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海经济

厦门特区洋海经济进展

与发展目标展望

周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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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经济进展

厦门海域位于福建南部金门湾内与九龙

江入海 口处
,

海域范围包括厦门港
、

九龙江 口

及同安湾等
,

海域广阔
,

海洋资源丰富
。

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之前
,

长期以来由于种

种原因
,

海洋经济发展缓慢
。

在特区成立以来
,

厦 门现 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港 口旅

游城市
,

形成为东南沿海和福建对外经济交流

的重要窗口和基地
。

全市海洋经济也取得全面

和醒 目的进展
。

L l 海洋产业门类较齐全

在海洋传统产业中
,

厦门有港 口
、

海运
、

水

产
、

盐业等
,

在海洋新兴产业中有海洋化工
、

海

药
、

滨海旅游业等
,

在海洋相关产业 中有造船
、

海洋仪器及海砂加工 (玻璃 )业等
。

各海洋产业

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和部门
,

已形成

为海洋产业较齐全的城市
。

1
.

2 各产业发展较快

在水 产业 中
, 1 9 9 1 年全市水 产 总产 70

6 7 1 吨
,

较 1 9 8 1 年 ( 2 8 9 9 6 吨 )增长 14 3
.

7 %
。

其 中海水养殖 30 1 25 吨
、

海捕 40 546 吨
,

养捕

比例为 2
.

6 : 7
.

4
,

较 1 9 8 0 年 2 : 8 趋向合理
。

海捕范围扩大
,

已改变长期固守闽南渔场的传

统习
J

质
,

跨出国门
,

远航所罗门群岛贝劳海域

捕捞
。

海捕灯光围网捕捞最高单产 1 8 12 吨
,

创全国同类作业最高水平
。

在港 口建设中
,

1 9 8 4 年东渡码头建成 4 个深水泊位
,

结束了

历史上 4 0 0 0 吨级以上轮船需在锚地过驳作业

的局面
。

厦门港现 已被国家确定为全国枢纽港

之一
,

近年 ( 1 9 8 8 一 1 9 9 1 )港 口件杂货比例占

4 8 %一 67 %
、

杂货比例占 22 %一29 %
,

其中外

贸货比例占 53 % ~ 55 %
,

标志港 口性质正 向

综合性
、

多功能
、

外向型枢纽港方向发展
。

集装

箱吞吐量近 4 年也从 16 %增长到 50 %
,

标志

港 口集装箱化进入中期水平
。

在海运中
,

1 9 9 0

年全市拥有 13 家水上运输企业
,

各种船舶

4 6

总计约 10 万总

吨
,

较 1 9 7 8 年

仅有 0
.

8 万 总

吨
,

增 长 1 1
.

5

倍
。

现 海 运畅

通
,

与 14 0 多个

国家和地 区有

贸易往来
。

新兴

产业中
,

滨海旅

游业发展较快
,

各种旅游设 施

趋向完善
,

现 已

初步具有接纳

国内外较大规

模 旅游 团的能

力
。

1 9 9 1 年接

待 境 外 游 客

2 0
·

5 1 万人次
,

较 1 9 8 1 年 ( 2
,

6 9 万人次 )增长 6
.

6 2 倍
,

收入

人民币外汇券 3
.

15 亿元
。

在海药业中
,

1 9 8 4

年鳖试剂厂投产
,

现年产 90 万支
,

产量占全国

总产及总销量的 70 %
,

为国内目前的最大生

产厂
。

1
.

3 海洋综合效益明显

厦门海洋产业 目前大多为基础性微利企

业
,

但不少产业仍然有明显经济效益
。

如全市

盐 田面积 2 5
.

6 万亩 (亩为废止单位
,

1 亩 一

0
.

0 6 6 7 公顷
,

下同 )
,

海盐产量一般稳定在 12

万吨左右
,

占全省 1 / 10 强
,

产值 18 0 万元
。

而

以海盐为原料生产的各类化工产品产值为 2

42 8 万元
。

提供工业用盐的原盐产值 1 元约可

增值 10
.

7 元
,

增值率为 10
.

7 倍
。

鳖试剂厂建

厂以
一

来利税增长 10 倍
,

平均 1 个工人年创税

利 3 万元
。

厦一鼓 (浪屿 )海峡轮渡 自 1 9 8 3 年

以来
,

充分利用海峡地理优势
,

开辟多种经营
,

转亏为盈
,

至 1 9 9 1 年连续共创收利润 42 1
.

8夕

万元
,

税金 81
.

43 万元
,

现成为国内轮渡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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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业中屈指可数的盈利企业之一
,

也为国

家建设部轮渡行业首家国家二级企业
。

海洋经济开发不仅使海洋产业本身获得

直接经济效益
,

而且还可引发 出许多社会效

益
。

如 1 9 7 9 年 10 月远洋轮船公司船只首次突

破 台湾海峡 30 年
“

禁区
” ,

自由进 出厦 门港
,

1 9 8 0 年 1 月恢复中断 30 年之久的与香港通

航
。

如同厦门历史上是以
“

城 以海兴
,

海为城

用
”

一样
,

这次重新恢复通航
,

已成为厦门特区

诞生的
“

先行官
” ,

1 9 8 0 年 10 月厦门经济特区

被批准成立
。

此外
,

随着旅游设施 日趋完善
,

海

洋景观更加令人神往
,

厦门在海外的知名度显

著提高
,

1 9 8 8 年国际旅游船 18 艘次来厦
,

其

中有世界著名的
“

伊丽莎 白
”

号豪华客轮
。

1
.

4 海洋环境改善
,

海洋经济发展得到保障

特区成立之前
,

厦门西海域其中尤以签雪

湖黑臭闻名
。

特区成立以来
,

全市开展以治水

为重点的环境治理工作
。

经过 10 年的综合治

理
,

对污染的临海主要水体 (贯雪湖 )投资 9

50 0 多万元
,

控制向海排放的污水浓度
、

实施

水污染物排放人海许可证制度
,

有力削减入海

排污量
‘

如 1 9 8 0 年全市工业产值仅 9
.

8 亿元
,

向海排污 水高 达 1 51 6 万 吨
、

化学 耗 氧 量

1 3 1 5 3吨
、

生化需氧量 3 7 6 4 吨
、

铜 2 0 吨
。

历经

10 年之后
,

1 9 9 0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 68
.

07

亿元
,

较 1 9 80 年增长 5
.

94 倍
。

而年排人海的

污水仅为 2 8 00 万 吨 (较同期增 长仅 0
.

85

倍 )
、

化学耗氧量 1 3 3 8 5 吨 (增长仅 1
.

8% )
、

生

化需氧量 7 7 2 5 吨 (增长仅 1
.

0 5 倍 )
、

铜 4 1
.

9 6

吨 (增长仅 1
.

10 倍 )
。

在控制排放浓渡的基础

上
,

全市目前又对各排污单位进行 总量分配
,

并逐年削减排污量
,

实施总量控制
。

如厦门华

伦化纤有限公司引进先进生产工艺
,

把含油废

水产生量由原来 的 2 4 00 吨 /年
,

减少到 目前

的 1 2 吨 /年
。

预计 1 9 9 3 年杏林
、

贯彗二水域将

削减化学耗氧量 9 3 90 吨
、

生化耗氧量 5 3 33

吨
,

从而对于保护西海域环境
,

恢复贯雪湖原

来面目起重要作用
。

厦门海洋经济开发 10 年成就令人瞩 目
,

但仍存在不少差距
。

主要是海洋经济开发的总

体水平不高
,

在国民经济中尚未能充分发挥潜

力
。

如在港口货物吞吐量中
,

厦门港作为东南

沿海的天然 良港
,

1 9 9 1 年港 口货物吞 吐量 已

达 5 7 0
.

2 8 万吨
,

虽较 1 9 8 1 年 1 8 7
.

1 万吨增长

2
.

0 5 倍
,

但在全国沿海 14 个港 口城市及 4 个

经济特区中
,

仅为倒数第五六位水平
。

水运货

运量 10 年都在 1 00 万吨级水平上徘徊
。

修造

船业是港 口及海运业必须配套的部分
,

但厦门

港 目前还无法承修进港的 3 0 0 0 吨级以上轮

船
。

2 发展目标展望

2
.

1 目标

厦门特区成立 10 年来
,

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

为适应特区经济发展的

需要
,

海洋经济应能有相应的发展
。

初步分析
,

厦门海洋经济发展应能实现以下三项 目标
。

第一
,

厦门要成为全省海洋多功能综合开

发的样板
。

厦门海域具有建成全省海洋多功能

综合开发样板的条件
。

目前在海洋产业的广度

上
,

厦门在全省中最为齐全
。

在海域空间利用

上
,

已利用和规划利用程度最高
。

西海域多功

能开发程度较深
,

如港 口将实施分区开发
,

建

立东渡
、

海沦
、

篙屿等 8 个港 口功能区
,

海洋旅

游
,

水产养殖也分别建立开发基地
。

在开发水

平上
,

厦门港 口现代化程度及深水泊位数 目
、

设施等居全省先进地位
。

故就海洋综合开发程

度上说
,

厦门当前已堪称为全省的样板
,

对全

省沿海港湾城市有示范和促进作用
。

在今后发

展上
,

厦门也具有海洋综合开发的良好前景
。

厦门港为我国沿海主要枢纽港之一
,

将建成外

向型
、

多功能
、

综合性
、

高度现代化港 口
。 “

八

五
”

期间东渡二期 4 个深水泊位将建成
,

吞吐

能力 35 0 万吨
。

本世纪末港 口吞吐量将接受或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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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2 0 00 万吨水平
,

成为本省第一大港
。

在 件较好
,

又是全省经济中心
,

但闽江 口通海航

海滨旅游上
,

本世纪末厦门将继北京
、

广州
、

上 道拦门沙整治投资多
,

技术难度大
,

大型船只

海之后
,

建成为我国出入境的第四大 口岸
,

并 进港受到限制
,

深水泊位也较少
。

因而该港前

成为南方一流水平的滨海旅游城市
。

海洋渔业 景受到影响
·

,

需要在区外另选深水港址
。

媚州

总产在本世纪末将突破 10 万吨水平
,

建成创 港水深条件好
,

有建成大型港 口的良好条件
。

汇渔业和外海远洋捕捞基地
。

盐业总产仍可保 但要迅速形成综合性枢纽港还需要相当多的

持现有水平
,

开发深度将不断提高
,

海洋化工 条件与时间
、

资金
,

本世纪可能仅形成某些专

也将有重大发展
。

具有高科技的海药 (目前仅 业性的港 口
。

厦门港的综合条件则优越得多
,

为盆试剂 )生产也将走在全省的前头
。

此外
,

厦 在本世纪末不太长时期内
,

即可建成并充分发

门港 口海运及临海工业的发展
,

相应要求船舶 挥港口 的枢纽功能
。

修造与航海仪表等配套协作产业要跟上
。

在未 在大规模发展滨海旅游方面
,

厦门不仅各

来海上石油资源勘查与开发 中
,

厦门也具有陆 种旅游景观较好
,

而且交通
、

食宿
、

设施等条件

上基地候选的条件
。

具备
,

具有接纳大剂量客源的综合能力
。

能较

第二
,

把厦门建成为全省海洋经济的重要 快建成全省著名海洋旅游基地
,

发展海浴
、

海

中心
。

历史上 (1 8 64 一 1 94 9 年 )厦门由海关进 上旅游观光
、

风帆
、

摩托
、

滑板等海上体育运动

出口的船只吨位一般 占全省 70 % 以上
,

远超 及海钓
、

海滨疗养
、

海洋公园等各项海洋旅游

过福州 (<30 % )水平
。

当前的海洋开发比重在 活动
,

这在全省沿海范围均无可竞争
。

全省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如港 口直接腹地 厦门海洋产业总体水平在全省最高
。

除港

范围占全省 60 %
,

港 口货物吞 吐量占全省 l/ 口设施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程度外
,

海洋渔业技

3
,

航运船只吨位占 38 %
,

境外旅游人次及台 术也在全省前列
。

现已初步形成传统经验与新

胞人次占 1 /4
,

旅游收入占本省沿海的 1/2
,

水 技术相结合的格局
,

海洋捕捞中除改革船型和

产总产占全省 6 %
,

盐产占 1 / 1 0
。

因而厦门在 网具外
,

已普遍采用当代先进的甲板机械和助

全省已是海洋经济的重要中心
,

对全省海洋经 鱼导航仪器
。

海水养殖中对虾全人工育苗
、

网

济起重要作用
。

箱养鱼
、

吊蝠养殖等技术也在逐步推广
。

在今后发展前景上
,

在港 口建设中
,

厦门 第三
,

把厦门建成为对台海洋经济交流的

港在自然条件
、

地理位置及经济政策上都享有 先行基地
。

福建与台湾隔海峡相望
,

交通便捷
,

极为有利的优势
。

不仅港口水域开阔
,

水深条 其中尤以厦门岛及同安大瞪岛等
“

三 岛
”

与金

件好
,

而且城市经济依托条件好
、

基础设施较 门岛最近
。

厦
、

台历史渊源关系深
、

习俗相通
,

完善
,

开放层次高
,

享受优惠政策
,

是国务院批 城市经济与基础设施较好
,

海沧
、

杏林等地供

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 口岸
,

也是全省最能 开发土地面积大
,

为许多台湾投资者看好
,

因

迅速建成的以完成外贸
、

对台贸易和国际贸易 而厦门在海峡两岸交流中有着大规模先行的

为主要任务的重要港口
。

有利条件
。

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
,

大

港 口不仅是自然体
,

而且是 自然与社会经 规模开展对台交流
,

形成为全 国及本省的对台

济的综合体
。

要迅速发展为大型有较大效益的 经济交流的先行基地
,

对于国家统一及两岸经

港 口
,

取决于一系列综合条件
。

在全省范围内
,

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厦门港与省内其它港 口相 比
,

港 口发展的综合 当前在推进对台海洋经济交流中
,

可考虑

条件优越性较多
,

如福 州港
,

虽然经济腹地条 厦门一金门
“

二门
”

先开
。

现
“

二门
”

虽有一条宽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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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7 一sk m 水道相隔
,

两地近在咫尺
,

但人员

探亲往来却要绕道千里之遥经香港方可
。 “

二

门
”

先开
,

不仅极大地增强人员往来
,

而且还可

恢复加强两地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物资互补
。

厦

门许多工业工艺用品可源源供应金门
,

金门农

产品及石英砂等矿产品也可供应厦门
。

此外
,

还可筹议厦门与台南高雄两对开
。

此两港历史

上有密切往来
,

当前厦门港可中转台湾急需的

煤炭
、

石油及其它矿产原料
,

对台湾经济发展

有利
。

2. 2 实现的根据

上述三项 目标不仅对于厦门海洋经济非

常必要
,

而且对于厦门经济的全局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
。

回顾厦门经济发展的历史
,

概括地说就是
“

城以海兴
” 。

早在明末清初
,

厦门港就代替泉

州
、

漳州月港
,

而成为福建主要 口岸
。

鸦片战争

后
,

又被辟为全国著名的口岸
。

在 1 9 3 6 年前厦

门港年货物吞吐量相当本省福州港同期的 3

倍
,

成为本省最主要港 口
。

但是由于经济腹地

有限
,

历史上 (18 75 一 1 9 4 9) 一直是入超港
,

货

值历年来以入超为主
。

虽然港 口历史悠久
,

但

改革开放以前
,

厦门是封闭的海岛城市
,

处于鹰厦铁路
“

盲肠
”

的末端
,

海上又受阻
,

经

济发展停滞
。

在正常年景时 (1 9 5 9一 1 9 6 0 及

1 9 6 6 一 1 9 7 5 年除外 )
,

港 口货物吞
、

吐量之间

也不平衡
,

一般是吞量大于吐量
,

与历史上相

似
,

港口 以入为主
。

改革开放以来
,

厦门港虽取得 巨大成就
,

但经济腹地有限仍然制约着港 口的发展
。

目前

港口 货物吞吐量仍然在 5 00 多万吨的低水平

上
。

1 9 9 1 年 货 物集 疏 运 方式 中
,

公路 占

46
·

7 %
、

水运占 40
.

7 %
、

铁路占 12 写
。

铁路比

例小
,

主要是鹰厦铁路设计能力仅 46 0 万吨
。

局部电气化后达 1 20 0 万吨
。

现铁路超负荷运

行
,

仅能满足省内外主要货运物资进出
。

现有

铁路货运主要是为闽西 出口非矿品与腹地进

口粮食
、

化肥服务
。

目前港 口货源中以件杂货

(尤其是外 贸杂货 )比例大
,

多来源于本市及

Zook m 范围以内
,

在公路货运合理运距以 内
,

故公路 比重较大
。

水运也主要是发挥邻近中小

港口集疏功能
。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
,

厦门经济

腹地格局并没有重大变化
,

港口仍以闽南及闽

西南直接腹地为主
。

在今后发展上
,

由于干南
、

粤东 (潮
、

汕
、

梅 )公路运距大于 3o ok m
,

超过公路货运一般

合理运距
,

不利于大规模货运
。

而且即将兴建

的京九铁路南延干南
,

将进一步削减厦门间接

腹地的范围
。

因而厦门港腹地偏小的局面今后

不会显著变化
。

世界上不少内陆腹地条件较差的港 口
,

往

往利用港 口工业
、

商贮方面的功能来发展
,

成

效较理想
。

为振兴厦门的全局经济
,

今后应充

分发挥海洋区位优势
,

面向海外
,

发展临海工

业及商贮功能
,

向自由港方向发展
。

因而地理

区位条件决定着厦门经济要扬长避短
,

要大力

发展以港 口为龙头的海洋经济
,

实现发展海洋

经济的三项 目标
。

实现上述三项 目标有着充分可能
。

首先是

海域区位及地理优势
。

其次是海域面积较广
,

其中滩涂有 12 6
.

4 km
Z
(占全省 7

.

5 % )
,

浅 海

(0 ~ lo m 水深 ) 1 3 6
.

sk m
Z ,

深水岸线 4 0 多

k m
,

适于港 口 毛水产
、

旅游
、

盐业等多功能综合

开发
,

符合当今世界海湾综合开发的方 向
,

有

先进技术保证
。

再次是厦门海洋产业较集中
,

海洋科技力量较强
,

城市依托条件好
,

海域环

保措施较得力
。

今后在制定各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及海

洋工作规划时
,

应能纳入上述 3 项 目标
,

并相

应采取一系列对策措施促其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