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鼢海洋经济

对山东省海洋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

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建议

一、山东省发展海洋产业
的战略意义

开发海洋是当今世界经济

发展的大趋势。许多国家和地

区把开发海洋作为促进经济持

续发展一个重要领域。海洋是
山东国土的特色和潜在的优

势，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发海洋

是山东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山东省海岸线长3 12Ikm，

可供建设港口的海岸线长度有
2 510km；濒I临黄海、渤海，面向

日本、韩国，海域面积17万

km2，比陆地面积大1 1％；海岛

326个，浅海滩涂面积193万

hm2；可供开发利用的有
132hm2，近海已探明的石油地

质储量有1．2亿t，东营一带地
下岩盐5 882亿t，地下卤水净

储量6l亿m3，滨海黄金储量、

产量及盐业年产量均居全国

第一位，全部海域位于温带和
亚热带之间，近海海洋生物有

毛爱华

1 000余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

有400余种。

山东省海洋开发历史悠

久，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山

东省海洋开发技术水平有较大
提高，海洋产业发展已有良好

的基础，形成了包括海洋运输、

海洋渔业、制盐和海洋化工、滨

海旅游业、渔业资源与矿产开

发等较为完备的海洋产业体
系。2000年全省原盐生产能力、

盐化工溴素产量、烧碱和纯碱

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海洋药
物以及海产品加工业产值也居

全国前列，以滨海旅游资源为

基础的旅游业和港口运输业有

力地带动了外向型海洋经济的
发展。但目前山东省海洋产业

现代化水平还较低，传统产业

和初级产品生产仍占较大比

重，新兴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海洋开发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

均与资源拥有量不相适应，整
体技术水平与海洋经济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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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采取

有力措施，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安排

海洋产业，对于促进海上山东

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
义。

二、发展海洋产业应遵循

的原则

1．以加速海洋产业发展为

目标，塑造新兴产业群

“科技兴海”在全面服务于

海洋十大产业的同时，重点突

出和塑造四大新兴产业，即海

洋农牧业(重点是海水养殖)、
海洋化工业(重点是盐化工)、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提取(重点

是海洋药物)、海洋水产加工业

(重点是食品工程)。
2．以嫁接改造中小企业为

重点，实现传统产业的能级跳跃

依靠科技带动，引导中小

企业参与“科技兴海”项目，实

施技术嫁接改造，使其成为新

兴产业的生长点，实现产品产

   



业结构优化。

3．以成果储备为基础，确

保海洋产业发展的质量和后劲

确立有限目标，组织精锐

力量，瞄准国内外先进水平，新

上一批水平高、针对性强、市场
前景好的应用基础研究、高技

术研究和科技攻关项目，为“科
技兴海”提供比较充足的成果

后备资源。

4．以市场为导向，促进海

洋科技成果的国际化

在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

同时，大力发展国际合作交流，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消化、吸

收和创新，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推进“科技兴海”国际化进程。

5．以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为
前提，做到资源综合开发与保

护相结合

两者要同步规划、同步实

施，注意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

平衡，提高海洋开发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山东省海洋产业发展

战略思考

1．积极实施科研超前型战
略

针对建设“海上山东”中的

重大技术难题开展技术攻关，

搞好基础性研究和高新技术研

究，为建设“海上山东”打基础、

创条件、增后劲。
2．贯彻顺序发展型战略

“科技兴海”从海水增养殖
和海洋化工起步，海水养殖业、

捕捞业、盐业、海洋化工业、海

洋能源矿产业、海洋港口运输

业、海洋旅游业各业并举，全面
推进海洋产业的科技进步。

3．实施技术开发关联型战略

科研、开发、推广相衔接，

一济僦移卅∥
科技、教育、生产相结合，以产

中的技术开发为主体带动产

前、产后的技术配套服务，做到

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海上

安全保障服务的相关技术同步
发展，加速建立相互协调、相互

促进的海洋产业体系。

4．推行市场导向型战略

“科技兴海”必须遵循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以市场为

导向和动力，面向国际、国内两

大市场开展科研、开发和推广，
建立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相结

合的新机制。

四、优化山东海洋产业结

构的建议

像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
基础地位一样，海洋一产的地
位和作用亦不容低估。但目前

山东省海洋一产的高比重固然
是由于海洋渔业科技水平较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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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兹矿海洋经济
高，但也不能否认，主要是靠大

量的物质消耗，并在一定程度
上以牺牲自然资源和对海洋生
态环境造成压力为代价的。山

东省海洋二产、三产的发展虽

进步较大，但由于资源条件、资

金、开发成本、技术水平、市场

需求等产品结构条件限制，从

1994年～1997年山东省海洋
产业结构(按增加值计)的变化

趋势可见，一产比重下降，二、
三产上升，尤其是三产所占比

重的增幅较大(1994年的18％

逐年增至1997年的27％)。但
同世界海洋产业结构或与海洋

发达的国家及全国平均相比

较，山东省海洋产业结构层次

仍然较低，急需加快海洋产业
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1．增强海洋国土意识，提
高研究、开发和保护海洋的自

觉性、主动性

提高全民族海洋意识、可

持续发展意识和科技兴海意

识，是依靠科技进步，建设“海
上山东”的基础。应组织专家、

学者和各种新闻媒介，举办各

种讲座、学习班、夏令营，有层

次地宣传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和

法制法规，图书出版部门应有

计划地编辑出版海洋科技的系
列专著和丛书，出版各种有关

海洋知识的普及读物。宣传山

东的海洋资源优势和科技优

势，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作为
弥补陆地资源短缺、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缓解就业压力的

一项重大举措。把发展海洋高
技术研究开发及其产业化，作

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创

造跨世纪辉煌的一项重要任
务，形成全省上下齐参与的海

洋开发、保护的社会大环境。

2．树立集约型、内涵式“海

上山东”建设目标
“海上山东”迄今走的基本

上是一条#1-延扩张的道路，其
中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海洋渔业

产量增长。山东海洋产业属于

比较初级的产业结构，今后“海

上山东”建设的模式必须修
正。山东大陆相邻本国管辖海

域约13．78kin：，资源丰度居全

国前列，山东真正的优势在海

洋科技。山东有中央和地方海

洋科研教育机构40余处，海洋

科技人员万余名，高级专业人
员1 000余人，占全国五分之

一，具有其他任何沿海省份都
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必须充

分发挥这一优势，由外延扩张

转变到内涵发展的轨道上来，

即发展科技含量高、高新技术
产业比重大、三次产业比例协

调、资源和环境保护好、可持续

发展的海上山东。

3．统一协调全省海洋科技

队伍，培植高素质的海洋科技
大军

现代海洋产业是高技术产

业，需要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从

业人员和科技人才。山东在传

统海洋产业向现代海洋产业的

发展过程中，必须根据海洋经
济发展的需要、海洋研究与开

发的需要，加快高素质海洋科

技人才的培养，注意海洋产业

从业人员科技素质的提高。发

展现代海洋产业，人才是关
键。要加快海洋科技人才的培

养教育，为“海上山东”建设提

供合格的人才资源，必须多种

角度采取措施，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制定海洋科技成果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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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省转化的鼓励政策，提高

软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吸

引人才，留住人才。
4．加大海洋开发力度，积

极开展国内外海洋科技合作与
交流

“海上山东”是一个开放大

系统，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
的推动下，必须把“海上山东”
放在国内对外海洋开发的大背

景下来考察。海洋开发在目前

条件下基干的或核心的地带是

海岸带，海岸带所以规律性地

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

“黄金地带”，主要在于其具有
对内、对外双向辐射的中轴作

用。这种区位优势在现代经济

生活中比某些特质要素的优势

更宝贵。港口业、海上运输业、

远洋渔业等本身就具有外向性
和国际性，必须自觉地把海洋

开发与沿海地区实行#t-向型经

济战略结合起来，同时发挥沿

海和内陆地区的互补、互促作

用。可以将这种思路概括为“海
上山东”、“海外山东”、“陆上山

东”三位一体的建设战略。同
时，还应利用山东省海洋环境

和科技资源优势，与国外合建

或外资独建海洋生物基因工

程、海洋精细化工、高效海水淡

化等实验室或实验基地。定期
或不定期召开各种海洋科技研

讨会、报告会等，扩大国内外的

合作与交流，加速海洋高技术
成果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

新。

五、山东省海洋产业的布

局构想

在科技开发上总的布局思

路是点、区、线相结合，科学合

理地配置海洋科技要素，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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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岛、烟台、威海三市，鲁北、

潍北为海洋科技产业密集区，

以沿海四个省级以上高新技术

开发区为基地，以乳山湾、胶州
湾为海洋农牧化开发重点，以

沿渤海岸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和

沿黄海岸经济开发为技术开发

带，以黄河三角洲为科技综合

开发的重要战场，用20年时间

分三步形成五区、四点、三湾、

二带、一洲的全方位、多层次的
海洋科技开发新格局。

将青岛、烟台、威海、东营、

潍坊建成5个各具特色的海洋

科技产业密集区。青岛重点发

展海洋科技和教育事业，成为

全国海洋科研、教学中心区，逐

步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海

洋科技城，并使海洋科技城变
成海洋科技产业城；烟台重点

进行多品种海洋水产增养殖新

技术开发，建立鲜活水产品出

口创汇和以外向型为主的水产
高科技开发基地，同时充分利

用滨海矿产资源优势，进行合

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形成区域

工业特色；威海重点以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为依托，逐步建

成海洋农牧化示范区；鲁北滨

海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要依托
石油大学和胜利油田的科技力

量，重点进行浅海石油开采与
石油化工技术开发，把东营建

成海洋石油、石化科技园；潍坊

北部地区地下卤水资源丰富，

制盐历史悠久，要发挥省盐科

所、各大盐场科技力量优势，改

造传统的制盐业，积极开发盐

化工技术，形成海洋化工技术
密集区。

沿海四个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是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海洋高技术产业要成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要的组

成部分。青岛开发区，逐步建立

以海洋生物技术、海洋药物、海
洋仪器仪表、海洋食品为主的

高科技产业群。烟台、威海开发

区，重点发展海洋药物、海洋产

品深加工等科技产业群。潍坊

开发区内，重点建立以盐精细
化工产品为主体的产业群。

三湾(胶州湾、莱州湾、桑

沟湾)是山东省最主要的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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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行增养殖开发，开展多

种模式的海洋农牧化试验，使

之成为海洋生物增养殖基地。

两带主要是根据渤海沿岸

和黄海沿岸区域资源和开发状
况提出的不同层次的开发重

点。渤海沿岸自然资源丰富，开

发水平和规模较低，主要是从

充分开发利用资源优势出发，

以资源开发促经济发展。黄海

沿岸城市较多，科技、经济基础
较好，主要应从较高层次上向

资源综合开发的深度进军，强

化经济技术开发能力，培植新

兴海洋产业，增强“科技兴海”

的显示度。

洲是指海洋科技为省里提
出的开发黄河三角洲跨世纪工

程提供技术保障和技术服务。

黄河人海口地区石油资源丰

富，土地后备潜力很大，是极具

开发价值的重点区域。“科技兴

海”要把黄河三角洲开发作为

重要战场，从海上石油、盐及盐
化工、水产养殖、滩涂开发等方

面提供配套技术服务，使黄河
三角洲的资源优势尽快变为经

济优势。

(作者单位 烟台师范学

院地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