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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洋经济越发受到关注,同时科技对海洋经

济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文章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重点针对海洋经济、海洋科技

创新、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3个方面进行综述;分析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创新

的现状和趋势,梳理测算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多种模型,归纳评价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协同效应

的方法,旨在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为日后更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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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propositionofthe“MarinePower”andtheBeltandRoadInitiative,the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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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hadbecomeincreasinglyprominent.Bycollectingandsortingoutalargenumber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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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是重要的空间资源,其发展引起越来越多

的重视,传统的海洋经济发展观逐渐被低碳和可持

续发展的蓝色经济发展理念所替代。蓝色经济是

陆海统筹和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已成为

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近年来,随着海洋科技投入

和海洋科研成果的不断增加,亟须深入探究2个重

要问题:①科研成果能否有效转化,即海洋科技创

新效率;②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

即海洋科技创新与蓝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效应。

1 海洋经济及其发展测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党的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海洋经济又称蓝色经济,包括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在海洋空间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

础上延伸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实践证明,研究

海洋经济不仅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能打开

与世界经济交流的大门。

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

开发利用,为保障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台多项

强有力的支持政策,如《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

规划》和《关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在海洋经济的持续引领下,相关产业发展迅

速,从而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和高质发展。海洋油气

业、滨海旅游业、现代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

是我国四大海洋支柱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业和海洋

电力业等海洋新兴产业在海洋产业增加值中也占

有一定的比重[1]。

在海洋经济发展绩效考评方面,王斌斌等[2]从

海洋经济投入、过程、产出、结果和影响等方面构建

指标体系,其构建依据为海洋经济发展绩效内涵、

过程特性以及内外部过程绩效;同时,通过相关因

子分析得到4个分指标体系,即海洋产业发展能力、

海洋环境保护效果、海洋经济发展潜力以及海洋产

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在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测度

方面,伍业锋[3]构建包括发展基础、发展环境、业绩

表现和资源环境等多指标的完备体系。在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测度方面,覃雄合等[4]在相关理论的

基础上,以代谢循环能力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包

含发展度、协调度和代谢循环度的量化模型和指标

体系。

2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

2.1 优势

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矿产、化工、港口和旅游

等海洋资源,有利于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Wang
等[5]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研究我国海洋产业,提出海

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

等在我国海洋经济总产值中发挥重要作用。

2.2 劣势

马贝等[6]提出我国海洋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如海洋产业布局亟须调整、海洋产业结构亟须优

化、海洋产业管理体制亟须完善、海洋科技创新能

力亟须加强以及海洋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亟须管

理。基于对2006-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的统计分

析,王甲君[7]发现我国海洋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很

大,主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水平由高到低依次

为广东、山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天津、辽宁、

河北、广西、海南。

2.3 机遇

在海洋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国家对海洋经济的

发展愈加重视,投入的增加、设施的完善和政策的

引导等随之而来,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机

遇。同时,牟方元等[8]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

海洋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新的市场和空间。“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各有不

同,且跨越多个产业,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而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

空间。

2.4 挑战

李文荣等[9]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摩擦等冲

击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十分明

显。海洋经济由于涉及行业多和范围广,具有高投

入、高风险和高技术的特点,且多为资源依赖型的

外向型产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杨瑾等[10]提出受海洋科技水平和海洋资源条

件的约束,我国逐渐显现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

较严重、生产效率低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以及

陆海经济融合不紧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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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综合

根据上述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发展海洋经济

的主导战略。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整理和总结,本

研究发现学者们对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有较

完善的研究成果。张梦蝶[11]对蓝色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内涵和定义给出新的解释,即在保护海洋资源

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优化传统海

洋产业,培育新型海洋工业,注重海洋科技研发,提

高海洋科研成果转化,加强政府对蓝色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引导和扶持;王敏旋[12]从区域人口、海洋资

源、海洋环境、海域承载力、海洋意识、科学技术、海

洋产业结构优化、循环经济模式、市场调节和政府

干预以及陆海经济开发统筹一体化10个方面,具体

分析影响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程娜[13]通过

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环境子系统、海洋资源子系

统、海洋社会子系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子

系统和海洋民生子系统六大子系统,构建新常态下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余丹等[14]、

罗朋朝等[15]和李崇斌[16]分别研究我国具体地区的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3 海洋科技创新及其效率评价

3.1 海洋科技投入与转化

我国海洋科技发展迅速,在海洋调查和远洋科

考、海洋基础科学和海洋高新技术、海洋生物学和

海洋生物工程技术等多方面取得跨越式发展,已形

成较为完整的海洋科技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10]。

马仁锋等[17]将中国海洋科技研究概括为4个重点

方向,即海洋科技战略、海洋科技产业、海洋科技创

新能力和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张新勤[18]通过对政

策、环境、管理、市场和国际创新科技合作五大要素

的研究和整理,构建我国海洋科技创新与国际海洋

科技合作的最佳路径;闫实等[19]提出我国海洋科技

发展成果显著,但与高速增长的海洋科技创新投入

相比,海洋科技创新效率仍较低,区域海洋科技创

新效率呈现显著不均衡的特征。

海洋科技投入与产出的转换是科技与经济紧

密结合的结果。通过提高海洋科技投入产出率,

使投入更好地转化为产出,是海洋科技创新效率

研究的重要环节。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按驱动力要

素(技术供给方和市场需求)通常分为2个类型。

黄博等[20]研究山东省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中的

科研成果直接转移模式、技术熟化推广模式和平

台型转移模式;陈宁等[21]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中的

市场评估混乱、复合型人才缺乏和专门性法律缺

少等相 关 问 题 提 出 具 有 针 对 性 的 建 议;亓 文 婧

等[22]构建海洋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四螺旋

模型,并提出海洋科技定制型转化机制和推介型

转化机制。

3.2 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研究方法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进行研

究,主要采用DEA及其改进模型(DEA-BCC、超效

率DEA和DEA-CCR等)、评价方法(熵值法、灰色

系统评价法、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降维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以及其他方法。本

研究从大量文献中选取在测算海洋科技创新效率

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并整理其采用的投入与产

出指标以及方法(表1)。

表1 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研究文献统计

研究者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研究方法

刘超等[23] 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数;海洋科研机构 R & D人

数;海洋科研活动人数;海洋科研机构的R & D经

费内部支出;海洋科研经费筹集额;海洋科研机构

数;海洋科研机构课题数

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专利总数;R &

D课题数;海洋生产总值

熵值法

白福臣[24] 海洋科技经费投入额;海洋科技机构数;海洋科技从

业人数;海洋专业技术人数;海洋高级职称人数

科研课题数;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专

利总数

灰色关联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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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者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研究方法

李彬等[25] 海洋科研人数;海洋科研资金额;海洋科研机构数;

海洋领域课题数;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从业人数;

海洋专业专科以上毕业生人数

海洋领域专利授权数;海洋科技 论 文 发

表数

三阶段DEA模型

鄢波等[26] 海洋科研机构数;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数;海洋科研

机构经费收入总额

海洋科研机构课题数;海洋专利授权数;海

洋发明专利数;海洋科技著作数;海洋科技

论文数

DEA-CCR分析法

谢子远等[27] 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总额;海洋科研机构从业

人数

海洋专利申请受理数;海洋科技论文数;海

洋科技著作数;海洋科技课题数

超效率DEA模型

樊华[28]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数;海洋科研机构科技经

费筹集额

海洋科技论文数;海洋专利授权数;海洋发

明专利授权数

规模报酬可变的DEA

模型

陈倩[29] 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数;海洋专业技术人数;海洋科

研机构数;海洋高级职称人数;海洋中级职称人数;

海洋初级职称人数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生产性活动

层次分析法

周达军等[30] 海洋科技力量总体规模;海洋科技人才结构;海洋科

技机构平均规模

海洋科技机构承担的课题 综合评价法

  注:R&D(ResearchandDevelopment)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活动,包括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类活动。

由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在海洋科技创新

效率研究中将人才、资金和科研机构等选为投入指

标,将海洋领域专利数和科技论文数作为产出指标。

3.3 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的应用研究

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科技竞

争力有序提升,但各地区的不均衡状况仍较突出。

闫实等[19]运用序列DEA超效率SBM 模型和空间

计量模型,发现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科技创新效率

存在显著不均衡和极化特征,内部差距表现出先降

后升的趋势;赵昕等[31]利用DEA方法评估我国沿

海地区的海洋产业科技支持效率,发现多地对海洋

科技的投入不足,而上海和山东等地的海洋科技投

入过剩;姜宝等[32]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将我国沿

海地区的海洋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变化分为积累带

动型、应用带动型和低增长型3种情况,并提出海洋

科技创新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海洋科技知识积

累和改进不足;徐胜等[33]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将

海洋科技创新过程分为创新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

阶段,提出我国海洋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和分阶段效

率的地区差异明显,且分阶段效率的协调程度较差。

4 海洋科技创新与蓝色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海洋科技创新与蓝色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和

相互促进的,二者之间存在正反馈效应。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的增强能带动区域蓝色经济的发展,区域

蓝色经济越发达越有利于增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图1)。

图1 海洋科技创新与蓝色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国内外学者利用多种方法对海洋科技创新与

蓝色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进行调查研究,主要采用

计量经济学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

函数、协整分析和VEC模型)、DEA模型及其改进

方法、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协调度

评价法和熵值法)以及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

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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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王艾敏[34]采用互

动机制、空间面板回归和面板向量回归模型,分析

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之间的互动机制,并从静态和

动态2个角度检验二者的互动关系;Mei等[35]采用

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海洋科技等变量对海洋经

济的影响;吴梵等[36]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和空间

计量模型,测算和分析海洋科技创新影响海洋经济

增长的效率,并研究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外溢特征;

杜军等[37]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海洋科技创新

与海洋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孙才志等[38]采用主客

观综合权重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基于 VAR模型

的脉冲相应函数,构建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与海

洋科技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海洋经济与海洋科

技之间的响应关系;钟华等[39]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提出海洋科技投入与海洋经济

增长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联,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殷克东等[40]和谢子远[4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

并评价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的综合水平,并分析二

者的协调关系;王泽宇等[42]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

指数法和协调度模型,评估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科

技创新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并度量二者的协

调度;马仁锋等[43]采用熵值法和协调度模型,评价

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能力和海洋经济发展系统

的质量及其协调性演进;赵玉杰等[44]采用协整检验

法和VEC模型,基于海洋科研经费投入与海洋经

济发展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

验,分析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科技创新之间的长期

均衡与短期波动关系;Lin等[45]和 Ren等[46]采用

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Solow残差法,衡量我国

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对海洋渔业的贡献差异,并评估

海洋经济生产要素的贡献率。

5 结语

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科技创新是国内外研究热

点,本研究基于大量文献,分类综述海洋经济发展、海

洋科技创新以及二者协同效应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和

方法,以期为更多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支

持。同时,本研究发现目前在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评价

和协同效应测算方面所采用的模型较集中,今后可尝

试采用其他科学方法,如利用结构化方程在处理多元

和多变量关系方面的优势,深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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