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思考

詹佳升

(山东省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 日照276800)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

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山东省日照市作为沿海港口

城市，具备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势条件，应抓住机

遇，发挥优势，强化措施，加大力度，全力加快发

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市。

一、日照市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

日照市是一座新兴的沿海港口城市，海岸线

长99．6 km，拥有一20 m等深线以内可供开发利

用的海洋面积6万hm2余，建港岸线20 km余，

可布设万吨以上泊位200多个，可供旅游开发的

优质沙滩岸线64 km，拥有日照、岚山两个国家

一类对外开放大港。近年来，日照市充分发挥港

口优势，坚定不移地实施“港口立市”和“以港兴

市”战略，建设大港口、开拓大腹地、搞活大物

流、发展大工业，大力培育临港经济，基本形成

了以港口经济、临港工业、港口物流、海洋渔业、

滨海旅游等为主的海洋产业体系。2006年实现

海洋主要产业总产值290亿元，增加值140亿

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7．7％。

1．港口经济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共开工建设了矿石、粮食、集装箱、

油品等92项港口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02

亿元。日照港股票于2006年10月成功上市，募

集资金10．81亿元，成为全省首家上市的港口企

业。2006年，日照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1亿t，成

为全国沿海第九个、全省第二个亿吨大港，港口

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0％以上。预

计2007年可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3亿t，港口

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2．临港工业规模不断壮大

依托港口大力培植钢铁、能源、浆纸、粮油加

工、液体化工、木制品加工、机械制造等临港工

业，特别是华能日照电厂、亚太森博浆纸、日照

钢铁、韩国现代威亚汽车发动机等大项目的建成

投产，初步拉起了大型临港工业框架。目前，全

市已开工建设投资过亿元的临港工业项目78

项，累计完成投资150多亿元。2006年，全市38

家主要临港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利税、

利润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60％、70％

和76％，主营业务收入过10亿元的11家企业全

部是临港工业企业，临港工业已成为拉动全市经

济快速发展的主导力量。

5．滨海旅游业快速发展

充分利用“蓝天、碧海、金沙滩”的自然优势，

大力实施滨海旅游开发工程，先后投资建设了世

帆赛基地、海洋生物馆、国家海滨森林公园、刘

家湾赶海园、万平口风景区、灯塔风景区、奥林

匹克水上公园等旅游设施，积极发展“渔家乐”

等民俗旅游，先后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等荣誉。2006年，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l 008．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50．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9％、32．4％，滨海旅游业

成为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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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技兴海”成就显著

主动接受国家、省驻青岛海洋科技优势的辐

射，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2006年8月，

成功主办了“山东·日照(2006)海洋科技论坛暨

科技合作洽谈会”，日照市企业与有关科研单位

签署多项海洋科技合作协议；2007年5月，日照

市海洋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投资6 000万

元的“国家海水鱼类研究与发展中心”项目落户

日照。科持创新成为拉动日照市海洋产业升级和

提高经济效益的强力助推器。

5．海洋渔业持续稳定发展

海洋捕捞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省前列，以深

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浅海贻贝养殖

为主的生态、立体养殖迅速发展。2006年全市水

产品总产量达到60．03万t，水产业总产值

135．52亿元，渔业增加值22．88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3．34％、7．29％和8．69％。水产品加工出口

9．85万t，出口创汇3．8亿美元，创汇同比增长

22．17％。

6．海洋相关产业稳步发展

全市现有海洋化工与医药食品生产企业

102家，年销售收入67亿元，其中以生产褐藻酸

钠、甘露醇、碘等产品为主的洁晶集团为我国最

大的海藻综合加工企业，年销售收入2．8亿元。

全市现有盐业生产企业3家，年生产原盐近2万t，

销售各类盐产品3万t，年销售收入5 000万元。

二、存在问题

尽管日照市海洋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制

约因素。

1．海洋经济发展的规模水平还相对较低

日照市海洋经济的集约化程度还不高，经济

总量偏小，海洋产业增加值仅为青岛的31％、烟

台的40％、威海的39％。海洋产业档次偏低，

2006年全市海洋经济三次产业比例为14：49：37，

第一产业比重偏大，渔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海

洋产业增加值的50％以上。在海洋经济二、三产

业中，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偏高，海洋高新技术和

新兴产业发展滞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还不够

高，资源利用方式粗放，产业链条较短，产品科

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整体效益不高。

2．尚未形成发展海洋经济的强大合力

各级各有关部门的海洋经济意识、蓝色国土

意识还不够强。沿海群众在支持港口建设、支持

临海经济发展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只顾眼前

利益，不从长远着想，不从大局着眼的“短视”行

为。发展海洋经济的机制、体制还不够理顺，没

有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综合协调机构和明确的

主管部门，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发展海洋经济的

中长期规划。在全社会尚未形成关心海洋经济、

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

5．存在一些发展海洋经济的“瓶颈”制约因素

从世界各国和我国发达地区发展海洋经济

的一般规律看，在港口区之外是庞大的物流园

区，再之外是临港工业园区。而从日照市现有情

况看，临港工业大都靠近沿海和港口，没有留出

充足的港口物流空间，这为今后日照市的海洋经

济发展和建设吞吐量6亿t大港的目标增加了

困难。

三、日照市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有利条件

和机遇

1．各级政府对海洋经济发展高度重视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是未来经

济发展的潜力所在。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

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

向世界，走向强盛。为了抢占海洋时代的新优

势，世界海洋国家纷纷调整海洋政策，把发展海

洋经济作为本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我国为了加快

推进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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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这一方略。胡锦

涛总书记在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

指出：“在做好陆地规划的同时，要增强海洋意

识，做好海洋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各项基

础工作，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海洋经济发展”。

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把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

位置。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强海洋经济

发展的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抓住港口建设、腹

地开拓、主导产业培育、科技兴海、环境与资源

保护五个关键环节”。同时，山东省委、省政府把

发展海洋经济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这为日照市

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市奠定了政治基

础。

2．区住条件优越

日照市是沿海开放城市和新亚欧大陆桥东

方桥头堡，东临黄海，隔海与日本、韩国相望，位

于泛黄海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我国沿海经

济带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交汇处，处在环渤

海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鲁

南经济带的结合部，居于沟通东西、连接南北、

联系内外的战略枢纽上，是山东省重要的对外开

放窗口和中西部沿桥地区的便捷出海口，海向和

陆向腹地市场广阔，具有对外对内开放的双重优

势，这为日照市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

展海洋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5．港路优势明显

日照市拥有日照、岚山两个国家一类对外开

放港口，可规划建设各类深水泊位247个，年吞

吐能力6亿t，开发潜力巨大。目前，已建成泊位

34个，年通过能力超过8 000万t，与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通航关系，开通了多条集装箱

航线和至韩国平泽的客箱班轮航线。港口集疏运

体系比较完善，有多条铁路、高速公路与全国交

通网相连，对外交通便捷畅通。同时，在2007年

11月召开的山东省港口建设座谈会上，省政府

明确提出，要将沿海主要港口全面实现与高速贯

通。日照港、岚山港疏港公路确保2008年开工建

设。加快建设日照至东明、日照至枣庄至菏泽高

速公路。争取尽早开工建设日照至潍坊高速公

路。要加快菏兖日铁路扩能改造，加快坪岚铁路

改造及复线工程，尽快开工建设青岛至日照铁路

等。这为日照市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便利条件。

4．自然资源丰富

日照市拥有99．6 km海岸线，管理海域面积

近1万km2，海洋岛礁33座、0．35 km2。近海具有

较高经济价值的各类水生生物资源200多种，海

水可养殖面积6．7万hm2，沿海滩涂可养殖面积

l 700 hm2。可供建港岸线20km余，湾阔水深，不

冻不淤。很少台风登陆，地质条件良好。海滨旅

游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绵延64 km的优质金沙

滩，“蓝天、碧海、金沙滩”相得益彰，是避暑疗

养、休闲度假、开展水上运动的理想之地。近海

海底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矿种8个，总

储量35亿t。这为日照市发展渔业经济、港口经

济、滨海旅游等海洋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对策建议

1．明确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目标

根据日照市所处的区位、港路、资源优势等，

结合世界海洋国家及我国对海洋经济工作的重

视。建议日照市明确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市”

的目标，把发展海洋经济提升到战略的高度，通

过各种媒体宣传、举办讲座、召开研讨会等多种

形式，加强对日照市市情和海洋经济知识的宣传

教育，强化全市上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海洋

经济意识，提高对发展海洋经济重要意义的认

识。使日照市能够充分利用港口优势，发展海洋

经济，实现超常规跨越发展。

2．尽快研究制定《日照市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规划要坚持高起点、大思路、宽视野，要坚持

近期、中期、长期规划相结合。如港口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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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吞吐量达到2．5亿t，集装箱要达到

400万标箱，相应的临港工业、滨海旅游业、港口

物流业等都要明确发展目标。

5．进一步理顺领导协调机构

借鉴沿海其他城市的做法，建议成立日照市

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委员会，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

组长，相关副市长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

和协调推进，研究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在海洋部门下设办公室，由海洋部门主要负

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设立海洋经济科，负

责对海洋经济工作的调度统计、督查考核，搞好

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等。

4．争取尽快建成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港区

设立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港区，对于加快港

口建设、推动物流业发展，进而拉动临港经济的

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从全省港口发展情况看，

。青岛港已经国家批准设立了保税物流园区，而且

山东省委、省政府也已将其列为设立保税港区的

首选目标。日照市应采取措施，加大力度，争取

国家尽快批准设立保税物流园区，要创造条件，

争取“十一五”期间由国家批准设立保税港区，

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层次，为加快海洋经济发

展创造有利条件。

5．争取国家批准设立“鲁南滨海新区”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及布局重点看，20

世纪80年代“珠三角”，90年代“长三角”，21世

纪初重点在环渤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2006年

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沈北新区，该区位于辽

宁沈阳市北部，总面积l 098km2，由原新城子

区、辉山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虎石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道义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为主体共

同组成，享有市级经济管理权和部分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权，使该区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

郑州郑东后，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第四个新

区。从我国整个经济布局看，在东部沿海经济带

的中部，亦即黄海中部，缺少一个布局点。我们

要抓住这一机遇，借山东省开发振兴鲁南经济带

的契机，在鲁南经济带的东部海滨区域设立“鲁

南滨海新区”，以此带动整个鲁南经济带的腾

飞。滨海新区初步设想可以大一点，包括现有的

岚山区、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港区及莒县的

一部分等，要积极争取山东省委、省政府的支

持，争取国务院批准设立为中国的第五个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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