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
来，随着人口迅猛增长，陆域所

承受的粮食、矿产资源、水资源

和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
大，沿海各国都开始把目光转

向海洋，海洋开发成为正在兴

起的四大关键产业之一。在我

国近300万km2的海洋区域空
间内，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

海底石油、天然气资源，海洋能

资源，港址资源和众多的旅游

景点，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矿
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发海

洋中巨大的潜在资源将成为推

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

力量。目前，我国已经把海洋开
发作为国家跨世纪的发展战

略，海洋经济也已经成为国民

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文在分析了我国海洋资
源开发和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

上，提出了我国海洋产业发展

的重点与方向。

一、世界海洋产业开发概况
综观全世界海洋资源的开

发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岸边低水平开
发阶段，以原始的向传统迈进

的兴“渔盐之利”为特征；第二

海洋经济已褫彩

海洋资源开发-g
海洋产业结构
发展重点-g方向

阶段是随着近代造船技术的进

步，对海洋资源进行广泛调查

以后，进入从传统产业逐步向

新兴产业迈进的开发阶段；第
三个阶段是20本世纪GO年代

开始，随着人造卫星的广泛使

用，给海洋考察和海洋资源的

调查带来了美好的希望，加上
电子计算机和各种高新技术的

应用，海洋资源开发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发展，从而进入海洋
资源的大规模开发阶段。发达

国家的海洋产业，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变化，目前已经基本实

现现代化，以资金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为特点的新兴海洋产
业蓬勃发展，而技术构成比较

落后、依靠投人大量劳动力、占

据海岸和海洋较大空间、消耗
较多资源的传统海洋产业或者

得以技术上的改造深化，或者

转移到海外发展。

最具有代表性的海洋国
家：日本的海洋开发以满足民

用需求为中心，首先是进行渔

业资源开发和发展海运业，逐

步在造船等领域成为世界先

导。目前，它又加快向海洋娱
乐、海水淡化、波能发电、污染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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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等多领域多层次发展，大

力开拓深海资源开发技术、海
洋农牧化技术、海洋空间利用

技术。另一重要的海洋国家：美
国的海洋开发活动是由资本雄

厚的海洋石油开发而振兴的，

目前正在向海上环境控测和海
洋生物高新技术领域进军，而

海洋石油勘探和生产、船舶工

业等民用产业却处于下降或衰

退状态，依靠海外进口支持。
以三次产业衡量的海洋产

业结构，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

表现为：以海洋渔业为主的海

洋第一产业虽然是一个重要的

行业，但它在海洋产业中的地
位已经大大下降；而以海洋生

物产业、海底矿产业、海水利用

产业、海盐化工业、海洋能发电
为组成部分的海洋第二产业的

地位迅速上升，已经在海洋经

济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随着海
洋第二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兴起

的以海洋空间利用和海洋综合

服务业为组成部分的海洋第三

产业也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增

长点和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要方向。展望未来，海洋正在成
为各种类型的生产服务基地，

   



厥兹矿海洋经济
沿海地区成为以高新技术为主

导、海陆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

的经济繁荣发展地区。

现将不同发展阶段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的趋向归纳如下

(表1)
二、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

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一)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
世界相比海洋资源开发程度尚

属于低水平

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

海洋开发活动基本局限于海洋

捕捞、海上运输、海洋盐业三个
传统产业部门，没有形成独立

的海洋经济体系。随着社会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传统海洋产
业发生了质的变化，规模扩大，

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后，海水养殖业、海
洋石油工业、滨海旅游业等新

兴产业异军突起，海洋化工、海

水利用、海洋医药、海洋能发电

表1不同发展阶段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

海陆一体
资源分类 开发内容 传统开发阶段 传统与新兴复合阶段 大规模全面开发阶段

化阶段

海洋生物 植物 近海、外海、远洋捕渔、 建立在增养殖基础上的海洋农 海洋农牧化基

资源 动物
沿岸捕渔

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 牧化、海洋生物资源深加工业 地

海水淡化、提取镁、溴、钾、重水
海水综合利用海水化学资 淡水、海中常量元

海水晒盐 海水直接利用盐化工 元素等作为工业原料，提取铀、
源 素、微量元素 基地

碘等元素

海底矿产资 石油、天然气，锰 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 石油化工从锰结核中提炼锰、 海洋矿产资源

源 结构其它矿物 及其加工工业 铁、铜、钴、镍，提取铁砂、金砂等 基地

海洋动力资 热力海水运动的
潮汐发电

温差发电，波浪、潮流、海流发 海洋多功能能

源 动能势能及其它 电，压力差、势度差发电 源基地

海洋空间资
海上空间，海底空

传统航运业，传统
新兴航运业

间，景观资源，滩 滨海旅游业
海上机场，海底电缆、隧道等海

海上城市
源 农垦 底观光娱乐业，滩涂农业

涂资源 新兴农业

海洋船舶制造业，依托 各种海洋服务业，海洋机械制造 海陆综合服务
附属产业

海运的沿海工业 业 基地

经济技术水
低水平岸边采集 技术进步，对海洋资源

对海洋资源全面、大规模开发，
海洋成为各种

渔猎，融于自然食 进行广泛调查、开发， 类型的生产和
平、特征 新兴和高新技术产业占优势

物链 出现许多新兴产业 服务基地

等高新技术产业也处于发展初

期或研制孕育阶段。目前，我国

的海洋盐业、渔业、造船业、海
运业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海洋

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新的增长点，海洋产业

产值年均增长20％以上。2000

年，全国海洋产业产值约4 000

亿元，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4．5％。与世界海洋产业总产值

(10 000亿美元)占当年世界

GOP总值(4％)的比例相当。但

是与世界海洋开发水平相比，

我国海洋资源的总体开发程度

仍然比较低。表现在近海海洋
资源的平均开发系数(=已开

发量／可开发量)仅为0．2，主

要海洋产业的产值还占不到世

界海洋产业总产值的2％，除了

海洋水产品产量、海盐产量、港
口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以外，

其它海洋资源的开发量在世界

上的地位很低，海洋开发水平

和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都有一

定差距。例如，海洋盐业至今仍

未完全脱离手工扒盐的方式；

在海洋交通运输方面，我国的
建港技术只相当于国外20世

纪70年代前半期水平；此外，

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总体水平

相当于国外20世纪70年代中

后期水平；海洋潮汐发电技术
相当于国外20世纪70年代末

期水平，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海

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表2)。

   



表2我国与世界海洋开发的比较

海洋经济露糍移

资源量 资源量占世界比重 开发量(1999年) 开发量与世界比较

海洋国土 约300多万太南2 占世界的2．3％， 浅海已开发养殖面积占 日本已开发占可利用面积的

居世界第9位 可开发5％以上 20％以上

海岸线长度 32 ooo k一，其中大陆岸 占世界的5．4％ 1999年港口货物吞吐量 世界第二大航运贸易国

线18 ooO km 107 951．3万t

海洋水产 鱼类最大可捕捞量为 占世界的5％ 1 498万t，其中远洋捕捞 占世界的19％，居第一位，但

5000万t 89．9万t 远洋捕捞比重低

海洋石油 探明储量6．8亿t(1995 占世界的1．8％ 1891万t 约占世界的2％

年)

海洋天然气 探明储量2 100亿m3 占世界的0．5％ 477 601万m3 约占世界的0．5％

海 盐 宜盐土地84万km2 约0．2亿t 约占世界的40％

海水直接利用 50多亿m3／年

海水淡化 1992年年用水量60多亿 日本1980年仅电力行业使

t 用海水就达1000亿t

潮汐能 最大可装机容量218亿 资源量居世界首位 1992年总装机容量0．6 约为法国潮汐电站装机容量

kw 万kw 的2．5％

部分资料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国外海洋工作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海洋产业结构变化缓

慢，产业开发水平处于传统与

新兴复合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

产业结构发生着积极变化，但

海洋水产业在海洋产业总产值

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一半以
上，1999年产值1 998．8亿元，

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54．7％；

1990年以来海洋交通运输业比
重呈现下降趋势，1995年以后

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是稳中

趋降，1999年产值572．8亿元，

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15．7％；
滨海旅游业产值保持稳中趋升

的态势，1999年产值518．4亿

元，比重在14％上下，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物

资交流和人员交流的规模发
展。海洋油气业在对外合作与

自营实践的基础上，产值比重

逐年提高，1999年达到228．7
亿元，比重占6．3％。海洋制盐

业和滨海砂矿业产量持续低度

发展，1999年产值分别为82．7

亿元、0．89亿元，比重分别为
2．3％、0．02％。1994年以后海

洋造船业开始列入海洋产业的
统计范围，1999年产值249．0

亿元，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比
重为6．8％，高于海洋油气。上

述海洋产业产值结构表明，虽

然整体上我国海洋产业正由传

统产业为主，向着传统产业与
新兴产业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但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新兴

海洋产业的产值还不到30％，

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例如，已

经成为世界海洋经济龙头产业
的海洋石油业，进入20世纪90

年代以来，其产值已达世界海

洋产业总产值的50％左右，滨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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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旅游业产值在世界海洋经济

中占到1／3，一些发达国家其
所占比重还要高。此外，世界的

海洋生物产业、海水利用、海洋
能利用也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

益，但我国这些产业尚属处于

研究开发、没有完整产值统计

的未来海洋产业之列。在海洋

大开发和海洋经济大发展的时

期，必须进一步依靠科技进步，
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的力度，用高新技术扶持新兴

海洋产业的发展，不断地为我
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三、我国海洋产业发展方

向及重点

要以建设海洋经济强国为
目标，大力推进海洋综合开发，

加强产业政策指导，重视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和加速传统产业

   



∥魄兹．矿海洋经济
的技术改造，逐步推进海洋产

业结构的现代化。

(一)按照“一养、二捕、三
加工”的思路，构筑结构合理的
海洋水产业格局

’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之

一，水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但人均水产品量还很低，远远

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今后一
个时期内水产品需求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加之毗邻的日本、韩
国经济发达，对鲜活海产品

产量需求旺盛，可是由于海

洋渔业工作条件艰苦，渔民
日渐减少，产量逐年下降，这

为我国沿海省市发展海洋渔

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外部市

场条件。我国在资源潜力上，
如浅海滩涂养殖面积、海水

增养殖品种、外海和远洋捕
捞业上都有很大发展潜力。

在今后一个时期，要积极贯
彻“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
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

重”的方针，把养殖业、外海
渔业、水产品加工业、资源增

殖业列为发展重点，把近海
渔业列为调整重点，控制近海
捕捞强度的增长，保护和恢复
近海渔业资源，发展外海、深海

和远洋捕捞，扩大各种名、特、

优、新、稀品种的养殖规模，提
高水产品商品率和出口创汇能
力，使我国海洋水产业逐步走

上结构合理、良性循环、均衡发

展的轨道。

(二)按照“高科技、新产

业、大市场”的现代海洋开发思
路，以海洋油气业为主导，加快

开发海洋药物、海洋化212、海洋

机械、海水资源利用等其它海

洋工业，努力开发海底采矿、海

洋能iN．利用，提高第二产业在

海洋产业中的比重
油气资源是发展经济必不

可少的战略物资，我国陆地油

气资源比较紧缺，随着经济和

技术的发展，油气需求规模越

来越大，海洋油气资源将成为

新世纪开发的重点。我国海洋
油气业要坚持“发展和扩大多

种合作勘探开发与自主开发并
举”的方针，加速海上油气勘

探，尽陕探明更多的储量。在保
证现有勘探区域为重点的的前
提-V，逐渐向滩海和深海两个

方向推进。重视海洋油气业的

下游生产，发展海洋石油化工
业，提高资源利用率。

海洋制盐业要把开拓国内

外市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提

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目标，
走盐碱联合的道路，在不断改

造传统产品的同时，不断开拓

新兴产品，按照市场需求，开发

销路好、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

的盐、盐化工和盐田生物系列
产品。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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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造船业是技术、资金、

劳动密集的行业，可以全面带
动钢铁、电子、化工、建材、轻工

等多个相关行业和部门的发

展，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工
业化水平。我国要充分利用现

有的技术基础，瞄准现代市场

需求，进一步运用高新技术武
装传统的造船业，提高技术水
平。

用于海上石油开采作业的

移动式钻井平台除本身就是价
格昂贵的机械设备以外，油田

施工所需要的各种水陆运载工

具和海底勘探设备的制造业都

是能够吸引极大利润大市场的产

业，但长期以来这些市场被美、
日、德等发达国家占领。选择基础

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起我国自己

的海洋机械设备制造基地，将是
我国海洋产业的战略选择，要坚

持实用与自用、多样化与产业化

并举的思路，开发各类海洋产业

适宜的机械产品。

当前海洋生物和制药产业

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要充分

   



利用我国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

开发海洋生物和制药产业的新
领域。发展方向包括：无污染、

多营养的海洋生物食品；含有
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份的海
洋生物保健品；含有多种维生

素和抗癌物质的海洋生物医

药；可应用于212业、农业、环保

等许多领域的生物化工等。
在淡水资源日益紧缺的大

形势下，发展海水利用和海水

淡化产业是缓解我国尤其是北

方沿海城市缺水问题的重要途
径。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水

处理方法，加强对引进设备或

生产线的管理，做好消化吸收
工作；加强海水淡化技术的自
主应用研究，努力降低海水淡

化成本。要不断拓宽海水利用

的应用领域，制定扶持政策，鼓
励沿海建立节约淡水产业带，

凡是能利用海水的32业企业尽
快向沿海搬迁，节约宝贵稀缺

的淡水资源。

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是我国

资源开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

可以部分满足我国2IS业对金属
资源的需求；而且海底多金属

结核资源开发可以形成高新技

术产业一深海采矿业，它对
我国开发利用海洋的深度和广
度及其它工业技术的发展都有

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海洋矿

产业要坚持“勘查先行”的原

则，摸清底数，做好规划。滨海
采矿业要注意规模开采，有计

划地开发，提高机械化水平，注

意滨海生态环境的保护。深海

采矿对资金、装备、技术的要求
很高，除依靠本国力量外，要加

强国际合作。

此外，还应进一步研究开
发利用潮汐能资源的技术，加

快我国潮汐能进入商业化大规

模开发利用阶段的步伐，使其

在沿海地区能源供应中占有一

席之地，促进沿海地区能源利
用结构的优化调整。

总之，海洋工业的大发展

是我国海洋经济跨世纪发展战

略的重点，而且必将导致海洋
产业结构的变革，使新兴海洋

产业乃
至未来

海洋产
业的结

构比重

升高。

(三)以

海洋交
通运输

业和滨

海旅游

业为先
导，积

极发展

海洋观

测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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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已跷彩
务，建立和完善海洋第三产业
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

加大，需要发展与国民经济和

现代海洋开发相适应的海洋交
通体系。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

的发展方向是：要根据禾lJ用国

内外两类资源、两个市场的需

要，以能源、外贸运输为重点，
加速以港口主枢纽、水运主通

道为支架的港群建设，调整船

舶结构，组建用先进技术装备

的、适应性强、高效率、高效益
的远洋运输船队，适应新技术

革命对海洋运输技术的冲击。

发展海陆联运，75至海空联
运。

旅游业具有“投资少、见效

快、利润高、创汇多”的特点，资

金容易进入，能为社会提供大

量就业机会，有利于解决人口

过多、劳动力过剩的社会问题，
它的发展既能为满足国民追求

精神生活、环境质量的需求，又

能通过自身极强的需求导向和

关联带动功能，促进物资、金
融、信息、文化、科技等相关产

业的繁荣，对改善投资环境、推

动沿海城市建设有积极的意

义。沿海各地要把发展滨海旅
游业作为发展第三产业、城市

建设和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内容，

不断改善服务设施，开发具有区

域特色的海洋生态、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城市观光、海上运动等滨
海旅游项目，建立以城市为依托

的滨海旅游网络。

此外，随着海洋经济的发

展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发展和

完善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目

的的海洋综合管理，和为海洋

开发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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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和安全保障服务为主
要内容的海洋服务体系具有重

大意义，其本身也有重大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海洋
服务业基本上公益性的，?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商业化将

更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提高服务质量，取得更大的
经济效益。

要通过海洋第三产业体系

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促进海洋
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四、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
业发展构想

发展海洋经济必须考虑作

为开发海洋资源、建立海洋产

业的前缘陆域基地，以及保证
基地发展的直接陆域腹地，组

成一个拥有海岸线以及海岸线

内缘一定陆域范围的经济区。
在此区域内以沿海城市为基
地，因地制宜地发展海洋产业

及相关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技

术开发区，形成各具特色的海洋
综合开发示范区，带动整个海岸

带地区的海陆—体化开发，促进

沿海地区经济繁荣发展。

(一)发展方向

以港口建设为龙头，确立

港口的双重职能，一方面充分
利用港口转运点的优势条件，

集中配置产业，利用港口开发

区、免税区、自由港区的优势吸
引外资，吸取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积极发展外向型产业，加
速同世界各国的往来，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发挥港
口辐射功能，带动港口周边区
域的集疏运业、仓储业、金融、

保险、房地产、旅游、商饮服务

业、科技教育等相关产业发展，

使其形成一个科技雄厚、人才
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并向

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港口产

业带迈进，形成充满活力的沿
海产业走廊。

在沿海城市和陆域腹地之

间形成海运、港口、公路、铁路、
空运联合发展的立体式沿海交

通网络。

形成现代化海滨城市格

局。积极推进城市向港口的拓
展，改造老城区，重点建设开发

区新城市，搞好港口区的整体

规划和建设，逐步形成老城区、

开发区、港口区“三区一线”的
走廊式分布、块状结构的新兴

海滨城市格局。

(二)产业模式

围绕建成高起点、外向型
沿海产业走廊的目标，在沿海
地区逐步建立形成“五大产业

基地”：围绕海洋优势，大力发

展近海养殖和海洋捕捞，发展

外捕外销，积极兴办渔货深加

工企业，建设沿海外向型渔业
生产基地；围绕滩涂优势，大力

发展高产、高效、高创汇种植

业，高起点带动沿海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建设沿海大规模农
副商品生产基地；围绕港电优

势，大力发展利用港口集疏运

条件和电厂能源优势、以港口
为中心的临海工业，建设沿海

新兴工业基地；围绕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海运业和进出口贸

易，建设沿海商品集散基t-g；围
绕海滨自然风光优势，大力发

展海洋旅游业，建设沿海独具

特色的旅游基地。
步入新的世纪，我国要继

续把海洋开发作为基本国策，

制定海洋开发战略规划，加大

海洋开发的资金投入力度，通
过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把海洋建设成为各种类型的生

产和服务基地，海港及港口城
市成为不同层次的物流和信息

交流中心，带动整个海岸带地

区的海陆一体化开发，促进沿
海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在此过

程中，我国要积极开展国际海

洋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

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海洋开发

活动，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海
洋开发中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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