的

影响等，已经形成海洋产业价值链网络结构的

态势。

由海洋价值链的分析可以看出，海洋各个

产业之间存在着价值链基础上的紧密相关，且

一些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

基础上的联系，如，海洋船舶与钢铁产业、装

备制造业、电子产业、化工以及轻工产业的上

下游关系。本文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对江苏各海

洋产业之间的实际关联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

２　江苏省海洋产业价值链关联度的实证

分析

２１　江苏海洋产业简介

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江苏沿海开发的逐渐推

进，江苏各个海洋产业都经历了快速增长 （海

洋盐业除外），尤其是海洋船舶，产值增长了

４０多倍。到目前江苏海洋产业已经基本形成了

以二、三产业为主导的格局。海洋船舶、海洋

水产、滨海旅游这三个产业占到了江苏海洋经济

总增加值的７８％ （２００８年），构成了目前江苏

海洋产业的主导产业，同时也表明江苏海洋产

业集中度过高、多元化特征不明显。

从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

江苏的海洋产业发展与沿海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如图３所示，江苏沿海地区的生产总值曲线与

海洋生产总值曲线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协同性，

在２００２年左右开始腾飞，并且２００５年之后开始

呈现加速状态。

图３　江苏海洋经济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

江苏各海洋产业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是否

是基于价值链互动下的协同增长还需要进一步

分析。

２２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以及江苏省海洋渔业局相关资料。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江苏海洋产业产值数据见表１。表１中给出的

是各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江苏海洋产业从增

加值的排名来看，依次为海洋船舶、海洋渔业、

滨海旅游、海洋工程、海洋电力、海洋运输、

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盐业。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期间，江苏海洋船舶产业经历了最为迅

猛的增长态势，海洋工程建筑的增长速度也非

常快，增速仅次于海洋船舶。

表１　江苏海洋产业总值以及增加值 亿元

年份
沿海三市

生产总值

海洋

生产总值

一产增加值 二产增加值 三产增加值

海洋渔业以

及相关产业

海洋

船舶

海洋

盐业

海洋

化工

海洋生

物医药

海洋电力以

及海水利用

海洋工

程建筑

海洋交

通运输
滨海旅游

２０００ １５７６．１７ １４６．０４ １１４．３７ ９．７１ ５．３９ － － － － １１．２８ －

２００１ １７２８．３５ １７１．９８ １２５．１５ １３．１１ ５．７０ １５．０６ ４．３０ － － １２．９５ ５８．６１

２００２ １９１０．７４ ２２１．５４ １４７．７０ ２３．１４ ６．２０ １５．３１ １０．７７ － － １１．３３ ６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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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沿海三市

生产总值

海洋

生产总值

一产增加值 二产增加值 三产增加值

海洋渔业以

及相关产业

海洋

船舶

海洋

盐业

海洋

化工

海洋生

物医药

海洋电力以

及海水利用

海洋工

程建筑

海洋交

通运输
滨海旅游

２００３ ２１１７．９０ ４５３．６１ １９３．４５ ７４．８２ ８．０４ １２．９３ １２．８５ ３５．４２ １５．８２ １６．６３ ７７．６０

２００４ ２５１３．７８ ５６５．２２ １９４．６０ ９８．２４ ６．６５ ２１．４１ １４．６７ ４６．５３ １５．７５ １２．０４ ９４．３６

２００５ ２９３２．９５ ７３９．５８ ２１６．８９ １５７．１８ ５．５８ ２０．１７ １５．４０ ６４．００ ２７．４３ １９．９２ １０５．５６

２００６ ３４５９．９８ １２８７．００ ２４７．１９ ２２３．５６ ５．２４ ２３．８９ １６．１６ ８６．８１ ３４．９２ ２８．４３ １４３．４４

２００７ ４１０１．３２ １８７３．５０ ２２１．９２ ４５１．２８ ５．１９ ２９．８５ １７．６８ ６０．２７ ７２．４５ ３３．００ １３８．６９

２００８ ４２９６．６３ ２１１４．５０ １７６．０６ ２３６．１３ ５．９４ ３１．８８ １５．５８ ６３．３３ ６５．９３ ３８．３１ １３８．９７

注：资料来源于历年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表示当年没有该项数据．

　　表２给出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江苏沿海三市三

大产业的增加值。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江苏沿海三市三大产业的增加值

亿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２０００ ３６８．６ ６９１．７ ５１５．９

２００１ ３８６．９ ７６６．９ ５７４．５

２００２ ４０５．９ ８６５．０ ６３９．９

２００３ １１６１．４ ２３２３．６ １７３０．３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４．２ ３９５５．５ ２９４４．７

２００５ ４１４．１ １３１５．９ ８６６．８

２００６ ４３８．３ １５７０．１ １０５４．１

２００７ ４６０．５ １９０４．５ １２７４．２

２００８ ５０７．０ ２２８４．０ １５０６．６

根据统计资料，陆域产业共有２８个二级产

业大类，并且产业划分与基于价值链的划分并

不完全一致。为简化起见，选择与海洋船舶产

业密切相关的４个陆域产业来做灰色关联计算，

包括钢材、制造业、物流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电子信息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产业做灰色计算。由于统计年鉴２００４

年前后对产业统计口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

此本文选择了２００４年以后的数据。表３是江苏

省部分陆域产业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情况。

表３　江苏部分陆域产业增加值 亿元

年份 钢材 制造业 物流 电子信息

２００４ ３７４９．９１ ６９８９．０２ ６０３．７６ ２６５．５７

２００５ ４３２８．３２ ８７４７．３７ ７４１．０６ ３１８．９２

２００６ ５８１６．２６ １０３５０．３６ ９２８．４１ ３８３．４７

２００７ ７２７６．３３ １２１６４．２３ １０３９．４６ ４５５．７５

２００８ ７３６４．１３ １４３１８．３０ １２１８．８１ ５０３．６３

２３　江苏海洋产业的灰色关联计算

在进行海洋产业的定量研究时，由于多方

面的原因，很难收集到足够多的样本数据，统

计数据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不一致，这给研究

工作造成了很大障碍。而灰色关联分析的出发

点就是承认客观事物具有广泛的灰色性，即信

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在不可能了解研究

对象的全部发展态势时以及样本容量较少的情

况下，采用特殊的运算方法来反映出事物之间

的本质联系。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

它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

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如果样

本数据列反映出两因素变化的态势 （方向、大

小、速度等）基本一致，则它们之间的关联度

较大；反之，关联度较小。梅振国［１］证明一般

的灰色关联度 （邓氏关联度）计算并不具有规

范性以及保序效应，并提出了改进的灰色绝对

关联度计算方法，基本思想是根据两个序列在

各点上曲线斜率的接近程度来判断序列相关程

度。由于抛弃了邓氏关联度计算中分辨系数的

讨论，因此部分克服了邓氏关联法的缺陷。绝

对关联度计算中的关联系数ξ以及关联度狉的计

算公式如下：

ξ（犽＋１）＝
１

１＋ Δ狔０（犽）－Δ狔犻（犽）
，狉（狓０，狓犻）＝

１

狀－１
狀－１

犽＝１
ξ（犽），犽＝１，２，…，狀－１

　　其中，

Δ狔犻（犽）＝狔犻（犽＋１）－狔犻（犽），狔犻（犽）＝狓犻（犽）／狓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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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狓犻为要比较的数值序列；犽为序列编

号；下标犻为年份。

为了节约篇幅，本文略去了各年度的关联系

数，直接给出江苏各海洋产业的关联度 （表４）。

表４中，狓１ 是海洋渔业以及相关产业；狓２ 是海洋

船舶业；狓３ 是海洋盐业；狓４ 是海洋化工业；狓５

是海洋生物医药业；狓６ 是海洋电力及海水利用

业；狓７是海洋工程建筑业；狓８ 是海洋运输业；狓９

是滨海旅游业。由于关联度矩阵是完全对称的矩

阵，因此左下方的部分没有列出。

表４　江苏海洋产业间关联度矩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

海洋产业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狓５ 狓６ 狓７ 狓８ 狓９

狓１ １ ０．７６５７ ０．５０４９ ０．５４２４ ０．５６８３ ０．８１８１ ０．８３７０ ０．５６００ ０．８１１７

狓２ － １ ０．５０２６ ０．５１９８ ０．５３２０ ０．５９１５ ０．５７９２ ０．５３１９ ０．６４５９

狓３ － － １ ０．５３９４ ０．５２４５ ０．５４２４ ０．５４９０ ０．５４０７ ０．５０５４

狓４ － － － １ ０．８１０２ ０．７０５４ ０．７３７４ ０．８７０５ ０．５６８０

狓５ － － － － １ ０．５５５１ ０．５６３７ ０．９１８７ ０．６０９６

狓６ － － － － － １ ０．９３２７ ０．６４６５ ０．５９１８

狓７ － － － － － － １ ０．６６９３ ０．７７８１

狓８ － － － － － － － １ ０．５９４２

狓９ － － － － － － － － １

　　从江苏海洋产业的主导产业 （海洋船舶、

海洋渔业、滨海旅游）来看。在表４中，与海

洋渔业 （狓１）关联度由高到低的产业依次为海

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力业、滨海旅游业、海

洋船舶业。通过与上面价值链理论关联性的比

较可以看出，海洋渔业的产业实际相关度与价

值链的理论预期并不符合。海洋船舶产业增加

值占江苏海洋产业总值近４０％，与海洋船舶产

业关联度由高到低的产业依次为海洋渔业、滨

海旅游业、海洋电力、海水利用业，与上面的

海洋价值链具有一定的相符性，但是这种相符

程度并不高。从滨海旅游业来看，关联度由高

到低的依次是海洋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

洋船舶业、海洋生物医药业。

从其他海洋产业来看，也存在着同样的情

况。即实际相关性均不是基于价值链基础上的

产业相关，更多的是基于要素供给波动基础上

的关联性。例如，从海洋工程建筑业来看，关

联度由大到小的产业依次为海洋电力及海水利

用业、海洋渔业及其相关产业、海洋化工业。

尽管海洋电力以及海水利用与海洋工程存在一

定的价值链相关，但是海洋渔业与海洋化工则

很难看出价值链相关性。

总的看来，目前江苏海洋各产业间的关联

性并不是基于价值链展开，或者说价值链上各

产业环节联系松散。表明江苏海洋价值链相互

影响带动能力不强，价值链驱动作用不显著。

２４　海陆产业的关联情况

陆域产业共有２８个产业类别，我们很难一

一罗列。这里首先讨论江苏海洋产业与沿海三

大产业的相关性，然后以海洋船舶业为重点来

做进一步的探讨。

从表５可以看出，与陆域一、二、三产业

关联的各个海洋产业具有相似的关联度排名，

排名依次为，海洋船舶业、海洋渔业、滨海旅

游业，这３个海洋产业也是目前江苏海洋经济

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海洋产业的产值排名与

陆海产业关联度排名一致的现象表明，与陆域

产业紧密相关是近年江苏海洋主导产业快速发

展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关联性是否是基于价

值链展开的，则需要进一步验证。海洋船舶业

是江苏规模最大的海洋产业，海洋船舶业通过

对钢材、电子设备、器件装备等的需求从而与

陆域产业形成价值链的联系，相关的灰色绝对

关联度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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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江苏沿海地区产业与海洋产业的关联度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

项目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狓５ 狓６ 狓７ 狓８ 狓９

第一产业 ０．６０６５ ０．７００５ ０．５０１０ ０．５０８２ ０．５１３２ ０．５４００ ０．５４０７ ０．５１２８ ０．５６０２

第二产业 ０．５３３４ ０．５６２８ ０．５００３ ０．５０２６ ０．５０４２ ０．５１３２ ０．５１３４ ０．５０４０ ０．５１９１

第三产业 ０．５４８４ ０．５９１１ ０．５００５ ０．５０３８ ０．５０６１ ０．５１９２ ０．５１９５ ０．５０５８ ０．５２８０

表６　江苏海洋船舶与陆域产业的相关度分析

项目 钢材 制造业 物流 电子信息

海洋船舶 ０．６０６５ ０．７００５ ０．５０１０ ０．５０８２

从表６可以看出，与海洋船舶关联度最大

的陆域产业依次是制造业、钢材、电子信息、

物流业，基本符合图２中价值链的相关性关系，

证明了海洋船舶产业与陆域经济的密切相关是

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其他的江苏海洋主导

产业 （海洋渔业、滨海旅游）本身就与陆域产

业紧密相关，例如海洋渔业通过提供食品、化

工、制药等产业的原料从而与陆域产业密切联

系，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３　结论与建议

以产业价值链为基础进行海洋产业的延展

和深化，是扩大海洋产业规模，提升海洋产业

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本文探讨了海洋价值链延

展和深化的各种模式，并通过灰色关联法探讨

了江苏海洋价值链的实际关联情况。江苏海洋

主导产业 （海洋船舶、海洋渔业、滨海旅游）

与陆域产业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但是从各海洋

产业之间来看，仍然存在着产业价值链各环节

联系松散、主导产业驱动作用不明显的问题。

３１　结论

（１）陆海联动是推动江苏海洋经济高速增

长的重要途径。因此强化陆海统筹、以陆带海

的相关规划对江苏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

（２）海洋产业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协调性和

联动性是江苏海洋产业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提高江苏海洋产业价值链的综合效益，

提高江苏海洋产业的整体竞争力，须从整体协

调性、联动性角度来考虑江苏海洋产业的发展

壮大。

３２　建议

（１）要加强海洋产业价值环节的上中下游

联系与协作，充分发挥价值链驱动主导企业的

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各种交易平台、信息平台、

行业协会、中介组织，保障产业价值链中的人

流、物流、信息流链畅通，以实现产业价值链

管理中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从而最大

限度地减少价值链各成员的库存与资金占用。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海洋交通运输和海洋渔业。

以临海港口为依托的海洋交通运输以及临港工

业 （包括冶金、机械、造船、石化等），具有产

业价值链长、关联辐射带动作用强、产业总体

规模大的特点，但是由于受到港口的制约，目

前明显发展不足。江苏省海洋渔业与养殖业将

长期作为江苏省海洋重点产业之一，具有产业

链相对较长、关联作用大的特点，但是目前对

其他相关海洋产业的驱动并不明显。

（２）要依据价值链关系加强陆海产业统筹。

要把适宜临海发展的产业向沿海布局，同时把

海洋产业链条向内陆腹地延伸，以促进区域之

间的产业科学分工、合理布局，实现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这方面，需要沿海城市超前谋划、

主动去做，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更不能

囿于行政区划，搞各自为战。海洋主导产业选

择，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江苏岸线

资源、海洋资源和区位优势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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