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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回顾与讨论
＊

都晓岩１　韩立民２

（１．中国科学院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山东 烟台２６４００３；２．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海洋经济是指人类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的相关经济活动。海洋资源突出的公共产品和公权产

品特征，多层次、多组合、多功能的资源特性，以及海洋 经 济 独 特 的 运 行 增 长 机 制 决 定 了 建 立 海 洋 经 济 学 科 的 必 要

性。海洋经济学是一门带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应 用 经 济 学 科，它 以 海 洋 经 济 活 动 为 研 究 对 象，以 海 洋 经 济 增

长为核心，以海洋资源有效配置和可持续发展为条件，围绕海洋生产力的影响因素，形成了涵盖微观、中观、宏观三

个层面的理论体系框架，重点从海洋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海洋生产要素、海洋经济组织、海洋产业经济、海洋区域经

济、海洋生态经济、海洋经济管理和海洋经济合作等方面，探讨海洋经济活动运行的一般原理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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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海洋开发逐渐形成世界

性热潮，开发广度和深度迅速拓展，海洋相对于陆地

的经济地位大幅提升。如今，以海洋资源开发为基

础的海洋经 济 已 成 为 人 类 社 会 生 存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伴随着海洋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海洋开发中

的一些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开始逐步显现，并推动

了海 洋 经 济 研 究 的 兴 起。美 国 学 者 Ｒｏｒｈｏｌｍ 于

１９６３年开展了纳拉干塞特湾经济影响的研究，１９６７
年开展了１３个海洋产业对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影响

的研究。１９６９年，美国罗德岛大学开设海洋资源经

济博士研究生 课 程；１９７４年，为 确 定 海 洋 对 国 民 生

产总值的贡献，负责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管理的美

国经济分析局提出了“海洋ＧＤＰ”的概念，利用１９７２
年的经济和 人 口 普 查 数 据 对 海 洋 总 产 值 进 行 了 估

算，发表了《涉海活动的总产值》的研究报告。前苏

联经济学家布尼奇分别在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７年出版了

《海洋开发的经济问题》和《大洋经济》。这些研究开

启了西方研究海洋经济的先河。我国海洋经济研究

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其标志性事件是著名经济学

家于光远、许涤新等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

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新学科及专门的研究所。
总之，在过去几十年中，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

家，海洋经济研究都收获了很大进展，研究主题、领

域不断扩展，研究数量直线上升，也取得了诸多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具体到研究内容、方式和路径等

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则存在不少差异。到目前为

止，西方学者对海洋经济的研究基本上是分散进行

的，即对具体海洋部门和特定海洋经济领域发展规

律关注得多，对海洋经济、海洋产业整体发展规律关

注得少；对微 观 海 洋 经 济 个 体、现 象 和 行 为 关 注 得

多，对宏观海洋经济问题研究得少，尚不存在“海洋

经济学”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将理论经济

学和其他领域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方法运用到海洋领

域，考察海洋领域的具体经济问题，技术方法以案例

研究、实际调查和数量分析等最为普遍。我国学者

不仅关注具体海洋经济部门或领域的发展规律，还

十分注重从海洋经济、海洋产业整体角度开展研究，
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注重海洋经济研

究的学科性 和 统 领 性，不 少 学 者 提 出 了“海 洋 经 济

学”的概念，并就探索建立“海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做了大量努力。
东西方在海洋经济研究上的差异一方面源于学

术传统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

问题，即是否存在建立“海洋经济学”的必要性。要

建立一个新学科，必须首先能够提出该学科欲加以

解决而其他学科理论解决不了的专门问题。西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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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者之所以不寻求建立海洋经济学是否是因为经

济学的现有理论可以解释或者可以在相当意义上解

释海洋经济问题，从而没有构建独立海洋经济学的

必要。另一方面，即便从国内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以来，学界关于“海洋经济

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研

究内容、学科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没有停止过争

论，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基于此，本文拟结合对

现有研究的梳理和总结，阐释笔者对海洋经济学的

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性质等学科基

本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并以此阐明建立海洋经济学

的必要性。
一、“海洋经济”学与海洋“经济学”
讨论海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必须首先明

确该海洋 经 济 学 是“海 洋 经 济”学 还 是 海 洋“经 济

学”。
“海洋经济学”概念起始于１９７８年我国著名经

济学家于光远在全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

出的建立“海洋经济学”学科和专门研究所的建议，
其初衷是希望加强我国关于海洋经济的研究，特别

是理论方面的研究，以指导快速发展的海洋经济实

践。但是从后续学者的研究看，对这一概念的内涵

却出现了两种理解，即：“海洋经济”学和海洋“经济

学”。两者的区别如同“经济学”的两种涵义“经济学

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区别。笔者认为，海洋“经

济学”是一个领域，泛指所有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对海洋进 行 的 研 究；而“海 洋 经 济”学 是 海 洋“经 济

学”这一领域的基础理论，可以建构相对独立的理论

体系，并指导海洋“经济学”领域各海洋经济分支学

科的发展。
使用上述框架并结合相关文献回溯考察海洋经

济学概念的发展可以发现，早期我国学者们对海洋

经济学概念并没有明确区分和界定，严格而论，多数

情形其实系指海洋“经济学”。１９９０年后，特别是在

学者们尝试建立海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逐渐出

现了“海洋开发经济学”“海洋经济科学”等提法，［１－２］

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海洋经济学概念的多种

理解并有意作出区分。随后，海洋经济学概念被逐

渐固化为“海洋经济”学内涵。这种明确对海洋经济

学研究的后续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使

关于海洋经济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基本

理论问题的讨论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化。
二、海洋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孙凤山从海洋经济实践的现实需求角度出发，
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研究包括微观经济、

宏观经济在内的海洋社会经济效益”。［３］权锡鉴从对

接一般经济学学科任务的角度出发，认为“海洋经济

活动赋予海洋经济学的任务，是通过海洋经济过程

和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海洋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发

展规律性，包括总体海洋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

种具体海洋经济活动的特殊规律，从而为人们制定

发展海洋经济的具体方针、政策和规划提供理论指

导和论证”。［４］陈万灵则从将海洋经济学界定为资源

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

于寻求合理开发海洋资源的途径及策略，探求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以满足人类

社会对海洋资源产品的需求”。［５］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建立海洋经济学的

必要性，对推动海洋经济学的早期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其对海洋经济学研究

任务的界定仍然不够清晰和具体，不仅难以有力支

撑建立海洋经济学的必要性，也不利于学科研究内

容的深化，因此需要进一步聚焦和凝练。
任 何 经 济 学 科 的 形 成 均 离 不 开 所 处 的 时 代 背

景，因此，与当前海洋经济发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

题相结合是聚焦、凝练海洋经济学研究任务的有效

方式。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以 来，为 了 推 动 海 洋 经 济 发

展，全球范围内已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详

尽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澳、美、韩、日等主要海洋国

家更是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并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为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不断提高海洋开发的广度和

深度、最大程度发挥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价值和

贡献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当前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浪费现象普遍存在，不可

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强度

过大导致发展不可持续，各国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

指导，以实现海洋资源的节约、高效配置及可持续开

发。此外，海洋开发引起的海洋生态和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海水水质恶化，海洋生态系统退化，海洋灾

害频发，在局部地区，这些问题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

存安全。因此，各国强烈意识到，海洋经济必须是绿

色经济，必须走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之路。这

三方面问题既是当前海洋经济发展实践中存在的最

突出的问题，也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多数其他问

题均可以归结为三者之一。基于此，本文在综合现

有研究基础上，将海洋经济学的研究任务进一步凝

练为如何推动海洋经济更快速增长，如何实现对海

洋资源的更高效配置，以及如何实现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三方面内容。
将 上 述 三 方 面 内 容 作 为 海 洋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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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以下优点：一是使海洋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更加

具体、明确，进一步突出和契合了海洋经济学作为应

用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二是延续了一般经济学的核

心研究主题，保证了海洋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研究

任务的衔接；三是以海洋经济增长为核心，以高效和

可持续为条件，形成了“海洋经济增长→海洋经济高

效增长→海洋经济可持续高效增长”的内在逻辑主

线，从而为搭建海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四是较好地平衡了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宽度与深度，
使其既能在某些节点开展深入研究，又不至出现研

究领域过窄。
然而，即便以上述三点作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

任务，仍需进一步限定海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即应

将“海洋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集中于基本原理

和一般规律的总结，而不应过多涉及具体解决方案

的设计，对具体解决方案的设计应是海洋“经济学”
的研究内容。

三、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以 来，我 国 不 少 学 者 对 海 洋 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过讨论。杨克平认为：“海洋经

济学就是研究在海洋及其空间范围内人类的经济活

动与 各 种 海 洋 因 素 之 间 相 互 关 系 的 一 门 经 济 科

学。”［６］孙凤山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就 是

从宏观上研究怎样合理地、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生

产力运动规律的科学。”［３］权锡鉴认为：“海洋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是海洋物质生产力和海洋经济过程中的

各种经济关系。”［４］陈万灵认为：“海洋经济学是以海

洋及其空间 和 海 洋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过 程 为 研 究 领

域，以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规律、管理理论和决策方

法为对象。”［５］徐质斌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是海洋经济的特征、结构、运动规律和基本方略。”［７］

陈可文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海洋经济综

合体或整体。”［８］

以上表述各有不同，但是均包含着对海洋经济

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认识，单独地看，各表述均不够完

整和清晰，但是将这些表述加以综合，可以得到海洋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貌。
（一）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基于海洋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可以将海洋经济

学表述为：以发展海洋生产力为核心，以资源高效配

置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条件，围绕海洋生产力发展

的影响因素，研究海洋生产力的运动规律和原理的

经济科学。也就是说，海洋经济学的全部研究内容

均是以推动海洋生产力发展为核心，以此限定了自

己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凡是对海洋生产力发展有影

响的因素，均在海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而与此无

关的因素，海洋经济学则不应涉及或较少涉及，亦即

海洋经济学具体是依据海洋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来构

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体系。海洋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众

多，海洋经济学必须首先剖析、分解这些因素，然后

分别及整体 地 讨 论 这 些 因 素 影 响 海 洋 生 产 力 的 机

制、过程和规律。最后，海洋经济学对海洋生产力发

展规律的结论，必须是以资源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发

展为前提条件，不能是资源高投入、低产出和破坏生

态环境的生产力发展。
海洋经济学研究任务的多目标、多层次性，决定

了其研究对象也具有多方面的属性特征。综合现有

对海洋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可以将海洋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简单界定为“海洋经济（活动）”或“海洋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但是必须与以下三方面相

结合，才能完整解释海洋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涵：
一是必须明 确 什 么 是 海 洋 经 济。美 国 学 者Ｃ．

Ｓ．Ｃｏｌｇａｎ认为，海洋经济是将海洋资源作为一种投

入的经济活动。美国学者ＪｕｄｉｔｈＫｉｌｄｏｗ提出，海洋

经济是指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而这些产品

和服务的部分价值是由海洋或其资源决定的。［８］美

国海洋经济计划对海洋经济的定义是“包括全部或

部分源于海洋和五大湖投入的所有经济活动”。［９］国

内学者杨金森于１９８４年提出“海洋经济是以海洋为

活动场所或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的各种经济活动

的总和”，［１０］此后，杨克平、［１１］权锡鉴、［４］陈 万 灵、［５］

陈可文、［１２］徐质斌等国内学者均采用了与此类似的

定义。［２］［７］［１３］［１４］从 字 面 上 看，现 有 的 海 洋 经 济 的 定

义并无实质区别，但是，进一步考察这些定义对海洋

经济外延的解释可以发现，不同定义对海洋经济的

理解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定义将海洋经济仅

限定为那些与海洋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即或者以

海洋资源作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对象，或者活

动空间范围在海洋，与此类活动直接衔接的上下游

产业和支持产业则不被认为是海洋经济。有些定义

则界定较宽，如许启望、张玉祥在《海洋经济与海洋

统计》一文 中 提 出，［１５］海 洋 经 济 有 广 义 和 狭 义 两 种

概念：广义的海洋经济是指人类在涉海经济活动中

利用海洋资源所创造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物

质量和价值量的综合，包括直接的海洋产业和间接

的海洋产业；狭义的海洋经济是指直接的海洋产业。
陈可文在《中 国 海 洋 经 济 学》一 书 中 认 为［１２］：“按 照

经济活动与海洋的关联程度，海洋经济可分为三类：
狭义海洋经济，指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水体和海洋

空间而形成的经济；广义海洋经济，是指为海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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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提供条件的经济活动，包括与狭义海洋经济产

生上下接口的产业以及陆海通用设备的制造业等；
泛义的海洋经济，主要是指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

海岛上的陆域产业、海岸带的陆域产业以及河海体

系中的内河经济等，包括海岛经济和沿海经济。”多

种解释的存在造成了对海洋经济概念理解上的模糊

和学术上的争论。事实上，目前各种海洋经济定义

基本上是从涉海性角度出发对海洋经济进行界定，
即认为涉海性是一项经济活动构成海洋经济的本质

特征，而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分歧，主要原因在于，不

同定义对经济活动涉海程度的要求不同，定义外延

越窄，对经济活动涉海程度的要求越高，反之越低。
国家海洋局于１９９９年发布的国家标准《海洋经济统

计分类与代码》（以下简称《代码》）定义了海洋产业，
认为“海洋产业是涉海性的人类经济活动”，并指出

了“涉海性”的五个方面：①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

的生产和服务；②直接从海洋中获取的产品的一次

加工生产和服务；③直接应用于海洋和海洋开发活

动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④利用水或海洋空间作为

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⑤与海

洋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教育、社会服务和管理。上

述表述是从产业角度定义了海洋经济。由于国家法

律地位的支持，该定义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可以看出，该标准基本是从现有狭义和广义的角度

来界定海洋经济，这与本文的观点一致。因为按照

现有对海洋经济的狭义定义，海洋生物医药业及海

洋服务业等既不直接利用海洋资源又不依赖海洋作

为活动空间的经济活动基本被排除在外，而现有对

海洋经济的广义定义外延又过宽，这均不适宜。因

此，尽管就统计标准本身而言，《代码》在某些指标的

设置上尚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对统一对海洋

经济外延的认识有重要意义。
二是必须明确海洋经济指的是海洋经济整体而

非具体的海洋经济部门。研究具体海洋经济部门的

运动规律是海洋部门经济学的研究任务，而海洋经

济学应主要关注海洋经济因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

用在整体上表现出的运动规律。海洋经济由多种具

体的海洋经济部门构成，这些部门并非彼此孤立，而
是因共处于同一海域空间内甚至存在产业链上的联

系而形成既协同又竞争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使得

海洋经济也像陆地经济一样具有整体上的运动规律

性，海洋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这种规律。海洋经济学

也研究海洋渔业经济、海洋交通运输经济等部门经

济问题，但是不同于海洋部门经济学孤立、系统的研

究方式，海洋经济学是将这些部门置于海洋经济整

体视角下，依据整体最优原则重点考察这些部门对

海洋经济整体的适应性，总结其中最一般的原理和

规律。
三是必须明确海洋经济既包括生产力的内容，

也包括生产关系的内容。究竟是研究海洋生产力还

是研究海洋生产关系，是现有对海洋经济学研究对

象观点 的 分 歧 点 之 一，有 的 观 点 认 为 是 海 洋 生 产

力，［３］有的观点 认 为 是 海 洋 生 产 关 系，［１６］也 有 的 观

点认为 是 既 研 究 海 洋 生 产 力，也 研 究 海 洋 生 产 关

系。［４］［５］［１１］本文持最后一种观 点。海 洋 经 济 学 的 研

究对象是海洋生产关系的观点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 学、西 方 经 济 学 等 理 论 经 济 学 的 影 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明确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

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般被界

定为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即研究“生产什么，
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１７］事实上，这些问题

本质上也是生产关系问题，其所属范畴与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基本一致。海洋经济学不是理论经济学，
不应照搬一般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海洋经济学

主要研究如何推动海洋生产力发展，而海洋生产力

的发展既受海洋生产力自身构成要素（劳动者、生产

工具和劳动对象）素质和条件的影响，也受其所处生

产关系的影响。因此，海洋经济学既应研究海洋生

产力（构成要素），也应研究海洋生产关系，如此才能

完整解释海洋生产力的发展规律。
四 是 必 须 明 确 海 洋 经 济 学 既 研 究 海 洋 经 济 规

律，也研究海洋经济管理规律。海洋经济管理本身

也是海洋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与海洋

经济学一致，均是为了提升海洋资源配置效率、推动

海洋生产力发展，而且科学、高效的海洋经济管理对

海洋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海洋经济管理

的手段主要包括制度、体制、政策等，其与海洋经济

学理论有着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的紧密联系。一方

面，海洋经济管理是海洋经济理论指导海洋经济实

践的纽带，多数海洋经济学理论必须转化为制度、体
制、政策等海洋经济管理手段，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另一方面，海洋经济理论是海洋经济管理手段的

制定依据，要保证海洋经济管理科学、高效，首要的

就是要保证制度、体制、政策等海洋经济管理手段符

合海洋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因此，海洋经济学除了

研究海洋经济规律外，也应适当研究海洋经济管理

规律，以指导改进海洋经济管理方式方法，提高海洋

经济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
（二）海洋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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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经济增长、资源配置，还是可持续 发 展，都

是现有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因此，上述对海洋经济

学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的阐述尚不足以充分说明建

立海洋经济学的必要性。之所以需要建立一门独立

的学科，根本原因在于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海洋经济拥有诸多特性，从而使得海洋经济学的研

究任务对于现有各经济学科而言均无法单独完成。
首先，海洋经济是一个处于宏观经济与部门经

济之间的多部门经济，并且这些部门性质各异，彼此

间的产业联系薄弱，其增长规律和资源配置规律有

别于成体系的部门经济（地域生产综合体），更有别

于国家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这样的经济系统，尚没

有任何一门经济学科以这样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理

论经济学和 区 域 经 济 学 均 关 注 增 长 和 资 源 配 置 问

题，但是，理论经济学主要是以一国的宏观经济为研

究对象，区域经济学则是以一个区域的经济为研究

对象，其共同特征均是研究一个经济系统或体系，这
使得理论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可以在研究增长和资

源配置问题时抽象掉部门和空间因素，只从生产要

素投入角度进行研究。行业经济学也关注增长和资

源配置问题，但主要是以一个具体经济部门的增长

规律和资源配置规律为研究内容，其视角相对孤立

和狭窄。海洋经济的松散多部门经济特性决定了对

海洋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规律的研究，不仅无法抽

象掉部门和空间因素，反而应将其作为核心因素加

以研究；不仅要关注海洋经济内部各具体部门的增

长和资源配置，更需在海洋资源部门统筹、区域协调

基础上，寻求多部门整体最优。因此，现有各经济学

科及其理论至多只能是部分地应用于海洋经济领域

而不能完整解释和解决海洋经济面临的增长和效率

问题，要解释和解决海洋经济面临的增长和效率问

题，必须建立独立的海洋经济学。
其次，海洋经济是建立在海洋资源开发基础上

的资源型经济，相比陆地资源，海洋资源表现出远为

普遍而显著的公共产品和公权产品特征，诸如海水

的流动性导致海洋水体资源、生物资源、能源资源等

海洋资源难以确立排他性的产权关系；海底矿藏、海
洋土地、海洋空间等海洋资源虽然具有固定的位置，
可以进行产权划分，但是在现实中多以公权（国有或

集体所有）的形式存在。这种产权特征大大增加了

海洋资源实现高效配置的难度。传统经济学对公共

产品和公权产品的资源配置问题虽有阐述，但是仅

限于一般原理，并且没有成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

容，其广度和深度都尚不足以解决海洋资源配置的

现实困难。此外，海洋资源是由多种资源要素复合

而成的自然综合体，具有多层次、多组合、多功能等

特点，同一海域空间，从海水表面至中间水体再到海

床底土均可以开发利用，同一海域空间内，也往往同

时存在着多种海洋资源。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经济

实践表明，私有产权一般较公有产权具有更高的资

源配置效率，但是对海洋资源的配置而言，不仅要求

实现同一空间平面上各类海洋资源的高效配置，还

应追求实现海洋空间的立体开发和海洋资源的综合

利用，这使得传统的资源配置规则在海洋领域面临

一定的挑战。因此，要实现海洋资源的高效配置，必
须建立适应海洋资源产权特点和资源特点的资源配

置规则，这也需要建立独立的海洋经济学。
四、海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

海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是同一问题

的两个方面。理论体系是研究内容的逻辑框架；研

究内容是理论体系的具体化与核心。现有文献对这

一问题多是分开进行讨论，且以研究内容讨论较多。
杨克平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海洋

资源的经济开发与利用（如何评价认识海洋资源的

开发、利 用、保 护、改 造，以 确 定 人 类 活 动 的 某 些 界

限）、海洋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性、海洋经济活动

中自然再生产和人为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性、海洋经

济的基本特征、海洋经济的投入—产出规律、海洋经

济产业的关系和布局、海洋市场的建立与分布。［６］权

锡鉴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海洋捕捞农

牧经济、海洋运输经济、海洋工业经济、海洋技术经

济、海洋经济管理、海洋生态经济、海洋经济发展战

略。［４］陈万灵认为，海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大致包括

以下内容：海洋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海洋资源的综合

考察与评价、海洋资源的价值核算与评价、海洋资源

开发过程、海洋资源产权、市场与配置效率、海洋资

源的区域配置及区域经济、海洋资源的最优管理、海
洋资源法规 与 政 策。［１８］石 洪 华 认 为，海 洋 经 济 学 的

研究内容包括：区位条件与区域海洋经济、区域海洋

经济运行要素、区域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区域海洋经

济空间结构、构建海陆一体化发展模式、区域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８］王琪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
海洋经济学的微观理论、海洋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和

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四个方面构建了海洋经

济学的 理 论 框 架，并 讨 论 了 各 部 分 的 具 体 研 究 内

容。［１９］朱坚真则在王琪的基础上将海洋经济学的研

究内容进一步归纳为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宏观研究

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四方面内容。［２０］

（一）海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学习惯上将从消费者、厂商等个体经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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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角度开展的经济研究称为微观研究，将从国民收

入、就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量角度开展的经

济研究称为宏观研究，而将从行业、产业、区域等国

民经济子系统角度开展的经济研究称为中观研究。
海洋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海洋经济增长问题，
这一问题本身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其运行机制在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微观和中观的经济行为，包括经

济要素、厂商投资、消费行为、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等，要素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海洋经济增长

的条件也同样如此。因此，本文认同从微观、中观、
宏观的角度建构海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但是，有的

研究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加入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理论、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等内容，这些内容

可以整合到前述的三方面内容中。
（二）海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现有研究对海洋经济学研究内容的观点不尽一

致，这与各研究基于的时代背景、研究视角，以及对

海洋经济学研究对象、任务、学科性质等的界定不同

有关。基于前文提出的海洋经济学研究对象四属性

及“海洋经济可持续高效增长”的海洋经济学研究任

务，以“海洋经济增长→海洋经济高效增长→海洋经

济可持续高效增长”为逻辑线索，本文认为，海洋经

济学应至少包括以下研究内容：

１、海洋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主要研究海洋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与任务、研究内容、学科性

质、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其中，理论基础主要指

可以纳入海洋经济学理论体系或与海洋经济特点相

适应、可以指导海洋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现有理

论。这些理论部分来源于现有一般经济理论，如产

权理论、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等；部分来源于现有海洋经济

学相关分支学科，如陆海统筹理论、海域承载力理论

等。

２、海洋生产要素。主要研究海洋生产要素的概

念、构成、分类、属性特征，以及与海洋经济增长的联

系机理等，是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生产力部分。

３、海洋经济组织。主要研究海洋经济组织的类

型、特点、适用性、效率及演化特征等，属于微观海洋

经济学的内容。

４、海洋产业经济。应从海洋产业整体和海洋产

业部门两个层面展开研究。海洋产业整体层面，重

点研究海洋产业结构问题，即海洋经济资源的时间

配置和产业间配置问题，依据一般产业结构理论，结
合海洋产业划分、陆海关联、产业竞争与协作等产业

特性，讨论海洋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路径及其

对海洋经济增长和海洋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海洋

产业部门角度，主要讨论各具体海洋产业部门的一

般运行规律，包括各海洋产业部门的概念与分类、基
本特征、地位与作用、生产与消费行为规律、市场结

构、产品供求与价格形成机制等。

５、海洋区域经济。主要研究海洋经济发展的空

间方面，即海洋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海洋经济空

间的划分涉及到两个维度：一是从海陆分离的维度，
按照距离陆地的远近和国际法律地位的不同，可以

将一国海洋经济空间划分为海岸带、领海、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等条带状海洋经济类型区，海洋经济学

应研究在不同的技术要求和法律地位条件下，不同

海洋经济类型区的开发模式与策略；二是从海陆一

体维度，可以以沿海海洋经济中心城市及其海域腹

地为基本单元，将一国海洋经济空间划分为数量不

一、级别不等的海陆综合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彼此相

对独立又紧密联系，以产业分工为基础形成一国海

洋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体系，进而对一国海洋经济

的整体增长及海洋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海洋经济学应从微观海洋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行为

出发，以探索海洋产业的集聚与扩散规律为线索，加
强对海陆互动机制及海洋产业布局机制的分析，深

刻揭示海洋经济区的形成、发展与演化规律。

６、海洋生态经济。主要面向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将海洋生态环境与人类海洋经济活动视作一个

系统整体，围绕人类海洋经济活动与海洋自然生态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结

构、功能、规律、平衡、生产力及生态经济效益、海洋

生态经济的宏观管理和数学模型等内容，其最终目

的是追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整体效益优化，促使海

洋经济在海 洋 生 态 平 衡 的 基 础 上 实 现 持 续 稳 定 发

展。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对海洋资源和

海洋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不超过海洋资源和海洋环

境保持自我更新、恢复能力的阈值，这一阈值决定了

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海洋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海洋

经济活动的最大承载能力。因此，海洋生态经济研

究，一方面要研究海洋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测算方

法，包括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表征

模型、评估技术，并通过设置内生或外生变量的方式

将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纳入海洋经济增长模型，探

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海洋经济的增长机制和资源配

置机制；另一方面要围绕海洋生态价值的核算与补

偿，研究海洋生态经济的管理方法。

７、海洋经济管理。海洋经济管理是管理在海洋

经济领域的运用，是各种管理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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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对海洋领域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进行的以协

调各当事者行为为核心的计划、组织、推动、控制、调
整等活动。从广义上讲应包括微观海洋经济主体的

生产经营管理行为和政府的宏观海洋经济管理行为

两方面内容，但是在海洋经济学中一般主要讨论后

一方面内容。在依法行政原则下，海洋经济学对海

洋经济管理进行研究首要的是要讨论海洋基本经济

制度，特别是海洋产权制度的设计，以法律的形式确

定一国海洋经济运行的生产关系基础。其次是要讨

论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构建，为实施海洋经济高效

管理提供组织保证。最后是讨论海洋经济管理的方

法和手段，包括海洋经济政策、海洋经济区划与规划

等，为海洋经济理论转化为现实的海洋生产力提供

通道。

８、海洋 经 济 合 作。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进 程 的 推

进，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当今所有国家或地区

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海洋的开放性、海洋资源的

流动性，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定的独特的国

际海洋权益关系结构，使得海洋经济领域的经济合

作，特别是国际合作，比陆地经济领域更加迫切和必

要，可以说，不参与海洋经济合作，就难以真正享有

和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海洋经济合作研究，包括

国内海洋经济合作和国际海洋合作两个层面，应重

点探讨海洋经济合作的领域、内容、方式和机制等内

容，为推动海洋经济合作提供理论支撑。
五、海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孙凤山认为：“海洋经济学不是一门理论经济科

学，而是属于应用经济科学，即部门经济科学，……
是一门边缘性的科学”。［３］权锡鉴认为：“与理论经济

学相比较，海洋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或部门经济

学的范畴；就海洋科学领域来说，海洋经济学又属于

海洋科学的组成部分或一个分支；就海洋经济学本

身而言，它属于介乎理论经济学与海洋自然科学之

间的边缘性学科。”［４］陈万灵认为：“海洋经济学的学

科性 质 属 资 源 经 济 学”。［５］周 江、何 翔 舟、石 洪 华 认

为，海洋 经 济 应 该 划 入 区 域 经 济 的 范 畴。［８，２１－２２］孙

斌、徐质斌在所著《海洋经济学》一书中认为：“海洋

经济学是以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为

理论基础的一门应用经济学，……不能把海洋经济

学划入边缘 经 济 学 种 类。”［２３］王 琪 认 为：“海 洋 经 济

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是
运用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来研

究海洋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规律的学科。”［１９］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对海洋经济学学科性质的讨

论也是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是，海洋经济学是经

济学而不是其他科学，进一步地，是应用经济学（部门

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分歧点主要在于，海洋经

济学是否属于边缘学科，以及海洋经济学具体应归属

应用经济学（部门经济学）中的哪一学科。
海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主要由其研究对象、研

究任务和研究内容规定。首先，毋庸置疑，海洋经济

学是在多学科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其研究过程

中也必然会涉及经济学、海洋学、地理学、生态学、管
理学、社 会 学、科 学 学、技 术 学、工 程 学、生 物 学、数

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其与海洋

学、地理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联系十分紧密，因

此，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门边缘科学。然而，研究

海洋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揭示海洋领域的经济

规律以指导海洋经济实践，经济学是其理论依据和

工具方法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学科归属上，还是应

将其归为经济学序列而不是归为其他社会科学，更

不能归为海洋科学等自然科学。其次，在研究对象

上，海洋经济学不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
而是将理论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应用于海洋，研究海

洋这一特定领域的特殊经济规律，因此，海洋经济学

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然而，海洋经济

学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用经济学，而是一门带有

强烈基础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相对于理论经济

学，它更注重应用；相对于海洋经济科学领域的其他

分支学科，它又是基础，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指导

性原理和一般方法。因此，笔者认为，海洋经济学是

一门应用基础经济学。此外，海洋经济的多元性及

海洋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海洋经济学的涉猎范

围必然十分广泛，既有资源经济的内容，又有产业经

济和区域经济的内容，甚至还有生态经济和环境经

济的内容，这种与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导致很难也不

宜将其归为任何一门现有的具体应用经济学科。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将海洋经济学定义为一门带

有边缘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应用基础经济学能够更全

面和贴切地反映其属性特征。
六、结语

海洋经济的独特性质已充分支持了建立海洋经

济学的必要性，而我国的特殊国情也对建立海洋经

济学有着紧迫的需求。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

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表现出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

互动发展的特征，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生产力发展

的规律和要求也就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海洋经济

生产主要遵循剩余价值规律要求，而我国是一个以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海洋

经济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充分依靠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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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国海洋事业正

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海洋渔业、海洋

运输业，以及新兴的海洋油气、海水淡化、海洋能发

电等都在飞速发展，尽快建立海洋经济学，已成为一

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因此，不论西方国家是否

已有相关研究以资借鉴，也不论西方国家未来是否

会寻求建立海洋经济学，我们都必须着力构建我国

的海洋经济学，积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海洋

经济学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１］张爱 城．建 立 海 洋 开 发 经 济 学 科 学 体 系 初 探［Ｊ］．东 岳 论 丛，

１９９０，（５）：３１－３４．
［２］徐质斌．海洋经济与海洋经济科学［Ｊ］．海洋科学，１９９５，（２）：２１－

２３．
［３］孙凤 山．海 洋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对 象、任 务 和 方 法［Ｊ］．海 洋 开 发，

１９８５，（３）：６６－７０．
［４］权锡鉴．海洋经济学初探［Ｊ］．东岳论丛，１９８６，（４）：２０－２５．
［５］陈万灵．关于海洋 经 济 的 理 论 界 定［Ｊ］．海 洋 开 发 与 管 理，１９９８，

（３）：３０－３４．
［６］杨克平．试论海洋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对 象 与 基 本 内 容［Ｊ］．中 国 经 济

问题，１９８５，（１）：２４－２７．
［７］徐质斌，牛福增．海 洋 经 济 学 教 程［Ｍ］．北 京：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
［８］石洪华，郑伟，丁德文，等．关于海洋经济若干问题的探讨［Ｊ］．海

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７，（１）：８０－８５．
［９］董伟．美国海洋 经 济 相 关 理 论 和 方 法［Ｊ］．海 洋 信 息，２００５，（４）：

１３－１５．
［１０］张海峰，等．中国海洋经济研究［Ｃ］．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１］杨克平．关于 开 展 我 国 海 洋 经 济 理 论 研 究 的 设 想［Ｊ］．社 会 科

学，１９８４，（９）：２８－３０．
［１２］陈可文．中国海洋经济学［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徐质斌．海洋经济的 内 涵 与 统 计 学 外 延 新 说［Ａ］．中 国 海 洋 学

会２００５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Ｃ］．中国海洋学会，２００５．
［１４］徐质斌．论 海 洋 经 济 的 概 念 及 统 计 指 标 体 系 改 革———以 国 标

《海洋经济统计分类与代码》为参照系的研究［Ａ］．浙 江 省 海 洋

学会．”海洋经济研讨会”报告选编［Ｃ］．浙江省海洋学会，２００５．
［１５］孙智宇．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 望［Ｄ］．大 连：辽 宁 师 范

大学，２００７．
［１６］乔翔．中 西 方 海 洋 经 济 理 论 研 究 的 比 较 分 析［Ｊ］．中 州 学 刊，

２００７，（６）：３８－４１．
［１７］马克思．资本论（第１版）［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１８］陈万 灵．海 洋 经 济 学 理 论 体 系 的 探 讨［Ｊ］．海 洋 开 发 与 管 理，

２００１，（３）：１８－２１．
［１９］王琪，何广顺，高 忠 文．构 建 海 洋 经 济 学 理 论 体 系 的 基 本 设 想

［Ｊ］．海洋信息，２００５，（３）：１２－１６．
［２０］朱坚真，闫玉 科．海 洋 经 济 学 研 究 取 向 及 其 下 一 步［Ｊ］．改 革，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２－１５５．
［２１］周江．海洋经济与海洋开发［Ｊ］．财经科学，２０００，（６）：１６－１９．
［２２］何翔舟．我 国 海 洋 经 济 研 究 的 几 个 问 题［Ｊ］．海 洋 科 学，２００２，

（１）：７１－７３．
［２３］孙斌，徐志斌．海洋经济学［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ｕ　Ｘｉａｏｙａｎ１　Ｈａｎ　Ｌｉｍｉｎ２

（１．Ｙａｎｔ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ａｋｉｎｇ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
ｊｅｃｔ，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ｍｓ　ｉｔｓ　ｍｉｃｒｏ－，

ｍｅｓｏ－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ａｒｉｎ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ｔ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责任编辑：王明舜

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