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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陵水建设海洋强县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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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海南陵水县区位和资源优势明显，在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中优势独特。文章在分析海南陵水建设海洋强县的优势条件的基础上，指出了建设海洋强

县存在的问题，最后为加快实现海洋大县向海洋强县的跨越，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了建设

海洋强县的对策措施：陆海统筹，科学开发利用蓝色国土空间；发展壮大海洋渔业，构建

现代渔业格局；充分利用独特的海洋资源环境，发展滨海旅游业；加强新村港整治，充分

发挥国家级中心渔港的综合效益；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海洋管理，提高海洋综合管控能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海洋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加强海洋文化建设，提高海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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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人类生产、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

间和资源宝库，是全球环境的自然调节器。

开发利用海洋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扩大生产

生存空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我国

也把发展海洋经济列为重要的战略部署，党

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

略。海南作为全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广阔的省

份，发展海洋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海南省于２０１３年８月做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

省的决定［１］。

陵水加快海洋强县建设，是贯彻落实海洋

强国、海洋强省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客观要

求；是全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崛起

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开放合作、实现陆海联

动的重要载体。陵水县区位和资源优势明显，

海洋渔业和海洋旅游业有较好的基础，是海南

省 “一环四带三区三岛群”海洋开发空间布局

中 “南部滨海旅游产业带”的重要区域［２］，在

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势独

特、大有可为。本研究从海洋强县建设的基础

条件出发，探讨建设海洋强县的对策措施，为

陵水实现海洋大县向海洋强县的跨越提供理论

参考。

１　建设海洋强县的优势条件

１１　优越的区位条件为陵水发展海洋特色产

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陵水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地处１８°２１′Ｎ—

１８°４７′Ｎ，１０９°４５′Ｅ—１１０°０８′Ｅ之间。东北连万宁

市，北部与琼中县交界，西北与保亭县接壤，

西南与三亚市毗邻，东南濒临南海。东西宽

３２ｋｍ，南北长４０ｋｍ，陆域总面积１１２８ｋｍ２。

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和海南岛东环铁路贯穿全境，

东北至海口１９６ｋｍ；西南至三亚市６０ｋｍ。境

内以Ｇ２３３、Ｓ３０５、Ｓ２１５、Ｓ２３等国省干道为主

骨架的公路网络纵横交错，交通十分便捷，县

域内各乡镇实现了村村通路［３］。

在中国广阔的版图上，真正的热带滨海城

市只有３个：三亚、陵水和乐东，热带滨海资

源极为珍贵。目前，三亚板块的开发建设已趋

于饱和；乐东北接海南西部工业走廊，多数海

滩属砾石质沙滩，旅游开发空间有限；而陵水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保存完好，是海南新兴的热

带养生度假胜地，在全国一些地方雾霾频发、

水和土壤污染加剧的情形下，陵水良好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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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后发优势明显，发展潜

力巨大，被列为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中

南部组团的重要发展对象之一，海南国际旅游

岛先行试验区即落户陵水黎安。

１２　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优良的海洋环境为建

设海洋强县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

　　陵水县是海洋大县，全县１１个行政乡镇中

有６个是沿海乡镇，海岸线长１１３．８ｋｍ，管辖

海域面积１８９８．９ｋｍ２，大于陆域面积。陵水县

拥有南海最美的海岸线、珍珠般美丽的海湾、

独特的热带气候和迷人的自然风光。

沿岸有香水湾、清水湾、土福湾等大型海

湾，海湾内沙滩长度延绵，在几百米到几千米

之间；宽度开阔，在２０～７０ｍ 之间；坡度平

缓，一般小于４％；砂质细软，多由细砂、中细

砂组成。大规模、优质的沙滩，为开展滨海休

闲度假和沙滩运动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

沿岸海域海水水质优良，大部分海域水质

超过一类海水质量标准。近岸海水终年温暖舒

适，表层海水年均水温在２３℃～２７℃之间，适

宜建设可以开展冬泳的海滨浴场。所属海区海

水清洁，平均透明度在８～１２ｍ之间，夏季海

水透明度最高，平均为１１．９ｍ，最高可达到

１９ｍ 以上，是开展海底观光的理想场址。

陵水海域珊瑚礁和海草资源丰富。珊瑚礁

主要分布在分界洲岛、赤岭等附近海域，有数

十种造礁石珊瑚、多种软珊瑚及其他非造礁珊

瑚，在稳定海岸、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渔业

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生态作用，同时也

构成了独特的水下景观，为开展海底观光旅游

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景观条件。海草床主要

分布在新村港和黎安港两大天然湖港湾，并

建立了我国首个以海草床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

的特别保护区———陵水新村港－黎安港省级海

草特别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２３．２ｋｍ２，海草

生态系统保持良好。

陵水县海域内散布有大小岛屿１３个，其中

面积较大的岛屿是分界洲和椰子岛。各海岛离

海岸很近，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优美的滨海风

光浑然一体。

在渔业人文资源上，新村港具有浓郁
!

家

风情的渔排连成一片，延伸至宽阔的海面，形

成一道壮观而独特的风景。

１３　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为建设海洋强县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陵水原来的经济底子薄、基础差，曾经是

全国沿海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特别

是 “十一五”以来，陵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在确立 “资源、区位、后发、政策”四

大优势后，全县确定了做强旅游业、做精农业、

做大海洋渔业、加快发展资源型加工业的 “三

做一加”发展思路，同时坚持 “大企业进入、

大项目带动、高科技支撑”的发展战略，引进

了一批项目。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短短几年，陵水不仅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而且

实现 “突围”。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增幅增

速均位居海南省前列。２００３年，陵水还顶着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不足４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７年，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首次破亿元；２０１２年，这一数据，飙升

至超２０亿元！于２０１２年３月调出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名单，被誉为海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

范，陵水成为镶嵌在琼南的耀眼 “珍珠”。２０１２

年，陵水全县生产总值７８．５亿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１３０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为１７２５４元和

６３８９元。陵水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经

济结构逐步优化，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明显提

高，发展后劲显著增强，三次产业结构从２００５

年的６２．８∶６．６∶３０．６调整至２０１２年的４５．５∶

２３．８∶３０．７
［３］。陵水正着力打造清水湾国际信

息产业园、低碳产业园区以及现代农业科技园

等，通过对三大产业的调整优化，陵水将在更

高层面上实现经济的升级转型［４］。陵水经济的

快速发展，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２　建设海洋强县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用海活动集中近岸海域，涉海行业间的

用海矛盾仍较突出

　　由于陵水县海洋开发活动主要集中在近岸

海域，而现有的主要开发活动如旅游、海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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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自然保护区等用海类型均具有排他性，因

而不同行业在分配使用岸线、海域方面仍存在

矛盾。以新村湖为例，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

先行试验区的建设，填海造地工程用海、渔业

养殖用海与海草床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矛盾日益

突出，处理好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资源开发之

间的平衡点成为重中之重。这些矛盾如不能有

效地加以解决，将直接影响陵水县海洋经济的

持续、健康发展。

２２　部分岸线遭受破坏，海岸自然资源及生

态受损

　　陵水的海岸类型大部分属于砂质海岸，其

岸线遭受破坏的原因主要有：高位池养殖、海

沙偷采及滨海房地产的不合理开发建设等人为

活动造成沿海防护林被毁，海岸线资源遭受破

坏；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等自然因素造成海岸

侵蚀。香水湾至黎安港岸段由于波浪作用强烈，

剧烈淘蚀沙滩物质，造成沙滩面陡、颗粒粗，

岸线严重侵蚀后退的现象。土福湾部分岸段受

海洋工程影响，侵蚀较为严重。因此局部岸段

需要实施海岸防护工程保护岸线，同时进行人

工补沙以增宽沙滩。

２３　受海洋灾害威胁，防灾减灾能力不足

热带气旋是陵水县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处于海南岛东部沿海的特殊海陆位置使得陵水

县在每年的夏、秋季节极易遭受热带气旋的影

响。热带气旋带来的大风、暴雨及其引起的风

暴潮，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济生活和近岸

自然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而在预防和减轻海

洋灾害方面，陵水县海洋防灾应急设施建设投

入不足，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救助、海洋灾害监

控预警等公共服务体系薄弱，防灾减灾能力需

进一步加强。

２４　海洋科技水平不高，人才力量薄弱

陵水县海洋产业以海洋捕捞、海水养殖、

自然观光旅游等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对海洋资

源的利用仍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海洋科技

水平不高，特别是海水养殖，多属于群众自发

型用海，个体规模较小，对陆域经济的带动力

很小。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能等海

洋新兴产业尚未起步。高层次的海洋科技人才

和海洋综合管理人才缺乏是制约陵水县海洋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３　建设海洋强县的对策措施

陵水建设海洋强县的总体目标是努力打造

成滨海休闲旅游度假胜地、现代渔业基地、海

洋文化产业基地、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区、海洋

生态示范区，推动海洋经济跨越式发展。为实

现上述目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推进。

３１　陆海统筹，科学开发利用蓝色国土空间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陆域经济的发展既

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只有按照陆海统筹的

原则，把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陆地空间的结

构调整、产业布局及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沿海地

区核心竞争力，形成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

保护、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三者共赢的格局［５］。

（１）需进一步加强陆海统筹规划，尽快依

据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陵水

县城市总体规划》 《陵水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制定

《陵水县海域使用开发与保护规划》 《陵水县海

洋功能区划》，形成较完善的区划、规划调控体

系，为海洋空间的合理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

提供科学支撑。

（２）做好沿海地区产业发展的陆海统筹，

根据 《海南省 “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至２０２０年海南初步建成以海洋旅游业为龙头，

海洋油气化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船舶制造

业、海洋渔业为支撑，海洋新兴产业为补充的

特色海洋产业体系［６］。综合考虑陵水的发展条

件、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海洋主导产业应更

多地体现在海洋旅游业、海洋渔业上，发挥其

比较优势。

（３）协调各相关方利益，促进海洋经济发

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海洋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

免地涉及滨海地区土地和海域在不同用途之间

的转换，应从陆海统筹、城乡统筹出发，切实

保障滨海地区农民土地收益权和渔民等海域使

用者的收益权，结合集镇建设和产业布局，促

进农民和渔民向城镇和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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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新型农村和渔村，建设城乡一体的社

会保障体系，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

３２　发展壮大海洋渔业，构建现代渔业格局

按照 “坚决压缩近海捕捞、积极拓展外海

捕捞，鼓励发展远洋捕捞，努力提升水产养殖，

培育发展休闲渔业”的方针，继续推进渔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逐步实现从第一产业为主到一、

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渔业格局。

（１）发展和提高远洋捕捞能力，向深海要

高效益。陵水县现有渔船２１５６艘，渔民２万多

人，是海南省传统的渔业大县。但现有渔船吨

位较小，百吨位以上的大船只有４１艘，到三沙

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极少，远洋捕捞能力较为

薄弱。应通过加大造大船闯深海政策扶持，解

决渔民造大船闯深海能力，扶持渔民和争取沿

海渔业村委会以集体所有制形式建造大吨位、

大马力的现代钢质渔船，发展外海远海捕捞业，

壮大陵水县百吨渔船队，开发西沙、中沙、南

沙渔场，解决沿海渔业村在先行试验区的征地、

失海的渔民就业问题，促进海洋捕捞从近海走

向远海发展，进一步提高远洋捕捞能力，促进

渔民增产增收致富。

（２）转变养殖方式，全面提升水产养殖业。

陵水县网箱养殖已有３０年的历史，港外抗风浪

网箱从２００５年开始，但现在规模仅为１６６只，

与临高县等后来居上的深水网箱养殖大县相比，

说明思想还不够解放，求稳怕亏的思想较为严

重，仍固守传统的港内渔排养殖，存在小富即

安、小进即满的思想，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

发展意识，创新发展举措。可引入 “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养殖模式，在新村、赤岭、土

福湾等海域规划、预留深水网箱养殖区域，宣

传发动渔民积极参与深水网箱养殖，逐步把港

内的网箱养殖转移到港外深海养殖，大力发展

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建立深水网箱养殖基地。

（３）政策扶持，积极推动水产品加工业的

发展。陵水县的水产品加工厂不少，但是，加

工厂的规模不大，大多数是家庭作坊，真正意

义上的加工厂只有３家，都是粗加工，没有深

加工和精加工。应加大扶持力度，对现有的水

产品加工企业进行改造整合，扩大生产规模，

帮助企业解决加工设备、检测仪器和排污设备

等方面的资金困难，减少家庭作坊，推动企业

化、规模化发展，实现从粗加工向精深加工转

变，努力打造陵水的水产品品牌。

３３　充分利用独特的海洋资源环境，发展滨

海旅游业

　　优化配置旅游资源，形成休闲度假旅游为

主导，海岛观光及海洋特色旅游并存的多元化

旅游产品结构，建设一批有一定规模、主题鲜

明、各具特色、能适应开展商务、科考、会议、

观光、避寒、度假等多种需要，集观光休闲为

一体的旅游度假区、观光游览娱乐区。

（１）重点整合港湾风情、!

家民俗、渔村

人文资源等，建设集渔业养殖观赏体验、
!

家

民俗体验、渔家休闲娱乐、海上休闲运动、潜

水观光海草、沙滩拾螺采贝、渔家捕捞体验、

海鲜大餐品尝、渔家客栈住宿、特色物产销售、

港湾风情观光等于一体的，具备吃、住、行、

游、购、娱等功能的综合型休闲度假目的地。

（２）做大海岛旅游观光。以分界洲岛 （５Ａ

级海岛型旅游景区）、南湾猴岛 （４Ａ级旅游景

区）等岛屿为主，积极开发海岛观光旅游，优

化海岛旅游项目，突出海岛旅游特色，吸引国

内外游客。

（３）加快黎安海洋主题公园建设步伐。以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起步区落户陵水为契机，

加快推进黎安海洋主题公园建设步伐，建成集

海洋娱乐、海洋展示、海洋科普、海洋休闲度

假包括建设海洋文化园、海洋剧场、海钓公园、

滨海长廊、海鲜餐厅、热带动植物观赏园、水

上游乐园等为一体的大型主题公园，吸引更多

游客来旅游观光。

（４）推进游艇码头建设。以清水湾游艇码

头 （目前是亚洲最大的贵族游艇会、７８０席私家

游艇泊位）、富力湾游艇码头为龙头，逐步推进

游艇码头建设，为高级海洋旅游地产提供优质

配套服务，开辟海上旅游航线，丰富旅游产品

体系，促进海岛旅游业发展。

３４　加强新村港整治，充分发挥国家级中心

渔港的综合效益

　　陵水县新村渔港于２００７年建造，２００９年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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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投入使用，是国家级中心渔港。自投入使用

以来，极大地方便了陵水县渔民的船舶停靠，

有力促进海洋捕捞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新村

港是湖，港口口门小，自然流沙量大，回沙

添堵港口口门，严重影响大吨位船舶进出港，

造成陵水县大吨位渔船长期停靠外县港口，外

县大吨位船舶也无法在该港停靠，国家级中心

渔港的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解决

港口口门、港池疏浚的工作刻不容缓。要充分

利用新村港环境隐蔽、港内水深条件较好的自

然条件，改造新村港口门通航条件差的短板，

把港门出口向前移，疏浚加深港池深度和容量，

使新村港能够让５００吨级以上船舶自由出入；

同时，在港区建设相应的补给、加工、交易、

仓储等设施，真正发挥新村国家级中心渔港的

综合效益。

３５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推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与资源是陵水最具竞

争力的优势，正如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罗保铭所言：“生态是海南的生命线，如

果没有阳光沙滩、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海南

就没有卖点、没有看点、没有吸引力了”［７］。作

为纯美生态越来越稀缺的今天，良好的海洋生

态环境已成为陵水滨海在国际旅游岛滨海旅游

中高起点开发和快速崛起的重要保障。因此，

必须充分保护好，使之成为陵水发展特色经济

和产业的基本条件和特有资源。要高度重视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污染

防治与生态修复并举。通过加强近岸海域污染

防治，建设一批沿海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

设施，切实防控污染源；加大海洋环境监测力

度，通过对香水湾、清水湾、土福湾等海湾，

陵水河口，新村港、黎安港等重点海域设置监

控网络，全面及时掌握海洋环境质量及变化趋

势，及时发现查处海洋污染事件并采取相应的

防控措施，维护海洋生态安全；实施海洋生态

修复工程，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部分海岸线、

海岛、海域生态环境的整治与修复，提高对新

村港和黎安港海草保护区的管理、保护水平，

切实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３６　加强海洋管理，提高海洋综合管控能力

加强海域使用管理。积极推进海域使用权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健全和规范海域

使用权市场流转机制，完善海域使用权抵押贷

款制度。进一步加强围填海管理，优化用海布

局，控制用海规模，确保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

用海。继续加强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

统建设，实时掌控海上活动对海域、海岛和海

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强海上执法队伍建设，

建立海上联合执法机制，开展定期巡航工作，

实现海洋综合执法常态化。

加强海洋公共安全管理。充分利用陵水县

渔业安全生产监控平台，大中型渔船配备的北

斗通信系统，小型渔船配备的 “Ｅ信通”通信救

助功能，建立起一套集船位自动监控、北斗安

全通信、电子签证、移动执法等功能于一体的

渔船安全管理指挥系统，为渔船安全生产保驾

护航。提高海洋公共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完善

海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海上搜救应急演练，

教育、引导渔民积极参与海上搜救，健全渔船

海上群防群治互助网络，全面提升海上安全生

产保障服务能力。

３７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海洋经济的质

量和效益

　　海洋的竞争实质是海洋高技术及产业能力

的竞争。陵水要在未来的海洋竞争中占据有利

地位，迫切需要大力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

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大对科技兴海的扶持力度

与建设投入，积极开展省内外合作交流，不定

期开展科技培训和人才交流活动，尤其是要加

大对从事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人员等涉海类

实用人才的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引进海洋科技

和管理人才，缓解海洋高技术人才短缺的矛

盾。与海南大学等省内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利用高校完备的教育体系为陵水县培养各

类紧缺人才。支持国家、省级科研机构在陵水

设立海洋科研基地，积极争取海洋科技项目转

化成果在陵水县实施。通过实施科技兴海，增

强自主发展能力，抢占海洋经济科技发展的制

高点，不断提高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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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加强海洋文化建设，提高海洋意识

建设和弘扬具有民族特色的海洋文化是海

洋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陵水建设和弘

扬海洋文化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深入挖掘、

收集、整理、开发
!

家文化，开设
!

家文化展

厅，利用
!

家文化举办渔民节等民俗节庆，繁

荣发展富有鲜明特色的海洋文化。通过网络、

媒体、展览等多种途径，加大海洋知识宣传，

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开展海洋文化进校园活动，

在中小学宣传普及海洋科普知识。建设海洋博

物馆、海洋文化基地，完善海洋保护区的科普

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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