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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经济效应: 提升供给效率与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中国沿海省份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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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 尤其是对提升其供给效率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叠加影

响, 本文在设计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基于中国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9—2019 年的数据分析, 

利用计量方法研究了共同富裕、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海洋生态产品政策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机

理。结果显示: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可显著提升中国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促进共同富裕; 海洋生态产

品政策在各区域的经济效应显著度呈东海-环渤海-南海依次递减的情况; 产业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

人口总数、人均存款、人均贷款、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政收入、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等因素均会对海

洋生态产品政策的经济效应产生影响。提出建议: 明确优化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和促进实现共

同富裕的政策目标; 研究有利于优化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 做

好区域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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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社会使用和消

费的产品和服务[1]。作为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 海洋

为人类的生命支持提供了重要作用。因此, 优化海洋

生态产品供给有利于满足人类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

要 , 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 对保障人类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

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 也就是消除两极分

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 可将其分为“共同”和

“富裕”两个层面, 前者是指差距应当较小, 而后者

则是指发展水平较高。同时,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上

的共同富裕, 而且应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2], 

也应是经济上和生态上的共同富裕 [3], 在不断增加

经济收入的同时, 还要确保精神是富有的、生态环境

是友好的, 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 良好的

生态产品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无论是直接服务类生态产品、间接服务类产品、

还是存在性服务类生态产品 [4], 无论是可交易性生

态产品、不可交易的生态产品、还是具有公共资源

和纯公共产品特性的生态产品, 要在促进海洋生态

产品供给与提升共同富裕程度方面起着直接或间接

的重要作用, 均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等的支持。现有

研究主要从价值实现路径与发展机制[5-7]、价值评估

与核算[8-10]、供给效率核算与评价[11]等视角对海洋生

态产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有益探讨。 

当前 , 全球经济发展已逐步向追求环境效率和

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以求解决社会发

展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平衡的问题, 力求达到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局面。同时, 消除贫困、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不同阶层人群的共同富裕, 已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其实现愿景和政策安

排也会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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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与促进实现共同富

裕的双赢目标不但契合时代要求, 而且是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实践, 可以作为有效评价海洋生态产

品政策经济效应的评估标准。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

以发现, 目前基本没有从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

率与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协同增效视角方面开展海洋

生态产品政策经济效应的研究。 

为此 , 以中国沿海省份的数据为基础 , 我们围

绕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经济效应这一议题, 探讨了海

洋生态产品政策对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与促

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首先, 评估了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对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 ; 再有 , 

运用全局参比 SBM 方法估算中国各沿海省份的海洋

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 第三 , 分区域评估了海洋生态

产品政策的两种效应 , 以反映政策的区域差异性 ; 

最后, 采用交互效应模型识别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经

济效应可能存在的内在机制。 

1  研究方法 

1.1  理论假设 

Porter 等认为 , 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能有效促

进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 , 产生“创新补偿” , 以抵

消部分乃至全部的“遵从成本”, 从而提高了生产

率[12]。Hamamoto 研究了日本制造业环境支出与创

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结论显示环境经济政策引致的

研发投入增加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13]。

Jorge 等则选择西班牙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 , 分析

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发现

环境经济政策能直接且明显地提升中小企业竞争

力[14]。这意味着环境经济政策的“创新效应”可以

通过生产方式改进、技术升级等方式提升效率。因

此 , 海洋等生态产品政策 1的制定与实施可以通过

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提升海洋生态产品

供给效率。此外, 还可以有效刺激海洋生态经济的

增长, 海洋生态经济增长将扩大对海洋生态产品的

需求量, 通过获取海洋生态产品要素利用的规模经

济效应间接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综合上述

观点,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H1):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可以有效提升海

               
1根据生态产品的定义,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包含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与修复、促进海洋生态产业(如海洋生态旅游业)发展、海洋资源环境与

服务交易等方面相关的法规、决定、意见、规章制度、措施、办法等。 

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共同富裕不仅是分配到个体和家庭的收入或财

富的共同富裕, 而且包括十分重要的公共产品或公

共福利的供给。公共福利做大了, 共同富裕的程度就

提高了。如果仅仅考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从效用函

数看, 效用水平是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函数, 即:  

U =U (Y, E).              (1) 
如果效用水平 U 与收入水平 Y、环境质量 E 呈

正相关关系, 则说明经济增长没有损害生态环境质

量, 属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如果效用水平 U 与收

入水平 Y 呈正相关关系, 但与环境质量 E 呈负相关

关系, 则说明经济增长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毫无疑问, 人们的愿景是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

面 , 在收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 , 生态优美与生态退

化的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感受截然不同。可见, 生态好

坏直接影响了公共福利。因此, 共同富裕绝不仅表现

在经济上 , 而且也应体现在生态上 , 生态福利是共

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

究假设。 

假设 2(H2):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可以通过改善海

洋生态环境, 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 

产业结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集聚水平、

财政投入、财政收入经济实力、金融存贷款规模、少

数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等因素, 会对海洋生态产品政策

作用的发挥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而言, 优化产

业结构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走向绿色、低碳发展道

路, 促进环境的保护, 提升供给效率; 人力资本与人

口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基

础设施共享, 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凸显集聚经济的优

势, 有利于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财政实力增强与加强财政投入, 可以使得支撑提升

效率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资源更为充裕; 金融机构存

贷款规模的扩大, 将有利于助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海

洋生态产品政策的发挥成效。据此提出假设 3。 

假设 3(H3):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与产业结构、地

区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基数、财政投入、财政收入、

存贷款规模、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等产生交互效

应机制, 进而会对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与促

进共同富裕实现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1.2  模型选取 

由于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与促进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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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实现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因此利用空间

计量方法来考察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效应, 以识别

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的空间交互作用。目前, 空间滞

后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和空间误

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是常用的两类空间

计量模型。具体分别如式(2)、(3)所示。 

 2

1

0
n

it i it j ijt it it
j

Y WY X N     


     ， ， , (2) 

 2

1

0 ,

it i j ijt it

n

it it it it
j

Y X

W N

  

     


  

  

，

， ，
     (3) 

其中, Y、X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εit、μit 分

别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W 为空间权重矩

阵, ρ、λ分别为空间滞后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 αi 为

截距项, αj 为模型系数, σ2 为方差, n 为空间维度, i 为

区域空间数, j 为解释变量个数, t 为时间。考虑共同

富裕和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可能会随着海洋环境

政策强度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因此进一步构建动态

空间面板模型, 包含被解释变量时间滞后项与空间

加权项。这既考虑了共同富裕和海洋生态产品供给

效率的时间和空间效应, 又有效避免了变量之间内

生性问题[15]。同时, 为了探索其他地区海洋生态产品

政策对本地区共同富裕和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的

影响, 我们添加了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空间加权项。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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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β、γ、η、δ为模型系数, C 为海洋生态产品政

策强度, νit 为随机误差项。 

1.3  变量 

1.3.1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在实现共同富裕

的过程中, 必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16]。因此, 

考虑数据的获取难易程度, 借鉴麻学锋等 [17]的处理

方法, 通过地区人均 GDP 和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两

个指标来构建区域共同富裕指数, 具体的计算方法

如下。 

首先 , 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及无量纲化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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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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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对地区共同富裕程度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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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标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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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项

指标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无量纲值; Tij 为指标 j

中 i 年的标准化数据; hj 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U 为地

区的共同富裕水平。 

1.3.2  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效率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是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方法[18], 但传统 DEA 模

型在测算效率时多侧重于期望产出, 采用径向或角

度的 CCR 模型(规模报酬不变模型)与 BBC 模型(规

模报酬可变模型), 并未充分考虑到投入、产出的冗

余以及松弛情况[18]。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Tone 提出基

于松弛测度(slack-based measure)的 DEA 模型[19], 文

献中通常将此称为 SBM-DEA 模型, 但其未充分考

虑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之间的弱处置关系。虽然

方向距离函数的引入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此问题 , 

但由于方向向量的主观特性, 成效难以保证。为此, 

Fukuyama 和 Weber 提出了一种基于定向松弛的技

术无效率测量方法[20]。我们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构造

了全局参比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 估计海洋生态产

品的供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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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t, k′, yt, k′, bt, k′)代表省份 k′的投入和产出值, (gx, 

gy, gb)、(sn
x, sm

y, si
b)分别代表投入和产出的方向向量、

松弛向量, gn
x、gm

y 和 gi
b 分别代表第 n 种投入、第 m

种期望产出和第 i 种非期望产出的方向向量, 由于两

者度量单位相同, 所以将两者相比进行标准化后可

进一步相加 , 表示的是无效率水平 , 目标函数则是

要使无效率值达到最大。根据 Cooper 等[21]的做法, 

可以对无效率的来源进行分解。 

投入无效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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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期望产出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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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参考贺义雄等[11, 22]的研究, 选取的投入指标是

海域和土地面积、能源消耗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及

涉海就业人员数, 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来表

示期望产出, 用废水、废气与废弃物排放量表示非期

望产出。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与总价值的计

算方法, 参考文献[23]。 

1.3.3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 

我们借鉴了娄文龙等 [24]提出的量化标准, 以海

洋生态产品政策颁布机构(政府)级别为评分基本标

准, 对五个层级(中央、省、市、县、乡)的政策进行

划分 , 将各省的海洋生态产品政策量化 , 再利用于

斌斌等[25]的处理方法构建政策强度, 具体的计算方

法如下。 

1

ij

ij
w

n ij

i

p
P

p

n




,           (14) 

式中, pij 为第 i 个省份海洋生态产品政策 j 的量化数

值, 
ijwP 是一个无量纲的数值, 表示第 i 个省份的海

洋生态产品政策 j 的相对强度, n 为省份数。 

1.3.4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以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

比值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采用区域人口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来表示。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 考虑少数民

族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 1 表示是少数民族地区, 0 表

示不是少数民族地区 ; 常住人口总数 : 采用区域年

末常住人口数来表示; 其余变量包括人均财政预算

支出、财政预算收入、储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 

1.4  研究数据 

本文的数据由 2009—2019 年沿海 11 个省级单

位(含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组成, 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2018—2020)、《中

国渔业统计年鉴》(2010—2020)、《中国海洋统计年

鉴》(2010—201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 

2020)、《中国金融年鉴》(2010—2020)、《中国环境

统计年鉴》(2010—2020)及各省级单位 2010—2020 年

的相关统计年鉴。 

各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变量 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 

E 0.102 0.192 0.010 0.051 1.153 121 

CP 0.330 0.150 0.081 0.296 0.772 121 

C 1.000 0.042 0.940 0.993 1.186 121 

Z1 1.397 0.688 0.457 1.198 4.747 121 

Z2 9.840 0.703 8.551 9.683 11.88 121 

Z3 8.359 0.757 6.762 8.476 9.352 121 

Z4 12.29 9.510 0.037 9.921 53.54 121 

Z5 9.346 6.299 0.079 7.896 32.54 121 

Z6 1.121 0.612 0.329 1.022 3.445 121 

Z7 0.797 0.556 0.128 0.628 2.951 121 

Z8 0.091 0.289 0.000 0.000 1.000 121 

注: E 代表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CP 代表共同富裕指数; C 代表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强度; Z1 代表产业结构; Z2 代表人力资本水平; Z3 代表人

口总数, 由于其数量级较大, 对其做了取对数处理; Z4 代表人均存款; Z5 代表人均贷款; Z6 代表人均财政支出; Z7 代表人均财政收入; Z8 代表是否

为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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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特征性事实 

根据上述方法, 本文得到了 2009—2019 年中国沿

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共同富裕指数、海洋生

态产品供给效率和政策强度。结果显示, 共同富裕指数

增速较快的地区集中在工业较为发达的区域, 如上海、

江苏、浙江、天津等省市; 而共同富裕指数增速较慢的

地区则主要集中在工业欠发达的区域, 如海南、广西等

地。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的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的

平均值, 在 2009—2019 年间都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在2016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点发生了较大的波动, 即

2016 年后下降, 2018 年后开始快速上升。中国沿海地

区的政策强度整体上缓慢增大。这说明, 经济增长是带

动共同富裕水平上升的主要动力, 同时海洋生态产品

供给效率整体上随着政策强度的增长而逐渐上升。 

然后, 进一步将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为环渤海区域、东海区域和南海区域23 个区域, 进

行空间异质性考察, 具体见图 1—图 3。分区域的结

果显示 , 共同富裕指数方面 , 东海区域增长速度明

显高于环渤海和南海地区, 呈现“东海>环渤海>南

海”的空间格局。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方面, 南海

区域明显高于东海和环渤海区域, 呈现“南海>东海>

环渤海”的空间格局。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强度方面, 

南海区域低于环渤海和东海区域, 且这一差距逐渐

增大。从时间序列上来看, 共同富裕指数在 2018 年

发生了较大波动, 即环渤海地区在 2018 年后开始下

降, 这可能是因为天津宏观统计中的数据的影响造

成; 东海和环渤海区域两个地区的海洋生态产品供

给效率均在 2009—2016 年间有小幅上升但变化不大, 

2016—2017 年下降, 2017 年后开始回升; 南海区域

在 2009—2012 年间快速下降, 2017 年后快速上升, 

2019 年又快速下降。 

为了检验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效应是在提升海

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方面更明显, 还是在促进沿海

地区共同富裕实现方面更明显, 本文通过简单的散

点图来观察政策强度与共同富裕程度及海洋生态产

品供给效率之间的关系。图 4、图 5 显示, 政策强度 
               

2参照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制定的《“十四五”海

洋经济发展规划》中对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

经济圈的划分情况, 环渤海区域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等三省一

市, 东海区域为上海、江苏、浙江等两省一市, 南海区域包括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等四省区。 

 

图 1  共同富裕指数变化趋势 

Fig. 1  index of common prosperity 

 

 

图 2  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变化趋势 

Fig. 2  Supply effi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图 3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强度变化趋势 

Fig. 3  Policy intensit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图 4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强度与共同富裕指数散点图 

Fig. 4  Scatter char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and policy 
intensit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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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强度与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散点图 

Fig. 5  Scatter chart of policy intensity and supply effi-
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与共同富裕程度及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之间都存

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即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在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和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方

面可能同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 

2.2  基础回归结果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 , 通常需要对被解释

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作空间相关性检验。本文利用

全局莫兰指数方法对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共同

富裕水平和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强度做空间相关性检

验,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全局莫兰指数检验结果 
Tab. 2  Global Moran's I test results 

E CP C 
年份 

莫兰指数 Z P 莫兰指数 Z P 莫兰指数 Z P 

2009 0.57** 2.530 0.011 0.473* 1.720 0.089 0.587** 2.040 0.041 

2010 0.581** 2.570 0.010 0.493* 1.750 0.079 0.603** 2.180 0.029 

2011 0.556** 2.470 0.014 0.497* 1.760 0.078 0.597** 2.160 0.031 

2012 0.555** 2.470 0.014 0.500* 1.770 0.076 0.558** 2.050 0.045 

2013 0.532** 2.380 0.017 0.516* 1.820 0.069 0.542* 1.910 0.056 

2014 0.542** 2.420 0.016 0.535* 1.870 0.062 0.529* 1.830 0.067 

2015 0.543** 2.420 0.015 0.554* 1.920 0.055 0.734*** 2.620 0.009 

2016 0.548** 2.440 0.015 0.508* 1.770 0.076 0.752*** 2.660 0.008 

2017 0.595*** 2.630 0.009 0.517* 1.820 0.072 0.811*** 2.970 0.003 

2018 0.602*** 2.660 0.008 0.538* 1.860 0.063 0.794*** 2.880 0.004 

2019 0.626*** 2.720 0.007 0.511* 1.810 0.071 0.805*** 2.920 0.003 

注: ***、**、*分别表示达到 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2 是全局莫兰指数的检验结果。其中, 海洋生

态产品供给效率、共同富裕水平和海洋生态产品政

策强度 3 者的莫兰指数值在 2009—2019 年间呈波动

上升的趋势。从表 2 可以看出, 三者的全局莫兰指数

均至少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的被

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

征, 因此空间计量模型适于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表 3 呈现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其

中, 第 2、3 列展示的是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影响海洋

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的回归结果, 而第 4、5 列报告了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回归结果。

表 3 中, E(–1)、CP(–1)分别代表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

量, 其均在 1%水平上显著, 说明海洋生态产品供给

效率提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 

Rh 代表空间滞后系数, 其均在 5%或 1%水平上高度

显著, 说明各省之间的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提升

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正向的协同效应, 彼此之间

在发生水平上相互促进; C 和 W·C 的系数大部分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本省和其他省市的海洋生

态产品政策对本省的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提升与

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此可证 , 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生态产品政策

不但能够有效提升区域海洋生态产品的供给效率 , 

而且可以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的实现。这充分验证了

假设 H1 与假设 H2 均成立, 即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在

有效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与助推共同富裕实

现方面可以实现二者双赢的目标。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 产业结构调整能显著

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这主要源于第三产业的

蓬勃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与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

呈负相关, 原因可能是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人群更多地

从事与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行业。人

口总数与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而与共同富裕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这一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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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集聚对于区域的共同富裕程度有积极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人口也是一种资源, 有利于带动更多的

资源并吸引更多的资本, 也就能使该区域获得更好的

发展; 但与此同时, 区域的经济发展难免会造成各种

污染, 进而也会直接或间接对海洋生态造成更多的负

面影响。Z4 所代表的人均存款与共同富裕程度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 这是因为过高的存款量虽然可作为居民

对风险防范的一种有效途径, 但这种趋于平缓的稳定

也意味着没有经济活力, 这对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一

个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会带来阻碍。Z5 的回归结果验

证了人均贷款与共同富裕程度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与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原

因主要是较高的人均贷款说明该区域的经济活力更

高, 人们倾向于获得一笔资金去进行投资或生产, 而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中

级阶段, 得到资金投入的工厂和企业在提高经济产出

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对该地区生态资源的消耗与

破坏。Z7 与共同富裕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原因在

于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越高, 其承担公共服务事项等的

能力越强, 越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Z8 与共同富裕

程度和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 其

主要原因可能是与其他省份相比, 少数民族地区(广

西壮族自治区)的经济活力相对较弱且发展基础相对

较差, 因此造成其富裕程度较低, 同时由于该地区对

海洋等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力度不够, 降低了其海

洋生态产品的供给效率。 

 
表 3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Tab.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ynamic spatial panel model 

 E E CP CP 

E(–1) 0.427*** 0.461***   

 (0.025) (0.048)   

CP(–1)   0.215*** 0.248*** 

   (0.037) (0.033) 

C 0.196*** 0.123*** 1.399*** 1.056*** 

 (0.021) (0.040) (0.304) (0.174) 

W×C 0.087** 0.075** 0.428*** 0.379*** 

 (0.042) (0.038) (0.120) (0.091) 

Z1  0.109***  –0.011 

  (0.025)  (0.011) 

Z2  –0.095**  –0.009 

  (0.038)  (0.016) 

Z3  –0.136***  0.054*** 

  (0.024)  (0.010) 

Z4  0.006  –0.013*** 

  (0.005)  (0.002) 

Z5  –0.015***  0.025*** 

  (0.006)  (0.003) 

Z6  0.078  0.052 

  (0.073)  (0.032) 

Z7  –0.060  0.154*** 

  (0.095)  (0.041) 

Z8  –0.142***  –0.071*** 

  (0.041)  (0.018) 

Rh 0.518** 0.604*** 0.173** 0.206** 

 (0.243) (0.209) (0.081) (0.096)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对数似然值 –46.502 –31.786 –96.449 –31.648 

调整后的 R2 0.508 0.874 0.283 0.915 

观测值 121 121 121 121 

注: ***、**、*分别表示达到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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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异质性分析 
政策的强度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地政

府的行为偏好与发展目标。为了识别区域差异对

于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 本

文在前文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 采用动态空间面板

模型对环渤海、东海和南海 3 个区域海洋生态产

品政策的经济效应分别进行了分析 , 分析结果见

表 4 所示。  

 
表 4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 4  Resul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E CP E CP E CP 
 

环渤海区域 东海区域 南海区域 

E(–1) 0.415***  0.528***  0.357***  

 (0.122)  (0.126)  (0.078)  

CP(–1)  0.226***  0.374***  0.192** 

  (0.065)  (0.094)  (0.097) 

C 0.201*** 0.682** 0.436*** 2.201*** 0.148* 0.491* 

 (0.026) (0.319) (0.073) (0.506) (0.225) (0.263) 

W×C 0.046* 0.257** 0.105*** 0.547*** 0.038** 0.207* 

 (0.025) (0.120) (0.029) (0.173) (0.018) (0.112) 

Z1 0.008 –0.079*** 0.003 –0.037* –0.092 –0.014 

 (0.008) (0.026) (0.007) (0.021) (0.135) (0.009) 

Z2 0.039*** 0.103** 0.027*** 0.076*** 0.216 0.017 

 (0.013) (0.041) (0.009) (0.026) (0.255) (0.017) 

Z3 0.009 0.160*** 0.007 0.178*** –0.329** 0.012 

 (0.009) (0.028) (0.010) (0.029) (0.126) (0.009) 

Z4 0.008 0.039 0.005** –0.010 0.009 0.003 

 (0.005) (0.016) (0.002) (0.006) (0.047) (0.003) 

Z5 –0.013*** –0.020 –0.001 0.031*** –0.007 –0.001 

 (0.004) (0.014) (0.002) (0.005) (0.070) (0.005) 

Z6 0.030 –0.061 –0.028 0.102 0.180 0.040 

 (0.027) (0.084) (0.022) (0.064) (0.424) (0.029) 

Z7 –0.044* 0.170** –0.035 0.114 –0.877 0.178*** 

 (0.022) (0.067) (0.040) (0.118) (0.553) (0.038) 

Z8 0.008 –0.079*** 0.003 –0.037* –0.235 –0.035** 

 (0.008) (0.026) (0.007) (0.021) (0.185) (0.013) 

Rh 0.523** 0.158** 0.658*** 0.249*** 0.417** 0.128** 

 (0.242) (0.250) (0.201) (0.078) (0.205) (0.061)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对数似然值 –31.328 –44.675 –25.179 –31.557 –61.527 –30.315 

调整后的 R2 0.719 0.914 0.787 0.931 0.782 0.990 

观测值 44 44 33 33 44 44 

注: ***、**、*分别表示达到 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的研究结果表明:  

1) 各地区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提升与共同富

裕的实现均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各地区之间的海

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提升与共同富裕, 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总体看, 对各区域而言, 本区域和外区域的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对本区域的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

率提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均具有较显著的正面影响, 

其中东海区域最为显著。由此, 假设 H1 与假设 H2

再次验证是成立的。 

2) 对于环渤海区域, 从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来

看, 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共同富裕有较显著的负面影

响, 主要由于该地区仍以第一、二产业为主, 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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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实力还有待增强。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共同富裕

指数和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可能由于该地区的第二产业较发达, 同时海洋科学

研究与教育水平较先进, 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从业人

员。人口总数对共同富裕程度的影响显著为正, 这与

基础回归结果相一致。人均贷款量仅对海洋生态产

品供给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均财政收入水平

与共同富裕程度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 这与基础回

归结果相一致; 但其与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呈现

较强的负相关, 可能由于该地区的财政税负相对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偏高, 抑制了海洋生态产品的再

生产。 

3) 对于东海区域 , 产业结构、人均受教育年

限、人口总数的相关性与环渤海区域基本相同, 其

中产业结构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显著程度明显低于

环渤海区域, 原因在于东海区域的第三产业较发达, 

对经济的贡献比例要远高于环渤海区域。人均贷款

与共同富裕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充分表明该

区域经济活跃的客观现实。同时, 人均存款与海洋

生态产品的供给效率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

水平上)。 

4) 对于南海区域, 人口总数情况对海洋生态产

品供给效率呈现较显著的负向影响, 人均财政收入

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同时少

数民族地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富裕水平还较低 , 

这些均与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3  机制分析 

3.1  计量模型 

依据前文分析 , 本文构建下式所示的计量模型

分析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共同富裕程度与海洋

生态产品政策强度的协同交互效应机制。公式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 it

Y C Z C Z C

Z C Z C Z C

Z C Z C Z C

Z Z Z Z

Z Z Z Z

      

     
    

   

    

   
  
  
   
     

 (15) 

其中, Y 为被解释变量, 即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与

共同富裕水平; μi 为第 i 个地区的固定效应。 

3.2  对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影响的机制

检验 

表 5 是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对海洋生态产品供给

效率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其中可决系数均超过了

0.8, 表明模型解释力较强。由检验结果可知, 政策×

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正,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配合, 通过

涉海第三产业的发展, 能够提高海洋旅游资源等的

价值, 从而提升海洋生态产品效率。政策×人口总数

的系数为负,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说明人口

集聚降低了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效应。政策×人均贷

款的系数为正,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海

洋生态产品政策抑制了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

投资, 进而提高了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政策×人

均财政支出的系数为正,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海洋生态产品政策与人均财政支出相互促进 , 

促进了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经济效应。政策×人均财

政收入的系数为负 ,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表明财政收入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减弱海洋生态产品

政策的成效。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系数为正,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海洋生态产品政策能够

较大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 有

助于该地区海洋生态环境的维护与可持续发展。 

3.3  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机制检验  

表 6 是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对共同富裕影响机制

的回归结果, 其中可决系数均超过了 0.9, 说明模型

解释力强。由检验结果可知, 政策×产业结构的系数

为正,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说明海洋生态产

品政策的存在, 能够较好地发挥生态惠民、生态富民

的作用, 使得旅游等第三产业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

现贡献力量。政策×人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正,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高素质劳动力在海洋

生态产品开发过程中大有可为, 并能够创造较高的

国民生产总值及获得好的收入回报, 从而更好地促

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政策×人均存款的系数为负,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人均存款因素抑制了

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效应。政策×人均贷款的系数为

正,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海洋生态产品

政策与人均贷款相互促进, 更好地促进了海洋生态

产品政策的效应。政策×人均财政支出的系数为正,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两者相互作用, 更

好地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政策×人均财政收入的

系数为正,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人均财

政收入与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相互促进, 更好地提升

了共同富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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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以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机制检验 
Tab. 5  Mechanism test with supply effi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C 0.185*** 0.152*** 0.175*** 0.174*** 0.181*** 0.188*** 0.185*** 0.172***

 (0.056) (0.051) (0.056) (0.052) (0.037) (0.054) (0.038) (0.040) 

C(Z1) 1.104**        

 (0.523)        

C(Z2)  0.314       

  (0.446)       

C(Z3)   –1.047**      

   (0.449)      

C(Z4)    –0.018     

    (0.050)     

C(Z5)     0.117***    

     (0.036)    

C(Z6)      0.394**   

      (0.182)   

C(Z7)       –0.208*  

       (0.113)  

C(Z8)        0.802**

        (0.368) 

Rh 0.598*** 0.574*** 0.573*** 0.578*** 0.543*** 0.573*** 0.587*** 0.582***

 (0.024) (0.083) (0.116) (0.109) (0.107) (0.112) (0.124) (0.106)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对数似然值 –71.145 –26.802 –83.092 –39.940 –82.208 –65.947 –26.718 –33.207 

调整后的 R2 0.804 0.897 0.810 0.896 0.847 0.852 0.813 0.857 

观测值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注: ***、**、*分别表示达到 1%、5%、10%的显著性水平。另一方面, 由于表格篇幅所限, 这里仅报告了各个控制变量与海洋生态产品

政策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具体给出 

 
综上所述, 产业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总

数、人均存款、人均贷款、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

政收入、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等因素均会与海洋生态

产品政策相关联, 对其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这表明

假设 H3 大部分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针对海洋生态产品政策构造准实验研究 , 以

2009—2019 年中国沿海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

验了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在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

率与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双重效应; 并从区域异质

性角度考察了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经济效应。此外, 

还利用交互效应检验模型探讨了海洋生态产品政策

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海洋生态产品

政策在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与促进共同富裕

方面具有显著的效应 ; 分区域来看 , 这一结论在环

渤海、东海及南海各区域依然成立, 但呈东海-环渤

海-南海依次递减的情况 ; 交互效应机制分析表明 , 

产业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口总数、人均存款、

人均贷款、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政收入、少数民

族地区情况等因素均会对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经济

效应产生影响。 

据此, 针对海洋生态产品政策提出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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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以共同富裕为被解释变量的机制检验 
Tab. 6  Mechanism test with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C 1.316*** 1.257*** 1.481*** 1.400*** 1.583*** 1.526*** 1.525*** 1.459***

 (0.451) (0.315) (0.476) (0.449) (0.324) (0.465) (0.311) (0.275) 

C(Z1) 0.877***        

 (0.268)        

C(Z2)  0.842***       

  (0.176)       

C(Z3)   0.244      

   (0.198)      

C(Z4)    –0.072***     

    (0.021)     

C(Z5)     0.096***    

     (0.020)    

C(Z6)      1.133***   

      (0.227)   

C(Z7)       1.328***  

       (0.283)  

C(Z8)        –1.112 

        (3.641) 

Rh 0.186*** 0.191*** 0.187*** 0.190*** 0.192*** 0.189*** 0.192*** 0.193***

 (0.057) (0.054) (0.057) (0.049) (0.061) (0.057) (0.058) (0.060)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省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对数似然值 –56.418 –43.206 –37.503 –67.718 –56.163 –36.387 –42.518 –52.479 

调整后的 R2 0.915 0.923 0.908 0.916 0.922 0.924 0.922 0.907 

观测值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注: ***、**、*分别表示达到 1%、5%、10%的显著性水平。另一方面, 由于表格篇幅所限, 这里仅报告各个控制变量与海洋生态产品政

策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具体给出 

 
1) 分析现有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明确优化提

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发

展目标。首先, 围绕海洋生态产品组织开展法律法规

制度研究 , 一方面填补现有法律法规空白 , 另一方

面通过优化, 推动正向叠加效应。其次, 摸清海洋生

态产品家底, 建立海洋生态产品数据库和精细化动

态管理机制, 搭建海洋生态产品分级分类交易平台。

再次 ,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推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 建立政府执行、市场认可、社会认同的海洋生

态产品政策体系。第四, 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根据职责任务合理分工, 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土地、

海洋等多方面作用, 推动不同区域间政策协同、科技

交流与人才流通。 

2) 结合政府部门的管理目标、市场资源化配置

的现实需要、社会发展的规律, 研究有利于优化提升

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

工具。基于海洋资源要素特点, 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 构建可跨区域流动的海洋生态产品市场化交

易体系, 建立“海洋生态产品+”产业发展模式, 推

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供需匹配及有效

转化。同时, 以促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出发点, 

解决重大项目在用海要素保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 建立正、负面清单, 明确海洋生态产品重点项

目, 建立完善的海洋生态建设、环保、补偿和治理标

准与机制 , 提高海洋自然资源要素保障能力 , 推进

海洋生态产品有效投资,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3) 做好区域海洋生态产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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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各区域(特别是南海)而言, 要在分析评估区位

特点、海洋资源环境优势与开发利用现状、海洋生

态产品发展现状与潜力、现行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实

施效果基础上, 评估海洋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的等级

和水平, 明确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作目标和工作

重点, 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海洋生态产品政策。另一

方面, 各地应加强对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人口

总量、人均存款与贷款规模、人均财政支出与收入

等情况的动态监测和评估, 结合区域的发展特点(如

少数民族区域发展情况)和不同经济圈内共同富裕的

发展趋势 , 动态优化调整海洋生态产品政策 , 并加

强政策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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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 policy tools, specifi-

cally for improving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designed and data analysis of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9 to 2019, the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among common prosperity, supply 

effi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 policie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spatial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 policy has significant economic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2) Considering sub-regional studie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 policies are decreasing in 

the order of the East China Sea, Bohai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and (3) Industrial structure, per capita education 

years, total population, per capita savings, per capita loans, per capita fiscal expenditure,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other factors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economic effect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 

policy. Hence,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re suggested: (1) optimize policy goals to improve the supply effi-

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2) develop policy tools to 

improve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3)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marine ecological produc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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