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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背景下的开放型经济测度

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

于　洋，韩增林，彭　飞，刘春涛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型经济是我国各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向。党的十八大

也明确提出 “建设海洋强国”以及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发展战略。由于受地缘

条件、政策倾斜、跨国公司产业配置、国际分工以及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全球流

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内部差异

也十分显著。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的相关数据，利用外贸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旅游开放度和综合开放度等指标来综合测度辽

宁沿海经济带及其各城市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入世以来，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放型经济水

平得到不断深化，但总体水平偏低且开放型经济结构不合理；大连市的综合开放度在各时

期都远远领先于带内其他城市，各城市间的开放度差异较大。最后，根据辽宁沿海经济带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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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全球对海洋经济的开发与发展愈

加重视，联合国将２１世纪定义为 “海洋世纪”。

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 “建设海洋强国”以及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发展战略。２０１２

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５万亿元大关，海

洋生产总值占同期国民经济总量的９．６％，可以

说中国基本经济形态呈现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开

放型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将长期存在并不断深

化。鉴于此，国内外学者对于开放型经济的研

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且多集中于开放型经济的理

论、测度，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战略、影

响等方面。国外学者多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物

质、技术、人口等的转移流动进行分析，但是

单纯从区域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

开放型经济的测度集中于贸易开放度和资

本开放度两方面，测度方法分为单一指标法和

综合指标法，其中，巴拉萨［１］、道拉斯等是运

用 单 一 指 标 法 测 度 的 典 型 代 表，ＳＡＣＨＳ、

ＷＡＲＮＥＲ和 ＥＤＷＡＲＤＳ
［２］在修正了单一指标

的片面性的基础上创立了综合指标法；“三驾马

车”理论［３］、对外贸易乘数理论［４］和新增长理

论［５］等是关于开放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代

表理论，从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即 “三

驾马车”）、出口能力、对外贸易等方面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国内对于开放型经济研究起步较

晚，入世后才逐步发展，注重从区域的角度对

开放型经济进行研究，成果丰富，但较为零散，

无法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对开放型经济的

理论研究方面：李贯岐［６］、关白［７］、陈子曦［８］、

张吉昌［９］、陈飞翔［１０］、刘新志等［１１］学者对开放

型经济做了不同侧重的概念界定；崔卫国、刘

学虎［１２］、覃成林［１３］、涂人猛［１４］等学者运用区域

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地区之间的开放型经

济，其他学者从区域合作、西部开发、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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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国际政策协调等不同角度对开放型经济理

论进行研究。总体而言，关于开放型经济的定

义以及指标体系的建立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且

对于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辽宁沿海经济带的

相关研究也较为缺乏，鉴于此，文章将以辽宁

沿海经济带为例，综合测度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

沿海经济带及其各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

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２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放型经济发展测度

分析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

有很多，考虑到海洋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辽宁沿

海经济带发展的特点，本研究主要使用外贸依

存度 （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外资依存

度、旅游开放度和综合开放度等指标来反映经

济开放度。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辽宁沿海

各城市以及部分主要港口城市统计年鉴。为了

统一货币单位，在计算时，查询中国人民银行

当年汇率，将人民币统一换算为美元。

２１　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 （也称贸易依存度或进出口依

存度）是人们衡量贸易作用的最常用标准。它

是指一国 （或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与该国国内

（或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即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ＧＤＰ×１００％。由于对外贸易包括

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因而外贸依存度也包括

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其中，进口依存度

＝进口总额／ＧＤＰ×１００％，出口依存度＝出口

总额／ＧＤＰ×１００％，很显然，外贸依存度＝进

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一般说来，一国或地

区的外贸依存度越大，说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

发展对贸易的依赖性就越强，即贸易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越大；反之，越弱。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规

模和依存度，如表１和图１所示，从中可以看

出，在进出口规模方面，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

沿海经济带商品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

额、净出口额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且平均增长

率也较为接近，发展较为稳定，但在２００８年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四方面指标均出现下滑。从

贸易依存度来看，自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组织以

后，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大，与世界经济

的发展也越来越密不可分，外贸依存度也随着

大幅提高，从２００１年的５６％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

６６％。因此，辽宁沿海经济带外贸依存度的提

高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相吻合。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

度、出口依存度在波动中整体出现下滑的趋

势，且明显的转折点也出现在暴发金融危机的

２００８年前后，外贸依存度由２００７年的６２．６％

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４２．５％，略低于２０１１年我国

外贸依存度 （５０．１％）。出口依存度由２００７年

的３６．４％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３．３％，进口依存

度虽然也在２００７年出现下滑，但下滑幅度较

小，基本维持平衡。

表１　辽宁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规模和依存度

年份
ＧＤＰ

／万美元

进出口规模／万美元 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净出口 外贸 出口 进口

２００１ ２７９８００９ １５９２３３０ ９２５７９３ ６６６５３７ ２５９２５６ ５６．９０９４ ３３．０８７５６ ２３．８２１８３

２００２ ３１１３８９５ １７４５６２６ １０２１３４８ ７２４２７８ ２９７０７０ ５６．０５９２４ ３２．７９９６９ ２３．２５９５５

２００３ ３５９８７１９ ２０６０３３８ １１６８１４６ ８９２１９２ ２７５９５４ ５７．２５１９８ ３２．４６００５ ２４．７９１９３

２００４ ４３２０２４５ ２５６２３００ １４２６１５３ １１３６１４７ ２９０００６ ５９．３０９１４ ３３．０１０９３ ２６．２９８２１

２００５ ４７４７０２６ ３１５６９９９ １８０６７８４ １３５０２１５ ４５６５６９ ６６．５０４７８ ３８．０６１３９ ２８．４４３３９

２００６ ５８０９２２４ ３７３０６２５ ２１３４５７９ １５９６０４６ ５３８５３３ ６４．２１８９９ ３６．７４４６５ ２７．４７４３４

２００７ ７２７３７４４ ４５５３７２５ ２６４８６１４ １９０５１１１ ７４３５０３ ６２．６０４９６ ３６．４１３３５ ２６．１９１６１

２００８ ９６８１０８０ ５３８０４０３ ３００５１２９ ２３７５２７４ ６２９８５５ ５５．５７６４８ ３１．０４１２６ ２４．５３５２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１４５７５５ ４８６５８８０ ２６００７１１ ２２６５１６９ ３３５５４２ ４３．６５６８ ２３．３３３６５ ２０．３２３１５

２０１０ １３６７６９８５ ６１９７３８７ ３３５３７０９ ２８４３６７８ ５１００３１ ４５．３１２５２ ２４．５２０８２ ２０．７９１７

２０１１ １７２５７６０５ ７３４２１３４ ４０１４６６５ ３３２７４６９ ６８７１９６ ４２．５４４３４ ２３．２６３１６ １９．２８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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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辽宁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规模和依存度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外贸

依存度变化趋势

图２显示的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

带各市外贸依存度变化趋势，整体上看，辽宁

沿海六市外贸依存度水平参差不齐，城市间差

异较大，除大连以外，其他城市外贸依存度水

平较低。大连和丹东市是降幅较大的城市。大

连外贸依存度由２００１年入世以来的８９．４１％上

涨到２００６年的９９．７５％，随后又降低到２０１１年

的６３．５６％，相比２００６年降低了３６个百分点。

丹 东 由 ２００１ 年 的 ５４．０９％ 降 到 ２０１１ 年 的

２８．１９％。葫芦岛和营口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

低，但幅度较小且外贸依存度较低。锦州和盘

锦在１１年间，外贸依存度在波动中有所上升。

外贸依存度降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①２００８年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最大的出口地———欧美

市场的需求萎缩，外贸依存度的降低主要是

“被降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而外需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需应该成为国内经

济增长的 “成绩单”。② 辽宁沿海经济带已经广

泛而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更深度地参与

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在此过程中大连、丹东

等城市开始转变产业结构，加工贸易不断升级

优化，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品不

断突破且在国际市场上初步具备一定竞争力。

锦州和盘锦的外贸依存度较低，开放型经济有

待进一步发展。

２２　外资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是指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对国

内 （或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其

大致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对国际产业资本的依靠

程度。一般说来，一国或地区的外资依存度越

大，说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

性就越强，即国际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

大；反之，越小。外资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

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１００％。

计算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外资依存度，结合表２、图３和图４分析得出：

（１）从 整 体 来 看，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实际利用外资额以及外资依存

度在波动中显著增长。辽宁沿海经济带外资依

存度在２００５年出现剧烈波动，从２００４年的

５．９％降低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６３％，主要原因是辽

宁省在２００４年后统计年鉴使用新口径，而２００４

年之前采用老口径 （老口径是指规模以上工业

超级汇总数加规模以下工业全面数据，新口径

是规模以上工业超级汇总数加规模以下抽样调

查数据）。从２０１０年起，辽宁沿海经济带外资

依存度显著提高并达到９．６７％，这与辽宁沿海

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

增长有密切关系。

（２）辽宁沿海经济带近年来实际利用外

资情况比较稳定，但是分布的地区极其不平

衡，仅大连利用外资额就几乎接近全省水平

的一半。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实际利用外资

额１６１１５０６万美元，占辽宁省２４２６７３９万美

元的６６％，其中２０１１年大连市实际利用外资额

１１０１２０８万美元，占辽宁沿海经济带的６８％，

占辽宁省的４５％。

（３）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辽宁沿海经济带

各城市的外资依存度显著提高。这主要是因为

全球经济环境大背景下，中国特别是中国沿海

地区仍然是外商最愿意投资获利的地区。随着

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辽宁沿



第５期 于　洋，等：海洋经济背景下的开放型经济测度与发展对策研究 ８１　　　

海各城市吸引外商投资的机会显著增加。

（４）除大连以外的其余沿海城市外资依存

度普遍较低，且外资产业分布不合理。该地区

吸收利用外资的产业过分偏重于第二产业，尤

其是其中的制造业。即使是在第三产业中，房

地产业也占到较大比重，可见利用外资中产业

分布不合理现象十分严重。

表２　辽宁沿海经济带实际利用外资额

年份
实际利用外资额

绝对额／万美元 年增长率／％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７２９ －

２００２ ２１６１４８ ８．２２

２００３ ２８９８３４ ３４．０９

２００４ ２５４８６２ －１２．０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４９５６ －５０．９７

２００６ ２５８６３１ １０６．９８

２００７ ３４７５９２ ３４．４０

２００８ ５４８５０６ ５７．８０

２００９ ７７５１２３ ４１．３２

２０１０ １３２３１７９ ７０．７１

２０１１ １６１１５０６ ２１．７９

图３　辽宁沿海经济带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资依存度

２３　旅游开放度

旅游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它的对

外开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

体现，也是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方面。旅

游开放度是指一国或地区国际旅游创汇收入对

国内 （或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即旅游开放

度＝国际旅游创汇收入／ＧＤＰ×１００％。旅游开

图４　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外资依存度变化趋势

放度越大，说明国际旅游事业在该地区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越大；反之，越小。

图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状况

２３１　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状况分析

计算辽宁沿海经济带及旅游开放度，结

合图５和图６分析得出：① 辽宁沿海经济带

入境旅游人数以及国际旅游创汇收入总体呈

现上升趋势，但在２００３年入境旅游人数突然

陷入低谷，国际旅游创汇收入也增长缓慢，

这主要是由于２００３年 “非典”严重影响了国

际旅游事业的发展，但随后又呈现出稳步增

长的 态 势。② 从 旅 游 开 放 度 的 角 度 来 看，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开放

度始终高于辽宁省旅游开放度，国际旅游事

业发展好于辽宁省非沿海地区，但是随着沈

阳经济区的迅速发展以及其他地区优越的旅

游发展条件，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与辽宁

省整体的差距逐渐消失。③ 辽宁省和辽宁沿

海经济带的旅游开放度都经历了两次低谷，

分别是２００３年的 “非典”事件以及２００８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两次事件对辽宁省的国际

旅游事业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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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开放度

２３２　辽宁沿海经济带内各城市旅游状况分析

计算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旅游开放度，

结合图７和图８分析得出：①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间，大连市的入境旅游人数约占了辽宁沿海经

济带的７０％，但总体来看，旅游入境人数以及

旅游开放度都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并且在２００３

年 “非典”事件以及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出现明

显的低谷。大连市１１年间国际旅游事业的整体

下滑除了特殊事件的影响之外还与大连近年来

环境质量下降以及旅游创新能力不足有重要关

系。② 其余各市的旅游入境人数以及旅游开放

度都呈现出上升态势，其中丹东、锦州等地的

上升态势迅猛。这与当地开放型经济的不断提

高以及旅游资源丰富等因素密切相关。

图７　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入境旅游人数百分比

图８　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旅游开放度

２４　综合开放度

综合开放度是外贸开放度、外资开放度等

的综合反映，考虑到其他开放度指标都较低，

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选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

依存度之和来表示经济的综合开放度。

结合表３和图９综合分析得出：大连市的综

合开放度遥遥领先于辽宁沿海经济带其他城市，

开放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其次为丹东和营口。

大连、丹东、营口等地的综合开放度受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影响较大，丹东属于边境城市，综合

开放度领先于除大连之外的其他沿海城市，丹

东的对外贸易主要来自朝鲜、韩国、日本等国

家，并且与朝鲜的对外贸易就占了８０％左右。

营口的综合开放度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

随着营口港的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了城市的相关

产业发展，不断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格局中，

更好地参与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与合作。锦州、

盘锦、葫芦岛等地的综合开放度一直处于较低

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较为滞后，随着东北振

兴以及辽宁沿海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不断提升

和发展，以及中国在重点发展海洋经济的大背

景下，该地区发展海洋开放型经济拥有巨大的

潜力。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综合开放度 ％

年份 大连 丹东 锦州 营口 盘锦 葫芦岛

２００１ ９９．３０ ５６．５６ ９．９２ ３９．１８ ５．４３ ２０．４１

２００２ ９６．３８ ６１．５５ ９．７１ ３６．４４ ４．１５ １３．８０

２００３ ９９．１９ ６２．５６ ９．８３ ３８．３３ ５．１５ １５．８２

２００４ ９６．７５ ５９．６２ １５．６５ ３４．９０ ５．４５ ２５．７７

２００５ １０２．８０ ５４．４７ ２１．５１ ３３．５９ ３．６４ ４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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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大连 丹东 锦州 营口 盘锦 葫芦岛

２００６ １０６．７９ ４１．４３ １８．７９ ３１．２５ ２．７２ ２４．９１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１５ ３８．５６ ２１．１９ ２７．７８ ３．９３ ２６．６８

２００８ ９３．９０ ２９．１２ １６．８０ ２７．８６ ４．５８ １７．１６

２００９ ７５．１４ ２８．２４ １９．８６ １８．４４ ６．８３ １６．６８

２０１０ ８１．３９ ３３．７５ ２０．９１ ２５．５４ １０．１８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１ ７５．１４ ３５．５９ １８．２２ ２８．７０ １６．１６ １７．２０

图９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市综合开放度

３　辽宁沿海经济带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的对策分析

　　在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大背景下，辽宁沿

海经济带迎来了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优

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机遇。辽宁沿海经济带

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应仅仅局限于利用外资、增

加出口，而是要从根本上调整发展开放型经济

的产业结构，建立以开放为先导，以科技为支

撑，以政策为推手，不断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程

度，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的

对外开放型格局。

３１　实施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建立开放型

经济新格局

　　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要与国际市场接轨，

还要对国内其他省市开放，既包括 “引进来”，

又包括 “走出去”。辽宁沿海经济带在发展开放

型经济时应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

放合作，积极融入东北亚经济圈。一方面加强

同天津、青岛等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的联系与

交流，并积极依托沿海港口优势服务沈阳经济

圈以及辐射整个东北地区。另一方面，大力吸

引日韩投资，积极探讨与环黄渤海地区中心城

市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提高区域合作水平；此

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俄罗斯等国家的能源、

原材料和矿产资源的合作开发，开展与俄、日、

韩等国的劳务合作，以提供资源保障。

３２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推动引资、引智、

引技有机结合

　　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适时推出引进层次

人才的 “引智机制”，落实各项人才政策，用优

惠的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前景来吸引人才入驻，

网罗国际高端人才，纳为己用。另外在引进外

资过程中，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把生态环境

列为重要考核标准，要把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有机统一起来。

３３　以科技创新体制为支撑，大力发展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

　　完善知识创新体系，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能

力，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

技为支撑的创新体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科

学技术，以海洋高新科技发展为基础，以海洋

高新科技成果产业化为核心内容，大力发展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新能源、新医药、

环保设备、高端装备制造、海工装备等新兴产

业以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和产品，并

发展成重点出口产业之一，争取把大连市建成

外向度高、竞争力强、特色鲜明的国际出口

基地。

３４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

加快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做大做强智能制

造装备，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精密化、绿色化

发展。在巩固制造业的基础上，努力打造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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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出口

贸易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此外大连市要趁

服务外包业发展的良好势头，选择合适的运营

模式，继续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建立国际

服务外包基地。其余各市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

发展方式，促进对外贸易由依靠 “人力资源优

势”向 “人才资源优势转变”，由一般制造业主

导出口向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出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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