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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伦以 岛屿 玲依托 的
“

第二 经济带
”开发

顾世显
(辽宁省海洋技术开发中心 沈阳 )

辽宁省以岛屿为依托的
“

第二经济带
”

开

发
,

就是指在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
,

把海岛的开发
,

纳入
“

海上辽宁
”

建设格局

之中
,

以促进海洋经济超常规
、

跳跃式和 突破

性地发展
。

1 提出五点设想的依据与意义

海岛是海洋开发的支柱和脊梁
,

是海岸

带 向海洋挺进的联结部和桥头堡
,

也是下个

世纪 向海洋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远涉基地
,

经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

从着 眼多极开发亦

即综合开发
,

以及资源配置格局 由低层向高

层发展
,

以岛屿为依托的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
,

聂豪有经济粉值伪悔丫鱼土
,

它角写已徽染

起来的
“

第一经济带
”

亦即海岸带相媲美
。

同

时
,

也标志着
“

海上辽宁
”

建设进入 一个更高

发展阶段
。

1
.

1 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条件

辽宁众多岛屿呈弧形分布于大陆海岸线

的外缘
,

多以群岛
、

列岛和半岛形式聚结
,

而

且连绵不断
,

蜿如一条人工构筑的铁索链
。

从

东 起 鸭绿江 口 到 西止 山海关 长城脚下 的

2 60 0多 k m 海岸线的近海海域
,

分布有大
、

小鹿 岛
、

长山列 岛
、

湖平岛
、

东西蚂蚁 犷长兴

岛
、

大
、

小笔架山岛
、

菊花岛等
。

由于岛屿多属

岩礁场海域
,

其初级生产力
,

相当于陆上耕地

的 14 倍
,

比有热带雨林之称的河 口海面的初

级生产力还高出 1 倍
。

加之海岛所具有 的区

位优势和多种多样的开发利用功能
,

为推行

以岛屿为依托的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建设
,

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资源条件
。

1
.

2 面向 2 1 世纪海洋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今人类正面临人 口膨胀
、

陆地资源减

少
、

环境恶化三大全球性间题
,

单一的陆地经

济
,

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为迎接新

时代的到来
,

积极开辟以岛屿为依托的
“

第二

经济带
”

建设
,

顺应近海区域更大范围的对外

开放和高层次的开发利用
,

对于调整自然体

系的相互关系
,

拓宽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
,

开发环岛海域的资源潜力
,

加速工业化
、

城市

化进程
,

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

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

1
.

3 “

海上辽宁
”

开发建设的需要

1 9 8 6 年 11 月
,

辽宁省海岸带和海徐资

源综合调查成果验收会上
,

第一次提出建设
“

海上辽宁
”

的战略构想
。

当时内涵的界定
,

是

峨婚悔裔减为狠乳
,

峨悔异滞俩梅延娜场Tn

等深线的海陆一体化开发为目标
。

时至今日

已经 7 个多年头
,

沿海开放城市
,

经济技术开

发区
,

辽宁半岛开放地带的经济建设
,

有了长

足的发展
。

这说明海陆结合部 的
“

第一经济

带
”

开发
,

即是建设
“

海上辽宁
”

的第一期工

程
,

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

当前应进入以岛屿为

依托的
,

采取
“

带
”

与岛连结的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
,

成为
“

海上辽宁
”

建设的第二期涉海工

程
,

拓展辽宁经济发展空间
,

为 21 世 纪经济

腾飞奠定 良好的基础
。

1
.

4 大经济圈 (区 )进一步拓展的需要

辽宁临海地带
,

既是大渤海经济圈的枢

纽地段
,

又处在 东北亚经济协作区的中继位

置
。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

移
,

处于太平洋沿岸的这两个圈 (区)
,

都要向

海洋延伸
,

以寻求新的依托地
。

以岛屿为依托

的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
,

必将成为这些大经济

圈 (区 )开拓前进的奠基石
。

1
.

5 海洋开发远涉基地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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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介绍
,

海洋中一个孤立的小岛存

在
,

可拓宽面积达 43 万 k m
Z

的经济水域
。

海

岛空间效应的开发利用 已成为人类在海洋中

利用的两大支柱之一
。

难怪一些国家
,

不惜耗

用巨资和人力去构筑人工岛
。

由此可见
,

从整

体战略布局出发
,

并结合海岛的自身功能
,

有

计划
、

有步骤地开发建设海洋开发的海中基

地
—

岛屿
,

使其逐步连结构成第二 经济开

发带
,

成为各种海洋开发活动的载体
,

海洋经

济实力必将大增
。

2 建设
“
四六八

”

蓝色工程

根据
“

第一经济带
”
的开发建设经验和岛

屿 的实际情况
,

拓展和开辟
“

四六八
”

蓝色工

程的指导思想应该是
:

以海洋为前沿
,

以临海

岸段 6 个大中城市为腹地
,

以市场为导向
,

以

项目为龙头
,

以海岛县为依托
,

以菊花 岛
、

大

鹿岛为两翼
,

凭借本省雄厚的科技力量
,

引进

和发展海洋高新技术
,

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

进程
,

全面推进
“

第二经济带
”

的开发建设
。

2. 1 选择 6 类开发模式

海岛开发模式的选择
,

应坚持因岛制 宜

的原则和持续发展战略
。

同时
,

还要从大范围

的经济发展尺度着眼
,

考虑其作用的充分发

挥
。

(l) 岛陆生态建设开发模式

此类模式开发建设的重点在于植树种草

绿化宝岛
,

成为绿色植被
、

绿色能源
、

绿化食

品的
“

三绿
”

建设样板
。

它与后代公平享用共

有的资源
,

留给后代更好的资源基础
。

(2) 环岛海域立体渔业开发模式

这一模式 的开发
,

不仅指海水增养殖方

面在空间
、

时间
、

不同 层次水体及渔底的多层

次配置
,

而且也包括地域空间及自然资源多

级
、

多层次利用
。

如沈家门渔场建设
、

海洋食

品农业
、

海洋生物能源
、

海洋生物肥料开发利

用等
。

(3)
“

据点式
”

开发模式

由于海岛孤立分散
,

生产聚集度低
,

基础

设施建设不能共用共享
,

不能进行小而全的

建设
。

因此
,

从海岛的资源状况
,

基础设施条

件等实际情况出发
,

实行
“

小岛迁
,

大岛建
” ,

人 口居住环境相对集中
,

是适应海岛特殊地

理环境的一种有效的开发途径
。

(4) 规模开发模式

生产开发
,

在资源配置
、

地域空间上
,

要

具有一定的开发规模
。

因此
,

在岛与岛之间
,

通过坎坝等工程措施连成一体
,

以及建设人

工藻场
,

扩大增养殖海域范围
,

从而形成一定

的规模经济开发
。

(5) 区域开发模式

对于生产要素相对优越的大岛
,

可出于

某些产业需要
,

伸向接近沿海内陆的中小城

镇
,

构成岛陆一体化的
“

条带状
”
开发

。

然后再

由
“

条带状
”

演进到 以海岛为纽带 的区域开

发
。

(6 )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模式

确立这一开发模式
,

既是针对
“

第一经济

带
” ,

亦即海岸带 的开拓和扩展而言
,

又是为
“

海上辽宁
”

第二期工程建设寻找载体和进行

新的战略部署
,

是海岛开发进入高层次
、

全面

发展 的阶段
。

一些跨海工程
、

海上城市雏型工

程得 以顺利实施
,

海岛区域的整体经济效益

得到充分的发挥
。

2. 2 进行四大工程建设

海岛工程建设
,

多属跨海工程
,

技术要求

高
,

投资大
,

必须量力而行
,

分期实施
。

(1) 海岛国际旅游娱乐城建设

由国家投资或中外合资进行的长兴岛海

岛公图和凤鸣岛国际旅游娱乐城建设
,

应成

为海岛工程实施的先导
。

长兴岛是全国第七

大岛
,

也是长江 口以北的第一大岛
,

岛上的工

程建设
,

要 突出
“

绿色工程
”
开发

,

多自然发

展
,

少人为改造
,

成为一个最富有吸引中外游

客的开发建设工程
。

(2) 岛间连通的
“

海上公路
”
建设

第一步要通过环岛旅游业开发
,

把一些

主要海岛的港 口 码头建设搞起来
,

尤其是要

适应环岛海域的水深条件
,

建设一批滚装轮

渡码头
,

加强岛间
、

岛陆的交往与联系
。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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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发展
,

把相邻的岛连结起来
,

成为岛间

联 系的便捷通道
,

为
“

第二经济带
”
的开发建

设创造条件
。

(3) 岛陆连结的跨海工程建设

大长山岛在辽宁的众多岛屿中处于枢纽

位置
,

又是全省唯一海岛县的行政指挥中心
,

陆上的小城镇皮 口
、

杨树房又与大长山岛
、

平

岛相近
。

皮口牛心蛇港距平岛 冰 m
,

平岛至

大长山岛 lo k m
,

大长山岛至小长 山岛仅 1
.

5

km
。

通过港 口 电站
,

潮流
、

波浪发 电站建设
,

以站
、

港
、

路
、

桥等建筑形式
,

成为跨海通道
,

或者就是海上城市雏型工程
。

(4) 人工岛建设

人工岛建设已成为下个世纪海洋开发的

基本内涵
。

辽河油田计划在盘山市益州滩构

筑人工岛
,

它不仅直接服务于极浅海油气资

源开发
,

对带动辽东湾顶部海洋资源的开发

利用
,

以及
“
第二经济带

”
的开发建设

,

都有积

极作用
。

2
.

3 发展 8 种高新技术产业群

高新技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

大的影响
。

有关专家把高新技术归结为高效

益
、

高智力
、

高投入
、

高竞争
、

高风险
、

高潜力

等 6 个特点
。

重视海洋高新技术及其产生的

发展
,

无疑会给
“

第二经济带
”

的开发建设带

来生机和活力
。

(1) 海水增养殖产业

从养殖新品种开发上
,

研究应用生物工

程技术
,

创造新一代养殖新品种
。

推进养殖技

术现代化
,

进行高密度
、

集约化和 自动化养

殖
,

实现海上网箱化
、

陆上工厂化养殖
。

建立

鲜活水产品生产和外销基地
,

满足人们 日益

增长的高档食品需要
。

(2) 海洋食品农业

目前
,

海洋仅提供人类 2 %的食物
,

预计

21 世纪海洋将成为人类
“

第二粮仓
” ,

可耕面

积约是陆地的 巧 倍
。

近海海区 自然生长繁殖

的海藻年产量相当于 目前所产小麦总产量的

15 倍以上
。

如用 1 公顷水面繁殖海藻
,

所获

藻体经加工后可提取 20 吨蛋白质
,

还有多种

维生素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
,

相当于 40 公顷

耕地年产大豆的含量
。

如今省环岛海域 1 / 3水

面 (20 万公顷 )用来开发利用
,

即相当于新开

发 出 8 00 万公顷大豆种植面积
,

等于全省现

有耕地面积的 2 倍
。

(3) 海洋生物能源产业

海洋丰富的海藻还是提供巨大生物能量

的
“

储能库
” 。

国外研究表明
,

用一种特制水

箱
,

培养单细胞水藻
,

所获能源用于发电
,

其

成本比核能发 电便宜得多
,

与煤炭
、

石油
、

天

然气发电成本相当
,

而且它吸收 C O
:

与释放

CO
Z

相等
,

是一种无污染的中性环境燃料
,

有
“

绿色能源
”

之称
,

对解决岛屿开发能源的不

足
,

以及维持生态平衡意义重大
。

(4) 海洋生物药物产业

据报道
,

海洋可利用生物药物资源有 10

多种
,

其中有抗癌潜能的活性物质
。

已筛选出
18

,

00 。多种提取物
,

对疑难病
、

常见病
、

多发

病
、

心血管病
、

肿瘤以及爱滋病均有一定疗

效
。

特别是应用空间资源—微重力生产合

成药物
,

其数量相当于地球上一次实验结果

的 71 6 倍
,

纯度高出 3
.

4 倍
。

随着高科技的应

用
,

海洋生物药物
,

将成为药业当中的一个新

分支
。

(5) 海洋油气产业

这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群
。

现已探 明
,

辽

东湾顶部葵花岛一带
、

菊花岛外围海域
,

均有

大量的油气藏
。

海岛将成为浅海潮滩和近海

海域油气资源开发的集疏运基地
。

(6) 海洋化工及海水淡化产业

随着海岛各种能源的开发建设
,

诸如风

能
、

太阳能
、

海洋生物能
、

海洋能等
。

有了充足

能源
,

可以进行海水淡化工程建设和发展海

水化学工业
,

努力创办多目的型能源
、

化工
、

海水
、

生物综合利用产业
,

借以壮大海岛经

济
。

(7) 海岛旅游业

海岛作为一个独特的地貌单元
,

在地质
、

气候上形成各种不同的景观
,

构成一个独特

的旅游景区
。

这些景区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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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 “

海
、

滩
·

景
”

寓于一体
,

是最富有举力舰
诱人前往的景观

,

将是海岛开发的一大产业

支柱
。

(8) 海岛生态保护产业

海岛区珍稀物种 (动
、

植物 )
、

特异生态景

观
、

代表性地质剖面与地貌景观和生态资源

(如水资源等 )
,

通过建立 自然保护地
、

保护 区

或海岛公园等途径加以保护
。

维持海岛区物

种的基本生态过程
,

保存物种遗传的多样性
,

并维持其生态平衡
。

这是惠及当代
,

造福子孙

的大事
。

同时
,

在保护区的核心外围部分
,

还

可对游人开放
,

增加经济收益
,

发展生态保护

产业
。

辽宁包括原有和新建
,

拟在珍稀动物
、

地貌景观
、

地质剖面
、

生态景观等方面
,

建立

10 处自然保护区 (地 )
,

保护区范 围占环岛海

域面积的 5 % 以上
。

3 提出 4 项新举措和建议

3
.

1 转变观念
,

增强开发意识

要变单纯国防前线为开放前沿
,

实行全

方位开放
;
要变传统资源为新资源优势

,

重视

海岛诱发性经济的发展
;
要变岛岛分割为岛

岛
、

岛陆相联
,

便于各类生产要素的相对集

中
,

形成经济开发带
。

3
.

2 配合辽东半岛地带开发开放
,

推动外向

型经济的发展

发展外向型经济
,

是开发建设
“

第二经济

、

粥单经济支机一要开辟 自由经济岛
、

国际

游乐城和国际航运中转站
,

不断扩大对外经

寒交往 ;二要建立鲜活水产品出 口基地
,

为国

象增收创汇
;
三要建立海洋高新技术园区和

高新科技产业示范工程
,

加速新技术引进
; 四

是兴办合资企业和跨国联合开发公 司
,

争取

国际上的资助与合作
。

3
.

3 依靠科技进步
,

实施科教兴岛
·

经济振兴
,

教育是基础
,

科技是关键
、。

要

牢 固树立科技建岛
、

兴岛的思想
,

普及义务教

育和成人教育
;
要联合办学

,

联合办科技开

发
,

培养多层次开发适用人才
;
要制定各项优

惠政策
,

鼓励学有专长的人来岛建功立业
。

3
.

4 强化组织
,

建立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管理

机构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
,

作为一个区域经济

发展的整体和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有大量组织协调工作要作
。 ’

因此
,

其任务

是
:

统筹安排
,

编制
“

第二经济带
”

开发的中长

期规划
;
改善环境

,

制订各种管理制度和优惠

政策
;
以法治带

,

研究
“

第二经济带
”

的高新技

术创业立法
;
金融改革

,

建立和完善
“

第二经

济带
”

的创业投资评估体系
;
重视信息

,

建立
“

第二经济带
, ,

的创业市场信息网络
;
吸收人

才
,

建立
“

第二经济带
”

新型的高新技术人才

管理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