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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初,我国颁布的《中国海洋 21世

纪议程》,阐明了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

略、战略目标、基本对策,以及主要行动领域,

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要体现“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对照《中国海洋 21世纪议程》

构架的海洋可持续发展体系, 审视实施建设

七年多的“海上山东”, 对于重新界定“海上山

东”建设的框架内涵,促进区域海洋经济持续

发展,不失具有学术性、时代性和现实性。尤

其是在’98国际海洋年来临之际,回顾“海上

山东”的建设历程,使其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下,以更骄健的步伐跨入海洋新世纪。

“海上山东”:齐鲁人的新谋略

众所周知,山东古称齐鲁,是孔子、孟子、

孙武、诸葛亮⋯⋯等, 诸子百家、文人谋士荟

萃的地方。现代山东人得其恩泽,深受文韬武

略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既以憨厚著称,又以谋

略见长,“海上山东”就是齐鲁人的新谋略。

进入 90年代,海洋开发全球化、海陆经

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有盛行之态势。山东位居

半岛,陆域发展受到制约,加上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制约因

素, 构成了对山东现在乃至未来发展的巨大

威胁。1990年,善于谋略的山东人,借鉴国内

外海洋开发的思路,在第一次全国海洋工作

会议上,提出了“开发保护海洋, 建设海上山

东”, 并形成了“陆上一个山东, 海上一个山

东”的战略构想。随着“科技兴海”战略研讨的

深入,建设“海上山东”经过提出、理论探讨和

规划实践, 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

海洋产业发展战略。

“海上山东”的提出, 不仅对解放思想,树

立必要的海洋国土观念,丰富“科技兴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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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而且对海洋开发实践产生了创新建制

的影响。在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发展战略指

导下,齐鲁全境从港口到渔村, 从工厂到企

业,很快兴起了开发利用海洋的“蓝色革命”,

使得建设“海上山东”, 不再是一个提法、一种

设想, 而逐渐转化为一项进入实际运作的跨

世纪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工程。

何谓“海上山东”, 仁者见仁,实践中理论

工作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建设“海上山东”

的理解, 从中可以看出其发展和应用的丰富

内涵。

1991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海

上山东”设想时,省领导同志提出要利用 10

年、2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再造一个“海上山

东”, “就是说海洋产业这一块产值, 要赶上

1990年陆上 15. 6万平方公里这一块农业产

值”。

“依靠科技进步,建设‘海上山东’”(尤芳

湖, 1992年 4月)一文中认为,“海上山东”要

与“陆上山东”互为犄角, 协调发展, 包括经

济、社会、科技、生态环境诸多因素的丰富内

涵,并具体给出了“海上山东”建设的经济、社

会、科技近期目标。

“建设‘海上山东’的基本思路”(王国华,

1992年 4月)一文中提出,“海上山东”经济

体系有产业结构群体经济形态,也有行政区

域层次结构形态, 双方的结合就形成了“海上

山东”经济。作者认为,“海上山东”首先是一

个由各海洋产业协调发展和有机结合而构成

的大系统海洋经济体系,而且在行政区域结

构上,海岛、沿海乡镇- 沿海县区- 沿海市地

三个层次海洋经济比重表现为递减结构形

态。

“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在建设‘海上山

东’中的战略地位”(《海洋经济》1996年第 3

期)一文,作者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和系统分析

的思想,在总结借鉴基础上,认为“海上山东”

不应局限于“科技兴鲁”,而应该将海洋高新

技术产业作为先导产业,通过“五大基地”建

设,全面推进“蓝、白、黑”工程,促进海洋产业

由资源扩张型向集约型转换,并使海洋产业

成为区域支柱产业,最终实现“海洋传统产业

现代化、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海洋产业国际

化、海洋科技领先超前化”。以“四化”为特征

的现代化的“海上山东”, 应该是具有鲜明特

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逐渐形成的标志和重

要举措。

《建设“海上山东”战略措施研究》(海洋

出版社, 1996年 9月)是第一部专门系统研

究“海上山东”建设的著作,该书从多侧面、多

角度、多特征阐明了“海上山东”概念的实质。

作者认为,“海上山东”是一个反映人们新视

野的拓展国土概念;是一个建立在科学预见

基础上的超前性规划概念;是一个立足海洋

特殊性的特定空间概念; 是一个海陆相互联

结、相得益彰的海陆复合生态概念;是一个与

国家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协调的外向性发展概

念; 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概

念; 是一个从宏观整体着眼的社会系统工程

概念;是一个跟实际开发能力增长正相关的

弹性外延概念。至此,“海上山东”成为理论上

完善、实施效果最好的“科技兴海”计划之一,

1994 年第一届全国科技兴海经验交流会在

山东召开,就是对“海上山东”的肯定。

“海上山东”:齐鲁人的半壁江山

“海上山东”建设七年多, 海洋产业经济

发展步入了“优势先导、层系开发、多业并举、

欣欣向荣”的局面。1996年全省海洋产业总

产值已超过 530亿元, 比 1990年( 160亿元)

增加了两倍多, 海洋产业增加值达到 290亿

元, 约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 5. 8% ,远远高

出全国沿海省市 3%的平均水平, 基本上达

到了省委省政府提出再造一个“海上山东”的

目标, 海洋产值接近陆域山东的农业产值,

“海上山东”真正起到了半壁江山的作用。这

标志着海洋产业作为区域先导产业及新经济

增长点的带动辐射作用正在逐渐发挥。

( 1)以海洋渔业为主导,综合开发初步形

成并重态势　海洋渔业一直在“海上山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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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处于支柱地位, 1996年全省海洋渔业总

产量达到 518. 5万吨, 居全国首位,海洋渔业

产值 426亿元(现价) ,约占海洋主要产业总

产值的 80%。其中海洋养殖产量达到 260万

吨,第一次超过海洋捕捞。初步实现了以养殖

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全省有 1个地市 16个

县、52个乡镇、822个村渔业产值均已超过陆

地种植业产值,成为该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此

外,港口与海洋运输业发展迅速,沿海港口已

发展到 26处, 187个泊位,其中万吨级以上

的深水泊位近 1/ 4, 吞吐量 1995年突破 1亿

吨,交通运输业产值达到 26亿元,在全省海

洋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新兴产

业的滨海旅游业也发展迅速, 1995年产值已

达 25亿。全省海盐生产能力已超过 900 万

吨,盐田面积达到 11万公顷,盐化工产品的

深加工进一步拓展, 溴素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的 80% ,烧碱和纯碱的产量稳居全国首位。

其他海洋产业, 如造船业产值达到 15. 7亿,

海上油气生产、海洋能源利用也都取得可喜

的进展。目前,全省沿海地区初步形成了以海

洋渔业为支柱,立体开发、多业并兴的海洋产

业带。

( 2)海洋经济运行机制逐步健全　随着

“海上山东”建设的深入,海洋经济运行机制

建设得到加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

洋管理开始理顺。全省上下特别是沿海各级

党委、政府已高度重视海洋经济, 把“海上山

东”建设真正摆上了重要位置,各级政府相应

地制定了有关规划,并以各种组织形式、奖励

机制进行施行布置。1993年在原山东省水产

厅的基础上, 挂牌成立了海洋与水产厅,赋予

了部门更为全面的海洋管理职能。渔政机构

达 118个,拥有 2000余名渔政执法人员及近

百艘渔政管理船, 形成了一支职能清晰、素质

较高、业务规范的管理和执法队伍。二是海洋

科技开发与推广机制进一步完善。全省拥有

县属以上海洋科技机构、院校近 40所, 民办

海洋科技学校超过百所,基本形成了从国家

到地方,从“官办”到校办、所办、民办、联办的

多形式、多门类的海洋科研开发和推广体系,

目前科技服务下乡、社会化成为时尚。三是市

场体系基本形成。仅就上市的养殖产品由10

余种发展到 30余种,名、特、优、新、稀品种上

市比重显著提高。一批交易量大、辐射面广的

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运营良好,至 1995年已

建有十几处批发市场, 其中既有闻名全国的

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 也有青岛、诸城等市

(县)级水产品批发市场, 年交易量达 30万

吨, 呈现出上市品种齐全、品质较好、购销两

旺、价格平稳的好景象。四是海洋法律与法规

同步立法建制。如《渔业法》颁布后,山东省相

继制定了《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办法》和《山东省南部海域亲虾管理规定》

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使地方渔业法规逐步

完善,为依法管海、有序开发海洋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 3)开放式的“海上山东”建设驶入运作

　目前,全省已有 7个对外开放港口,国际航

线遍及五大洲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多

个港口,其中青岛港已成为区域性重要的国

际枢纽中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全省

水产系统采用多种形式招商引资, 现有三资

企业数接近 600多家, 累计利用外资 3亿多

美元, 1996年海产品出口量 29万吨。远洋捕

捞作业、国际鲜活水产品运输进入“日常化”

生产,其中直达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的鲜活水产品运输船超过 240艘。石岛渔

港国际渔货贸易区已投入运营。浅海滩涂开

发利用,引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滨海旅游业

发展加快,仅青岛、烟台、威海三市,涉外旅游

星级宾馆近 30 家, 1995年接待海外游客近

33万人次,直接创汇 1. 14亿美元,总收入 25

亿元。

当然, 我们在总结“海上山东”建设取得

卓著成就的同时,必须看到,在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中还存在着开发效率不高, 尤其是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着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

是由于大量工业废水连同农药残液、生活污

水排入海中,造成大面积海域污染和赤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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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近几年监测结果表明, 磷酸盐含量超

过水质标准要求的 3. 6～6. 6倍,达到富营养

化水平。胶州湾的河口区有毒金属汞、铬超过

标准 20倍。其次是海洋产业自身污染,致使

水环境严重恶化, 水生生物大量死亡,水产业

损失惨重, 近年来造成的直接损失已达 100

多亿元。同时由于海洋渔业破坏性的捕捞方

式,致使渔业资源量逐年下降, 种群减少, 特

别是近海经济鱼类严重衰退,质量降低,鱼体

内残留毒物增加, 溯河性鱼类和洄游性鱼类

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有些品种已形不成渔

汛。造成这种局面是多方面的,有体制上的因

素,有经济功利驱动因素,有技术因素, 亦有

权益上争议因素。如果现在不花大力气抓好

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很难设想“海上

山东”建设能够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

“海上山东”:可持续意义下的发展模式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 “海上山东”是建立

在科学预见基础上的超前性规划概念, 是为

了山东的后续发展而提出来的,其本身已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尽管人们对“海上山

东”有不同的理解,但“海上山东”建设实施过

程,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和两个阶段:一是考

虑陆地资源匮乏, 沿着陆地向海洋延伸、数量

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资源型海洋经济发展思路

和阶段;二是逐渐转向推广应用高新技术, 以

技术集约型为特征的海洋经济发展思路和阶

段。由粗放型海洋经济发展过程到技术集约

型海洋经济发展,标志着“海上山东”建设由

量到质的飞跃。

鉴于海洋资源共有性和有限性, 如果不

对传统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症”加以限制, 利

益驱动的“扩张冲动”行为会带来各行政区域

各自为政的资源过度开发, 使海洋资源开发

与利用被迫陷入上面描述的资源与生态严重

破坏的“公用地灾难”境况。为降低各行政和

经济实体在资源开发“博奕”行为中的资源配

置费用,以及杜绝搭便车或“用足政策”的游

戏现象, 借助原有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思想

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

1992年 6月,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上, 100多个国家就长远发展的需要,一致通

过了《21世纪议程》, 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

展”( Substainable Development )理念。它的

提出和发展,是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学”围绕

什么是发展, 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等争议中形

成的。从“发展学”历经“经济增长理论”到“经

济发展理论”再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直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渐进深化,看到“可

持续发展”是遵守从被动依赖(史前文明)到

主动利用(农业文明)、到对抗对立(工业文

明) , 最终向共养共生(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

的客观规律。虽然目前对“可持续发展”概念

的理解尚存在不同观点, 但可持续发展作为

一种发展战略和目标, 已被世界绝大多数国

家所接受,并且正在由议程变为现实的行动。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角度上, 审视“海上

山东”建设, 我们看到,“海上山东”建设过程

也体现着部分“可持续”思想,不过它是在总

结过去实际建设经验、吸取教训基础上的自

然认识反映。利用可持续发展概念,重新界定

“海上山东”建设的框架, 将会极大丰富其发

展内涵,对于体制创新、技术应用、产业结构

调整和建章立制均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作

用。相反,如果以“海上山东”为一种口号,或

形成运动式的狂热的海洋开发活动, 必将导

致无序开发、无度开发的局面。那时,目前滥

用海洋资源、破坏海洋资源的行为将延续下

去,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不能满足当

代人的需要, 又要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条

件。从未来发展潮流看,可持续海洋产业是未

来海洋经济的必然选择。

那么,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意义下的“海

上山东”建设呢? 我们认为:可持续海洋产业

是指采取某些使用和保护海洋自然资源的基

础方式,以及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性改革,以

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海洋资源需求得到

满足。这种可持久发展和维护海洋自然资源,

是一种环境不退化、技术上应用适当、经济上

29



能生存下去以及社会能够接受的发展。可持

续发展意义下的“海上山东”就是以山东海域

及临海县市区为行动领域的海洋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应在建立健全可持续海洋产业体系

和旨在维护海洋权益基础上, 建立良性循环

的生态系统和科学开发体系, 以满足当前及

未来对海洋资源的需求。

在可持续意义下的“海上山东”建设包含

三层含义:一是海洋经济的持续性。海洋经济

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可持

续意义下更应强调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其中

包括合理的“技术- 开发- 利用- 保护”体系

的重构。二是海洋生态的持续性。生态的高

效、和谐和自我调节是海洋经济发展所依赖

的环境系统,生态的持续性体现在经济发展

应以自然保护为基础,不超越生态环境系统

的更新能力, 实现海洋生态的良性循环。三是

社会的持续性。发展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

宗旨,在当代人群间及代际间体现分配、消

费、就业等方面的公平性。在这三层含义中,

海洋生态的持续性是前提和基础,海洋经济

的持续性和社会的持续性是目的,三者融合

统一于山东半岛海域及临海县市区, 就构成

了可持续意义下的“海上山东”建设的整体内

容。

应该说, 可持续意义下的“海上山东”建

设,是解决生态资源过度开发与海洋空间资

源利用相对不足、已开发资源中的合理利用

与不合理利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间矛盾

的有效途径。从海洋资源的潜力、市场需求和

区位经济社会条件等方面看, 山东海洋经济

发展存在着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除渔业等个

别传统海洋产业有长足发展以外,大多数海

洋产业刚刚起步, 展现着相当大的资源潜力。

从海洋生物资源看, 捕捞作业区主要集中于

近海, 在深海中上层的鱼类资源尚有生产余

地。1995年全省海水养殖面积比 1990年扩

大一倍多, 也仅占沿海滩涂面积的 40%左

右,海水增养殖潜力较大。从海洋空间资源

看,我省海岸线长达 3120多千米,占全国的

1/ 6, 200多个大小海湾, 326个岛屿,地处黄、

渤海之滨, 气候宜人,港口不冻, 便于交通运

输和旅游娱乐。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山东的

海上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仅仅初具规模。从

市场需求看,随着人口的增加,居民膳食结构

中动物蛋白摄取量的提高和对外贸易发展需

要,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将愈来愈大,对海洋能

源、海水资源、海上运输与旅游, 均反映出较

强的需求。同时我们还看到,山东沿海地区是

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沟通我国南北

沿海的通道,又是 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

太平洋经济圈上的重要前沿,优越的海洋区

位条件,也为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现

实的可能性。

因此,结合山东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我

们应树立可持续发展意义下“海上山东”建设

意识,在海洋“认识- 开发- 利用- 增长- 保

护”全过程中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正确区

分阶段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差异性, 理解温

饱经济、小康经济、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经济的

不同目的。在此基础上,侧重海洋资源的综合

开发利用,提高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率;延长

海洋产业链,提高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率;加

强协调各海洋产业间的关系,提高海洋产业

可持续发展率和贡献率; 强化管理调控和资

源保护,提高海洋资源可持续保障率。为此,

我们建议, 在加快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集约

型海洋经济转轨的同时, 加强向可持续发展

型海洋经济过渡的政策措施研究。首先要做

好海洋资源的普查与评价,建立资源信息系

统,为良性循环利用资源奠定基础;其次是研

究可持续发展下的海洋产业政策, 分析可持

续发展下产业结构机理过程;再次是在海洋

资源管理决策中,推行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

制度,推广适合于可持续发展的海洋应用技

术, 确定适宜的技术路线, 搞好产业转轨示

范,包括建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开

展清洁产品生产、营造清洁环境的活动。只有

这样, “海上山东”建设才能在可持续发展意

义下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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