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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南海五国三省区海洋经济

竞争力评价与合作策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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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南海地区以其独特的禀赋条件和战略意义，在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

该地区南海各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研究为促进互联互通、贸易畅通以及海洋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海

洋经济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解读，构建环南海海洋竞争力指标体系，应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并从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视角提出环南海主要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合作策略意义非常重大。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合作策略

中图分类号：Ｆ５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６６－０７

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ＬＩＦｅｎｇ１，２＆ＸＵＺｈａｏｌｉ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ｗｉｔｈ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ｇｅｔｓ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ｒｅａｒｓ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ｗｈｏｎｅ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指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
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１］。这也切合海上丝路沿
线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海上丝路从我国沿海港口向南，首先经过南海。南

海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重要战略地位，南海周边主要涉及其他五国：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南海主权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主要依托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进行

南海开发。中国环南海三省区和其他五国在地理位置、土地面积、气候环境以及人文风俗等方面均具有

相似性，所以对五国三省区进行对比研究有利于规划环南海三省区如何基于当前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分工合作，为进一步实现互联互通、贸易畅通、发展海洋经济奠定基础。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０５
作者简介：李锋（１９７０－），男，江苏连云港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方法、企业跨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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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从地理位置看五国三省区，环南海而立，在气候条件、人口、人文风土等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据

世界统计年鉴，从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３年，五国三省区在经济增长率方面都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其中越
南２０１２年增长速度达到１３４．５％，速度最低的马来西亚其增长速度也达到１０６．３％。从经济结构方面
看，各国产业结构处于优化过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大，第一产业大幅下降。

目前，五国三省区海洋经济发展中，以滨海旅游、海洋渔业海洋油气发展最具成效，对当地产值贡献

最大。在滨海旅游方面，五国三省区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各方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参差不

齐，２０１３年广东省旅游外汇收入达到１６２７８０７万美元，马来西亚的旅游外汇收入更是高达２０２５０００
万美元，但是也有国家收入甚微。同时，兴旺的旅游业带动了酒店、旅行社以及国际航空产业的发展。

在海洋渔业方面，五国三省区需求量在不断增加，目前各方渔业产量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２０１３
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广东省的渔业出口产值分别达到６２７７５８．４、３５９２０１．４、２７３６０８．２万美元，三者
之和约占全球１４％的市场。在海洋油气开采方面，五国三省区悬殊较大。目前，我国的开采水平较低，
而其他五国却从南海油气开采中获益匪浅，据统计，马来西亚是开发油气井田最多的国家，包括１０个商
业性油田，９０多口油井和４０多个气田；文莱在南海建立了２４０座油井平台，即使是获益比较少的印度
尼西亚，其油气资源的２０％源于南海。

２　海洋经济对比分析
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海洋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一直以来没有统一
的标准。较早开展相关研究的是韩增林（２００３），
他按照ＭＥＳＤＳ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层次模式构建了
５层的树状指标体系，选取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
法进行分析［２］。２００８年，殷克东、方胜民编写的
《海洋强国指标体系》出版，２０１０年殷克东在《中
国海洋产业竞争方评价的联合决策测度模型》中

构建了包括海洋产业人力资源、资本、国际化水平

以及科技竞争力４个一级指标，２６个二级指标，考
虑到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选取１７个指标进
行实例评价。使用“四维一体”的联合决策理论测

度模式，弥补各个方法的不足，保证评价的客观真

实［３］。同年，谭晓岚将海洋竞争力分为核心驱动

因素和一般影响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海洋科技人力

资源、海洋科技组织创新能力、海上军事实力以及

国家经济实力；后者主要包括社会需求、区位条件、

资源禀赋在内的７大因素。虽然没有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但是这些影响因素对于后期学者构建海洋

竞争力指标体系具有借鉴作用［４］。２０１４年，伍业
锋采用了加法测度模型：Ζ＝αА＋βВ＋γЕ，其中
α、β、γ∈（０，１），且 α＋β＋γ＝１，并构建了发展基
础、发展环境和业绩表现３个维度、６２项具体指标
衡量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为整个海洋经济的

评价提供了参考［５］。另外，海洋局的相关研究人

员，如刘明（２００８）［６］、徐丛春（２０１２）［７］等都从评
价指标体系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构建的指标

表１　海洋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海洋经济

竞争力Ａ

基础条件Ｂ１

原油探明储存量（亿桶）Ｃ１

天然气储存量（万亿立方米）Ｃ２

海岸线长度 （公里）Ｃ３

森林覆盖率 （％）Ｃ４

海洋保护区面积占领海面积比重

（％）Ｃ５

科研人员比例（％）Ｃ６

专利申请数（件）Ｃ７

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比
例（％）Ｃ８

人均ＧＤＰ（美元）Ｃ９

发展环境Ｂ２

主要港口数目（个）Ｃ１０
主要国际航空港数量（个）Ｃ１１
信息化发展指数Ｃ１２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例（％）Ｃ１３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例（％）Ｃ１４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例（％）Ｃ１５
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Ｃ１６

业绩表现Ｂ３

海洋渔业劳动力人数（人）Ｃ１７

海域鱼类产量（吨）Ｃ１８

原油产量（万吨标准油）Ｃ１９

天然气产量（万吨标准油）Ｃ２０

旅游外汇收入 （百万美元）Ｃ２１

接待游客人次（万人次）Ｃ２２

国际集装箱吞吐量占世界比例

（％）Ｃ２３

体系相对比较系统全面。本文主要参考伍业峰（２０１４）的指标评价体系，遵循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客观
性和独立性原则，结合国际、国内统计口径不一致性，数据主要根据《世界统计年鉴２０１４》《ＢＰ世界能源
统计年鉴２０１４》、世界银行ＷＤＩ统计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ＦＳ数据库、ＦＡＤ渔业数据库、《中国统计年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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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２０１４》《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１４》《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４》以及３个省份２０１４年的统计年鉴等统计
结果，最终从基础条件、发展环境以及业绩表现３个维度，２３个二级指标构建了五国三省区海洋经济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１。相关原始数据见表２。

资源禀赋、环境基础、科技基础以及生产力水平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根本。其中，原油探明储存量、天

然气储存量、海岸线长度和海洋面积是衡量南海资源禀赋条件的重要指标，由于海洋面积统计口径不

一，在此只选取前３个指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从森林覆盖率和海洋保护区面积占领海面
积比重两个指标来反应环境因素，其中森林覆盖率是重要的生态环境指标，而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则反应

地方政府对其重视性。科技基础主要从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科研人员的比例以及

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例反应科研投入水平，专利申请数表现科研产出能力。
发展环境主要从区域的基础设施、区域经济情况两个角度进行展开。港口建设如何将直接决定该

地区进出口贸易情况，而国际航空港不仅和贸易紧密相关，也是所在区域第三产业发展的推动力量。按

照谭晓岚的观点，国家经济力量属于影响其海洋竞争力的核心力量之一［４］，经济实力的强弱直接决定

了该地区海洋经济的投资能力和融资能力。因此文章从经济结构（一、二、三产业占 ＧＤＰ比例）和经济
活力（外商直接投资）两个角度选取指标。而信息化发展指数是国家或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体

现，是该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

表２　原始数据

指标 广东 广西 海南 菲律宾 越南 文莱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Ｃ１ １６５．６ ８６．４ １４４ １．６８① ４４ １２① ５８ ３９．９

Ｃ２ ４ ２ ６ ０．０９ ０．６８ ０．３９１ ２．３５０ ３．００１

Ｃ３ ３３６８ １５９５ １８２２．８ ３６２８９ ３４４４ １６１ ４６７５ ５４７１６

Ｃ４ ５８．２ ６１．８４ ６１．９ ２５．９ ４５．０ ７１．８ ６２．０ ５１．８

Ｃ５ ０．９６ １９．６９ ０．０３４６ ５２．８ １．７② １５．７ ２．０② ２．２

Ｃ６ ４ １．７ １ １．１ １．３ ３．３ ２．４ ２．１

Ｃ７ ２２１４ ３７０ ２６７ ２８３２ ３４２３ ４２ ５８２６ ５２９７

Ｃ８ ２．３２ ０．７５ ０．４７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０１③ １．１ ０．１

Ｃ９ ９３６８．２０ ４８９５．０２ ５６５１．８１ ２７６５ １９１１ ３８５６３ １０５１４ ３４７５

Ｃ１０ ６ ７ ３ ２ ２ ５ ７ ４

Ｃ１１ ４ ２ ２ ３ ３ １ ４ ３

Ｃ１２ ５．１４ ３．８０ ３．４３ ３．３４ ３．８０ ５．０６ ５．０４ ３．４３

Ｃ１３ ５．０ １６．７ ２４．９ １３．０ ２１．５ ０．８ １０．６ １６．９

Ｃ１４ ４８．５ ４７．９ ２８．２ ３０．０ ４０．７ ６６．８ ４４．４ ４４．９

Ｃ１５ ４６．５ ３５．４ ４６．９ ５６．９ ３７．８ ３２．５ ４５．０ ３８．３

Ｃ１６ ２４９．５２ ７．０００８ １８．１０６ ２８．０ ８３．７ ８．５ １００．７ １９８．５

Ｃ１７ ６１４３６７ ３６６８０３ １９７３２１ ４２０７３０ ５２００００ ２７８３ ２７４３６５ ８４００００

Ｃ１８ ７８９５０００ ３０４５６３１ １７２７３４０ ２３２２８５０ ２６２２２００ ２６３０④ １４７７２８１ ５８１３８００

Ｃ１９ １２９３．３９ ４３．７５ １８．５２ ７７ １６９６ ８００ ３０７０ ４６１５

Ｃ２０ ７０１．６９ ７０．１６３ １４．３６ ３２９ ７４５ １０７０ ４７４０ ７１０３

Ｃ２１ １６２７８．０７ １５４７．３０ ３３７．４８ ４９００ ６８３０ ３４３ ２０２５０ ９４６０

Ｃ２２ ７６０．５１ １５０．８９ ５０．０５ ４２７ ６８５ ２１ ２５０３ ８０４

Ｃ２３ ７．１ ０．１４ ０．２２８ ０．９５ １．０９ ０．０２ ３．４７ １．５５

　　注：①数据来源：ＯＬＭ周刊；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③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ＦＳ数据库；④数据来源：联合国
ＦＡＯ数据库

产业发展水平是沿海地区利用海洋资源、人力、技术以及资本等经济发展要素，通过合理的经济结

构和产业配置，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程度。环南海区域海洋产业主要有油气产业、旅游业、渔业、

海洋运输业以及海洋化工等多个分支，在五国三省区中，海洋渔业、海洋油气开发和滨海旅游对当地经

济贡献较大。另外，《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对这些指标有详细的统计，其他国家的数据相对匮乏，最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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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前４个产业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油气产业主要通过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进行衡量，反映其开采竞争
力。而对于海洋旅游业，游客数量和旅游外汇收入是两个代表性指标。海洋渔业劳动人数和海域鱼类

产量则衡量海洋渔业的发展水平。在海洋运输方面，港口数量的多寡是海洋运输的先决条件，而国际集

装箱吞吐量占世界的比例则是海运实力的重要体现。

２．２　实证分析
目前，竞争力评价广泛使用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度等

主客观评价方法，基于海洋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复杂性、以及主观评价的缺陷等因素，本文主要选取

因子分析方法，利用因子分析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得分排序，从中得出环南海主要国家和地区海洋经

济的发展水平。因子分析法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抽象”的综合指标，从而实现

复杂问题简单化。

文章采用表１的指标体系以及表２的原始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９软件，对五国三省区的海洋经济竞争
力进行评价和分析。对于本文同趋势化的指标，使用标准化处理公式：Ｚｉｊ＝（Ｘｉｊ－Ｘ）／Ｓｊ。其中 Ｚｉｊ表示
标准化后的变量值。Ｘ表示第ｊ个指标的平均值，Ｓｊ表示第ｊ个指标的标准值。经标准化处理后可以得
到标准化矩阵Ｚ。计算特征值和贡献率，对应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见表３。

表３　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海洋竞争力公共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Ｆ１ ７．５８４ ３２．９７４ ３２．９７４

Ｆ２ ６．０６３ ２６．３６０ ５９．３３４

Ｆ３ ３．９３３ １７．１０１ ７６．４３５

Ｆ４ ２．２５３ ９．７９６ ８６．２３１

从表３可以看出，Ｆ１、Ｆ２、Ｆ３以及Ｆ４的特征值以及它们分别反应和累计反应指标信息量的百分比。
所提取的４个公因子在累计反应总指标的信息量达到８６．２３１％ ＞８５％，因此可以认为这４个公因子是
２３个指标的综合。

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由于初始状态各个因子的代表性不突出，使用此方法，使得变量载额分

布分明。在此通常使用最大方差法，得到旋转解。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得到表４。
表４　旋转后数据情况

公共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包含指标

Ｆ１ ７．２５７ ３１．５５３ ３１．５５３ Ｃ７、Ｃ１１、Ｃ１６、Ｃ１７、Ｃ１８、Ｃ１９、Ｃ２０、Ｃ２１、Ｃ２２、Ｃ２３

Ｆ２ ５．３７２ ２３．３５６ ５４．９０９ Ｃ６、Ｃ９、Ｃ１０、Ｃ１２、Ｃ１３、Ｃ１４

Ｆ３ ４．３４６ １８．８９８ ７３．８０７ Ｃ１、Ｃ２、Ｃ３、Ｃ８

Ｆ４ ２．８５８ １２．４２４ ８６．２３１ Ｃ４、Ｃ５、Ｃ１５

从表４可以看出旋转后的因子特征值和旋转前的因子特征值均大于 １，且累计贡献率仍然为
８６２３１％，说明选取该４个因子进行分析是合理科学的。通过对表３和表４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第一公共因子（Ｆ１）能够解释全部指标信息的３２．９７４％，是贡献率最大的因子，主要包含海洋渔业劳
动力人数、海域鱼类产量、原油产量、天然气产量、旅游外汇收入 、接待游客人次、国际集装箱吞吐量占

世界比例等１０个指标，可以将Ｆ１定义为海洋产业发展水平对海洋经济竞争力的贡献综合因子。
第二公共因子（Ｆ２）能够解释全部指标信息的２６．３６０％ ，与人均 ＧＤＰ、主要港口数目、信息化发展

指数、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例、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例密切相关，因此 Ｆ２是一个表征沿海区域综合实力的
指标。

第三公共因子（Ｆ３）能够解释全部指标信息的１７．１０１％ ，主要与原油探明储存量、天然气储存量、
海岸线长度以及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例四个基础条件紧密相关。Ｆ３的得分越高说明该地区
海洋经济竞争力的基础禀赋条件越高，反之，天然禀赋越低。

第四公共因子（Ｆ４）能够解释全部指标信息的９．７９６％，解释力度较小，主要包含森林覆盖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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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面积占领海面积比重、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例三个有关于环保的指标，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环保
将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它也是评价海洋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参考指标。

海洋经济竞争力排名的计算分析，在ＳＰＳＳ得分选项中选择显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如表５的
各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

表５　各个因子的得分系数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Ｃ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６ ０．２３９ ０．０６６ Ｃ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５９

Ｃ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１ ０．２３１ ０．０５２ Ｃ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１

Ｃ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２１ Ｃ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２９７

Ｃ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０ ０．２４１ Ｃ１６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５

Ｃ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０ －０．１２３ －０．３０４ Ｃ１７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

Ｃ６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６ Ｃ１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８

Ｃ７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４ Ｃ１９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０ ０．１８３

Ｃ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１５４ －０．０９５ Ｃ２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７２

Ｃ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５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５ Ｃ２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０

Ｃ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４ Ｃ２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Ｃ１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１９ Ｃ２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８

Ｃ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８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５

利用该矩阵写出Ｆｉ的表达式：Ｆｉ＝ａ１ｉＺ１＋ａ２ｉＺ２＋… ＋ａ２３ｉＺ２３。其中 ｉ∈［１，２３］，ａｎｉ是对应的
因子得分系数，Ｚｎ是标准化后的对应数据。

将得到的 Ｆ１、Ｆ２、Ｆ３、Ｆ４带入到公共因子得分模型 Ｆ＝Ｆ１×３１．５５３％ ＋Ｆ２×２３．３５６％ ＋Ｆ３×
１８８９８％＋Ｆ４×１２．４２４％，其中３１．５５３％、２３．３５６％、１８．８９８％、１２．４２４％ 分别为 Ｆ１、Ｆ２、Ｆ３、Ｆ４对其的
贡献率。根据上述模式计算出环南海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结果见表６。

表６　环南海主要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竞争力得分和排名

地区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综合Ｆ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广东 ０．９４８８３６ ３ １．０２６６２４ ２ １．５７１２３４ １ －０．６５２６４ ７ ０．７５５０１３ １

广西 －０．７８９０７ ６ －０．１３９９４ ４ ０．３５７８２４ ３ ０．３７１８０２ ４ －０．１６７８４ ５

海南 －０．９６７９７ ７ －１．２０９３７ ８ １．２４１５３２ ２ ０．３７５４５２ ３ －０．３０６６１ ６

菲 －０．２５０９９ ５ －０．４９６０６ ５ －０．９８５９８ ７ －２．１６４２４ ８ －０．６５０２７ ８

越 ０．０４５１１６ ４ －０．７５１０２ ６ －０．２０６１ ５ ０．２４６９８７ ５ －０．１６９４４ ７

文 －１．３０４０３ ８ １．５８６２６６ １ －０．９００３４ ６ ０．６２６２１８ ２ －０．１３３３２ ４

马 ０．９８５８５９ ２ ０．７４５８６８ ３ －０．０６１６３ ４ ０．１３３０５７ ６ ０．４９０１５７ ２

印 １．３３２２３ １ －０．７６２３８ ７ －１．０１６５５ ８ １．０６３３６３ １ ０．１８２３０３ ３

基于上述的海洋竞争力得分和排名得到以下结论：

从总体得分看，广东位居该区域第一位，表示在该区域广东的海洋经济竞争力最强，尾随其后的是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南、越南和菲律宾排名靠后，而且之间差距较大。

广东在前三个因子上得分均比较靠前，但其在环保因素方面位居第７，上升空间非常大。广西和海
南在４个因子上得分均较接近，将国内三省区进行对比发现，除天然禀赋条件外，广西和海南与广东差
距较大。

马来西亚在各个因子得分相对靠前，说明其全面发展的特性，而在其综合排名之后的印度尼西亚在

Ｆ１和Ｆ４具有绝对优势，而在Ｆ２和Ｆ３上具有绝对劣势。同样，文莱在区域综合实力和环保方面的实力
相对其资源禀赋和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排名靠前，这说明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有待加强全面发展。而菲律

宾和越南无论是在海洋经济综合水平还是在单个因子上排名均靠后，需要加强发展力度。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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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海洋经济合作策略
根据我国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部署，结合本文对环南海主要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竞争

力的评价分析，针对目前的海洋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合作策略。

３．１　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五国三省区协调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五国三省区在海洋经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二、三产业发展不足，海洋高

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工程、海洋金融、信息、保险、法律服务以及海洋港口安全

建设等领域有待提高［８］。这就要求各方优化自身产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的产业梯度差异，

寻求互补发展。以广东省为例，其在新兴海洋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而越南等国家在劳动力资源

方面具有优势，所以两者可以进行互补，既保持广东省产业发展又增加越南等国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

问题［９］。另外，从表６的分析可以看出五国三省区目前的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以海洋旅游为例，海
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旅游外汇收入仍不及其他五国两省，说明其没有发挥自身优势、推动

产业升级。因此，沿海区域必须依赖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管理水平等，最终实现地区

产业价值链的升级［１０］。

五国三省区的优势不同，在海上丝路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海上丝路各个参与方都要有深刻的自

我认识，合理制定发展战略。通过上文的分析，广东省在产业发展水平和区域实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因

此广东呼吁打造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合作的实验区等都具有强大的后盾［１１］。广西可以依

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凭借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台，积极推进投资项目对接及合作，提升经贸

合作水平和合作空间。同时，广西需要认识到区域实力方面的不足，从基础港口建设着手，为临港产业

和海洋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在发展海上丝路方面，海南省可以发挥平台和基地作用。海南省在天然禀

赋条件方面有着比较优势，这为农业和高端休闲旅游平台提供了条件［１２］。另外，海南省拥有特殊的气

候条件和特色，可以发展关于绿色环保产业如绿色食品产业。而其他五国在海洋产业发展水平、区域实

力、天然禀赋条件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参差不齐，这就要求海上丝路要有包容性和协调性，要与环南海

主要国家在经贸、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务实合作，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共同发展。

３．２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道路相通促贸易畅通
目前，海上丝路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我国三省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依然面临着

公路、铁路、航空路线不齐全，港口码头数量少，规模小，缺乏深水航道等问题，高效便捷的现代化交通

网络尚未形成，不能满足航运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要求。与之配套的物流体系不完善。这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了中国和其他沿线国家进行旅游、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使得中国和东盟之间旅游、贸易

路途漫长，交通费用高昂，影响参与海上丝路建设的进程［１３］。

因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首先要重点加快建设与东盟国家之间海陆空立体交通建设，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口岸基础设施建设［１４］。其次，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一方

面，地方政府需要争取到国家有利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发动企业的力量，进行多种形式投资和外包形

式合作，避免资金短板问题阻碍丝路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最后，在加强本国走出去建设的进行中，我们

应该深刻认识到越南等国在公路、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方面匮乏的现状，中国的施工团队、技术、资金、

装备等方面优势明显［９］，但是当前中国和东盟在合作方案上难以协调一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受到以

美国为首的大国的影响和干预；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尚存在风险高、周期长、经济效益不

高等问题；跨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来保障其顺利建设［１５］。这就需要加强和

东盟之间的政治互信、以产业联系带动基础设施发展、控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风险。在此基础上，简化

通关手续；鼓励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鼓励沿线城市开展多种形式区域合作，真正实现贸易畅通。

３．３　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共建绿色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旋转载荷矩阵可以看到，在第一个公共因子（海洋产业发展水平）中，专利数目和外商直接投

资上的载荷分别为０．８７４和０．８７２，位居第一和第二，而文章提取的主成分不包含科技因素，说明虽然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国际投资中承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商业模式和创新能力是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

重要动力，但是目前创新并未给五国三省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贡献。因此五国三省区进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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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合作时，必须优先考虑创新产业，鼓励自主创新，促进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制药等行业的发展，以科

技创新带动产业合作和崛起。制定海上丝路人才培养计划，通过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合作，协

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构建产学研相结合新格局；制定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大力吸引国内外高端人

才到丝路沿线就业创业。

另外，海洋环保产业是急需科技创新的重要产业，也是共建绿色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产业。从综合

评价得分表可以看到，广东省综合排名第一，但是环保方面有待加强，文莱的海洋产业发展落后，天然禀

赋条件不高，但是依靠雄厚的区域实力和环保产业的优势，综合排名依然靠前，所以重视在海洋环保产

业进行科技创新的投入，进行海洋环境监测、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也是大势所趋。因此可以考虑构建

绿色海洋经济合作试验区，做到因地制宜。以广西为例，其在北部湾经济区的港口优势，以及具有海洋

研究机构的技术支撑［１６］，为其建设绿色海上丝路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和智力支持。同时，需要考虑加强

绿色海洋产业投资合作，打造投资合作平台，促进产业合作，便于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绿色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不是单向轨道，而是双向沟通渠道［１７］。在向国外输出商品的同时强

调吸收和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经验，这也体现了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互借鉴、共同
发展的精神。

４　结语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对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合作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而海洋经济合作是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环节。本文基于相关数据，具体客观评价
了五国三省区在海洋经济发展现状，根据评价结果，结合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出从产业升级、基础设计

建设以及创新三个方面给出意见，希望能为该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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