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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海洋强省建设,文章基于已有研究结

果和相关数据,选取16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2011—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

和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得分,构建模型评价二者的耦合协调状况,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果表

明:根据综合评价得分,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呈提高趋势,且2014—2016年海洋

经济增速高于区域经济;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较高,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

均不断上升,但截至2016年仍为勉强协调等级;“十三五”期间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趋于平稳,海洋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未来山东省应坚持陆海统筹战略引领、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以及持续优

化海洋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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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andregionalecon-

omyinShandongProvinceandhelptheconstructionofastrongmarineprovince,thispaperse-

lected16representativeevaluationindicators,basedontheexistingresearchresultsandrelevant

data,usedentropymethodtocalculate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scoreofmarineeconomyand

regionaleconomyinShandongProvincefrom2011to2016,constructedamodeltoevaluatethecoupling
andcoordinationofthetwo,andputforwarddevelopmentsugges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accord-

ingto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score,thedevelopmentlevelofmarineeconomyandregionalecono-

myinShandongProvincehadshownanincreasingtrend,andthegrowthrateofmarineeconomyfrom

2014to2016washigherthanthatofregionaleconomy.ShandongProvincehadahighdegreeofcoupling
betweenthemarineeconomyandtheregionaleconomy,andth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indexand

thedegreeofcouplingcoordinationwererising,butasof2016,itwasstillatthelevelofbarelycoordi-

nation.Duringthe“13thfiveyearplan”period,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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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tendedtobestable,andthemarineindustrialstructurewasconstantlyoptimized.Inthefuture,

ShandongProvinceshouldadheretotheoverallstrategicguidanceoflandandseacoordination,promote

thedeep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ofportindustryandcity,andcontinuetooptimizethemarinein-

dustrialstructure.

Keywords:Marineeconomy,Regionaleconomy,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Marineindustrial

structure,Entropymethod

0 引言

山东 省 是 我 国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的 经 济 大 省,

2020年区域GDP达到73129亿元,位居全国第三

位。山东省三面环海,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

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

率先开启认识海洋、走向海洋和发展海洋的征程,

1984年在深入认识省情的基础上提出“陆海并重、

东西部结合”的方针,1998年全面启动“海上山东”

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省更加重视发展海洋

经济,2007年提出建设海洋强省,2011年山东半岛

海洋经济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海洋强国

建设的引领下,山东省持续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海

洋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

到13187亿元,分别占区域GDP和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的18.03%和16.48%。

不少学者对山东省海洋经济和海洋产业进行

研究。在海洋经济方面:张舒平[1]回顾山东省海洋

经济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

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程丽[2]研究山东省

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战略,认为山东省发展

海洋经济应采用优势-机会组合战略;李晓明[3]研究

山东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

议;赵月皎[4]评价山东省海洋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提出山东省海洋生态经济属于海洋生态脆弱

型,亟须改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刘海英等[5]采用熵

值法综合评价山东省海洋循环经济的发展,并探寻

其驱动因素。在海洋产业方面:吴姗姗等[6]运用集

对分析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评价我国沿海地区

的海洋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表明广东省和山东省

的海洋产业竞争力最强;杨坚[7]提出山东省海洋产

业结构须进一步转型升级;杨志坤[8]研究山东省海

洋优势产业布局,并为渔业的优化布局提出具体

对策。

众多学者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系统之间

的协调发展水平,且已有学者采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评价海洋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

的协调发展水平。盖美等[9]对我国沿海地区的陆

海产业系统进行时空耦合分析;张晓等[10]研究海

洋资源环境与海洋经济的耦合关系;汪永生等[11]

分析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科技、海洋经济与海洋环

境的耦合关系;陈琳[12]研究我国海洋产业与区域

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刘波等[13]采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评价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发展水平;高升[14]研究我国海洋资源与海洋经济

的耦合协调关系。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省正在持续推进海洋强省

建设。那么,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

否协调? 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什么水平? 为回

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选取16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

标,基于2011—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

的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计算综合评价得分,并评

价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为推动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

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指标选取和模型构建

1.1 指标选取

区域经济是海洋经济的基础,影响海洋经济

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海洋经济是区域经济的组成

部分,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参照郭湖

斌等[15]的研究,本研究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

经济效益3个方面考察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

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等级,基于科学性和系

统性的逻辑相关设计原则以及可操作性的数据

相关设计原则,选取16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

标(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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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评价指标

系统 维度 评价指标

海洋

经济

经济总量

海洋生产总值(C1)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C2)

海洋生产总值占区域GDP比重(C3)

经济结构
海洋第二产业占比(C4)

海洋第三产业占比(C5)

经济效益

涉海就业人数(C6)

海洋产业增加值(C7)

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C8)

区域

经济

经济总量

GDP(C9)

人均GDP(C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11)

经济结构
第二产业占比(C12)

第三产业占比(C13)

经济效益

就业人数(C14)

人均可支配收入(C1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C16)

在16个评价指标中,除海洋第二产业占比和第

二产业占比为负向指标外,其他均为正向指标。海

洋经济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省海洋局和《中
国海洋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

于《山东省统计年鉴》。人均海洋生产总值等个别

指标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可通过简单计算得到。

1.2 模型构建

1.2.1 熵值法

熵值法作为客观综合评价方法,利用评价指标

的实际数据对其赋权并计算综合评价得分。熵值

法的基本原理为:对于某项指标而言,其实际数值

相差越多,作用就越大,即权重越大;如果某项指标

的实际数值之间不存在差距,则该指标是没有价

值的。

设有m 个待评价年度的n 项评价指标,形成

m×n阶的原始数据矩阵X =(xij)m×n ,其中xij表

示第i年的第j项指标数据。

为避免指标量纲不同产生的影响,对原始数据

进行规范化处理。
(1)对于正向指标:

x*
ij =

xij -minxi

maxxi-minxi

(2)对于负向指标:

x*
ij =

maxxi-xij

maxxi-minxi

  在数据规范化处理的基础上,为消除零值对后

续步骤的影响,对规范化处理后的数据统一向右平

移0.0001,再进行同度量化,计算指标数据的比重:

pij =
x*

ij


m

i=1
x*

ij

  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熵值:

ej =-
1
lnm

m

i=1
pijlnpij

  计算各评价指标熵值的差异系数:

dj =1-ej

  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熵权:

ωj =
dj


n

j=1
dj

  计算各年度的综合评价得分:

Si=
n

j=1
ωj·pij

1.2.2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在研究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方面较

为常用。为研究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

调发展程度,构建耦合度模型:

C=2
Si·Wi

(Si+Wi)2

式中:C 表示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Si和

Wi分 别 表 示 海 洋 经 济 系 统 和 区 域 经 济 系 统 在

第i年的综合评价得分。

1.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较为常用但存在缺陷,即当2个系

统的综合评价得分均较低时,耦合度却可能较高。

为克服这一缺陷,参照孙爱军等[16]的研究,本研究

将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和整体发展水平

纳入同一模型,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D= C·T
式中:D 表示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T
表示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指数。

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αSi+βWi, α+β=1
式中:α 和β 分别表示海洋经济系统和区域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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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权重。

α和β的取值取决于系统的相对重要程度。海

洋经济与区域经济在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过程

中具有不对称性,通常而言,海洋经济的发展必然

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则是多种

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一定带动海洋经济的发

展。参照赵金丽等[17]的研究,取α=0.6,β=0.4。

参照舒小林等[18]的研究,根据耦合协调度划分

10个耦合协调等级(表2)。

表2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0.99 优质协调

2 实证分析

2.1 综合评价得分

利用2011—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相关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

(表3)。

表3 评价指标的熵权

指标
规范化数据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熵值 差异系数 熵权

C1 0.0000 0.1830 0.4200 0.6163 0.8342 1.0000 0.8288 0.1712 0.1092

C2 0.0000 0.1904 0.4382 0.6347 0.8528 1.0000 0.8318 0.1682 0.1073

C3 0.0000 0.1000 0.0000 0.6500 1.0000 0.9000 0.6718 0.3282 0.2093

C4 0.0000 0.1186 0.7627 0.6780 0.7797 1.0000 0.8264 0.1736 0.1107

C5 0.0000 0.0294 0.6176 0.5441 0.7353 1.0000 0.7824 0.2176 0.1388

C6 0.0000 0.2336 0.4605 0.6579 0.8322 1.0000 0.8438 0.1562 0.0996

C7 0.0000 0.1881 0.4734 0.6283 0.8254 1.0000 0.8348 0.1652 0.1054

C8 0.0000 0.1730 0.3137 0.5923 0.8518 1.0000 0.8125 0.1875 0.1196

C9 0.0000 0.1976 0.4203 0.5945 0.8236 1.0000 0.8321 0.1679 0.1233

C10 0.0000 0.2019 0.4337 0.6084 0.8374 1.0000 0.8341 0.1659 0.1219

C11 0.0000 0.1934 0.3945 0.6043 0.7976 1.0000 0.8298 0.1702 0.1250

C12 0.0000 0.1596 0.3404 0.4787 0.8511 1.0000 0.8075 0.1925 0.1414

C13 0.0000 0.1700 0.3700 0.5200 0.7900 1.0000 0.8188 0.1812 0.1331

C14 1.0000 0.8770 0.5989 0.3743 0.2406 0.0000 0.8345 0.1655 0.1215

C15 0.0000 0.2133 0.4092 0.6023 0.7937 1.0000 0.8357 0.1643 0.1207

C16 0.0000 0.2510 0.4592 0.6534 0.8624 1.0000 0.8459 0.1541 0.1132

  继续采用熵值法计算2011—2016年山东省海

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得分(图1)。

山东省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得分呈上升趋势,

表明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

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

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

山东省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在统筹规划和重点支持下,山东省海洋经济发

展成效显著,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山东省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得分同样呈上升

趋势,表明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不断提

高。在“十一五”期间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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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1—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

综合评价得分

础上,“十二五”期间山东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和人民生活改善,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

占比明显提升,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居民收入增长

较快。

对比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

得分,可以看出2011—2013年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

得分较高,2014—2016年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得分

实现反超,表明海洋经济增速高于区域经济。其原

因在于,山东省自2011年开始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并逐

渐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耦合协调度

基于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

得分,分别利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

算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综合发

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最终得到耦合协调等级(表

4和图2)。

表4 2011—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

耦合协调等级

年份 S W C T D 耦合协调等级

2011 0.0000 0.0393 0.0584 0.0157 0.0303 极度失调

2012 0.0471 0.0918 0.9467 0.0650 0.2481 中度失调

2013 0.1279 0.1410 0.9988 0.1331 0.3646 轻度失调

2014 0.2095 0.1834 0.9978 0.1991 0.4457 濒临失调

2015 0.2876 0.2508 0.9977 0.2729 0.5218 勉强协调

2016 0.3278 0.2937 0.9985 0.3142 0.5601 勉强协调

图2 2011—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

耦合协调度

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较高,

2016年达到0.9985,表明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程度较高;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综合发

展指数呈上升趋势,表明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整

体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

协调度不断上升,表明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契合。

2011年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

调等级为极度失调,原因可能在于2011年山东省海

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规划初步执行,

但具体举措尚未完全落实。此后,山东省统筹规

划,对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各项举

措逐渐落实到位,使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

调度越来越高,至2015年实现勉强协调。值得注意

的是,截至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

合协调等级仍为勉强协调,表明山东省海洋经济与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之路还很长,应继续统筹规

划,安排并落实各项举措,推动海洋经济与区域经

济的协调发展。

2.3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

限于 数 据 可 获 得 性,本 研 究 仅 分 析 2011—

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状

况。为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基于可获得的“十三五”

期间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相关数据,进一

步分析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图3)。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趋于平稳,

海洋生产总值均在1.3万亿元以上,并于2018年达

到1.6万亿元;2016—2019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区域

GDP的比重维持在20%左右,但2020年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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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十三五”期间山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和区域GDP

18.03%。2020年山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及其占区域

GDP的比重均有所下滑,原因可能在于新冠肺炎疫

情对海洋产业尤其是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

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海洋产业结构来看,山东省海洋第一产业占

比由2016年的5.80%降至2020年的5.30%,海洋

第二产业占比由2016年的43.20%降至2020年的

36.80%,海洋第三产业占比由2016年的51.00%升

至2020年的57.90%,表明“十三五”期间山东省海

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形成“三、二、一”的海洋产

业全面发展格局。

3 建议

为考察山东省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

调状况,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

16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基于2011—2016年

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相关数据,采用熵值

法计算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综合评价得

分,并得到二者的耦合协调等级。研究结果表明:

2011—2016年山东省海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综合

评价得分逐年上升,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越来越

高,但截至2016年仍为勉强协调等级,因此须继续

努力推动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1 坚持陆海统筹战略引领

我国“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发展

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十四五”期间山东省发

展海洋经济须把握历史机遇,将海洋经济发展积极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强化陆海统筹顶层设计,重视

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的联动性,合理安排陆海资源

开发利用的时空布局,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对海洋经

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充分发挥海洋经济发展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动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3.2 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以港兴城,以港带产,以城促港,港口建设是推

动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山东省须继续加强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因地制宜布

局港口资源和临港产业,推进港产城空间整合和功

能整合,健全港产城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沿海港口

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有效流动,充分发挥港口

的枢纽功能、产业的支撑能力和城市的集聚效应,

建设一批具有综合竞争力的融合发展示范区,坚持

沿海港口发展与腹地经济发展互为支撑,形成海洋

经济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3.3 持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近年来,山东省海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

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山东省海洋产

业结构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海洋重工

业在海洋产业中的占比较高,而海洋生物医药业和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海洋新兴产业的规模较小

且占比较低。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积极优化产业

布局,注重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山东省须重视培养

海洋专业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发展壮大

海洋新兴产业;坚持城海一体和山海融合,加快发

展滨海旅游业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带动区域经济整

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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