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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是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文章综合运用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和统计学等相关理论,从规模和结构、空间和布局以及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分析河北省海洋经济发

展现状,指出河北省海洋经济在资源开发、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支撑条件、统筹发展和管理服务等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即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

业转变、由以内生型为主向内外结合型转变、由散点开发向轴带开发和海陆互动转变、由投资主导

向开放引领和技术主导转变以及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和市场双重推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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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ectionofscientificandrationaldevelopingpathisthekeytopromotedevelopmentof

marineeconomy.ThispaperanalyzedstatusquoofmarineeconomyinHebeiprovincefromthe

aspectsofscaleandstructure,spaceandlayout,aswellasmanagementandservice,bycompre-

hensivelyusingindustrialeconomics,regionaleconomics,statisticsandotherrelatedtheories.It

alsopointedouttheoutstandingproblemsofmarineeconomyinHebeiprovince,intermsofre-

sourcedevelopment,economicstructure,openingup,cooperation,supportiveconditions,co-o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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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tdevelopmentwiththeinteractionoflandandocean,frominvestmentdominatedtotechnical

dominatedleadbyopen,fromgovernmentdominatedtogovernmentandmarketdo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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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和

引擎。近年来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全力打造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增长极,给沿海

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活力。但河北省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仍然乏力,至今仍是全国沿海地区的经

济洼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洋经济发展滞后,没

有成为引领和带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

因此,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培育发展海洋产业、繁荣

振兴海洋经济和打造沿海经济增长区已成为河北

省重要和紧迫的战略任务。在河北省沿海地区和

海域有限的空间、资源和要素禀赋下,若仍沿用传

统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海

洋经济的崛起,这就要求须在发展目标和客观现

实、资源需求和资源禀赋、规模扩张和转型升级的

平衡中寻求新的海洋经济发展路径,保障沿海地区

和海洋经济的发展。

1 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1.1 规模和结构

经过多年发展,河北省海洋经济总体实力不断

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明显提高,2015年

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07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5.45%提高到6.90%,

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逐步提升。目前

已初步形成以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

气业和海洋渔业为主导的海洋产业体系,2015年海

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1063.9亿

元和914亿元,分别占海洋生产总值的51.4%和

48.6%;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4.1∶56.7∶

39.2调整到2015年的3.7∶45.7∶50.6,第三产

业比重提高11.4个百分点。

1.2 空间和布局

随着海洋资源开发和沿海地区发展速度的加

快,河北省海洋经济区域分工日益明确,产业集聚

态势明显,逐步形成“一带、三区、多点”的海洋经

济发展格局。“一带”即沿海发展带,主要包括海

岸线分别向海洋和内陆延伸10km的带状区域;

“三区”即秦皇岛海洋经济区、唐山海洋经济区和

沧州海洋经济区,其中秦皇岛海洋经济区主要包

括海港区、北戴河新区和山海关区,唐山海洋经济

区主要包括唐山港区(曹妃甸区和京唐港区)和乐

亭经济区,沧州海洋经济区主要包括渤海新区;

“多点”即唐山曹妃甸经济技术开发区、沧州临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沧州渤海新区化工产业园区和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点状分布的各类产业功

能区。

1.3 管理和服务

河北省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意识和强化管理服

务举措,为海洋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先后颁布实施《河北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河

北省海洋功能区划》和《河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等一系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海域权属管理制度和

海域有偿使用制度逐步建立,海洋资源调查与评

价、海域勘界以及海籍调查工作基本完成,“海盾”

“碧海”和“养殖用海”等专项执法行动取得实效;河

北省及其沿海3市的海洋环境监测机构逐步健全,

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灾害预警报能力稳步增强,自

然保护区建设和海洋灾害防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2 存在的突出问题

2.1 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程度低

河北省海域蕴藏着海洋生物、能源、矿产、空

间、化学、旅游和海水等自然资源,类型多样、储量

丰富、组合条件好、开发价值大。但长期以来由于

经济和技术等开发利用条件的限制,河北省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领域窄、范围小以及综合开发利用程度

低[1]。目前仅有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

输业、海盐和盐化工业等海洋产业具有一定规模,

海水淡化、海洋船舶、海洋工程建筑、海洋信息服务

和海洋环保等新兴产业才刚起步,海洋油气、海洋

生物、深海矿物、海洋能利用、海洋空间新型利用和

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至今尚属空白。

2.2 海洋经济发展结构层次低

海洋化学资源总体上还停留在以原盐和“两

碱”生产为主的开发利用阶段,海盐业生产系列化

和综合化水平不高,产品类型相对单一[2]。海洋生

物资源仍以海洋捕捞和海水增养殖等农牧式开发

利用为主,海产品加工业仍处于简单初级的鲜活储

藏、流通和供应阶段,精深加工尚未真正起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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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整体处于初期阶段,规模较

小、领域较窄,对波浪能、潮汐能和潮流能的开发利

用还未起步。

2.3 海洋经济开放合作水平低

受思想意识、体制机制和经济内循环模式等影

响,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设施配

套能力、港区港城支撑能力、生产要素配置能力、政

策环境吸引能力和产业项目承接能力等还较薄弱,

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比重明显落后于

我国发达沿海地区。尤其是开放合作平台建设滞

后,无论是平台数量还是平台种类和等级都与我国

发达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距;河北省区域合作平台

建设仍主要限制在省内范围,国家主题工业园和与

其他地区合作开发的工业区(园区和集聚区)多处

于谋划启动阶段。

2.4 海洋经济支撑条件建设弱

交通设施、工程技术和服务能力等支撑要素是

海洋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目前河北省海洋经济支

撑条件建设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不足。①港口连接

腹地的交通设施发展滞后,陆域运输能力不到港口

吞吐能力的50%,现有的通港铁路和公路主要承担

煤炭运输任务;②海洋工程技术供求矛盾突出,现

有海洋研发机构的规模数量、技术水平、资金实力

和人员素质都十分薄弱,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海

水增养殖;③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文化娱乐、休闲

康体和商务会展等服务设施和场所建设不足,区域

综合服务能力较差,大大降低河北省沿海地区对人

才和技术的吸引力。

2.5 海洋经济统筹发展程度低

河北省海洋经济统筹发展程度较低主要表现

在3个方面。①海域和陆域发展不协调,沿海地

区由于港口开发起步晚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

市和产业在经济密度和实力、城市数量和等级以

及产业规模和地位等方面都与内陆地区存在很大

差距;②港口、产业和城市发展不协调[3],目前除

秦皇岛市外,唐山市和沧州市沿海地区的中心城

镇至今规模较小,功能较单一,配套基础设施和服

务设施建设滞后,综合服务能力和集聚吸纳能力

有限;③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沿海地区社会发

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进程,

社会服务规模较小、质量较低和设施不完善,直接

影响 沿 海 地 区 发 展 环 境 的 优 化 和 引 领 作 用 的

发挥。

2.6 海洋经济管理服务障碍多

从沿海地区开发看,河北省曹妃甸区、渤海新

区和北戴河新区等区域在纵向上往往涉及省、市、

县和区等多个层次,在横向上包括多个行政区域,

易产生盲目竞争、自成体系、设施独占和要素流动

不畅等问题。从海洋经济管理看,海洋管理职能分

散在多个部门,各部门各行其是,易导致海洋经济

发展举措难以落实或出现盲点。

3 路径选择

3.1 海洋经济发展重心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

转变

近年来世界各海洋国家和地区为获取最大海

洋经济利益,均把发展现代海洋产业作为海洋经济

发展的重中之重,制定各种政策和法规培育和扶持

现代海洋产业发展,以海洋高技术为基本特征的现

代海洋产业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目前河北省

海洋产业仍以传统产业为主,新兴海洋产业刚起步

甚至是空白[4],因此须不断着力于现代海洋产业发

展,尽快推动由传统海洋产业向现代海洋产业的转

变,力争早日在现代海洋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可采取4种路径和模式:①以海水利用、电子信

息、海洋生物和海洋工程等技术为依托,通过内部

培育和外部引进,积极发展海水淡化、海洋可再生

能源、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装备制造等新兴海洋产

业;②以港口、港区和港城开发为依托,积极推进港

口集运输通道、内陆和沿海开放口岸以及港城综合

服务功能区建设[5],进而带动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

游、海洋科教服务和港口贸易等海洋服务业的发

展;③以浅海滩涂和沿海黄盐碱涝洼地为依托,积

极发展“海洋牧场”等规模化和标准化水产品养殖

基地,延伸发展保健品和冷鲜食品等水产品精深加

工业;④以秦皇岛港、唐山港和黄骅港为依托,以各

临港产业园区为载体,积极发展临港装备制造、临

港石化、临港钢铁、临港能源和临港高新技术等现

代化临港联动产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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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洋经济发展类型由内生型为主向内外结合

型转变

海洋经济特有的外向功能决定了其在发展成

为外向型经济和带动区域经济外向化发展方面具

有其他经济类型难以替代的作用。由于历史、自然

和体制等多方面原因,河北省逐渐形成典型的内生

封闭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突出表现在以内生型产

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以内生型产业为主体的资金

投入和以本土为主要区域的市场空间。这种内生

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的是本区域(海域)的资

源、环境和空间,而以有限的自我发展能力去应对

国际或大区域海洋经济竞争难免事倍功半。这是

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滞后和竞争乏力的重要原因,

也是沿海地区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的根源之一,因此

迫切需要发展外向型海洋经济,形成内外结合的发

展类型。

可采取3种路径和模式:①“港口开发-集运输

通道-国际航运通道-港口物流-进出口贸易”模

式;②“开放口岸建设(港口口岸、航空口岸和内陆

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综合保税区、出口加

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保税

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等)-外向型产业园区建设-
外向型产业集聚发展-进出口贸易”模式;③ “港口

开发-临港产业园区和港城建设-开放合作载体

建设(飞地和国别园区)-承接腹地产业转移和对

外招商引资”模式。

3.3 海洋经济空间由散点开发向轴带开发和海陆

互动转变

海洋经济空间开发的路径和模式关系到海洋

资源开发的次序和海洋经济发展的秩序。河北省

长期以来基本依托沿海港口和城镇,沿岸线分散多

点开发,已建设形成曹妃甸港、京唐港、秦皇岛港和

黄骅港等综合大港以及曹妃甸区、渤海新区和乐亭

新区等多个产业功能区和城市增长点。但新区和

港城建设总体上活力不足、进度不快、亮点不多和

引力不大,没有形成以点带轴(带)、以海带陆、以陆

促海和海陆互动的局面,直接影响河北省海陆良性

互动格局的形成和沿海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

目前阻碍河北省海洋经济轴带开发和海陆互

动的核心问题是内地和港口交通运输轴线缺位以

及陆海运力不平衡[7],因此须以优化全省乃至京津

冀经济空间布局的全局高度,加强沿海与内地交通

运输轴线建设,尽快形成以黄骅港口港城为支点的

黄沧衡石太轴线、黄衡邢邯长轴线和黄沧保朔银轴

线,以曹妃甸港口港城为支点的曹京张唐(乌兰巴

托)轴线和曹唐承赤海轴线,以秦皇岛港口港城为

支点的秦承集轴线以及秦曹津黄滨(州)滨海轴线。

在此基础上,推动轴线城镇和产业快速发展,形成

若干城市带和经济走廊,进而带动全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3.4 海洋经济发展动力由投资主导向开放引领和

技术主导转变

引领和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海洋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效益以及类

型、层次和水平。河北省海洋经济发展在历史和现

实中基本采取“以我为主、投资主导”的路径,而从

长远看,长期依赖投资难以实现海洋经济效益和水

平的持续提升,仅依靠自身力量也难以推动海洋经

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在海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必须推动发展路径向“开放引领、投资主导”转

变。与此同时,要实现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快速

崛起,离不开海洋科技这一基本动力和核心支撑[8],

因此在条件成熟时采取开放引领条件下的技术主

导型海洋经济发展路径不失为最佳和最有利的

选择。

河北省需在2个方面着力:①大力实施“开放兴

海”战略,全方位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

创新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方式和模式,推动开放合作

区域由以内陆地区为主向内外联动转变,开放合作

领域由能源资源交通向技术经贸转变,开放合作方

式由低层次点散合作向机制模式创新合作转变,走
“以港(海)为媒,两头在外,内外联动、借力发展”的

开放合作之路。②全面实施“科技兴海”战略,通过

优化海洋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配置,搭建海洋科

技创新平台,组建海洋技术攻关团队,培养人才梯

队;搭建海洋技术合作平台,引进海洋科研机构和

专业人才,加强海洋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应用;发

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等多维主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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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成科技创新供需网络,走政府引导和产、学、

研、金共谋的“五位一体”协同创新之路。

3.5 海洋经济管理方式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和市场

双重推动转变

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市场机制

是实现海洋资源高效有序开发和海洋经济持续稳

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当前世界海洋经济发达国家

和地区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基本实行政府和市场

双重推动的管理方式,其中政府推动一般采取涉海

事务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市场推动则表现为更多

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加强对海洋经济的管理。政府

和市场双重推动的管理方式体现了海洋经济的高

度综合性和融合性,保证了海洋经济的统一性和协

调性,同时发挥了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主体作用。

河北省应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全面推进

涉海行政管理资源的整合,统筹全省涉海事务的规

划、审批、运行和监管,促进海洋行政管理机构充实

队伍、强化职能和完善手段,形成支撑有力的层级

化海洋行政管理体系,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从分

散向集中和从粗放向规范的转变。与此同时,坚持

行政与市场、法律和技术相结合的管理机制改革方

向,积极开展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等行

政和市场手段的试点示范,建立有利于推动海洋经

济市场化进程的新机制,探索约束和激励相融合的

有效途径,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机制由政府推动向政

府和市场双重推动、由以管制为主向管制和激励相

结合以及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市场手段为主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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