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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以沿海<<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为研究的基本空间单元!以人均海洋 产 业 产 值 为 测 度 区 域 海 洋 经 济 差 异 的 变 量 指 标!利

用基尼系数和塞尔指数来解释<;;>"!$$&年我国海洋经济差异的总体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动态

演化特征!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构成进行来源分解&并分析空间差异的成因和作用机制&

关 键 词"海洋经济#地域差异#演化过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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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区域差异变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

了重大变动!区域差距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空间角度看!区域差异是空间集

中和分散的辩证过程&而海洋经济是陆地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切地说!由于海洋

产业与陆地产业的关联性!海洋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研究范畴&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国学者主要利用各种统计方法分析各

国地区差异及变动趋势&1BC‘8MIG采用塞尔指数分解的方法考察东西德合并对地区收入

差异的影响(<)&1B3OO*3IG44G利用基尼系数进行二次分解!研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

差异(!)&RDjAO8等利用’P,等指标!采用塞尔指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方法!考察中国<;%&
"<;;=年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区域差异(#)&*8_Aa8EFDM等运用综合熵指数研究中国<;%#
"<;;&年城乡差距和沿海与内陆差距!认为城乡差距比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更大(=)&

!!国内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差异测度方法评价等(&)!区域经

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贡献及趋势分析(<!)!区域海洋产业与

陆域产业的关联分析以及海岸带经济状况分析(<#)!某产业的区域差异分析(<="<>)!某省或

某区域的经济差异分析(<""!$)&

!!对海洋产业的空间 差 异 方 面!张 耀 光’栾 维 新’韩 增 林 等 作 了 分 析(!<"!")!张 耀 光’
栾维新等运用洛仑兹曲线’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沿海各省’海岛县的海洋经济地域时空系

统及三次产业结构的空间变动以及海陆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韩增林等从

产业集聚角度初步分析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变动!建立起地区差异同海洋产业空间

集聚的关系(!!)&

!!但这些研究都没能基于大的空间单元将海洋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因此!本文在前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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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础上将中国沿海省区分为三大地带!细化海洋经济地域差异的构成因子!分析其空间

差异演变过程和作用机制&

!!数据样本与研究方法

#"!!样本的空间单元和数据说明

!!为了揭示中国海洋经济区域发展的省际差异’地带差异变化及其形成原因!同时通过

分析海洋各产业集聚变化趋势来探讨海洋经济产业空间结构变动过程!划分两级空间单元

进行研究"#首先是选择省 $直辖市%级行政区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北部’中部和南

部三大地带为较宏观的空间单元&其中!北部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中部包括上

海’江苏’浙江!南部包括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由于各区域范围大小’人口多少不同!用于衡量各区域间经济状况的单项指标!一般

应具有人均性质&衡量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海洋经济产值和海洋产业产品量&因此

在测度区域海洋经济差异时!采用人均海洋产业产值或将人口比重加权&

!!数据样本选取方面!我国海洋经济产值首次公布是在<;;<年的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

<;;#年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首次面世!对<;&!年到<;;!年的全国海洋产业发展状况

进行了系统总结!但是该阶段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缺乏分地区的详细统计!难以应用到以

省份为空间的产业空间集聚的分析中来&自<;;&年以来!中国海洋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

速发展&因此本文 将<;;>"!$$&年 作 为 重 点 研 究 时 段!以 沿 海<<省 市 区 为 研 究 区 域&

<;;>"!$$&年海洋各产业的相关数据取自<;;""!$$>年 0中国海洋统计年鉴1&

#"#!研究方法

!!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关评估区域差异的统计方法也越来越多!使用不同的方

法!研究结论也不一样&区域经济差异表现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个方面&绝对差异指

标包括绝对差值’极差’平均差和标准差等&相对差异指标包括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变异系

数法’基尼系数法’塞尔指数法’综合熵指数’艾肯森指数法等&由于绝对差异会受到发

展基数的影响!往往不能很好表示区域差异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塞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两

种差异系数来量化区域海洋经济相对差异&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经济学家用来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指标!它是由洛仑

兹曲线引申而来&后来产业组织学家则利用它来反映行业内部企业规模的不均匀程度&

!!基尼系数以每一地区的平均值作为标准!先计算所有地区对这一标准的加权偏差值!
然后对这些加权偏差值再加权求和!最后除以全国平均值 $0%的!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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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代表所统计的地区个数!本文中取上述的沿海<<个省市区&:&’:. $&Y<!

!!2!%%是第&地区人均海洋产业产值!"Y
<
%%

%

&Y<
:&!是全国人均海洋产业产值&

!!此外!本文还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海洋各产业区域分布的不均程度(!<!!!)&公式同 $<%&

:&$ &地区/产业值-&地区海洋产业总产值
全国/产业总产值-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

$!%

!!&Y<!!!2!%#表示第%个地区!/Y<!!!2!2#表示某海洋产业!"表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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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平均值!:& 和:. 分别代表&地区和.地区/产业的专业化程度 $也称

为区位商%&:& 的取值范围为$到无穷&:& 小于<时!说明/产业在&地区的生产专门化

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反之!则说明/产业在&地区的生产专门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
即存在额外的集中&如果一产业在所有区域的专门化水平都为<!基尼系数为$!说明该

产业在空间分布完全均匀!不存在产业集聚的现象&如果各地区产业专门化水平不相等!
当各区域产业专门化水平差异达到极大时!基尼系数为<&区位基尼系数的值在$"<之

间!越接近<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强&

#"#"#!塞尔指数!塞尔指数又称锡尔熵!最早由 ĈGA48EH-GEMA于<;>"年提出!是衡

量区域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塞尔系数有两个指标" ĈGA4系数^$以’P,比重加权计算%
和 ĈGA4系数0$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本文用 ĈGA4系数^来衡量我国海洋经济发展

区域差异&系数^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越大&与变异系数等其他指数相

比!塞尔指数测度出的整体差异可以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利用此功能!我们将总

体的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分解成北部’中部’南部三大地带的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

!!如果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对塞尔指数进行分解!则表示全国总体差异的

塞尔指数公式为(&)"

@!F)&+ $@$AEO)C%<%$1&-1%@&$AEOC*% $#%

!!式中!&Y<!!!##@AEO)C是北’中’南三个地带之间的 差 异!%$1&-1%@&$AEOC*%是 每 个

地带内部差异的加权平均值&其中"

1&$%1.!.)&!&$<!!!##!G&$%G.!.)&!&$<!!!##
@$AEO)C%$%$1&-1%3<E($1&-1%-$G&-G%) $=%

@$AEOC*%$%$:.-1&%3<E(:.-1&-$8.-G&%) $&%

!!@表示地带 $&Y<!!!#!分别与北’中’南部对应%!.表示省’直辖市等!$如当&
Y<时!.Y<!!!#!=!就分别对应着北部的=个省’直辖市!中部和南部依次类推%#

1&-1 表示第&地带海洋产业产值占沿海总海洋产业产值的比重#G&-G 表示第&地带人口

占沿海地区总人口的比重#1.-1 表示第.个省’直辖市海洋产业产值在第&地带海洋产

业产值中所占比重#G.-G表示第.个省’直辖市人口在第&地带人口中所占比重&

#!中国海洋经济地域差异变动过程分析

!!<;;>"!$$&年期间!中国海洋经济总量逐年上升!各省份的海洋经济总量也不断增

加!尤其是!$$$年以来发展十分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日益增加&到!$$&年!主

要海洋产业总产值达到<>;%"亿元!增加值"!$!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年增长

<!5!X!相当于同期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X(!%)!<;;>年 中 国 海 洋 经 济 人 均’P,为&""5&"
元!!$$&年则上升到#<<%5%>元!;年间增长了=倍多&但是沿海各省的发展水平却参差

不齐&!$$&年广东省海洋经济总量是广西省的!$5#;倍!天津的人均海洋经济产值是广

西省的&<5<&倍&各省海洋经济差别很大&

A"!!中国区域海洋经济总差异扩大

!!利用公式 $<%和 $#%衡量<;;>"!$$&年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变化趋势&结果发

现!基尼系数和塞尔指 数 两 种 差 异 测 度 方 法 所 得 的 变 动 趋 势 基 本 一 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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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变化<;;>"!$$&
RAK5<!/C8EKG3JMGKA3E84@8MAEGGB3E3@AB

HAQN8MAOAGQAE/CAE8!<;;>"!$$&

<;;%年!区 域 海 洋 经 济 总 体 差 异 急 剧 缩

小!<;;%年基尼系数和 塞 尔 指 数 均 达 到 最

小值$5#"&和$5!>#&<;;;"!$$!年 变 化

趋于平缓!!$$#年略有下 降!!$$=年 又 急

剧扩大!基 尼 系 数 和 塞 尔 指 数 在 这 一 年 均

达到最大 值$5=><和$5#";&而!$$&年 较

!$$=年又有小幅度的 下 降&基 尼 系 数 和 塞

尔指数 分 别 从<;;>年 的$5=<>#’$5#&!<<
增加到!$$&年 的$5==!;和$5#>!;=!!说

明中国海 洋 经 济 差 距 总 体 呈 扩 大 趋 势&具

体可划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世纪;$
年代后期!海洋经济差距急剧缩小#!<世纪初则总体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年份出现波动&
从时间序列上看!有!个突出的拐点&分别是<;;%年和!$$#年&这两个年份既有大环境

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 b )̂!也有突发事件的作用!如<;;%年特大洪水和

!$$#的 *非典,!对海洋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A"#!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地带内差距增大$是影响总体差距的支配性力量

!!根据公式 $=%和 $&%!将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分解成北部’中部’南部三大地带间的

差距以及各自地带内部的差距&如图!’图#所示&从中看出!北部’中部’南部地带内差距

分 别 从 <;;> 年 的 $5$"<"#&’$5<!%=#"’$5$">#;" 到 !$$& 年 的 $5<!";&"’$5<#;%" 和

$5$"%>=!!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与此同时!地带间的差距有些年份小有波动!但整体呈

逐年减小的趋势!从$5$"&&=!降到$5$<>&>#&但<$年间!各地带内各年份存在上下波

动的情况!其中以中部地带的波动最大!南部次之!北部最后&

图!!三大地带内部差距演变

RAK5!!(_34_G@GEO3JAEOM8:MGKA3E84HAQN8MAOAGQ

图#!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解

RAK5#!PGB3@N3QAOA3E3J@8MAEGGB3E3@ABHAQN8MAOAGQ

!!从贡献率来看!地带内差异对海洋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逐渐增大趋势&$表<%

!!从<;;>年的$5"%&=>到上升到!$$&年的$5;&=#>=!平均贡献率为$5;<#>;!!地带

间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就地带内部而言!又以中部平均贡献率居首!
为$5=$&;%;!其次是北部 $$5!><==!%和南部 $$5!=>!>%&且南部贡献率自!$$#年后有

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说中国海洋经济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带内部的差异&其中中部

地区的各省份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构成全国海洋经济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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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国海洋经济地带内&地带间差异贡献率

$%&"!!G+3);>&=)>+3;%)(+.>3);%0;(6>+3%1%3,>3)(;0;(6>+3%12%;>3((/+3+2>/,>-8%;>)>(->3G*>3%

年份 北部贡献率 中部贡献率 南部贡献率 地带内贡献率 地带间贡献率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 $5#&!&&& $5#%&<# $5!<>>"% $5;&=#>= $5$=&>#>

A"A!主要省市带动作用强弱不同

!!以各地带及 地 带 内 主 要 省 份 当 年 的 人 均 海 洋 产 业 产 值 作 表!!通 过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从人均’P,总量来看!南部一直位居首位!!$$=年开始被中部赶超&北部海洋经济

总量最小&$!%三大地带人均’P,均程逐年增加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同&增长幅度最大

的是中部!从人均&%!5#"元迅速增加到#">;5&>元!增加了&5="倍!北部次之!为=5>
倍!增长幅度最小的是南部!为#5=;倍&说明南部有很好的海洋经济基础!但是发展速

度较慢&而中部海洋经济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带领区域经济

发展能力的度量!也决定了区域经济分异的格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承担着中国与

世界经济对话的重任!同时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在!$$=年<<月份!国务院宣布

了对天津的功能定位!明确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 省 中 南

部!是广东乃至整个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和引擎!广东省是南部沿海地带的 中 心 省

份&天津和上海对北部’中部海洋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集聚

作用导致区域空间差异和非均衡扩大化&而广东海洋经济的中心地位带动作用较中部弱&
从而出现南部地带内省区间海洋经济差异不大&

表#!中国沿海北&中&南部人均海洋产值情况

$%&"#![=)8=)E%1=(-+.2%;>3(>3,=-);>(-8(;/%8>)%>33+;)*(;3$/(3);%1%3,-+=)*(;3/+%-)%1;(6>+3-+.G*>3%

年份 <;;> <;;" <;;% <;;; !$$$ !$$< !$$! !$$# !$$= !$$&

北部 =#"5## =;=5&" &#%5=# &>%5>% >$;5;= "&%5<! ;=;5%; <#<!5>= <;"; !==;5!#

天津 <<"&5<< <!<#5## ;>&5&! <$";5>" <#%=5;! !>"&5% =<#<5%% &><%5%; <$!>%5# <#;;;

中部 &%!5#" >#"5>! >%%5$& "%>5!# %=&5&& <$#$5;! <=%=5$" <";&5&= #!$$5> #">;5&>

上海 !#"#5%> !=!=5;< !>!=5"# #&!<5;% #>>=5>> #%"<5;# ===!5%# =;=#5;& <<!#<5% <!;<&5;!

南部 "&>5>! %$=5>=< ";>5<% %;%5"# <$!;5# <=&"5%& <">=5=# !$#>5&; !%%&5# ##;%5$;

广东 <<#&5$% <!$&5<> <<$"5% <!#!5&# <==>5<% <;%!5<# !<&&5<! !=#=5<< #&%#5!< =>>=5#=

=!中国主要海洋产业空间结构变动

!!海洋产业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而形成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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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类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所进行的各类生活和服务活动&这种活动具体分为&个方

面"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直接对从海洋中获取的产品进行的一次性加工

生产和服务#直接应用于海洋的产品生产和服务#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程的基

本要素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海洋科学研究’教育’技术等其他服务管理&这&个方面综

合称为海洋经济&现行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中对海洋水产业’海洋石油天然气’海底砂

矿’海洋盐业’海洋造船’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有较完整序列的统计(!!)&

C"!!主要海洋产业空间结构的变动进行分析

注"由于<;;"年的滨海砂矿数据无法获得!

特取<;;>年和<;;%年数据值和的平均&
图=!主要海洋产业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RAK5=! Ĝ@N3M8M9BC8EKGQ3J’AEAAEHG[3J@8AE
@8MAEGAEHDQOMAGQ

!!利用公式 $<%来 计 算 各 产 业 基

尼系数&如图=所示&

!!首先!静 态 分 析!$$&年 各 海 洋

产业的集聚状况&$<%集聚程度较高

的产 业 分 别 是 海 洋 石 油 天 然 气 业

$$5%;#%和滨海砂矿业 $$5%%&这两

个产业 均 对 自 然 条 件 有 较 强 的 依 赖

性&资源禀赋高的地区容易形成优势

产 业!这 符 合 赫 克 歇 尔 L 俄 林

$-GBSQBCGM)CAE%模 型 的 预 期&我

国海底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但是由

于勘探和开发技术的滞后!导致开发

规模较小!目前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渤

海和南海西部&滨海砂矿的形成主要

受基岩条件’气候条件’地貌类型等

自然因素制约!因此我国滨海砂矿区

域分布基本表现为北多南少!中部贫

乏&这些就造成这两个产业仅分布在

少数几个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区域不

均衡!产业集聚程度很高&$!%集聚程度较低的两个产业分别是滨海旅游业 $$5!!>%和

海洋水产业 $$5=$"%&由于旅游业投资少’见效快’利润 高 的 特 点!再 加 上 进 入 门 槛 较

低!近年沿海各省区纷纷把滨海旅游业作为其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出现了其空间集聚程

度较低的现象&海水属于遍在资源!除天津’上海之外!其余省区的海洋水产业均为支柱

产业!所占比重很大!因此空间上分布较均匀&$#%其余产业集聚程度居于中间!有海盐

业’海洋造船业’海洋交通运输业!这些产业既依靠自然资源条件!同时更依靠技术’资

本’劳动力等因素&

!!其次!动态分析各海洋产业的空间集聚变动过程&$<%海洋石油天然气和滨海砂矿业

基尼系数变动相对比较平缓!<;;>"!$$!年空间集聚有微小加强!!$$#"!$$&空间集聚

均有减弱趋势&$!%其余几个产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多次波动&出现拐点的年份和海洋经济

差异变化图中一致&

C"#!各省区海洋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分类标准!将目前的海洋产业按三次产业划分!海洋水产

业为第一产业!海洋盐业’海洋石油开采’滨海砂矿’海洋造船业为第二产业!海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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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滨海旅游业为第三产业&比较<;;>与!$$&年各省区海洋产业结构 $表#%!分析如下"

!! $<%多数省区份仍以海洋水产业为支柱产业!主要因为直接从海洋摄取产品的海洋

水产业等第一产业较容易发展起来&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比重增加快!在天津’上

海’广东’浙江和河北等省市发展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这是由于可直接利用海域空间的

海上运输业和旅游业也较容易形成产业规模&$#%第二产业发展普遍薄弱&主要因为建立

海洋工业体系难度大!技术水平要求高!海洋第二产业发展受到的限制较多&再者!海洋

产业的发展主要源来自于陆域产业向海洋的延伸!由于延伸难易程度不同!海洋第二产业

的发展不能像第一和第三产业完善(!#)&但在天津’上海等发达城市!第二产业有较快的

发展&

!!由此可见!海洋产业结构演进滞后于陆域产业!且在海洋产业内部!第一产业占较大

比重!海洋第二产业规模增大受较大限制!并呈现海洋第三产业#海洋第一产业#海洋第

二产业这样与陆域产业截然不同的演进方式&
表A!沿海地区海洋三次产业比重变化

$%&"A!P;+8+;)>+3/*%36(-+.2%;>3()(;)>%;?>3,=-);>(->3/+%-)%1;(6>+3-+.G*>3%

<;;> !$$&

)#+#*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福建’海南 辽宁’山东’广西’福建’海南

)#*#+ 辽宁 江苏

*#)#+

*#+#)

+#*#) 天津’上海’广东 天津’上海

+#)#* 广东’浙江’河北

&!我国海洋经济地域差异作用机制分析

5"!!相对稳定的作用因子

!!区域的区位’地理条件等要素对区域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基础性作用&产业的区位选

择由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等外生变量决定!这些是相对稳定的因子&各区域都应依

据自身自然条件的不同进行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中国海洋三次产业更多地是依赖现

有的自然资源和海洋空间资源!因此各个省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拥有量等的不同!
建立起的海洋产业系统也是不同的&以海洋水产业为主的主 要 有 辽 宁’山 东’广 西’浙

江#以多种产业为主的主要有上海’福建’海南#综合实力较强的是广东’山东’上海&

5"#!我国海洋经济地域差异动力机制

!!形成区域差异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区域的集聚和扩散来解释!空间的集聚产生

了空间的差异!区域内区位优势较强的地区不断吸引区域内的资源’要素’企业’经济部

门!于是形成区域的经济发展增长极!使区域产生了中心和边远的分化!最终导致区域空

间差异和非均衡&集聚和扩散同时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初期!集聚机制起

主导作用!引发区域空间分异#发展期集聚逐渐减弱!扩散起主导作用#成熟期二者同时

作用!表现形式和程度比较复杂(!=)&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处于从发展向成熟过渡的阶段!
因此空间差异存在波动&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进入!$世纪;$年代后迅速发展!以全

方位姿态开放!主要以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以上海为龙头!其余各地接轨上

海!区域绝对差距增大!相对差距呈现波浪式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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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津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弱于中部地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天津的辐射

能力薄弱!带动力弱&区域内由于行政的分割!产业集群难以形成!不宜产生规模效益&
各省市区内竞争大于合作!青岛’大连’天津纷纷争夺国际航运中心的位置!三足鼎立的

局面持续多年!导致环渤海地区的发展速度一直不温不火&内部相对差异没有太大波动&
但是随着国家对该地区的重视!内部各省市之间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正在建立!集聚程度

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南部地区以广州为核心城市!与上海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而且周围

有众多的中小城市!香港与广州的直线距离只有<&$S@!在如此小的空间范围内!城 市

集聚和辐射功能的重叠是必然的!也会影响对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带动作用!但集聚程度

也在不断加强!表明区域一体化过程正在加深!并且主要表现为产业的集中过程&

5"A!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

!!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差异的大走势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是最早在经济

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地区!进入;$年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引下!珠

三角又掀起了第二次创业大潮&在大量劳动力向这一地区集聚的过程中!也加速了各种生

产要素的集聚!因此我国沿海南部地区拥有雄厚的海洋经济基础!南部地区的海洋经济增

长依靠外资推动&对于中部地区!<;;!年浦东开放以后!长三角迅速发展!!$$$年确立

以上海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龙头!相应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生产要素向该地区

的空间集聚&

5"C!外商投资的区位变迁

!!资本因素是最为直接的经济产出影响因素之一!本地的资本积累直接影响当地的资本

数量!但在资本流动性高度强化的今天!地区外部资本流入发挥的作用则愈发重要&中央

财政投资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带有很强的导向性!但随着政府职能的改变!政策性投资的

范围和力度都会收缩!所以重点应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投资的产业倾斜影响区域间经济

差异扩大以及行业的分工格局&

!!中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部和北部!与外商投资移位也有很大关系&在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

浦东的开发!过去珠江三角洲享有的政策优势逐步消失!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呈逐年下

降趋势(!&)&而伴随着外商投资和各种产业的集聚!导致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生产

成本降低!外商投资向北部沿海逐步扩散&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沿海沿江 *̂ ,型格局的

重要结合部!长江三角洲拥有更广泛的经济腹地!对内经济联系也十分密切!再加上上海

建设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所显现出来的巨大潜力对外商投资有吸引作用&从

而使得南部外商投资比重不断降低!而中部和北部沿海所占比重均有增加&

>!结论

!! $<%!$世纪;$年代后期!中国海洋经济差距急剧缩小!!<世纪初则总体呈现扩大

趋势&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中国海洋经济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各地带内差距!其中中部地

带差距贡献率最大!波动也最大&是构成中国海洋经济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中心增

长极效应的强弱一定程度上造成地带内和地带间差距的不同&

!! $!%属于特定资源的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属于遍在资源的产业和滨海旅游业集聚程

度较低#海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造船工业等集聚程度居于前面两者之间&可以说

明海洋开发以利用自然资源为主’可进入性强的产业发展较快&海洋第二产业发展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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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国内国际大环境和突发事件对海洋产业的影响是明显的&海洋产业结构演进滞

后于陆域产业!呈现出与陆域产业截然不同的演进方式&

!! $#%海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历史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区

域发展政策和外商投资倾向以及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强弱等!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产生区域经

济差异的动力机制&

!! $=%区域经济差距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但是多大的差距是合理的’必要的!
如何来衡量!仍需进一步探讨&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研究仅仅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基本

空间单元!未能将塞尔指数进行二级分解分析省内差异和省际差异!而这对于研究区域海

洋经济差异是十分有意义的!今后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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