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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对海洋经济的战

略性作用越发重视,于2013年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文章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

级化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进而构建海洋生产函数,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引入生产

函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指标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实证影响。研究

表明:海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投入,而且产业结构优化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显

著。虽然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对海洋经济有显著正的影响,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对海洋经济

的影响为负且不太显著。这证明我国海洋经济产业间要素流动不自由,因而政府要加强消除海洋

产业间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力度。同时还发现海洋经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大力引导资本和

劳动力进入海洋经济是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尤其是从那些已经产能过剩的产业,以此

来帮助我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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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timizationof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and
theGrowthofMarineEconomy

ZHANGCheng,PI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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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withthevigorousdevelopmentofeconomiccon-

structionandtheincreasinglyimprovementofcomprehensivenationalstrengthinChina,thestra-

tegicroleofmarineeconomyhasarisenmoreandmoreattention,puttingforwardthe“Twenty-

firstCenturyMaritimeSilkRoad”strategyin2013.Inthispaper,twoindicatorsofindustrial

structurerationalizationandoptimizationmeasureofindustrialstructure,wereusedtoconstruct

thefunctionofmarineproduction,theindustrialstructurerationalizationandoptimizationisin-

troducedintotheproductionfunction,usingfixedeffectmodelanalysisofindustrialstructur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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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izationandoptimizationoftheindexeffectonempiricalmarineeconomygrowth.Thestudy
showedthatmarineeconomicgrowthisnotonlydeterminedbytheinputofcapitalandlabor,but

alsothecontribu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tothegrowthofmarineeconomy.

Though,theindustrialstructurehasasignificantimpactonthemarineeconomy,theimpactofthe

industrialstructureonmarineeconomyisnegativeandnotsignificance.Itwasprovedthatthe

flowingoftheelementsofthemarineeconomyinChinaisnotfree,sothegovernmentshould

makeeffortstoeliminatetheobstaclesofthefreemovementofthemarineindustries.Atthesame

time,thepaperalsofoundthatthemarineeconomyhasscaleeconomyeffects,soitisthemain

meanstopromotemarineeconomicgrowthbyguidingcapitalandlaborintothemarineeconomy,

especiallyfromthosewhohaveexcesscapacityintheindustry,inordertohelpChinaseconomic

transformation.

Keywords:Marineeconomy,Industrialstructure,theTwenty-firstCenturyMaritimeSilkRoad,

Economicgrowth

1 引言

纵观人类发展历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严重依

赖陆地资源,主要发展陆地经济。近两个世纪以

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暴发,人类社会进入

高度开发和消耗陆地资源阶段。科学家预测,进入

21世纪陆地资源将开发殆尽,最乐观的估计是陆地

资源最多能开发到21世纪末。面对世界人口不断

增长和陆地资源日益匮乏这一人类发展的主要矛

盾,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视线转向海洋———人类生存

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源补给站,与此同时更加

关注海洋经济的发展,有些发达国家更是高瞻远瞩

地成立了发展海洋经济对应的蓝色经济研究所等

机构。我国是个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万km,

所管辖的海域面积超过300万km2,海洋资源丰富,

且含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可燃冰等工业生产原

料。如何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服务海洋经济发

展,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

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是高消耗、高污染

的粗放式增长,产业结构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

关键问题。当前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海洋产

业作为前沿产业,对促进经济转型中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经济转型提供

合理的政策环境。

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目

前大约占我国GDP的10%,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海洋经济的科学化发展不

仅是我国重大的战略方针,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市场经济的需要,更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

同时这也是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当前

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离发达国家

的海洋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由于我国经济

发展初期忽视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导致

了目前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现状。而我国海洋经济

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初期

就更加重视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的影响,不能

在重蹈覆辙一味地为了追求海洋经济大跨步的发

展而忽视了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

作用,必须在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初期就要高度重

视产业结构优化。政府同时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为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这个战略也是为了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而提出

的。所以研究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对海洋经济增长

影响,对我国海洋经济未来良好的发展有现实的意

义,也对推动我国整体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已经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近些年产业结构和海洋经

济的学者们从以下几个角度和方法来研究产业结

构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丹等[1]在产业功能的角度上,应用主成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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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法分析了辽宁省1997年和2006年海洋经济产业

功能结构,总结出辽宁省海洋经济产业功能结构演

变模式。

干春晖等[2]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进程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表现出较大的不确

定性。

孙皓等[3]通过行业劳动力比率的视角研究发现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对经济增长

的整体质量有影响,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冲击存在

显著的滞后反应;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强度具有时变性质。

周辉[4]对上海地区研究发现上海产业结构和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消费结构对产业结

构的拉动作用不显著,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王端岚[5]运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海洋产业生产

总值的贡献度测算方法,分析1996—2009年福建海

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海洋

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有显著影响。

狄乾斌等[6]对我国海洋经济研究发现1997—

2004年沿海各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呈增大趋势,各地区的空间差异明

显,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且匹配关系合理。

对于海洋产业,学者们主要是从产业结构比例

来研究其对海洋经济的影响,主要采用的是统计方

法,其定性研究比较多。而定量研究局限于描述性

统计,没有从理论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海洋

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的是缺乏经济计量角度的实

证研究。本研究先是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海洋产业

结构对海洋经济影响的原因,同时构建了海洋经济

生产函数,将海洋经济的产业结构指标引进生产函

数,最后收集了中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

数据,通过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的测量,研究

产业结构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发现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对海洋经济增长有显

著的影响。

2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测量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

和高级化发展的过程,海洋产业结构变迁是朝着产

业结构优化迈进的,所以一个动态的产业结构变迁

包括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本

研究就是从这两个维度对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

优化进行衡量。

2.1 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测量的是产业之间的聚合质

量,主要体现在产业之间的协调能力和对资源的有

效利用程度。在历史研究中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对

产业结构合理化测量:一种是结构偏离度法;另一

种是泰尔指数。

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衡量公式

如下:

TE =
n

i=1

Yi/Li

Y/L -1 =
n

i=1

Yi/Y
Li/L-1 (1)

式中:TE 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即结构偏离度;

海洋经济GDP表示为Y,L 表示海洋从业人数;i
对应海洋各个产业;n 表示海洋产业分类数。在经

济均衡假设下,各要素自由流动,经济最终达到均

衡状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应具有相等的生产效

率。根据上面定义,海洋生产率可以用Y/L 表示,

所以只要经济达到均衡时,Yi/Li=Y/L,从而结构

偏离度TE=0。同理可得,海洋产业结构可以表示

为Yi/Y,Li/L 表示海洋从业结构,因此TE 同时也

是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耦合性的反映。TE 值越

大,就表示经济越偏离经济均衡状态,海洋产业结

构越不合理。由于经济非均衡是一种很正常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的海洋产业中这种情形更为突出,从

而TE 值是不可能为0的。但是结构偏离度指标将

各产业同等对待,忽视了各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特

殊性,同时绝对值的计算也给研究带来不便。为

此,本研究引入了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最早是由泰尔(Theil

andHenri,1967)提出,王少平和欧阳志刚将泰尔

熵用于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干春晖、郑若谷和

余典范在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与波动中改进

了泰尔指数,将其用于测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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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泰尔指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衡量产业结构合

理化的指标。本研究采用的是改进的泰尔指数(高

级化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TE =
n

i=1

Yi

Y
æ

è
ç

ö

ø
÷ln

Yi

Li
/Y
L

æ

è
ç

ö

ø
÷ (2)

对于上式,当经济处在均衡状态时,泰尔指数

TE=0,而且该指数的计算中考虑了各产业自身的

特性,同时避免了绝对值的计算,它是在结构偏离

理论与经济含义的基础上创立的,所以它是一个海

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更合理度量。泰尔指数TE 不

为0,表示海洋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海洋产业

结构不合理。

2.2 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从低级发

展水平状态向高级发展水平状态的发展,这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从高级化程度来说,第三产业高于第

二产业,第二产业高于第一产。海洋经济表现除农

业化和强服务化的现象,现在的海洋第一产业产量

基本维持不变,只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而海洋第

三产业发展快速,新技术引进比较快,海洋服务化

程度越来越高。刘伟等[7]指出在信息化推动下的经

济结构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重要特征,

鉴于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实是第

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所以

本文采用海洋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简写为TS)作为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对

于海洋产业而言,第三产业包含海洋高新技术,这

一度量能够清楚地反映出高技术程度在产业结构

作用,明确地昭示产业结构是否朝着高级化的方向

发展,所以它是一个更好的度量。如果TS 值一直

处于上升,就意味着经济在向高级化的方向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在升级。

2.3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

从图1中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海

洋产业经历快速发展,海洋产值已达到6万亿元,占

国民经济10%。尽管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但海

洋产业增长速度没有下降。同时海洋产业结构也

不同于其他产业,最近十几年,海洋产业中第一产

业产值几乎没有变化,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

增长。海洋产业作为“一带一路”旗下的前沿产业,

表现出了明显除农业化的趋势。在发达国家中,农

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较小。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

转型期,合理发展海洋产业是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

一条必经之路[8]。

图1 2001—2013海洋产业结构

图2是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图,通过产业合

理化(TE)和高级化(TS)衡量了我国海洋产业结构

优化的过程,从图中可以发现,海洋产业高级化和

合理化从进入21世纪开始逐渐提高。那是因为进

入21世纪后国家渐渐关注海洋发展,提出了21世

纪是海洋世纪的口号。最近几年,国家层面更加大

力发展海洋产业,尤其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海

洋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我国的海洋产业渐渐走上

了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道路。

图2 1996—2013年海洋产业结构变迁

3 理论模型、数据和方法

3.1 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

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索罗构建了新古典经济

增长模型,采用了CD生产函数来建立经济增长模

型,其一般表达式为:

Y=A×f(K,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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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表示经济总产出;K 和L 分别为资本和劳

动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则用A 体现。全要生产率包

含了除劳动和资本以为的其他因素。最初新古典

经济学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是科技进步因素,

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

本研究在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研

究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在

全要素生产率中具体化产业结构要素,提出包括产

业结构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在前文,我

们已经把产业结构因素分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因

素(TE)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因素(TS)。本模型采用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由于0<TE<1和0<TS<

1,本文假设模型如下:

Y=A×Ka ×Lb ×ec×TE ×ed×TS (4)

把产业结构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中提取了出

来,本模型中的A 表示除出劳动、资本和产业结构

因素以外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因素。

对式(4)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其对应的计量

模型:

lnY=a×lnK +b×lnL+c×TE +

d×TS +u (5)

主要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控制变

量选择了资本和劳动,把其他的影响因素归在了随

机干扰项u 中。

3.2 数据和方法的选取

本研究选取了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

1996—2013年海洋数据,以沿海各地的海洋产值为

因变量,通过各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计算出产业

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并采用沿海

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资本,用就业人数来衡

量劳动投入。沿海各地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海洋

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在计算过程中的个

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补齐。具体的样本省

市包括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11个沿海省、市、自

治区。

由于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来分析海洋产业结构

对海洋经济的影响,对于面板数据,我们有3种计量

模型可以选择:混合面板数据模型(OLS)、固定效应

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本研究采用的方

法是先把数据放到这3个模型中分析,再通过对应

的计量检验选择适合本研究的模型。

对于混合回归模型 OLS,忽略了个体效应;对

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FE,假设了存在个体效

应,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uit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

距项,同时uit与某个解释变量相关;对于面板数据

随机效应模型RE,不仅假设存在个体效应,而且这

种是个体效应与所有解释变量无关。模型如下:

OLS:lnYit=a×lnKit+b×lnLit+  

c×TEit+d×TSit+uit (6)

FE:lnYit=uit+a×lnKit+b×lnLit+
c×TEit+d×TSit+eit (7)

RE:lnYit=a×lnKit+b×lnLit+  

c×TEit+d×TSit+uit+eit (8)

4 实证分析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开始,我国海洋经

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海

洋经济主要依靠第一产业,海洋渔业占海洋经济

比例一度高达50%。这是由于当时的国情和世界

的环境决定的,导致了海洋经济结构不合理化,高

级化程度也比较低,海洋产业缓慢发展。随着总

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不断出现,

再加上进入21世纪,国外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海洋利益争夺越来越激烈。发展海洋经济

成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调节经济结构

的手段。运用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1996—

2013的数据,分析了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发

展的影响。

表1揭示了海洋产业结构因素和其他因素对

海洋经济的影响结果。从表1中我们发现这一组

数据对3个模型的分析结果都很显著,说明这些

变量的确是影响海洋经济的重要因素。但是通过

模型的检验来看,对于本研究,最好的模型选择应

该是固定效应模型(FE)。对于个体效应检验显

示存在个体效应,所以否定了混合面板数据模型。

因为对于原假设“H0:allui=0”,表1中倒数第二

行F 检验的p 值为0.0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FE 明显优于OLS,应该允许每个地区拥

有自己的截距项。同时由于表1最后一行的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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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检验中p 值为0.0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即

“H0:ui 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所以应该使用固定

效应模型。

表1 参数估计与检验

变量 OLS FE RE

lnL 0.4747*** 1.1310*** 0.5132***

(0.0313) (0.1453) (0.0493)

lnK 0.6591*** 0.6029*** 0.6553***

(0.0166) (0.0180) (0.0138)

TE 0.1414** 0.3426*** 0.3105***

(0.1414) (0.0789) (0.0739)

TS -2.3556*** -0.5454* -1.3265***

(0.2258) (0.2884) (0.2707)

_cons 0.2571 -4.7912 -0.3352

(0.2095) (1.0087) (0.3611)

R2 0.9729 0.9688 0.9651

Ftestthatallui=0:F(10,183)=19.55 P>F=0.0000

Hansen检验:chi2(5)=31.36 P>chi2=0.0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

号中为各系数的标准误.

从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来看,R2=0.9688很

接近于1,说明本研究选的4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

海洋经济增长原因。

对于劳动对海洋经济的影响,其变量在1%的

显著水平下显著不为0,符合经济增长以往的研究。

lnL 的系数为1.1310,说明海洋产业从业人数每增

加百分之一,海洋经济总产值增加1.131%。

对于资本对海洋经济的影响,也在1%的显著

水平下显著,符合以往文献的研究。由于lnK 的系

数为0.6029,说明海洋产业资本投入每增加百分之

一,海洋经济将提高大约0.6个百分点。

对于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产

业结构高级化对海洋经济影响比较大,因为其中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一点,

海洋经济增长大约0.34%。同时产业合理化因素

只在10%显著水平下显著,影响系数为负。说明产

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有助于海洋经济增长,但是

不是很显著。这说明海洋产业间的资源要素没有

流向效率更高部门。

同时我们发现海洋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的现象,

因为lnL 和lnK 的系数之和为1.73>1。这说明

我国海洋经济投入不足,资本和人口红利还存在于

海洋产业中。

5 结论

中国已经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

再也不能简单地依靠粗放式投入,“调结构、促发

展、稳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迈入发达国家必须坚持

的原则。为了对经济转型提供较好的政治环境,中

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经济转型指

出了方向。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是我国实现伟

大复兴的世纪,所以发展海洋经济对于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与此同时世界各

国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海洋经济的重要性,都在

不遗余力地发展海洋经济、开发海洋,甚至为了海

洋发展大打出手。海洋经济是目前全球经济新的

增长点,高新技术不断涌向海洋。海洋经济在当下

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排头兵,在转变产业结构促进经

济增长之中应发挥“火车头”作用,再加上“一带一

路”战略的背景下,海洋经济作为“一带一路”战略

旗下的主导产业,对整个战略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

海洋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且在国民经

济中比重越来越高,发展海洋经济也成为我国摆脱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必要手段。此外,经历了改革

开放30多年的粗放式发展,我国经济的要素红利已

将被耗尽,而经济要发展必然要依靠结构红利,因

而转变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

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本研究首先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

维度衡量海洋产业结构优化,采用泰尔指数测量产

业结构合理化,和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测

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其次构造了海洋经济的生产函

数,收集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1996—2013年

海洋经济产出等数据,选取了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

究了产业结构优化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

结论和对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1)我国海洋经济结构的优化稳定性较差,同

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尽管我国海洋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不断提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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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经济增长加速,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依旧存

在较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东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

达,而南海海洋经济相对比较落后。政府在关注海

洋结构优化的同时应坚持协调、统筹和可持续化发

展,注意发展平衡的问题,加大力度发展南海地区

的经济。

(2)海洋经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我国海洋经

济目前正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相比发达国家海洋经

济投入不足,所以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要大力引导

资本和劳动力进入海洋经济,尤其是从那些已经产

能过剩的产业,帮助我国经济转型。

(3)产业结构优化对海洋经济增长有显著影

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海洋经济有显著正的影响,

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对海洋经济的影响不是很显著,

且为负。这说明我国海洋经济产业间要素流动不

自由,存在阻碍。应扫除不利于结构合理化的障

碍,例如增加海洋各产业的技术培训,从而使资源

流向更有效率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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