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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陆地资源趋于枯竭，陆地空间趋于饱和，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

续发展就必须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和发展空间。而浩瀚的海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具

有巨大经济价值，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许多国家加快海洋资源开发与利

用，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也提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的不断深化，海洋经济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已经

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生态效益，自然资源短缺，废弃物排放较多，碳排放量

过大，经济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长此下去将会导致海洋

经济系统的破坏，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无法实现海陆经济一体化。基于此

背景，本文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与意义，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第二章为梳理相关理论及进展。主要评述了目前有海洋经济与协调发展的相关概

念、理论及研究进展。

第三章为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辽宁省海洋资源特点、海洋经济发

展现状来反映辽宁海洋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从静态、动态及偏离．份额(SSM)分析角

度，指出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对辽宁省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的进一

步优化提供建议。

第四章为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研究。构建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对1999----2008年辽宁省海洋经济、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三个子系统间协调持

续性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分别求出了辽宁省海洋经济的综合水平评价

指数和系统间的协调度值，从协调等级进行解析，体现出十年来辽宁海洋经济．社会．环

境系统的协调性是否合理。

第五章为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

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科学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六章为总结与不足。对全文进行总结回顾并指出不足之处。

． 关键词：海洋经济；协调持续；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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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研究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Marine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

Abstract

Wi廿l the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1and resources tend to dry,the land space

tend to saturation，the human society must strive to find new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space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there are a lot of abundant resources in oceall，

which have a great economic value and provide a broad space for human development．

Therefore，many countries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our

country put forward the Marine economy development in”125”planning．As people deepe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n the Marine resource，marine economy also has created a new

growth point of economy development．Currently，Marine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won a

great economic benefit but neglects the ecological benefit in China，with natural resource

shortage，more waste disposal，excessive carbon emission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certain extent scale than the ocean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If going on will

lead to the destruction of Marine economic system，it counts agains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and cannot achieve sea—land economic integration．Based on

this background，this paper studies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Introduce the background，significance，this research

content and innovations．

111e second chapter relate theory and progress．Main reviews currently have the Marine

econom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ories and research

progress．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Introduce Marine resources characteristics，Marine economy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to reflect the reality．And from the static，dynamic and shift-share analysis

Angle(SSM)，point out industry structure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Marine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further provide suggestions about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111e forth chapter is about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Constructing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Analyse development duration among the three

subsystems for Marine economy,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1 999

to 2008．Calculate coordination degree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fuzzy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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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method．measure evaluation index and system coordination between degrees

from coordination level．Manifest the decade Marine economy community in Liaoning

environmental system coordination，judge whether is reasonable from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Marine economy．

The fifnl Chapter is route choic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reativity．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ine economy in liaoning province，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which has a certain directive significance ofscience．

The sixth chapter iS about sum and deficiencies．To review and summarize pointed out

如11 deficiencies．

Key-words：Marine economy；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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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2l世纪，发展海洋经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战略重要问题．

仅生活在l／3全球面积的人们，急切需要扩大海洋生存空间，因为海洋为人类能提供生存

物质和发展空间。海洋是人类维持生存繁衍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开发海

洋、发展海洋经济是整个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极为现实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具有深远意

义的战略行动。

(1)海洋经济发展的趋势

①国外海洋经济发展趋势

进入2l世纪，世界沿海各国都将开发重点瞄向了海洋，世界四大海洋支柱产业一海

洋石油工业、滨海旅游业、现代海洋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已经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海

洋产业发展经历了从资源消耗型到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海洋经济正在并

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也是当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后世界海

洋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主要表现为：

第一，以高技术推动海洋经济开发的速度；

第二，建立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向现代的综合开发转变；

第三，区域布局的专业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技术的现代化；

第四，确立了海洋体制和海洋权益的新格局，保护海洋环境以实现海洋资源的永续

利用【l】。

②国内海洋经济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位居世界第四。可管辖海域面

积300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的“蓝色国土”；大陆海岸线达18000公里，面积较大的海岛

有7000多个。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1年至1J2009年我国海洋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率为16．35％，远高出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环渤海、长江三角洲

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三大海洋中心经济区发展迅速，2009年三大海洋经济区海洋生产总值

之和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880％[2]。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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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繁荣

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它是涉海各产业的总和。

海洋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单纯的海洋开发向统筹海陆经济发展转变，实现海陆经济的一体化。

第二，由注重海洋一、二产业发展向注重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尤其是注重海

洋环境监测、海洋信息、海洋物流等海洋服务业发展的转变【3】。

第三，由国内发展向国内外的开放发展转变，海洋资源、科技、产业联动融入国内、

国际互动的开放经济新潮流。

第四，由单一化创新向集成化创新转变，整合海洋经济的水体、产业、区位三重性

经济系统，实现全面、协调、配套、集成创新发展。

(2)海洋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特点

海洋经济是对海洋及其空间范围内的一切海洋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经济活动或过

程，是一个涉及海洋、区域经济多层次的结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开放

系统。

①三位一体。海洋经济作为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其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具

有技术要求高、风险性大、产业关联度高、区域性强、综合性浓的特点。

②海陆联动。由海洋开发的深入，海陆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海陆资源的具有互补性、

产业之间的互动性、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海洋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开发，需要

强大的陆地经济作支撑。

③集成创新。海洋经济战略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海洋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

整、区域协调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等内容。创新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协同性的特征创．

创新整体优化和协同是海洋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交叉集成综合作用的结果

【4l。

(3)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陆地资源的日益短缺、人口的趋海移动和沿海地区

的城市化进程，也加大对海洋资源的索取力度，传统与粗放型的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导

致海洋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负荷过重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

①海陆产业间争夺空间日益激烈；

②海洋科技整体水平仍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不多； r

⑨岸线和近岸海域利用率过高，海岸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④海洋产业结构与布局不相协调，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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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海岛开发与保护相脱节，近海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扭转，海洋防灾减灾形

势相当严峻。

1．1．2研究意义

(1)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意义

海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海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海洋经

济的持续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利用从根本上取决于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程

度。通过科技创新，海洋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传统海洋产业的升级改造力度也在不断加

大，与此同时，沿海经济区域布局基本形成，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速度逐

渐加快。而我国是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短缺，废弃物排放较多，碳排放量过大，污染

严重的国家，如何挖掘海洋资源的潜在力量，制定海洋经济、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协调

发展长期对策，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合理化、科学化，对实现我国海洋资源合理利用和保

护，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

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适

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战略举措。

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生态环境、社会发展都有着长远

的战略意义。

①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可以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

②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可以拓展我国的生存空间；

③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可以科学合理开发资源：

④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可以使国民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

⑤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可以使海洋生态得到良性循环。

(2)本研究的意义

作为海洋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的辽宁，海岸位于我国海岸的最北部，濒临黄海

与渤海，拥有近2300公里的海岸线，约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l／8，是我国唯一的一处未被

完全开发的海岸线。近海水域面积5万km2，其中，有岛、坨、礁506个，海洋渔业、港

口运输、滨海旅游、海洋石油资源等海洋产业十分丰富。近十年来，海洋经济已成为辽

宁省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由1997年的246．3亿元提高至U2007年的

1759．8亿元，占全省GDP的16％，占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7．02％。2010年，全省海洋经

济总产值要实现3000亿元，实现增加值1600亿元。但也必须看到，在海洋经济高速发展

过程中，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大、废弃排放物多、海洋生态环境负荷过载等问题也越来越

严重，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

时间内，随着沿海经济带开发与“五点一线”建设，沿海地区的人口还将继续增加，经

济规模与空间布局还将继续扩大。社会经济活动对海洋压力和需求的不断增大，由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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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资源、环境与生态的不协调问题，日益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海陆产业

的协调发展，以陆域产业、技术为依托，以陆域空间为腹地和市场，强化海洋产业的辐

射和带动作用，可以实现海陆经济带的跨越式发展。

因此，为避免海洋进一步开发中可能出现的无序状态，保证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

海洋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实现辽宁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海洋开发必须走

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道路。统筹陆海关系，研究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相互作用间

的发展关系，探讨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1．2本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1．2．1研究思路

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经济．社会复杂系统，涉及到社会、经济，

资源环境等众多因素，而且还包括技术、管理、评价和协调等层面的问题，对此复杂系

统进行有效研究难度系数之大。在面对海洋经济的生态．经济．社会复杂系统内问题，往

往因缺乏对整个系统的整体认识，难以真正实现海洋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很多专家学

者对海洋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某方面，或海

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或海洋经济产业某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或海洋开发管理的政策措

施，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5】。

本文拟在总结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海洋开发战略以及规划的战略

思想，在研究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及其布局特征

进行静态、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探讨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协调持续

发展的具体路径，提出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对策。

1．2．2研究内容

论文打算分六章完成，主要研究内容的结构框架见图1．1。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以及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

新点。

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主要评述了目前有海洋经济与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

的界定与分析、理论基础、国内外研究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

展的相关因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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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辽宁省海洋资源特点、海洋经济发

展现状以及产业结构特征进行以静态、动态、偏离．份额(SSM)角度分析比较，指出

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为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实证研究部分。以《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辽宁年鉴》、《辽宁统计年鉴》等数据为基础，运用协调发展的理论、方法与模型对

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构建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的研究方法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进行评价，探讨

辽宁省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关系。

第五章为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部分。依据分析结果，提出提高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

持续发展相应的对策。

第六章为总结与不足。对全文进行总结回顾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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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论文研究内容结构框架

Fig．1．1 The structure framework ofthesis research content

1．2．3创新之处

本论文共六章内容，预计字数5万。

本论文从地理学角度，提出海洋经济和协调发展的概念及内涵，并设计反映海洋经

济协调持续发展状态及其外部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评

价模型，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丰富了海洋科学

协调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开创了从系统角度研究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

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学术价值。

本论文在实证研究中，运用“协调度”分析方法，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过程进行评价，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社会发展三个子系统进行分析；探讨辽宁省

6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发生在海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协调海洋与

人类经济活动关系的调控性对策，对于科学地制定海洋开发与保护政策，实施海洋经济

协调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该研究还可以为我国沿海地区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研究

结论可以作为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

第一，论文从产业结构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角度，分析了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特征，

并与全国及其他部分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对辽宁省海洋经济

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提供对策，对于发展新兴海洋产业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第二，论文采用“海洋经济协调度”量化模型，计算辽宁省1999---2008年海洋经

济协调度，从协调等级进行解析，是对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创新。

第三，构建辽宁省海洋经济指标体系，对辽宁省海洋经济、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子

系统间协调持续性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测定辽宁省海洋经济的综合水

平，并探寻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丰富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内容。

第四，注重实证研究，将海洋经济学及协调发展理论用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

中，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进行探讨，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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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2．1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分析

2．1．1海洋经济

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形成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称f61。海

洋经济就是以消耗海洋资源并排放污染物为代价，发展海洋经济就是获取海洋资源产品

的同时还要取得经济效益，使海洋保持着提供海洋资源以及环境服务的能力忉。

美国曾将涉海经济划分为海岸带经济和海洋经济两大类。其海洋经济是包括全部或

部分源于海洋和五大湖资源投入的经济活动。海岸带经济概念中比海洋经济较宽泛的，

也包括非海洋的相关经济活动【s】。

1988年，张耀光认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洋、滨海地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以

发展海洋经济的事业的各种组合【9】。

徐质斌认为，所谓海洋经济，就是产品的投入与产出、需求与供给，与海洋资源、

海洋空间、海洋环境条件直接或间接相关活动的总称。

2．1．2海洋产业

澳大利亚将海洋产业(Marine Industry)定义为：利用海洋资源进行的生产活动，或把

海洋资源作为主要投入的生产活动【10l。

张耀光教授认为，“海洋产业是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产业部门。海洋

产业是指人类在海洋、滨海地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以发展海洋经济的事业【111。”

2003年，韩增林认为，海洋产业是指所有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各种物质生产和以

保护海洋资源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和。即：人类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所进行的各类

生产和服务活动，以及对海洋对象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一切活动。

2003年，陈可文也对海洋产业定义，认为是指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所

形成的生产门类。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发展的重要标志

it21。

2004年9月， 《加拿大海洋产业对经济贡献：1988--2000年》中提到， “海洋产

业是指基于加拿大海洋区域及与此相连的沿海区域开展的海洋产业活动，或依赖这些区

域活动而得到收益的产业活动。【1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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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海洋产业的分类

按其产业属性可分为海洋第一产业、海洋第二产业和海洋第三产业。海洋第一产业

包括海洋渔业、海涂种植业等：海洋第二产业即对海洋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包

括海洋石油工业、海盐业、海盐化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滨采矿业、海水淡化业、海水

直接利用业、海洋生物制药业等；海洋第三产业一般为人类服务的关于海洋的旅游、交

通等行业。在世界范围内已发展成熟的海洋产业有：海洋渔业、海水增养殖业、海水

制盐及盐化工业、海洋石油工业、海洋娱乐和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砂矿

开采业等。

在《海洋经济统计分类与代码》中，国家海洋行业标准将海洋产业划分为15个大

类。15个大类是：海洋农业；海洋林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

洋采掘业；海洋制造业；海洋地质勘探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海

洋信息咨询服务业：海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海洋教育和文化艺术业。

按照GB／T4754．2002的行业划分和海洋经济活动的同性质原则规定，对海洋及相关

产业进行分类，即每一个海洋行业类别是按照同一种经济活动的性质划分，将海洋经济

划分为两类：【l 4】

(1)第一类海洋产业即为海洋产业和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洋产业为海洋经济

的核心层：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是海洋经济的支持层。

(2)第二类海洋相关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外围层，包括海洋农林业、海洋设备制造业、

涉海产品及材料制造业、涉海建筑与安装业、海洋批发与零售业、涉海服务业等，是海

洋经济外围层。

2．2理论基础

2．2．1可持续发展理论

19世纪以来，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这一切己严重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努力寻找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

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威胁

115】。人们通常把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环境、增长等组合起来，形成了“可持续经

济”(sustainable economy)、“可持续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可持续增长”

(sustainable growth)、“可持续环境”(sustainable environment)等概念。因此，

Brown，B．J．(1987)认为，可持续的定义必须体现以下原则：人类存续；经济的有限增长；

稳定的人口；维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质量；长期维持生物资源存量与农业系统生产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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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世界“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其基本内容是：

①改变单纯的经济增长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②由资源型经济过渡到技

术型经济，综合考虑的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效益。③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布局，

利用高新技术，减少废物排放等措施，协调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社会、经

济、资源与环境的持续稳定发展。

国内学术界也从不同侧面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和探索。王宏广(1995)认为，

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不等于可持续，可持续发展不等于供求平衡，可用“持久、稳定，

协调、综合、可行”五个词来概括。林秋华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保持生态稳定+有控制

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社会平等的增)jHttv]。

综上所述，可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归纳为：以人为本，求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

心，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谋求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政府作用和社会

的广泛参与作为重要的推动力，并以应用高新技术作为重要途径来追求经济增长，为人

类社会获得长远而持续的全面系统的发展观。

2．2．2协调发展理论

协调是各种物质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组成统一整体在运动过程各内部要素要表现

出有序性，系统的要素之间要保持一种良好的相互关联、良性循环的关系，从而使系统

整体处于优化状态。协调表现为一种控制与管理职务是围绕被协调者发展目标，使整体

中的各活动相互调节，减少矛盾，共同发展，以使协调者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而发展

是指系统或系统组成要素本身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

的系统本身的一种深化过程。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单一的片面的经济发展观已渐渐落伍。1990年，Richard B

Norgaard提出了协调发展理论，认为通过反馈环在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可以实现共同发

展【lsl。1991年，吴传钧院士对中国的PRED协调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要求特定区

域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要保持经常性的动态协调关系，简称为PRED协调发

展。

协调发展是“协调”与“发展”概念的交集，是指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特征

的区域发展系统【191。是系统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配合得当、良性循环的基础

上，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深化过程。它是一种强调整体

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发展聚合，追求的是一种齐头并进、整体提高全局优化、共同发

展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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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海洋经济在整个系统中以社会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作为实现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资源是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

几年来，有关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专项研究正在国内外兴起。

20世纪80年代，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提出高新技术是提升海洋经济竞争

力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海洋科技发展规划。1991年，新西兰在“可持续资源管理”的原

则指导下，制定了《资源管理法》涵盖了海洋资源、大气、水、矿产、海洋和地热与污

染的综合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等内容。1996年颁布的《中国海洋2l世纪议程》，提

出了中国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海洋开发与利用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实

施。2003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对于我国加快海

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促使海洋经济各

产业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进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海洋经济领域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理，协调好资

源环境的关系，向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捌。同时，还要做到技术上要得当，生产经营要集

约化，节约海洋资源的利用，使生态环境不退化。其内涵可概括为保持海洋经济、海洋

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海洋经济是中心，海洋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发展为最

终目的，以实现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在社会所能承受能力下保持经济上的稳步增长的，

加强循环经济、陆海经济开发模式的运行【211。

2．2．4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创改革开放新优势的现实

要求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口、社会、资源、环境、 经济、科技为要

素的协调发展系统的运行过程实质是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三者相互交

织、相互推动的过程。运行的主要目的是人类通过劳动开发和利用资源，使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得到提高。实现三者效益提高的同步，又必须使资源生态经济平

衡同三者效益的同步提高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发展

海洋经济，能缓解资源环境要素制约，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还要带动海

陆联动和区域协调。强调海陆产业的整体性，统筹规划海洋经济的重点区域。推进创新

型沿海城市建设，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择优发展临港产业，大力培育海洋生物、海

洋装备制造、海洋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捌。建设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环境的

系统，避免海洋开发中可能出现的无序状态，保证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资源利用与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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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确保海洋资源及空间的占用、海洋经济财富的分配和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时间和空间的公平性，追求海洋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协调性。

2．3国内外研究概况

2．3．1海洋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能源危机的日益严重化引起了全球人们的

警觉。海洋是人类开发尚浅的一个领域，是目前蕴藏着较多的神秘的部落。人类的未来

必定会走向海洋，2l世纪是海洋世纪，是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时代。根据可持续发

展的内涵，我们知道，要让人类能够长期生存于地球上，就不能任意挥霍掉大自然给予

我们的资源，让子子孙孙也能在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上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海洋经济

协调持续发展将是关键。中国海洋经济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就是在不断开发海洋，发展

海洋经济的同时，为子孙后代在经济、环境、社会条件等方面营造长期、有效地持续发

展的生存条件。

海洋经济是利用海洋空间和资源的经济，所以海洋生态环境及资源成为海洋经济协

调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海洋经济有远大的发展空间，要保持海洋生态环境、资源与经

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生态环境规律和经济规律，做到海洋生态环境资源与海洋经济

相平衡，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1)国外研究进展

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技术、军事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世界海洋经济从传

统开发阶段走向现代开发阶段，传统的海洋开发利用转向大规模、大综合、全面开发利

用的有新的科技革命为背景的现代海洋经济，并建立了海洋研究团体和机构，围绕海洋

经济取得了一些成果，代表性的有：美国的工M．5可姆斯特朗和M．赖纳所著的《从新角

度看海洋管理》，LE罗伯特编著的《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开发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

大，由单项性的平面开发发展为综合性的立体开发，从浅海近海不断向深海远海发展。

海洋产业由三个扩展到了十几个，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海洋资源和工程发展法》，制

定了第一个海洋科学规划【23】。

1967年，美国罗德岛大学资源经济系教授Niels Rorholm运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

13个海洋产业部门对新英格兰南部地区的经济影响，并得出了一些衡量海洋产业经济影

响的尺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G．Pon Tecorvo和M．Wlkinson教授从国民收入的角度

分析海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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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众学者教授们深入理解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意义，科学制定海洋

经济的发展规划及其管理，并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经济机制，为实现海

洋资源开发与持续利用做出了实践指导。典型代表著有：1975年前苏联的布尼奇的《海

洋开发的经济问题》；A．H．沃茨涅辛斯主编的《海洋研究与开发》；日本的稻田仁所著

的《日本海洋开发》，清光照夫所著的《水产经济学》等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研究院的Pontecorvo and Wilkinson(1989)在测算美国海洋

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时提出的划界标准具有启迪意义124】。1993年，Colgan and

Plunstead等人利用就业或区域经济产出评估模型，在多个州之间或者州所辖区域层面

(Colgan 1990)对某些特定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做了深入研列251。

20世纪90年代，国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划分海洋产业的模式，代表性的有：1991

年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制定的《澳大利亚海洋产业统计框架》；1992年Pido and Chua

及1998年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的CICI．Saint and Knecht提出的10大类5l项主要海岸和

海洋活动[261。1999年，美国实施的“全国海洋经济计划”，并将涉海经济划分为海岸

带经济和海洋经济两大类，最早注意资源的重要性，将经济、能源、环境融合在一起，

发展区域性海洋经济。

日本作为管辖海域lO倍于本土的岛国，而它的经济与海洋密切相关，日本的海上

工程建筑研究工作也比较先进。2008年出版了《海洋基本计划草案》(简称《草案》)，

列出了为实施海洋政策政府应采取的综合而规范的措施，将日本海洋经济发展的规划通

过法律形式规范化。

目前，国外关于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岸带和海洋综合管理及决策支持方法

和模型研究、海洋产业部门的结构特点、组织形式以及海洋产业工业化过程、某一具体

沿海城市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总体发展状况等方面。

(2)国内研究进展

1982年，中国海洋经济研究会成立，先后出版了《中国海洋经济研究大纲》、《中

国海洋区域经济研究》、《渔业生态经济概论》等专著，围绕中国海洋经济开发、规划、

政策、战略等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同年，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出版，从整体对中国海

洋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展望，并对其性质、任务及发展方向做出了定义。此阶段我国国

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辽师大海洋经济地理研究室、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

等机构相继诞生【271。

1997年，张耀光、胡宜鸣著的《辽宁海岛资源开发与海洋产业布局》，对具体区域

和省份海洋产业结构及其优化升级，从静态、动态及结构效益等角度对一地区的海洋产

业结构进行分析【28】。2001年，韩增林、栾维新著的《区域海洋经济地理理论与实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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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海洋经济地理理论、方法论的总结，也从海洋资源合理开发、海洋产业布局理论

和方法的总结，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91。2004年，孙斌、徐质斌主编的《海

洋经济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海洋经济学著作，使海洋经济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并

注重区域发展，对海洋经济区划，海陆一体化开发、海岛开发、海洋农牧化分区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的研列30】。

近年来，对海洋经济与产业结构进行分析与规划已成为国内海洋经济研究的热点。

其中一类是对全国海洋经济进行总体分析与规划，利用海洋统计数据分析我国海洋产业

结构的现状与变化趋势，采用相关分析、灰色相关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并应用产业

经济理论、产业关联理论、区域经济和海陆经济一体化理论系统分析目前我国海洋产业

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如代表性的有纪建悦等(2007)对环渤海地区海

洋经济产业结构分析，韩增林，狄乾斌等(2007)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的分析。

韩增林，刘桂春(2003)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了共5层的树状指标体系，根据指标间的内在联系选取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法构

建数学模型㈨。

狄乾斌，韩增林(2009)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出发，建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实例应用研究，有效地反映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与演变轨迹，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实用性【32】。

张耀光，王丹(20 10)基于产业功能的角度，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辽宁省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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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应

用Weaver Tomas组合系数法对辽宁省1997年、2006年各沿海地区海洋经济进行空间

层次划分【331。

2．3．2协调发展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进展

19世纪3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开始了对协调发展的研究，但当时过于强调经济发

展。1971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教授提出协同论(协同系统)，指出从系统的

整体性、协调性、统一性等基本原则出发，揭示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与要素围绕系统整体

目标的协同作用，使系统整体呈现出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蚓。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新发展观》一书，指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

“综合的”、“内生的”，而且还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其它社会福利的增进等条件。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体现为在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基础上，经济增长要同步进行。这种

新的综合发展观在实践中逐步演变为“协调发展观”f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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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阐释如下“可

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蚓”。

1990年，Richard B Norgaard提出了协调发展理论，认为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可以

实现共同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只

有二者在发展中统一起来，才不会破坏协调发展的状态。

2002年，日本制定的《立足于长期展望的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方策》，明确提

出“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实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

(2)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对于经济与生态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定性研究较晚，但在随后短短多年，产生

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虽然对陆域经济与环境协调研究成果

较多，但联系到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却很少，并且只是从单纯的生物

种类、系统动力模型、静态、动态等方面的资源环境进行探讨，没有系统，全面，科学

地深入研究海洋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间的内在联系。

系统阐明了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刘思华在1989年出版的《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

研究》一书中概括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它成为协调发展的核心，研究自然的、社

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协

调发展和持续发展融合在一起。

1991年，吴传钧院士提出了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并对中国的

PRED协调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要求特定区域的人口、资源、

环境和发展之间要保持经常性的动态协调关系，简称为PRED协调发展【37】。

· 1996年，吴跃明、郎东锋等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核心，借助系统工程多目标优化的

思想，建立了环境一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及其指标体系【38】。

1999年，廖重斌通过对协调、发展及协调发展3个概念的定义和论述，分别推导出

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计量模型，用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大小等作为评判标准，将环

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分为3种基本类型，并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评价对象，给出了

上述计算方法和分类体系的应用实例，证明其可靠性【39】。

2000年，喻小军、周宏等就近年来湖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根据可持续发

展原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模糊数学和GM(1，N)的建模方法，就实现湖北省的经济，

资源、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柏】。



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研究

2004年，李建兰讨论了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状况，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指出要

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也

是我国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4ll。

2007年，于谨凯著的《我国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构建了从经济、环境、资

源、技术四个方面代际合理配置的角度建立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型，并对各

个要素进行了模型扩展分析【42】。

2010年，周雪，聂华以山东省为例，对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分析，运

用协调发展度模型计算得出结论，为山东省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协调持续发展，实

现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共赢提供参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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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3．1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3．1．1辽宁省的海洋资源

(1)海岸线、岛屿与滩涂

辽宁位于我国沿海最北部，横跨黄、渤两海。海岸线东起鸭绿江，西至绥中县老龙

头，全长2920公里，其中大陆岸线长2292．4公里，海洋岛屿岸线长627．6公里。全省

有海洋岛屿(500平方米以上)266个，岛屿总面积191．5公里。近岸水域面积6．8万平

方公里，约占全省陆域面积45．7％，其中．15米等深线以内海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全

省滩涂面积2070．2平方公里。沿海城市有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

个市及所属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长海、金州、甘井子、旅顺口、东港、盖州、老边、

鲅鱼圈、大洼、盘山、凌海、连山、龙岗、兴城、绥中等18个县(市、区)。’

(2)海洋生物资源

辽宁海洋生物资源较为丰富，种类也特别繁多。其中拥有经济市场的海洋资源总资

源量52万吨，种数达几十种，两种海蜇，三种海珍品(如：海参、鲍鱼等)；九种经

济价值较高的甲壳类(中国对虾、中国毛虾、鹰毛虾、虾蛄、脊尾白虾、褐虾、日本鲟

等)，十多种海藻，二十多种底栖贝类，其他还有约为十种。其中总资源量达万吨以上

有黄鲫、鳐鱼、鲆鲽鱼、鲈鱼、绿鳍马面豚、狮子鱼类、蓝点马鲛鱼和梅童鱼；近海还

有小黄鱼及银鲳鱼等；贝类中蛤蜊、文蛤、褶牡蛎；其他还有兰蛤、镜蛤、螺类等。浅

海底栖贝类主要有毛蚶、魁蚶、脉红螺、香螺等，资源量约8万吨。其他资源主要有海

蜇、海藻、海豹、海豚等。

(3)港址资源

辽宁省海岸曲折绵长，大陆、海岸宜港岸线长1000公里，其中包括400公里的深

水岸线，300公里的中水岸线，300公里的浅水岸线，有40多个大小港湾。其中水深、

海阔、掩护条件好的商港港址38处，可开发建设13处10"--30吨级深水泊位的港址，

可开发建设13处O．1～l万吨级泊位的港址。可开发建设77处渔港港址，但已开发利用

渔港港址只有20处，在尚待开发的57处渔港资源中，宣建成20处一级渔港，37处二

级渔港。

(4)海洋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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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铁、硫、岩盐、钾盐、锰结核、滨海砂矿等海洋矿

产资源。辽东湾主要分布着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资源量6～7．5亿吨，已探明石油储

量1．25亿吨；天然气1000亿立方米，己探明天然气135亿立方米。滨海砂矿主要品种

有金刚石、沙金、独居石、锆英石、石榴子石、沙砾、型砂等。其中沙金在鸭绿江口发

现多处矿点分布，地质条件好，有较大远景。金刚石砂矿主要矿点在长兴岛沿海地段，

绥中县滨海砂矿储量约2亿立方米。

(5)滨海旅游资源

滨海旅游资源指由海岸带、海岛及海洋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组成的旅游资源的总

称。辽宁省有辽东滨海旅游区、辽东半岛旅游区、辽东湾旅游区和辽西滨海旅游区四大

旅游区。海岸类型也多样，由怪石、礁林、秀峰、水质组成的自然景观环境幽美，非常

适于游乐；人文景观天然海水浴场也众多。著名的海蚀景观有金州区海滨喀斯特地貌景

观、锦州的笔架山、兴城的菊花岛等。滨海湿地自然景观地势低洼、河网密布、芦苇丛

生、鱼虾繁茂、有鸟类14目35种，野生动物有丹顶鹤等，芦苇的海洋是辽宁省公有也

是全国少见的滨海湿地景观资源，具有很高的观赏和科学研究价值，天然海水浴场72

处，海岸线资源149．6公里，占辽宁海岸线总长6％，开发潜力较大的有金州、旅顺、

盖州(含鲅鱼圈子)、瓦房店、兴城和绥中等地㈣。

3．1．2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

(1)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

辽宁省海岸位于我国海岸的最北部，濒临黄海与渤海，拥有近2920公里的海岸线，

约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1／8，是我国唯一的一处未被完全开发的海岸线。近海水域面积5

万km2，其中，有岛、坨、礁506个，海洋渔业、港口、滨海旅游、海洋石油资源十分

丰富【451。辽宁省有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六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市

充分发挥着核心城市作用。以2008年为例，大连市在海盐，水产及旅游创收都位居六

市第一，见图3．1。

近十年来，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由1997

年的246．3亿元提高到2007年的1759．8亿元，占全省GDP的16％，占全国海洋产业总

产值的7．02％(图3．2)。随着辽宁省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优势海洋产业也逐步形

成，海洋水产品和滨海旅游业变化较大，产值都迅速增加，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图中

还可以看出来，辽宁省海洋产业总产值在逐步提升，这说明该省海洋经济发展较快；同

时，该省海洋产业总产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7．06％提高到2007年的16％，

十年间的比重增加表明海洋产业的发展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海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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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但随着海洋经济的辐射影响，单位GDP能耗、能源碳排放强度

快速发展，必然对海洋环境污染加大，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过度，这种特征也注定了当

前海洋高碳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图3．1 2008年辽宁省沿海地区部分海洋产业情况

Fig．3．1 Part ocean industries ofLiaoning province 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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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97-2007年辽宁省主要海洋产业产值变化情况

Fig．3．2 Major OCean industries value change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1997 to 2007

(2)辽宁省海洋产业发展概况

①海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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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辽宁省海洋渔业总产值800．4亿元，渔业增加值399．1亿元，分别较上年增

长量增长19．5％和18．1％，具体情况见图3．3。水产品总产量494．9万吨，较上年增长量

增长8．9％，占环渤海地区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为32．1％，占全国的比重为12．2％：其中

养殖产量305．5万吨，增长13．6％。全省养殖面积73．5万公顷，比上年增长2．5％。其中

海水养殖面积53．4万公顷，淡水养殖面积20．1万公顷，分别较上年增加1．1％和6．3％I蛔。

其中的大连市水产品进出口总量为98．6万吨，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1．9亿美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1．58％和7．95％。其中，出口贸易额13．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93％；水产品

进口贸易额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62％【471。

图3．3 2007年与2008年辽宁省渔业经济产值对比情况

F远．3．3 The output offishe哕economy ill Liaonmg province between 2007 and 2008

②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是资金密集型、周期性的高风险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航运周期拐点明确，港口业务量增速明显放缓；海洋经济市场受金融危机和对外贸易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内难现复苏；部分港口出口货量呈下跌趋势等。

海洋运输方面。辽东半岛地区海岸线资源丰富，适宜建港的大陆海岸线有1000多千

米。其中深水岸线400千米，中水岸线300千米，浅水岸线300千米，现已形成以大连为

中心，营口、锦州、丹东为枢纽，葫芦岛、旅顺、盘锦、庄河、瓦房店等为网络，中小

结合、层次分明、功能齐全、分布合理的海洋运输布局【48】。其中2008年大连市运输企业

完成客货换算周转量4555．7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9．5％。

港口方面。2008年，全国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44．89亿吨，其中超过亿吨的港口

上升到16个，环渤海情况见下图3．4。大连港货物吞吐量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外贸吞

吐量0．86亿吨，增长4．5％；集装箱吞吐量452．5万标箱，增长18．6％。2009年1月至2月，

大连港累计完成吞吐量3156．9万吨，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加3．7％，完成集装箱64万标准

箱，保持了港口生产平稳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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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2008年环渤海地区货物吞吐量超过亿吨的港口情况(单位：亿吨)

Fig．3．4 2008 cargo throughput about more than million tons ofport in Bohai area(unit：million tons)

③海洋盐业

海洋盐业是中国三大传统海洋产业之一，也是海洋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

要地位。海盐产业受气候影响严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盐生产能力、技术水平、

机械化程度均有较大提高。而且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盐业的主要生产基地。2008年辽宁省

海盐生产面积为50030公项，产量l 82．08万吨，为上年226．8万吨的80．29％。食盐产量52．92

万吨，为上年的98．79％；销售191．02万吨，为上年的94．77％；库存67．4l万吨。食用盐和

工业盐的具体销售情况见图3．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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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固食用盐 10．66 9．33 23．68 5．07 0．12

l■工业盐 9．17 19．3 100．88 2．30, 5．11 l

图3．5 2008年辽宁省海盐销售情况 (单位：万吨)

Fig．3．5 Sea salt sales from Liaoning province in 2008(unit：tons)

④滨海旅游业

辽宁省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一批著名的滨海旅游景区，如大连的金石滩国

家级度假区、老虎滩，旅顺口的蛇岛，营口的月牙湾等等(图3．6)。辽宁沿海经济带

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并进一步发展滨海旅游、生态旅游和经色旅游，打造一批

精品旅游战路，更促进了以大连市为中心的辽宁滨海旅游的新格局。2008年，全省共接

待海外旅游者241．87万人次，创旅游外汇收入152618万美元，沿海经济带创旅游外汇

21



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研究

收入89398万美元，占全省总额的58．6％，比2004年增长了121％。其中接待入境旅游

者人数1422628人，比2004年增长了109％。

一飘口 l

图3．6辽宁省涉海旅游线路图

Fig．3．6 The related tourism route map about Liaoning province

⑤海洋船舶业

海洋船舶业指各种航海船舶(含渔轮)的制造和修理活动【50】。做为传统海洋产业的造

船产业，也是海洋第二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2008年辽宁省海洋船舶工业实现产

值419亿元，增长35％；并且作为主要造船地区，造船完工量382万载重吨。担任辽宁

省主力的大连船舶重要集团有限公司，此年手持订单及完工量都居全国第二位，仅新承

接船舶订单884．7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居世界造船企业排行榜第六位。

表3．1 2008年全国手持船舶订单量和造船完工量都位前十位的企业

．．．——Tab．3．1 The former ten enterprises ofnational order quantity and shipbuilding hand-held ship—s—in 20——0——8—．．．——

手持订单 完工量

数值 数值

单位 (单位：万载重吨)排序 (单位：万载重吨) 排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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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辽宁省海洋产业发展分析

3．2．1静态分析

海洋产业的静态分析，可以考察出在一定时期内，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特定事件或

者是横断面上的产业部门状态；观察出产业结构发展的绝对水平，通过分析海洋各个产

业部门的产值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比例，从生产结果方面综合反映某地区的产业状况，

衡量这一比例可以反映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构成【511。

(1)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分析

通过选取海洋渔业，海洋石油，海滨砂矿，海洋盐业，沿海造船，海洋交通运输业，

滨海旅游业七项为指标，对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静态分析，得出辽宁省海洋产业各部门

之间的比例关系，了解该地区从1999年至2008年的海洋产业结构现状，揭示出辽宁省

海洋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实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参考。由1999和2008年的

辽宁省海洋产业产值数据，得出表3．2152】。

辽宁省三次产业结构处于全国中游水平，经过十年的发展变化，海洋三次产业结构

比已由1999年的69：21：9变化到2008年的12：52：36，海洋第一产业虽然仍是一个重要

的产业，但在海洋产业中的地位已大为下降，海洋产业逐渐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

第二、三产业增长十分迅速，经过lO年的产业调整，产值均已经超过第一产业。按照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第一产业比重应该逐渐降低，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

表3．2 1999年和2008年辽宁省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T————a—．—b———．—3———．——2—————，——M——————a——r——i——n———e————t—h———r—e—e—industrial structures—'—comparison between 1999 and 2008 in Liaoning province．．．．．——

产值(亿元) 比重(％) 排序

产业 1999 2008 1999 2008 1999 2008

注：数据来源于(2000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2009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由此看出，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优化完善，逐步走向产业结构发展的

高级阶段。但相对于全国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海洋的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99年的

55：15：30变化到2008年的5：47：47)，辽宁省应继续降低第一、二产业比重，加大

第三海洋产业的投入，可以促进以海洋空间利用、海洋综合服务业为组成部分的海洋第

三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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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新兴海洋产业结构分析

海洋产业从形成规模及开发时序看，可划分为传统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及未来

海洋产来三种类型。传统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及交通运输业；新兴海洋产

业包括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及海洋船舶业等等；未来海洋产业包括深海采矿业、海

洋能利用业和海洋药物业等。表3．3显示了近十年来辽宁省传统海洋产业、新兴海洋产

业的发展状况。

表3．3辽宁省传统、新兴海洋产业所占比重发展情况

．。；=Tab．3．3
The proportion of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丐丽～—、玺逾 1999 2002 2005 200矿一
总产值 277．97 459．33 989．il 1728．24

由表3．3可以看出，在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中，传统海洋产业仍占据首位，在整个

海洋经济总产值勤中的比重在半数左右，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很快，已经与传统产业比重

相当，估计在未来几年里，新兴产业将会取代传统产业的地位，成为海洋经济的领头军．

总的来看，辽宁省海洋产业正处于成长期，产业结构正从由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向海洋高

新技术产业逐步崛起与传统海洋产业改选相结合的态势发展。

3．2．2动态分析

通过一定时期静态产业结构指标的对比分析，只观察出产业结构发展的绝对水平，

但是这种比较不可能全面掌握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和程度，还需要对海洋产业结构进行

动态分析。

(1)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标分析

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标是反映两个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程度的一个定量的统计指

标，其数值的大小以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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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I磊一‰l (3．1)
』=1

其中：后为产业结构百分比变动值；锄为报告期第，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孙

为基期第，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1，2，3分别表示海洋经济三次产业。后值越

大，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越大。

考虑到适当的时间跨度，我们把1999年作为基期，2008年作为报告期。在前面的

静态分析中，我们已经给出了辽宁省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的数据，本文选取辽宁省与全

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进行产业结构变动值的比较，对比数据见表3．4和表3．5。

表3．4 1999年辽宁省与全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Tab．3．4 Three industry structure comparison of Marine economy between liaoning province and national

篁Q箜望!仑!Q!i旦篁曼!i旦1 22竺
产业比例 全国 辽宁 天津 河北 山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0)；第一产业包括海洋水产业，第二产业包括海洋石油与天然气、海滨砂

矿、海洋盐业、沿海造船，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通运输、滨海国际旅游业。

表3．5 2008年辽宁省与全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Tab．3．5 Three industry structure comparison of Marine economy between Liaoning province and national

曼竺璺!塑!P!Q!垫曼!!垫三Q壁墨
产业比例 全国 辽宁 天津 河北 山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9》．

用如、气、颤、岛、气、缸、缸、岛、知、绦、缸、缸分别表示全国、辽

宁、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的产业结构变动

值，计算结果见表3．6所示。

表3．6 1999--2008年全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值

Tab．3．6 Change value of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national coast from 1999 t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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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标与辽宁省地区进行比较，可以更

清楚地了解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动状况，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暑=(鬈一磊)／％ ，=全，天，河，山，上，江，浙，福，东，西，海(3．2)

噍=【丝一％)／％=(o．987—1．142)／1．142=-0．136；

唤=(颤一＆)／缸=(0．481—1．142)／1．142=-0．579；

岛=(略一缸)／＆=(1．212—1．142)／1．142=0．062；

觅=【筑一龟)／％=0．229；位=(缸一％)／龟=-0．52l

岛=(％一龟)／铭=0．290；魄=(％一％)／岛=0．235

磊=(％一龟)／％=0．260；嚷=(绦一％)／％=-0．450

龟=(局一％)／％=0．407；‰=【体一岛)／％=o．17l
从以上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三次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上，辽宁省要快

于天津市、山东省、上海市和广东省，因为这两省两市的海洋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了，海

洋产业结构比较完善，继续调整的空间已经不大了。相对来讲，辽宁省的三次产业结构

变动虽慢于其它沿海各省，却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需要辽宁省对三次产业结构的改

善速度要进一步加快，大力发展海洋第二、三产业，尽快地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为海洋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搭建一个合理、稳固的框架。通过计算结果进一步分析，广西省的变

动速度远远高于辽宁省，这本身也在于原先的海洋经济基础较薄弱，调整空间相当大，

也要稍加变动，就有很大的效果。辽宁省按照高科技、新产业、大市场的现代海洋开发

思路，充分利用辽宁省的自然资源与独特的科技优势，发展海洋高新技术，打造一批高

新技术产业，从而使整个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向着海洋产业发展高级阶段的

结构序列不断前进。

(2)Moore(摩尔)结构变化指标分析

Moore结构变动指标运用空间向量测定法，以向量空间中夹角为基础，将产业共分

为刀个部门，构成一组／,／维向量，把两个时期两组向量间的夹角作为象征结构变动程度

的指标，称作为Moore结构变化值【53】。其计算公式为：

3 3 3

髟=∑(形幸％。)／(∑砑)‰(∑％。2)V2 (3．3)
居l 扛l 每l

其中肜表示第，期Moore结构变化值；形表示第，期第，产业占全部产业的比重；

％。表示第t+l期第，产业占全部产业的比重。tO,1999年取到2008年，根据以上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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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辽宁省各年的海洋三次产业比重比较(见表3．7)，就可以计算出辽宁省的海洋产

业Moore结构变化值。

表3．7辽宁省1999-2008年海洋三次产业比重比较

Tab．3．7 Comparison ofmarine three industr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1999 to 2008

注：数据来源于《2000-2009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为了使变化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们可将其进行隔年比较，计算情况如表3．8所示。

表3．8辽宁省Moore结构变化值1999--2008年隔年变化情况计算

Tab．3．8 The situation over year of Moore structural change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1 999 to 2008

表3．8动态的描绘了辽宁省近十年来的海洋三次产业的变化程度，由0．99下降到

O．94，最后降为O．83，下降幅度由0．5扩大到了O．9，说明2008年比1999年的海洋产业

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从2006年开始。

为了清楚看清近几年辽宁省的海洋产业结构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表3．9。

从表中可以看出，辽宁省产业结构加速变化主要是从2007年开始的，从表3．7中，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明显

攀升，而第三产业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也说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在进一步改善的同

时，还要加大第三产业的投入，以使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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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辽宁省Moore结构变化值2006-2008年每年变化情况计算

Tab．3．9 The situation every year ofMoore structural change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08

3．2．3 SSM分析

(1)偏离一份额模型

偏离—份额分析法， (即Shift-share Method，缩写SSM)是由美国学者Dunn等人

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和综合性【矧。以其所在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的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

①份额分量以， 是指，区域的产业部门／如按照大区域的平均增长率所产生的变

化量，公式为％2b'v卑写； (3．4)

②结构偏离分量乃，是指假定区域与大区域的增长速度相同，分析区域与大区域由

产业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区域，第／产业部门的增长相对于大区域的标准所产生的偏

差，公式为乃=(％。一易’∥)木哆； (3．5)

③竞争力偏离分量么，是指区域i第／产业部门增长速度与大区域相应产业部门增

长速度的差别引起的偏差，公式为易=易，。·(勿一哆)。 (3．6)

仫称为区域部门优势，反映，区域第／部门总的增长优势，公式为伤2易+易。(3．7)

区域，总的经济增量为G，其表达式为：嘭2够+易+岛， (3．8)

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55】。

同时，为了评价区域总的产业结构特征，令驴ibijo(3．9产t
2

Bbij．．土,t。(3．10)，

引入区域相对增长率指数L， L分解又得到结构效果指数W和区域竞争效果指数U，

目．0<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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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
∑巧。幸亏，
』三!

∑巧。幸‰

∑％奉哆，，
』三!

∑吒。奉‰
／銎木窆善丝n∽
|∑Bjb芦∑Kzo*Bjq

／銎j--I(3．。2)； ∥：童善互 (3．，3)

／氦p』2知 舻∑／=1轰K等* p’13’

在此式中，区域总的经济增量愈大、增长率指数大于1，则表示区域增长快于全国：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大于零，则结构效果指数大于l，表示区域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

产业部门比重大，区域总体经济结构比较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若竞争力偏

离分量大于零，则区位竞争效果指数大于1，说明区域经济中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

大，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561。

(2)实证研究

①产业结构演进对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分阶段性SSM分析

本文以偏离一份额分析为基础，以下以2003年为界，分两个时间段进行分析，探

讨1999---2008十年中辽宁省海洋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从而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一定的评价依据。

表3．10 1999---2003年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偏离一份额分析表 (单位：亿元)

Tab．3．10 The deviation—share analytical table ofmarin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1 999 to 2003(unit：Hundred million Yuan)

如表3．10所示，1999---2003年辽宁省海洋三大产业结构的份额分量的比值为

0．54：0．22：0．24，说明海洋渔业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是第一位的；结构偏离分量方面的排

序为海洋二产、三产、一产，说明辽宁省第二产业在经济增长总量方面的贡献率比较大；

竞争偏离分量方面的排序为海洋一产、三产、二产，说明了海洋渔业仍占主导性地位。

，

一

O劬一％，∑丛，∑芦／芬一芬勘一％，∑芋∑爿

lI

忍一磊／，一

O钆一‰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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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1999--2003年，三大产业结构总偏量之所以为正值，是因为总偏量中的结构

分量一直占主导地位，且为正值；海洋经济总增长量中海洋第一产业占绝大比例，说明

海洋渔业对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最大。

2004--2008年间，辽宁省调整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加大投入海洋第三产业，使得海

洋三产份额分量排序首位，见表3．11。与前五年相同的是，海洋二产在经济增长总量方

面贡献率最大。在这五年里的结构分量、竞争分量、总偏量中，海洋二产却都位居第一。

海洋一产比重大幅度下降，而第二产业却相对升高，更表明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在不断

优化，第二产业对海洋经济的增长总量占居着重要地位。

近十年来，辽宁省加快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步伐，海洋三产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

最大，增长速度居中，而海洋二产则是增长速度最快，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辽宁省

海洋经济正处在由高水平的“二三一’’向“三二一”格局转变过程中，努力实现“做大

三产、做强二产、优化一产’’，以成为辽宁省经济的重要来源。

表3．1 1 2004m2008年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偏离一份额分析表 (单位：亿元)

Tab．3．1l The deviation-share analytical table ofmarine mdusgial structure irI Liaonmg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08(unit：Hundred million Yuan)

②辽宁省海洋三次产业部门优势分析

以区域部门优势户易为横坐标，以份额分量圯为纵坐标建立关系。分析图由两条

倾斜度为45度的等分线把坐标系分为8个扇面，如图3．7中的八个扇面(S1，S2，S3⋯S8)

反映了总增量、部门增长优势方面的几种不同类型。其中图中的点用字母a表示的，是

1999---2003年辽宁省海洋三次产业部门优势分析值，数字l、2、3分别代表一、二、三

产业，字母b是2004--2008年的分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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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辽宁省海洋三次产业部门优势分析图

Fig．3．7 The advantage ofthe three industry depart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由图3．7看出，辽宁省的海洋一产在1999---2003年a1处于Sl扇面，而在2004--2008

年bl处在S7扇面，由部门优势的增长部门发展成了较差部门，该产业部门在全国的增

长优势不明显，产业部门优势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也不具优势。海洋二产在十年中由较

差部门发展成为了较好部门，由在总量上呈现负增长的产业部门优势变成了部门优势的

增长部门。第二产业b2位于第一扇面内且位置坐标离坐标原点比较远，说明辽宁省海

洋二产基础条件非常好，区域部门优势显著，其中第二产业结构和竞争的总体优势十分

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最大。海洋三产十年来都分布在Sl扇面内，属于A类优势

部门，具有产业部门优势的增长性产业部门，与a3相比，b3离坐标原点的位置越来越

远，说明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产业部门优势，另一方面较全国增长平均水平较明显，可以

参考选择为辽宁省海洋产业的主导产业【57】。

⑨辽宁省海洋三次产业偏离分量分析

以三次产业竞争偏离分量匀为横轴，以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乞为纵轴，建立坐

标系。如图3．8中各扇面(S1，S2，S3⋯S8)，图中的点用字母A表示的，是1999----2003

年辽宁省海洋三次产业部门优势分析，数字l、2、3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字母B

是2004----2008年的分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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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辽宁省海洋三次产业偏离分量分析图

Fig．3．8 The Deviation ofthe three industry depart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根据偏离分量分析图，1999--2003年，辽宁省第一产业A1分布于扇面Sl，其结构

优势和竞争力优势较明显，原有的产业结构基础很好，较其它产业部门也具有很好的行

业竞争力，属于较好产业部门结构；第二产业A2位于扇面S5，基础较好，但竞争力很

差的较差部门；第三产业A3位于扇面S4，基础较好，但地位处于下降的较好或一般部

门。2004--2008年，辽宁省优化产业结构，对其进行调整，加大海洋二、三产业的发展．

海洋二、三产业位于S2扇面，竞争力很强，原有基础较好的较好部门；而分布于S6扇

面第一产业，发展虽说很快，但却相对其它两产业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远远较小，但

对辽宁省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贡献。

3．3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仍然属于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

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掠夺式经营等问题。虽然10年来辽

宁省海洋经济创造了年均增长率超过16％的奇迹，但却是以海洋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和恶

化为代价的。

3．3．1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

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造成，重要的一条是，各种海洋产业

分属于不同的管理主体。从产业结构分析中，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水平较低，三次产业

呈现二、三、一格局，落后于全国三、二、一平均水平。且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速

率较快，但还低于广西、福建、江苏等省，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调整力度。从静态分析和

32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产业结构变动值指标分析中，不难发现辽宁省第一产业比重相对多省来讲还是偏高，而

对海洋第三产业结构变动不是很明显，相对排序落后。海洋渔业，海洋盐业等本身受气

象、环境等条件影响较大，整体发展也存在不稳定现象。在海洋产业中，海洋水产业等

传统海洋产业仍占全省海洋经济总量的50％左右，海水养殖品种较多，有鱼类、甲壳类、

贝类、藻类以及其他类，2008年远洋渔业继续呈现下滑态势，捕捞产量同比增长-16．7％．

第二产业中的海洋船舶业，海洋石油业属高碳消耗的产业，加重了我国海洋高碳经济的

倾向，应适当将其转向第三产业发展。而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能源开发

和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高新技术海洋产业未形成规模，海洋综合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辽宁省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产业增长的稳定性，减少全球气侯变

暖等不确定性因素，减少海洋污染给海洋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使辽宁省海洋经济实现

可持续向前发展。

3．3．2海洋资源开发不合理

近海捕捞业的盲目发展导致渔业资源严重衰退，部分海洋珍稀物种濒临灭绝：资源

的开发利用不尽合理，造成生态系统结构失衡与整体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濒危

物种减少，资源消耗量大，且伴有浪费、破坏现象。对传统海洋产业粗放的生产经营方

式，造成了对资源的高消耗，大大加剧了人与资源的矛盾，影响海洋产业的协调持续发

展。另外由于众多海洋开发涉及部门并没有使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是相协调的，海域开

发利用过度。要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无效率，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很必要的。辽宁省七成

的砂质海岸受到侵蚀，海湾和海岸线退减也是海洋开发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大

型现代化港口建设未能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另外

低碳技术的研发方面也处于初步阶段，没有形成完善、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稳定的政

府投入机制投入到海洋产业。

3．3．3海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辽宁省近岸海域污染形势依然严峻，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总体而言，近岸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环境污染、生境丧失、生物入侵和生物多样性低等

主要生态问题依然存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缓解。由于捕

捞过度和繁殖场水质污染和环境恶化原来在渤海河口附近水域的产卵、育幼的中国对虾

资源破坏严重，海洋生物资源锐减。辽宁省近海主要鱼类已形不成渔汛，昔日的锦州湾、

鲅鱼圈等渔场功能已丧失殆尽，很多近海天然海水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2010年8

月，大连新港输油管爆炸，是辽宁省水域发生的最大一起油污污染海面事件，近海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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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导致的漏油、溢油事故，各种船舶漏油和向海排放舱内废水和近海水产养殖废水。

油污海域所致生态危害可能持续十年左右，虽然分析数据结止于2008年，要使海洋经

济长期稳定地进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是海洋经济发展中非常注意的问题。

3．3．4海洋科研力度不够

辽宁省海洋经济总产值占全国比重虽然不低，但是未来海洋产业数量相对较少，始

终保持已开发产业稳定前进。而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大连、丹东、锦卅I、营口、盘锦、

葫芦岛六市中海洋经济产值差异较大，科研项目、机构数量、科技投入、专业技术人才

比例都分布不均。大连市位居六市第一，海洋经济发展也位居全国前列，而其它五市科

研力量则相对较低。辽宁省海洋关键技术自给率仍然较低，发明专利数量少，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率不高，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58】。辽宁省战略

性海洋新兴产业还有待开发，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电力业等高科技

含量产业尚未得到发展，真正的原始性创新很少，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更少，成果产业化

能力也很薄弱。辽宁省海洋经济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未形成良性循环，从而限制其产业

向高技术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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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研究

4．1协调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1评价指标的选取标准

(1)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指标可是变量或者为变量函数，用于指示并描述出所观察领域的状态，超出本身参

量的意义，可以对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使得更便捷容易而且定量化【59l。指标体系则是对

指标进行有效的整理，并要遵循操作程序和运算规则，使得评价结果客观可靠且全面化、

定量化【删。运用指标体系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定量测量和分析，并得到综合

水平得分情况。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可以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及计划，确定重点

发展方向，因此，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意义重大的过程。

(2)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辽宁省海洋经济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具体衡量其发展状况，就必须构建辽宁省海

洋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而指标体系则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才进行，也是为评估分析

及计算协调发展度的必要条件。所以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选取就需要以

下原则：[61-6s]

①科学性与创新性原则

指标体系一定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符合客观事实，具体指标能反映出辽宁省海

洋经济协调发展的涵义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同时，还要注意指标体系的设计要勇于创新。

充分考虑到整个体系的动态发展变化。

②全面性与精简性原则

辽宁省海洋经济是一个复合系统，由不同的要素组成，指标体系要能全面反映海洋

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等子系统发展状况，而且这些子系统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

立，在构建体系时又不能将每个涉及因素所对应的指标都一一列出，就需要选择有代表

性的进行精简，避免指标之间的重叠性。

③主成分性与导向性原则

对于一个复合系统，每个子系统的因素指标较多，根据其对系统贡献率的大小进行

筛选，即为主成分原则。而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是个前瞻性、导向性很强

的过程，应结合其现状及发展趋势综合评价，起导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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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框架

根据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同时考虑到海洋经济自身的特点以及资料数据的实际可得

性，建立了一个包括三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见图4．1)。

A1，AZ，A3⋯ Bl，B2，B3⋯ C1，C2，C3⋯

图4．1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Fig．4．1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Marine economy

evaluation system

①资源环境子系统

海水养殖面积(公顷)、滩涂面积(公顷)、水库面积(公顷)、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

沿海地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海洋污染治理项目数(个)、竣工项目数(个)、工业废

水直接排入海量(万吨)、工业废水符合排放标准量(万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万

元)、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吨)、沿海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亿元)。

②海洋经济子系统

水产品养殖面积单产(千克／公顷)、港口吞吐量(万吨)、海洋经济总值(亿元)、

海洋盐业(亿元)、海洋医药(亿元)、海洋船舶工业(亿元)、海洋工程建筑(亿元)、

海洋交通运输(亿元)、人均社会消费品金额(元)、旅游外汇收入(美元)、外贸进出

13总额(亿美元)、海洋一产所占比重(％)、海洋原油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海洋天然气

占全国的比重(％)、海洋天然气占全国的比重(％)。

③社会发展子系统

人13数(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呦、各类学校在校生占全省人13(％)、入境旅游人

数(人)、港口码头长度(米)、港13码头泊位(个)、海洋科研机构数(个)、科技服务课题

(个)、政府投入科技的经费(亿元)、专业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

(2)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真实反映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要以上文的海洋经济协

调持续发展三个子系统的指标为框架，并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反映辽宁省海洋经

济、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三个子系统。并且要反映其特殊性，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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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海洋经济必受其影响。因此尽可能选取《中国海洋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

鉴》《辽宁年鉴》等资料中1999—2008年数据较完整的指标。综上所述，辽宁省海洋

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4．1所示【删。

4．2协调持续发展模型选择与构建

4．2．1评价方法综述

(1)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概述

目前国内外关于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根据权重确定方法的不同，这些方法

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观赋权法，如AHP、德尔菲法等，多采用综合评分的定性方法，这类方法

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客观情况。

另一类是客观赋权法，即根据各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或变异程度来确定权重，避免了

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如嫡值法、主成分分析或因子分析法等【671。为避免指标间信息的

重叠，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月"-匕Ia，5KEl好地将指标简单化，并保证综合指标间不相关。

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由于指标体系较为繁锁，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

此，本文选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测评，并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主成

分分析与主观赋权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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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4．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rine economic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X11海水养殖面积(千公顷)

辽宁省

海洋经济

协调发展

指标体系(A)

资源环境

子系统X

资源条件x1 x12擘竺面积(千公顷)
X13水库面积(千公顷)

X14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

X21沿海地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环境治理x2 x22孽洋翌染治理项目数(个)
X23竣工项目数(个)

X24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万元)
——————————————————————————————————_—●———_———————————————一

Y11水产品养殖面积单产(千克／公顷)

经济总量Y1 Y12港口吞吐量(万吨)

Y13海洋经济总值(亿元)

海洋经济

子系统Y

Y21人均社会消费品金额(元)

经济效益Y2 Y22旅游外汇收入(美元)

Y23外贸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Y31海洋一产所占比重(％)

经济结构Y3 Y32海洋原油产量占全国的比重(％)

Y33海洋天然气占全国的比重(％)

Z11人口数(万人)

人口条件ZI Z12入口自然增长率(％)

Z13各类学校在校生占全省人口(％)

Z21入境旅游人数(人)

社会发展 生活条件Z2 Z22港口码头长度(米)

子系统Z Z23港口码头泊位(个)

Z31海洋科研机构数(个)——

科技条件z3
Z32科技服务课题(个)

Z33政府投入科技的经费(亿元)

Z34专业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

———————————————————————————————————————————————一一

(2)主成分分析法原理及步骤

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比如夕个指标)，重新组合成

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通常数学上的处理就是将原来尸个指

标作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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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始数据的夕个变量玉，而 ，⋯⋯，‘作线性组合：

弓=／．xi+‘2艺+⋯+彳，易

乞5‘l五+幺恐+⋯+‘，易
(4．1)

： ：

乃=厶玉．+1．02而+⋯+乙哆

由于组合石、磊，⋯⋯，z。彼此不相关，就要我们从中选择主要成分，通过对主要

成分的重点分析，达到综合评价的目的。

下面具体介绍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步骤[68-70]：

①确定分析变量，收集原始数据：

⑦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⑤由标准化后的数据求协方差矩阵∑，即原始数据的相关矩阵。则方程式如下：

刀=

彳l 吃

呓l 乞

饧rpz

⋯勃

⋯
呓，

⋯％

④计算主成分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其中贡献率为{L ；

∑以
扛l

∑t
累计贡献率为与L(i=l，2，⋯，p)

∑以

⑤取累计贡献率达85％～95％的主成分，确定主成分数目；

⑥计算主成分。

4．2．2协调评价模型构建

(4．2)

(4．3)

(4．4)

协调发展的评价是对各子系统的实际观测值与其协调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但评

价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不能仅从“协调”或“不协调”作结论。事实上，更多的系

统的协调发展都是处于这两者之间，故属于模糊概念。在模糊数学中，用一个【0，l】上

的实数来描述某一元素X隶属于模糊集A的程度的指标，称这个指标为协调系数。为

了更清楚的评价系统间的协调程度不同，再利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的分布密度函数

对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

首先建立状态协调度函数。

％，=exp卜(巧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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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一，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巧一／系统对，系统的实际值：

，‘一／系统对，系统要求的协调值；∥一，系统的实际方差【7l】。

由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意义可知，理想状态的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模式为

同步发展。即，系统的得分为Ⅳ时， ．／系统得分也为Ⅳ。但实际中两者完全同步的情况

是很少的，因此我们认为当回归系数为0．江l时即可认定两个系统为协调状态。由此，
可以确定，’的值，当海洋经济指数为Ⅳ时，要求其它两个指数协调值为(O．江1)Ⅳ。
由公式可以看出，实际值越接近于协调值状态协调度弘，，越大，说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

度越高。通过状态协调度％，可以对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计算方法如下：

纭‘力=[min{“∥力，％o}／max(幺juv％，))】
式中：彰，，、一，，／两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数；

纭，，，)一，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幺，／，)一／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上式表明， “，，力与％，)的值越接近， q。力的值越大，说明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的

程度越高；反之， 以，，／)与％，)相差越大， 磁。／)的值越小，说明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的

程度越低；当幺，，，)=“，，疗时，说明两系统间完全协调【721。

为了便于更清楚的反映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程度，本文根据文献将系统

羊的协调度进行了等级划分，见表4．2。

表4．2协调度的等级及其划分标准m1

Tab．4．2 Coordinated rank and division standard‘嘲

4．3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

4．3．1指标数据的收集及处理

根据所构建的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本文搜集了2000---2009年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中国海洋统计公报》、《辽宁统计年鉴》及《辽宁年鉴》等

有关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各子系统的数据。为消除量纲间的影响，进行标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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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II海洋经济子系统

Yll Y12 Y13 Y2l Y22 Y23 Y31 Y32 Y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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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综合发展水平的确定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利用SPSSl8．0软件，求得资源环境、海洋经济、社会发展

三个子系统的各指标特征根、贡献率、累积贡献率。由表可知三个子系统的累积贡献率

分别为87．434％，85．043％和86．85l％，按照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故可分别求

主成分即可。

表4．4辽宁省三个子系统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4．4 Components analysis result ofthree sub-system principal in Liaoning Province

不：

分别得出辽宁省资源环境、海洋经济、社会发展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如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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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资源环境子系统主成分得分及排序

Tab．4．5 Principal components score and sorting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subsystem

表4．6海洋经济子系统主成分得分及排序

Tab．4．6 Principal components score and sorting ofmarine economy sub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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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社会发展子系统主成分得分及排序

Tab．4．7 Principal components score and sorting ofsocial development subsystem

由此，可以绘出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三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曲线图，如

图4．2所示。

—-～海洋经济综合水平值 厂

人
+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值 ∥十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值

7＼ Z
◆．＼．．．．∥＼．广．

1999 277。℃1；{}呈影2。。6'＼：00,／0。8纩7 、

图4．2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水平示意图

Fig．4．2 The horizontal schematic drawing of marine economy coordinated sustained develop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由图4．2中的折线中可以看出，1999--2008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两个子系

统综合发展水平同步呈上升趋势。而资源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不规律变化，时正

时负；由2000年以后表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2001--2005年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一

5

O

5

O

5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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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处于负值，虽然有所提升，但没有实质的进步：2007年达到了十年中的最低值．0．675，

这也表明了辽宁省海洋经济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破坏性较大，并应采取相应的

措施，从而使得辽宁省环境资源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与其它两子系统同步保持上升趋

势。总体说来，辽宁省海洋经济从1999年以来综合发展水平一直提高，不足之处是资

源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4．3．3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状况分析

根据上面建立的协调发展模型，由公式分别计算出各子系统的协调值及各种协调系

数。其中，髟一资源环境子系统；够一海洋经济子系统；以一会发展子系统。

表4．7一个系统对另一个系统的协调系数

Tab．4．7 Coordinated coefficient of a system to another system

两系统间的协调系数，见表4．8

最后，根据模糊数学原理，计算得出1999---2008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的协调度指数，并进行了等级划分见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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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1999-2008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协调度指数

Tab．4．9 Association dispatcher index ofmarine economy coordinated sustained development

From 1999 to 2008 in Liaoning Province

通过协调度指数可得出，2003年是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转折点，2003

年以前，辽宁省海洋经济综合情况都处在失调状态。2003年以后，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

大体处于协调。其中2004年与2006年是海洋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都处于良好协

调的两年，也是十年来最好的两年。由于2007年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值较低，发展相对

滞后，使得海洋经济整体发展处于濒临失调，2008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协调等级也进

一步提升。虽然2004---2008年协调等级较前五年的理想些，但是资源环境质量还需进

一步加强管理及保护，以使得与海洋经济、社会发展两系统同步发展进步，才会真正地

摆脱海洋经济发展环境恶化的传统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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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

5．1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5．1．1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环境保护同步规划并

实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努力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

生态环境基础，增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同

时，必须加强海洋的综合管理，做好海洋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做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的“生态—经济—社会”三维的海洋经济复合秕的运行轨迹与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海

洋经济不断发展创新，只有合理的规划，处理好生态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三者的

关系，才能更有利于海洋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74】。

5．1．2发展海洋循环经济

人类将生存空间逐步向海洋空间扩大，海洋循环经济也是根据人们对陆地资源消耗

加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而且是

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17s】。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必须坚持遵循循环经济中绿

色工业的原则，形成一种与环境协调一致的，努力去实现“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

的开发技术，并防止对海洋资源环境的不良影响，所以，强化对海洋资源环境约束，有

效配置海洋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76】。

5．1．3陆海统筹一体化建设

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沿海地区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沿海经济己从单纯的陆

域开发逐步转到海陆整体开发，一方面陆域经济向海上延伸，另一方面海洋资源加工“陆

地化”【明。海陆一体开发可以将临海地区开发成为旅游景区，充分利用海陆优势，以

市场为导向，将各种海洋资源产品加工成不同档次，创新制成高附加值的商品，同时也

为企业增加利润；也可利用海洋的开放性，建立各种临海经济技术区，如开发区、保税

区和海洋服务区等，发展外向型经济。做到陆海统筹，相互促进，实现经济、社会、人

口、自然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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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2．1处理好海洋开发中的几个关系

(1)资源、产业、布局的关系。海洋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充分合理开发利用

资源，发挥海洋资源的综合效能，是发展海洋经济的根本途径。产业是海洋经济的载体，

要积极开发海洋优势资源，积极发展特色海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完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海洋产业布局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应该根据海洋资源分布、经济基础、

生态环境等因素，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发展海洋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

(2)开发、保护、管理的关系。坚持开发、保护、管理并重，实现合理开发，严

格保护，依法管理的相互促进。开发海洋资源，需培育多元化投入模式，形成政府引导、

社会投入、内外互动的开发机制。保护海洋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按

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效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强化管理，就是要加强政府宏观管

理，建立现代海洋开发管理体制，实行依法治海，促进海洋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

(3)速度、效益、结构的关系。发展海洋经济必须坚持速度、效益、结构、质量

的有机统一。辽宁省当前海洋经济的发展，应根据现实需要和条件可能，在提高质量和

效益的前提下，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海洋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

5．2．2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调整

坚持科学开发，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海洋循环经

济。要以高新技术为手段，重点发展海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海洋化工等国家战略产

业；加快提升船舶制造、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传统产业；发展海洋综合利

用、海洋生物工程及医药开发、海洋气象观测咨询、信息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减

少其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及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提高海洋产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率。

对于海洋水产业，要按照“适度捕捞，注重加工，科技开发”的根本思路，大力优

化海洋捕捞业结构和海水养殖业结构，抓好海产品的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延长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变，实现数量型渔业向现代型渔业转变。认真

研究市场需求，抓住金融危机后消费模式转变机遇，调整加工产品结构，扩大中低端产

品加工生产规模。引领消费创新，创造市场需求，发挥加工产业积聚效应，实现生产与

消费终端紧密结合，推进水产企业向食品企业转变，推动水产加工业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水养殖优良种质研发中心、标准化健康养殖园区和出口海产品安全示

范区，打造一批国内远洋渔业基地和海外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

对于造船等海洋第二产业，要按照“高科技、新产业、大市场”的现代化开发思路，

加快开发海洋能源、生物、化工、机械、加工等海洋工业，构建海洋经济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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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率。按照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布局，

加大投资力度，提高产业规模，大力发展船舶工业和临海装备制造业，打造世界级造船

基地和临海装备制造业基地，推进各产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加快海洋生物医药等高

新技术产业的培育与发展。要以自主化、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为方向，大力培育一

批海洋优势产业集群。

对于海洋第三产业，要以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等服务业为重点，要按照现代化港口

城市的要求，加快建设海上通道、乐园、服务等传统服务业；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休闲、

度假、娱乐、探险等有特色的滨海旅游业。不断改善服务设施，积极开展观光、度假、

文化、娱乐、海上运动等具有海洋特色的旅游项目，构建完善的海洋服务体系。将渔业

资源与旅游市场结合，大力发展“海岛观光游、渔家风情游、垂钓赶海游”等特色旅游，

积极发展渔业工业产业游，借力推动生产向消费转化，合力推进渔业服务业加快发展。

同时，加快海洋交通运输业结构调整，优化组织结构，引导企业实行集约化、规模化、

专业化经营。

辽宁省应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总体部署，制订并实施海洋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加快发展海洋油气、海上交通运输、滨海旅游等产业，着力提升海洋渔业、海洋养殖、

海洋化工等产业发展水平，推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等产业有序

发展，积极培育海洋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渔港等港口建设，搞好海底隧道、跨海

桥梁、海底光缆、供水装置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培育海洋生物、海水利用、海洋能和

深海资源开发、海洋新材料、高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现代服务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将在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剪78】。

5．2．3继续实施科技兴海战略

对于海洋经济的开发建设，必须建立在协调持续性的科技基础上，所以高新技术海

洋产业具有投入大、风险大、产出大的特征，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和推广等环节，其

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要求程度将会不断地提古【例。但此次的金融危机造成海洋产业科技化

的融资渠道变窄、融资难度加大，使得提升海洋产业科技水平的发展速度放缓。因此，

必须采取措施，拓宽融资渠道，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海洋产业的科技含量。

要大力发展海洋科技，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依靠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加大对海

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不仅增加海洋经济总量，也大力促进海洋产业的拓展和

结构的优化。加强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以及海水淡化业等产业的政策引导和发展．

强化海洋交通运输业的支柱产业地位，优化组织结构，帮助竞争实力强、资产结构优良，

发展后劲足的企业实施逆周期发展战略，完成跨区域的兼并和重组，以保障港口运作变

得更加快捷、高效，实现港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船舶工业应调整市场结构；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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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投入，提高能源、原材料、水等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规范并强

化船舶行业投资管理，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控制盲目扩张新造船资源。在海洋渔

业中应重视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快渔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海洋渔业现代化进程。同

时，还要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实行高新技术开发与传统产业改造创新相结合，提

高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拓宽融资渠道，增加科技兴海投入力度，重点支持海

洋资源合理开发的新兴海洋产业项目。重视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机制，提高海

洋经济的贡献率。

实施海洋人才战略，加大R&D投入，为技术创新信息机制的建立打下坚固的基础，

也综合提高辽宁省海洋科技的总体素质和水平，在海洋科技力量的组织上，充分发挥大

连的科研院所集中、科技力量雄厚的优势，加强海洋科技项目的开发研究，推动辽宁省

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5．2．4加强海陆经济一体化建设

坚持海陆一起发展。主要在资源整合上对海陆的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布局，突

出港口与现代物流的建设关系，推进陆海协调发展：在海洋产业间，也要海陆统筹规划，

发挥产业资源整合优势；同时也要加大对海上和陆上的海洋科技力量的整合力度，实现

科技兴海。科学把握海陆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创造以海带陆、以陆促海、海陆协调、

整体推进的新局面；促进海陆资源互补。进一步加强海洋资源的调查评价，加大海域油

气等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力度，有重点地勘探开发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国际海底资

源，为海洋资源利用提供基础和保障。重视海水直接利用及淡化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支

持海水利用技术产业化，缓解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压力。同时，提高海洋资源开发效

率和综合利用率，把宝贵的海洋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进一步引导海洋和涉海产业链、

由海向陆延伸，形成优势互补、产业互动、布局互联、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坚持统筹区

域海陆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引导海洋和涉海产业链由海向陆延伸，形成优势互补、产

业互动、布局互联、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把发展海洋经济在现代产业体系之中，与服务

业、战略新兴产业提到同一个层面的高度【删。

5．2．5加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

随着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污染加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为促进辽

宁省海洋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需要认真贯彻实施《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重视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大力发展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产业，形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

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发展中尤其要摆正加快发展和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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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发展中注重节约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一是树立可持续发展观，转变传统海洋发

展观念“重陆地、轻海洋”的思想，节约利用海洋资源。提倡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整

治保护结合，在合理开发资源的同时，大力推行资源的整治和恢复。二是要发展循环经

济，建立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环境体系，统筹规划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做到以生态、

环保、科技先导、可持续发展和陆海统筹发展的科学理念为依据，研究和尊重其自身的

客观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开发。三是要加强化环境保护，依法加强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补偿”的原则，做到“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制定强制性的资源节约标准，建立科学的业绩和资质考核指标

体系，对部门、行业、企业发展进行考核，促使企业不断进行节能技术投入和革新改造。

同时，通过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制定科学的海洋产业发展规划，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在

实现海洋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使沿海和腹地优势互补、互为依托，实现共同发展。

5．2．6强化海域使用和监督管理

在配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过程中，要把海洋的开发作为国土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参与到国土主体功能区划规划中，把海洋作为区域问题的一个方面和解决区域

问题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将海洋功能区划与海洋区域发展整体协调起来，重视海洋主

体功能区等方面的研究。海洋经济作为辽宁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抓住我国扩

大内需、增加投资的机遇，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以

强化海洋管理和发挥市场机制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努力促进海陆经济一体

化、海洋生态良性发展，提高国民经济的保障程度，实现海洋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涉

海企业作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应充／分利用中央扩大内需的各项措施，整合资

源，大力创新，化危机为转机，促进海洋经济加快发展。

同时，加快海洋功能区划的研究与编制工作，编制海域使用规划和海洋专项规划，

对海域资源的开发、利用、整治及保护在时间和空间上作总体的战略安排，协调好各类

用海的需求，合理调整海域利用结构和布局，加大海域开发和整理力度，提高海域利用

率和产出率，促进海域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为保证大连市海洋经济持续、稳定、

协调发展提供最佳的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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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与不足

6．1综合总结

(1)辽宁省海洋资源较为丰富，海洋经济总产值在逐步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影响到了海洋各产业的总产值，增长步伐放缓。各海洋产业部门都追求本行业的增长，

但总体资源开发并不合理。

(2)从静态分析中，通过1999年与2008年对比，反映出辽宁省已注意到海洋产业

结构调整，已由海洋第一产业转向海洋第二产业，但海洋新兴产业还在缓慢发展中，未

来海洋产业数量也较少，还需加大投入进行科研开发。

(3)从动态分析中，辽宁省海洋第三产业没有明显变化，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

速度位于全国中等水平，还需大力发展海洋第二、三产业，尽快优化海洋三次产业结构。

(4)从偏离—份额分析(SSM)中，海洋第二、三产业基础较好，其中海洋第三产

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具有较大的产业部门优势，增长速度居中，还需进一步重视。

(5)在对1999--2008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研究中，海洋经济、社会发展

综合水平几乎逐年递增，而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值波动较大，时正时负，突出了辽宁省海

洋资源环境破坏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十年来的协调性不稳定。从2004年开始有较大

的好转，处在良好协调的等级，而2007年海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8年海洋环境质

量有所改善。在以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还需加大海洋执法力度进行监督与管理，坚持

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使辽宁省海洋经济按照“十二五”规划建议总体部署，早日实现海

陆一体化和循环经济等协调的发展模式。

6．2不足之处

由于时间和论文篇幅的限制，以及(2000．2009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统计口径发

生变化，指标体系的选取较为受限，存在着主观因素判断失误的可能，造成所选的指标

体系不能全方位反映整个辽宁省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的情况，协调度数值计

算受到影响。协调等级只能做为参照，以便反映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大致情

况，在此基础上，提出辽宁省海洋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以使辽宁

省海洋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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