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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
战。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推动该地区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应对海洋生态环境挑战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海洋经济发展区域，提高绿色海
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向高质量、高效
益方向转变。

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对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可以揭示环渤
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的短板与不足，为完善该地区海
洋科技创新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评价、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等方面。然而，针对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研

究方法。他们注重从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对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深入探讨，

为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发展趋势

未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将更加受

到重视。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为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

究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持。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研究内容：本研究将围绕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展开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构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评价；
三是探讨提升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与对策。

• 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构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实证分析法对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
率进行定量评价；最后通过比较分析法探讨提升该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与对策。

• 创新点：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构建针对环渤海地区的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
价指标体系，为该地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二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
置效率进行综合评价，揭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三是提出提升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
与对策，为推动该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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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
资源概述



海洋科研机构众多01
环渤海地区拥有众多海洋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

海洋大学等，这些机构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丰富

的科研经验。

海洋科技人才集聚02
该地区海洋科技人才济济，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和领军人物，为

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科研成果丰硕03
环渤海地区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多项国家

级科技奖励和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环渤海地区海洋科技资源现状



绿色海洋科技资源是指那些具有环保、

低碳、可持续等特点的，能够推动海

洋产业绿色转型和升级的科技资源。

绿色海洋科技资源可分为环保技术、

清洁能源技术、资源节约技术、生态

修复技术等类别。

绿色海洋科技资源定义及分类

分类

定义



配置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国家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的配置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投入力度逐年增强。

配置结构逐步优化

该地区在绿色海洋科技资源的配置上，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方向倾斜，推动海洋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配置效率有待提高

尽管环渤海地区在绿色海洋科技资源的配置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一些企业和科研

机构在资源配置上存在重复和浪费现象，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环渤海地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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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
率评价方法与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
适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评价，无需预设

函数形式，可处理非线性关系。

随机前沿分析（SFA）
考虑随机误差对效率的影响，但需预设函数

形式，适用于大样本数据。

Malmquist指数法
基于DEA或SFA方法，可动态分析效率变化

，适用于面板数据。

选择依据
根据研究目的、数据特点以及方法适用性进

行选择。

效率评价方法及选择依据



基于选定的效率评价方法，构建绿色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
型。

模型构建

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设计指标体系，投入指标包括资金、人力、
物力等，产出指标包括科研成果、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等。

指标体系设计

可采用主观赋权法（如专家打分法）或客观赋权法（如熵权法）确定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确定

模型构建与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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