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Marine Sciences 海洋科学前沿, 2021, 8(1), 11-22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ms 
https://doi.org/10.12677/ams.2021.81002 

文章引用: 许洋, 王丽萍, 仉瑞. 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技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J]. 海洋科学前沿, 2021, 8(1): 
11-22. DOI: 10.12677/ams.2021.81002 

 
 

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技创新与区域 
协调发展研究 

许  洋1，王丽萍2，仉瑞1 
1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收稿日期：2021年2月2日；录用日期：2021年3月11日；发布日期：2021年3月19日 

 
 

 
摘  要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海洋科技创新水平的需求不断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的海

洋经济发展水平。山东省作为我国海洋经济和渔业大省，至今尚未成为经济和渔业强省的重要原因，显

然有科学规划滞后，科技发展带动不足以及只顾眼前、不求长远的发展意识制约和影响。本文根据山东

半岛海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通

过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渔业科研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对2006~2019年协调度进

行测算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海洋科技和海洋区域发展是一个整体，一方面加大海洋科研力度可以

促进蓝色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海洋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海洋经济发展可

以为海洋科研创新提供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也可以相应的加大市场需求，最终两者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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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the demand for innovation leve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and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 country’s Marine economy. Shandong Province, 
as a major province of Marine economy and fishery in China, has not yet become a strong province 
of Marine economy and fishery. Obviously, it is restrict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lag of scientific 
planning, insufficient driv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ing con-
sciousness of focusing only on the short term and not seeking long-ter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arine fishery in Shandong Peninsula, this paper 
takes the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By establishing the index system of Marine fi-
sher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from 2006 to 2019 is car-
ried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integrated with oc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strengthen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blue econom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n-
hanc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Marine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can provide resources for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cluding human,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can also increase the market demand accordingly. Finally, 
the two ca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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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1 年，“21 世纪是海洋世纪”的概念首次在联合国提出，这肯定了海洋经济在世界和各国各地区

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海洋蕴含丰富的资源，例如生物、矿产和可再生资源等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国家的发展力度取决于一国的科技强度，科技创新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已经被多国验证。随着海

洋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海洋科技创新水平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对蓝色经济发展需求也与日俱增。因此，

海洋科技与蓝色经济发展这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这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 
国际上普遍认为海洋经济能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因此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国际海洋竞争愈发激

烈。就国内环境来言，我国的某些海洋产业在国际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海洋经济总体处于世界中上水平。

从根本上讲，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其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型

方面发挥强大动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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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是我国最大的半岛，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海洋科技创新方面存在巨大优势。2011 年１

月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

我国首个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区。现代海洋开发的许多重要方面，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事业，海洋经济的

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海洋科技的发展。因此海洋科技创新是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核心战略。但在

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也每况愈下，海洋资源减少、赤潮、海洋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现象屡

见不鲜。为推动山东省从海洋大省到海洋强省转变，发展低碳、循环经济，使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务必

协调好海洋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关系。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的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熊彼特[1] (Schumpeter, 1934)最早提出了

创新一词。1999 年在加拿大蓝色经济主体论坛上首次提出了“蓝色经济”的概念[2]。国内学者开始越来

越关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朱李鸣[3] (2000)首次提出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孙健、林

漫(2001) [4]认为海洋高新技术需要金融的支持和推动，当然海洋高新技术也会受到其他条件的约束，提

出了金融创新可以推动海洋高新技术创新的观点。高艳(2004) [5]首先以海洋资源属性为基础，阐述了海

洋综合管理的内涵；其次，分析了海洋管理的现状及趋势，并以韩国和美国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比较；最

后，分析了我国海洋管理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郑贵斌(2005) [6]认为要想推动沿海经济创

新发展，最重要的是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协调好各方面促进海洋创新发展的要素，形成综合协调机制，

以此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赵敏(2017) [7]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发现科技投入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谢子远(2014) [8]发现海洋科技对海洋各产业比重能起到调节作用。 
刘弈(2015) [9]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理论，运用了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

研究了海洋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得出了以上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耦合交互关系的结论，最

后提出了推动海洋产业发展的相应建议。杨薇(2017) [10]提出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间形

成平衡，其认为这是蓝色经济的核心。彭明铭、陈东景(2019) [11]为研究我国各省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

差异，通过对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能力进行了研究，得

出了不同沿海地区的海洋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经费、人才和环境污染是影响省际差异的重要因素，

最后提出了改善海洋创新能力省际差异的诸多建议。 
学者对海洋经济创新能力的研究和评价一般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一是科技层面，殷克东、卫梦星

(2009) [12]利用 2002~2006 年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海洋科技实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并通过多种

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测度，探究了我国海洋发展的影响因素。戴彬、金刚、韩明芳(2015) [13]运用 2006~2011
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 SFA 模型对 11 个沿海省份进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得出了技术进步是提高海

洋科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的结论。二是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层面，狄乾斌、韩增林(2009) 
[14]运用复合生态系统场力框架分析，得出了辽宁省的海洋可持续发展状态逐渐增强的结论。李夫星等

(2013) [15]对 2008 年环渤海的城市海洋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析，研究表明天津和山东的海洋可持续发展

总能力相对其他城市较强。赵子乐、林建浩(2019) [16]运用微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海洋文

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得出了在海洋文化氛围下政府补贴有明显的创新激励效果。 
从以上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各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二是对区

域海洋创新发展上，很少考虑绿色发展，忽略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三是对于蓝色经济与海洋经济的研

究较少，且留在表面，对于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区域协同度发展的研究较少。本文从实证角度，通过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经济区域发展之间的协同发展具有一

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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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3.1. 相关概念界定及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是关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科研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的研究，故选取科研创新水平

来衡量科研创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为此需要建立相应的海洋科研水平和海洋区域

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从而测度两者的协调发展度。 

3.1.1. 山东蓝色经济区科研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科研创新的指标体系，本文将海洋科研机构数、海洋科研从业

人数、海洋科研机构专业计数人员作为海洋科研创新投入要素。科技产出是衡量海洋科研水平的重要标

注，将海洋机构收入总额、海洋科研机构科研课题数、拥有发明专利总数作为海洋科研创新的产出要素，

可以直观的体现技术转化效果。 

3.1.2. 山东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建立，首先生态环境是影响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

因素，将其作为一级指标，将海洋环境治理项目数、沿海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沿海地区固体废弃物综

合利用量作为生态环境的二级指标，其次，将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也作为一级指标，与它们对应的二级

指标分别为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主要港口旅客吞吐量、山东蓝色经济区第二产业

生产总值、海洋第二产业比重、山东蓝色经济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和海洋生产总值

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因此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研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共分为五个一级指标和十七个二级指标，如

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 1. 海洋科研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海洋科研水平 

创新投入 

海洋科研机构数 个 

海洋科研从业人数 个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 人 

创新产出 

海洋科研机构收入总额 万元 

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数 项 

拥有发明专利总数 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规模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亿元 

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主要港口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经济结构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亿元 

海洋第二产业比重 %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亿元 

海洋第三产业比重 %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生态环境 

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数 个 

沿海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沿海地区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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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协调发展和协调度 
为了更准确的描述协调状态的发展变化，结合协调概念的内涵，本文对“协调发展”进行如下的界

定：协调发展是指各子系统或系统的各构成要素间为达到整体的发展目的而相互协同作用，共同向理想

状态发展的过程。 
协调度是指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或多个子系统之间协调一致发展的程度，用数学的方法定量表示协

调状况的优劣。本文中讨论的区域海洋科技创新和蓝色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指区域的海洋科技创新与

蓝色经济发展之间互为条件，相互配合，共同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蓝色经济发展

的协调度是指通过建立模型，采用数学的方法量化协调发展的状态和程度。图 1 刻画了海洋科研水平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影响因素。 
 

 
Figure 1.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图 1. 海洋科研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影响因素 

3.2. 海洋科研水平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根据山东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科研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分别用 1 2, , , mx x x 及

1 2, , , ny y y 表示，那么其海洋科研能力综合得分由公式(1)得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由公式(2)
得出。 

( )
1

m

i i
i

P x xα
=

= ∑                                      (1) 

( )
1

n

i i
i

Q x yβ
=

= ∑                                      (2) 

其中 iα 和 iβ 分别表示各指标的权重。协调度系数 M 如下，其取值在 [ ]0,1 范围内。显然，当 ( )P x 与 ( )Q x
相等时， ( ) ( )P x Q x 能取最大值，且 1M = 。M 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海洋科研水平的协

调程度，随着增大，M 两者越协调，当 ( ) ( )P x Q x= 两者相等时，两者最协调。q 为调节系数，其取值大

于等于 2。 

( ) ( )
( ) ( )( )

2

2

4

P x Q x
M

P x Q x

 
 
 =  

+ 
 

                                (3) 

https://doi.org/10.12677/ams.2021.81002


许洋 等 
 

 

DOI: 10.12677/ams.2021.81002 16 海洋科学前沿 
 

协调发展度 K 的计算公式如(4)，Y 为综合得分指数，ϕ 、ω 为待定系数，根据上文提及，两者贡献

度相同，故取 0.5ϕ = ， 0.5ω = 。 

( ) ( )K P x Q yϕ ω= +                                   (4) 

2
M KY +

=                                       (5) 

本文将海洋科研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分为以下 5 个等级(表 2)： 
 
Table 2. Grade classification of degree of harmony 
表 2. 协调度等级分类 

Y 0~0.2 0.2~0.4 0.4~0.6 0.6~0.8 0.8~1.0 

协调度等级 严重不协调 不协调 勉强协调 基本协调 协调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研究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的海洋科研水平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由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和东营八市及滨州的无棣县和沾化县构成，是我国第一个重要的海

洋经济发展战略区域，以诸多海洋高校为依托，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海洋科技的“富集区”，故将其作

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 2006~2019 年的样本数据构建了相应测度海洋科技水平和

区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文章原始数据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和山东统计信

息网。 

4.2. 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研水平协调度测算分析 

将衡量和测度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原始数据通过 Excel 整理后，进行描述性统

计，得到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见表 3；再根据公式(6)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将其标准

化处理。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indicators in Shandong blue economic zone 
表 3. 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研水平指标描述性统计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海洋科研机构数(个) 13 22.07143 2.313448 28 20 

海洋科研从业人数(个) 13 3645.214 335.6384 4108 3001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人) 13 2945.071 331.1908 3338 2200 

海洋科研机构收入总额(万元) 13 2,033,171 2,020,084 6,815,715 78,330.7 

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数(项) 13 1425.857 303.0653 1743 807 

拥有发明专利总数(件) 13 814.3571 614.8541 2192 63 

 
由于在多指标体系中，各个变量的样本数据的性质、量纲各有不同，如果直接进行比较会影响结果

的准确性，使研究失去价值和意义。为避免此现象，需要将原始数据通过公式(6)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结

果落到[0, 1]区间内，结果见表 4。经过标准化后，发现各标准化处理结果呈现有规律的增长趋势，与我

国在 2011 年提出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相吻合，促进了海洋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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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max min

xZ −
=

−
                                    (6) 

 
Table 4. Standardization processing results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index data in Shandong Blue Economic Zone 
表 4. 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研水平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海洋科研

机构数

(个) 
0 0 0 0.25 0.25 0.25 0.125 0.125 0.125 0.25 0 0.5 0.75 1 

海洋科研

从业人数

(个) 
0 0.08401 0.15176 0.420054 0.55013 0.6486 0.73803 0.7795 0.8319 1 0.47967 0.80036 0.821138 0.84191 

海洋科研

机构专业

技术人员

(人) 

0 0.18101 0.24340 0.599297 0.65026 0.74604 0.88137 0.8620 1 0.9481 0.71001 0.8058 0.781195 0.75746 

海洋科研

机构收入

总额(万
元) 

0 0.18870 0.2174 0.015795 0.26885 0.36625 0.45831 0.4703 0.0450 0.0444 0.04191 0.10913 1 0.83585 

海洋科研

机构科技

课题数

(项) 

0 0.08974 0.23397 0.47756 0.58867 0.71581 0.79380 0.9337 0.8824 0.8867 0.76175 0.92841 0.963675 1 

拥有发明

专利总数

(件) 
0.082668 0 0.12682 0.16345 0.08971 0.17332 0.23015 0.2888 0.3353 0.5039 0.47346 0.65993 0.813058 1 

 
权重的测算方法有多种，选择合适的权重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在综合考虑本文的适用特征后，选择

均方差法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现给出指标权重的详细计算过程： 
第一，计算出各指标标准化后值的平均值。 

1

1 n

j ij
i

U Z
n =

= ∑                                      (7) 

第二，由上述得到的平均值，再计算各指标的均方差。 

( )2

1

n

j ij j
i

Z Uη
=

= −∑                                  (8) 

第三，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1

j
j m

j
i

η
λ

η
=

=

∑
                                      (9) 

根据公式(9)，得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科研水平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如表 5，由表 5 可以看出，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人)、海洋科研季后科技课题数(项)这两个指标权重相对较高，而海洋科研机

构数(个)、海洋科研机构收入总额(万元)指标权重相对其他变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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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in Shandong Blue Economic Zone 
表 5. 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研水平各指标权重 

指标 海洋科研机构

数(个) 
海洋科研从业

人数(个) 
海洋科研机构专业

技术人员(人) 
海洋科研机构收

入总额(万元) 
海洋科研机构科技

课题数(项) 
拥有发明专利

总数(件) 

权重 0.1152 0.1947 0.2126 0.1238 0.2184 0.1353 

 
根据公式计算出海洋科研水平得分，见表 6。由表 6，可以看出从 2006 年~2019 年海洋科研水平指

标体系综合得分逐年增加，增幅从 2006 年的 0.0112 增加到 2019 年 0.8973，这说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的海洋科研水平逐渐增强，2014 年稍有回落，2016 年回落明显。 
 
Table 6. Comprehensive score of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index system in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ic Zone 
表 6.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科研水平指标体系综合得分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P(x) 0.0112  0.0978  0.1765  0.3664  0.4482  0.5388  0.6067  0.6507  0.6327  0.6924  0.4800  0.6903  0.8566  0.8973  

4.3. 山东蓝色经济区经济协调度测算分析 

为下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作准备，首先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发展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中的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各项指标的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7。 
 
Table 7.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表 7. 经济发展水平描述性统计结果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海洋生产总值(亿元) 13 14,115.91 11,728.15468 38,627.52 3679.3 

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13 110,677.2143 39,764.64673 179,916 47,006 

主要港口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13 1257.642857 184.1279086 1531 862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13 10,568.66143 3698.288901 16,756.8 4360.4 

海洋第二产业比重(%) 13 47.49285714 2.10559265 50.2 43.2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13 9725.124286 5296.350877 20,052.47 2659.5 

海洋第三产业比重(%) 13 45.61285714 2.457598795 51 43.1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 
13 18.43142857 1.199635999 20.44 16.7 

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数(个) 13 238.4285714 209.5344207 650 23 

沿海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13 98.11428571 0.64349175 98.9 96.3 

沿海地区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13 16541.46262 3212.592372 20,855.91 10,396.98 

 
根据上表 7 中得到的极值和平均值，以及上述提到的离差标准化公式，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从而得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标准化值。为得到各指标权重测算结果，

首先要求出各指标标准化处理后数据的平均值，再根据标准值计算出各指标的均方差，最后得到各项指

标的权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结果如表 8。在区域发展水平指标权

重中，沿海工业废水仿牌达标率的权重最高，海洋第二产业比重其次，海洋第三产业的权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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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weights of indicator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表 8. 区域发展水平指标权重 

指标 经济规模 经济结构 生态环境 

 

地区海

洋生产

总值(亿
元) 

主要港

口货物

吞吐量

(万吨) 

主要港

口旅客

吞吐量

(万人次) 

第二产

业生产

总值(亿
元) 

海洋第

二产业

比重
(%)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

(亿元) 

海洋第

三产业

比重(%) 

海洋生产总

值占沿海地

区生产总值

比重(%) 

海洋环境

污染治理

项目数

(个) 

沿海工业

废水排放

达标率
(%) 

沿海地区固

体废弃物综

合利用量

(万吨) 

权重 0.0710 0.0892 0.1030 0.0921 0.1079 0.0802 0.0703 0.0890 0.0757 0.1170 0.1047 

 
按年份将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值与指标权重相乘再加总，得到各年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如表 9。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逐年升高，从 2006 年的协调度 0.20 增加到 2019 年的协调度 1.0，其中

2013 年，2016 年稍有回落，这表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能力在增强。 
 
Table 9.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core of Shandong blue economic zone 
表 9. 山东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得分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Q(x) 0.20 0.33 0.39 0.44 0.52 0.59 0.61 0.57 0.71 0.76 0.65 0.90 0.98 1.00 

 
本文目的是研究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协同发展，故要计算两者的

协同度来衡量和解释说明其协同发展的程度。上文提到将山东蓝色经济区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协同发展分为 5 个等级，分别是严重不协调、不协调、勉强协调、基本协调和协调发展。本文认为

二者发展同等重要，所以将赋值 0.5ϕ = ， 0.5ω = ，再根据公式计算出科研创新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

系数、评价指数、最后根据公式计算出协调度。由二者协调度的数值以及上述提到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如表 10 所示。 
 
Table 10.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Blue Economic Zone from 2006 to 2019 
表 10. 2006 年~2019 年山东蓝色经济区海洋科研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测算结果 

年份 P(x) Q(Y) M K Y 协调类型 

2006 0.0112 0.2 0.0081  0.1056 0.0569  严重不协调 

2007 0.0978 0.33 0.3510  0.2139 0.2824  不协调 

2008 0.1765 0.39 0.6316  0.2832 0.4574  不协调 

2009 0.3664 0.44 0.9752  0.4032 0.6892  基本协调 

2010 0.4482 0.52 0.9836  0.4841 0.7338  基本协调 

2011 0.5388 0.59 0.9938  0.5644 0.7791  基本协调 

2012 0.6067 0.61 1.0000  0.6084 0.8042  协调 

2013 0.6507 0.57 0.9869  0.6104 0.7987  协调 

2014 0.6327 0.71 0.9901  0.6713 0.8307  协调 

2015 0.6924 0.76 0.9935  0.7262 0.8599  协调 

2016 0.48 0.65 0.9336  0.565 0.7493  协调 

2017 0.6903 0.9 0.9487  0.7952 0.8720  协调 

2018 0.8566 0.98 0.9865  0.9183 0.9524  协调 

2019 0.8973 1 0.9912  0.9487 0.9700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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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果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山东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科研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通过对海

洋科研能力和蓝色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各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的测算，最终得到了

山东蓝色经济区 2006 年~2019 年两者的协调发展度。本文刻画了海洋科研能力得分、经济发展水平得分

和两者协调度随时间变化的折线图，如图 2。 
由折线图，可以看出海洋科研能力得分、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和两者协调度随着时间推移大体呈现逐

年增长的趋势，协调度增长幅度最大，说明随着海洋科研能力的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逐渐

趋向协调。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科研能力增长幅度较大，由 2006 年的 0.0112 增长到 2019 年的 0.8973，涨

幅为 0.8861。这说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中心的诸多海洋高校为依托，有良好的海洋

科技创新及研发的区位优势，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基础。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科技创新发展能有效带

动和促进山东蓝色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就折线图中海洋科研能力得分来看，其增长趋势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6 年~2008 年得分增长

缓慢，第二阶段得分增长迅速，从 2008 年的 0.1765 到 2013 年的 0.6507，涨幅为 0.4742，第三阶段得分

出现了回落，2014 年稍有下降，2016 年下降幅度较大，由 2015 年 0.6924 下降到 2016 年的 0.4800，第

四阶段得分又出现了大幅回升，总体呈现递增出现。就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来看，其增长表现为曲折

式增长态势，由 2006 年的 0.2 增长到 2019 年的 1.0，涨幅为 0.8。 
2012 年以前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一直高于海洋科研能力得分，2013 年，海洋科研能力得分增长迅

速，反超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2012 年以后国家开始加大了对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的海洋科研机构投入力度以及增大了海洋科研机构课题数，这使得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突飞猛

进。在 2011 年，正式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加大了海洋科研人才、科研科研机构和研发资金的投

入，使海洋经济发展更近规模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此外，在蓝色经济区的包括就业解决、生态环境保

护、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规模增长方面也有巨大的改善和发展。同时，海洋科研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2014 年以后，经济发展得分再次超越海洋科研能力得分，整体呈增长趋势。 
 

 
Figure 2. Development trend chart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blue economic zone 
from 2006 to 2019 
图 2. 2006 年~2019 年蓝色经济区协调度发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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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以总结出，海洋科技创新可以推动蓝色经济发展，蓝色经济发展能促进海洋科技创新，

它们之前相互协调促进的机制和过程。区域蓝色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科技投入的水平，经过研发设计科技

投入转变为海洋科技产出，最后海洋科技产出转变为现实成果，在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又可进

一步促进蓝色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回路。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山东省作为我国海洋经济和渔业大省，至今尚未成为经济和渔业强省的重要原因，显然有科学规划

滞后，科技发展带动不足，各地海洋经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发展管理体制，以及只顾眼前、不求长

远的发展意识制约和影响。山东半岛海洋渔业作为传统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惯用有利可图便

一哄而上的过度捕捞和过密养殖方式。这种以无限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既不符合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的方针，海洋新兴产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发展速度缓慢等。山东半岛海洋渔业经济走入了

发展瓶颈，面临着生态危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为此，本文根据山东半岛海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的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渔业科研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

对 2006~2019 年协调度进行测算实证分析，总体上看协调发展度是呈现增长趋势，由 2006 年的 0.0533
增长到 0.5363，涨幅为 0.4830。研究结果表明海洋渔业科技和海洋经济发展是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

发展的，也就是说，海洋科技和海洋区域发展是一个整体。一方面加大海洋科研力度可以促进蓝色经济

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海洋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海洋经济发展可以为海洋科研

创新提供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也可以相应的加大市场需求，最终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为进一步提高和协调好海洋渔业科研创新与区域发展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

根据实证分析提处如下建议： 
第一建设海洋人才市场。海洋科技人才是海洋科技创新的强有力基础，所以，加大海洋科技人才的

引进和培育是促进山东蓝色经济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着力引进高层次海洋科研人员。以中国海洋大学

等以海洋研究为中心的高校、研究所为依托，培育科研水平强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鼓励高校和专科院校

开设海洋相关专业，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建设山东半岛特色的海洋人才市场，使其趋于专业化、规

范化。 
第二加快海洋科研成果转化。创新是蓝色经济的重要动力。一是要建设海洋创新平台，通过创新平

台，加强各个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合作，各主体间可以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二是在上文的海洋科技

创新产出中发现课题数、论文成果数较少，应加大海洋科研成果的转化，从而推动海洋科研水平的提高。 
第三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应该是绿色的、可持续的，不能因为盲目

追求经济增长而加速对环境的破坏。如果忽视环境的保护，也会降低创新与区域发展的协调度。所以、

应建设海洋环境监督机制，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监管和治理力度。再是积极推进海洋生态项目建设。

最后，通过新媒体平台，面向全社会宣传和开展海洋资源、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海洋意识。 
第四建设海洋产业集聚机制。一是培育发展涉海企业，完善产业链。海洋企业是区域海洋科技创新

的主体，更是带动蓝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可通过建设海洋产业基地引导同类涉海企业集聚发展，弥

补产业链上相对薄弱或缺失的企业和项目，完善海洋经济产业链条和创新链条带动海洋产业的全面、持

续发展。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坚持优化海洋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特色渔业、调整养殖结构，发挥海

洋第一产业的支撑作用；坚持做强海洋第二产业，强化海洋装备制造、深海工程、海洋生物等产业的战

略地位，建设海洋优势产业群；坚持做大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强化海洋第三产业的引导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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