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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经济学引论》主要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按照“微观-中观-宏观”的顺序，初步探究了海洋
经济的运行规律。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辨析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经济学的基本内涵，总结了近年国内外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大体现状，
描述了海洋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谱系。
第二章考察了海洋微观经济行为的自然生态基础和制度基础，讨论了海洋经济领域生产与消费行为的
基本特点，分析了海洋商品与服务交易的价值内核。
第三章揭示了市场机制作用于海洋经济运行的特点，基于海陆关联探讨了海洋商品与服务的数量和价
格决定机制以及相关要素的市场定价特点。
第四章分析了海洋经济领域的均衡与失灵现象，考察了在海洋经济领域界定并实施产权、制定并实施
公共政策等两种政府干预行为。
第五章指出海洋产业与区域经济结构的社会理性结构基础，讨论了分散自主决策模式和政府单极主导
模式下海洋产业空间分布的生成机制。
第六章考察了海洋经济核算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以及海洋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等基本问题。
《海洋经济学引论》可供海洋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者以及海洋经济问题爱好者阅读参考，同时也可作
为经济学（海洋经济）专业或海洋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参考教材，以及产业经济学或区域经济学专业
海洋经济方向的研究生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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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规律，而萨缪尔森则是将经济学研究定位于理
解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
两者存在相容可能，但深浅有别：经济现象和活动的理解方式林林总总，未必都从本质关系着手。
马克思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首先判定生产关系是经济现象和活动的实质关系，而要解析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就不能忽视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量、最明显的现象——商品。
通过对商品展开原子式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商品自身直至商品社会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关系和经济现象作了深刻解答。
与之相比，萨缪尔森也运用了“一般化抽象”方法观察商品现象。
不过，他没有去分析商品内部的矛盾，而是将商品作为一个无须再加解剖的既定概念或既定存在，稍
加提及后就去考察影响商品供求的各类因素，然后借助统计分析工具抽象观察商品的价格和供求行为
，并确定其经验关系（而非实质关系）。
　　在海洋经济研究领域，海洋商品是个大量的、经常的存在，不妨沿着马克思的足迹对其进行适度
解剖，以此探究海洋经济领域这个局部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样有助于观察该领域的
各类利益关系及其矛盾特点；同时，通过对海洋商品及其供求特点进行历史数据分析，适度运用统计
方式，有助于从现象角度把握其间经验特点或“概率性规律”。
只有具备来自表里两方面的观察，才能让我们对海洋经济活动与关系形成全面认识。
这正如，一方面，科学抽象法告诉我们，在资本雇用劳动的体制下，海洋经济活动迟早会导致各类利
益群体产生矛盾甚至仇恨；另一方面，一般化抽象法和统计分析法告诉我们，大概这种仇恨要等到一
千年后才会爆发。
两种结论一喜一忧（假定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或者所谓的调和主义者），对于我们理解海洋经济活动
和关系都是有益的。
　　从叙述方式上看，《资本论》叙述方法是演绎式的，研究方法是归纳式的；而萨缪尔森的《经济
学》甚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模式和叙述模式则均偏向归纳式。
或许，在叙述环节适度重视归纳法更有利海洋经济学的扩散。
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对实际材料的探讨和引申往往构成阐述一般性规律的先导，由事件到理
论的归纳模式较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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