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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是地球上最广阔的自然地理区域。
21世纪是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建设和保护海洋的新世纪。
世界各沿海国家都把海洋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加速向海洋进军的步伐，从而推动世界海洋经济进
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是海洋大国，也是海洋经济强国，2006年海洋生产总值2122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到10，1％，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要“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
同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海洋事业进行了专章部署，提出“强化海洋
意识，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开发海洋资源、实施海洋综合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海洋经济统计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
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深入贯彻执行，海洋经济统计工作
作为海洋经济数据的客观衡量工作，中央和沿海各级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海洋经济统计论文汇编》是一本全面反映我国海洋经济统计现状、系统介绍海洋经济研究领域
知识的书籍，是海洋经济统计工作者智慧的结晶。
本书系统收录了国家海洋经济统计的技术支撑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近十年来海洋经济领域研究
论文47篇。
本书作者是长期工作在海洋经济统计第一线的研究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海洋经济统计工作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把握，对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了长期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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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经济统计论文汇编》系统收录了国家海洋经济统计的技术支撑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近十年来海洋经济领域研究论文47篇。
《海洋经济统计论文汇编》作者是长期工作在海洋经济统计第一线的研究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海洋经济统计工作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把握，对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了长
期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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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海洋经济统计的发展与实践海洋统计工作的发展与展望沿海区域分类统计方法的改进海洋及
相关产业分类研究海洋统计工作日益完善第二部分 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方法研究海洋生产总值核算方
法研究海洋经济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关于建立天津海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议我国海洋统计数据状况
及影响因素分析海洋经济统计基本指标辨析海洋经济投入产出分析实证研究（以天津市为例）第三部
分 海洋产业经济研究金融危机对海洋经济的影响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及优化对策分析我国主要海洋产业
发展规模预测分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趋势预测研究聚类分析在海洋产业分析中的应用我国海洋电力业
发展方兴未艾我国海水利用业发展现状与问题研究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研究高新技术对我国海
洋经济的拉动力分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激发机制与演化机理研究第四部分 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经
济研究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浅析海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评价方法研究
围海造地的综合效益评价方法研究沿海港口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预测—
—基于灰色一周期外延组合模型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剖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评
估及其研究意义第五部分 海洋规划研究海洋经济规划评估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国际海洋空间规划发展
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对《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调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实施评估问题诊断与对策建议第六部分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沿海县域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浅析我国沿海
城镇化的发展策略环渤海地区港口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评价环渤海地区城镇化建设浅议环渤海地区港
口资源整合及发展趋势分析环渤海经济圈与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的比较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
政策研究第七部分 国外海洋统计与海洋经济研究主要海洋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美国沿海地区人
口变化趋势澳大利亚海洋产业计量方法美国海洋经济相关理论和方法加拿大海洋产业统计概况日本海
洋规划的发展及我国的借鉴日本海洋立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分析国外海洋政策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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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准：有海岸线（大陆岸线或岛屿岸线）的省级行政区。
　　区域范围：按照国家行政区划，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
西和海南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全部行政区域，包括沿海和非沿海行政区（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
　　沿海地区是总体反映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宏观区域，凭借其临海的资源和区位优势，沿海地区已
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在我国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东部沿海地区发挥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沿海地区在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加强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和联合、联营及合
作等形式，将带动其他区域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2．沿海城市　　沿海城市是指有海岸线的直辖市和地级市。
　　分类标准：直辖市和地级市所辖的市辖区（县、县级市）中，若有某个市辖区（县、县级市）有
海岸线（大陆岸线或岛屿岸线），则该城市为沿海城市。
　　区域范围：按照国家行政区划，直辖市和地级市所辖全部行政区域，包括沿海的和非沿海的市辖
区（县、县级市）。
　　沿海城市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
该区域集中了大量的海洋科技人才、研究机构和技术手段，拥有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能量；沿海城
市同时也是我国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科学技术和其他先进生产力密集分布和高效组合的区域，是主
要海洋产业的发展基地，通过上游海洋支撑产业和下游推动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发展
；沿海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能对农村人口的生产力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
从而有力地促进农村人口由低生产效率的部门流向高生产效率的部门，由此提高区域生产力的总体水
平。
　　3．沿海地带　　沿海地带：亦即狭义的沿海地区，是指有海岸线（大陆岸线或岛屿岸线）的县
、县级市和市辖区的总称。
　　分类标准：有海岸线（大陆岸线或岛屿岸线）的直辖市市辖区和县级行政区。
　　区域范围：按照国家行政区划，沿海县、沿海县级市、直辖市的市辖区和地级市的市辖区所辖全
部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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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纪念海洋经济统计工作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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