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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南梅岸带资浪结构及其亥恃区

经济谁琶设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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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系统观点分析了海南海岸

带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
,

提出了依托港口
,

建立以海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是海

南经济发展的重心
,

以此为龙头
,

带动旅

游
、

矿产
、

热作
、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

从而

使海南五大经济片共同繁荣
。

关键词 海岸带 资源优势 港湾工业

外向型经济

海南选择了以工业
、

旅游 为主导
,

工
、

农
、

贸
、

旅并举
,

一
、

二
、

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具有外

向型特区经济发展战略
。

海南不仅有热带气

候 和热带生物资源 的优势
,

而且更为重要是

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型海岸带及其便于开发利

用的海岸带资源
。

海岸带是实现外引内联
,

参

与 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有效结合部位
,

合理开

发利用海岸带资源
,

对海南的经济起飞有着

深刻的意义
。

海岸带资源 的结构

海南海岸带资源丰富多彩
,

热带特色浓

郁
,

它们有机地组成一个有序的开放系统
。

该

系统主要 由以下几类资源组成
:

1
.

1 港 口资源

本岛海岸线全长 1 5 2 8k m
,

共有 68 处不

同成因的大小港湾
,

建港条件得天独厚
,

比台

湾岛要优越得多
。

从万宁大花角到三亚梅村

的山地丘陵式岸段和从临高角至洋浦湾的台

地溺谷式岸段
,

为本岛港湾最集中的地段
。

环

岛有不少天然深水 良港
,

如洋浦港
,

海岸线全

长 sk m
,

锚地 4 k m , ,

水深 1 1一 2 3 m
,

万吨级 巨

轮可自由进 出
。

金牌港
、

乌场港
、

清澜港等都

是少有的优 良港 口资源
。

目前
,

全岛建有大小

港 口 17 个
,

其中海 口 港
、

八所港
、

三亚港
、

洋

浦港和清澜港为本 岛对外开放的重要港 口
,

有千吨级以上泊位 20 个
.

其中万吨级以上泊

位 6 个
,

通货能力达 1 0 10 万吨
。

1
.

2 滩涂资源

环 岛水 深 0 ~ 10 m 的 浅 海 面 积 达

2 3 3 0
.

6 km 2 ,

滩涂资源相当丰富
,

面积 7 3
.

2 6

万亩 (l 亩 一 0
.

0 6 6 7 公顷 )其中 38
.

5 万亩可

供海水养殖之用
,

适养经济价值较高的 鱼
、

虾
、

贝
、

藻等 20 多个品种
,

如鳍
、

斑节对虾
、

白

蝶贝
、

马尾菜等
。

滩涂还可为围垦
、

港 口
、

盐田

建设等提供大量后备土地资源
。

1
.

3 矿产资源

海南 已发现的矿种有 50 多种
,

有开采价

值的 35 种
,

工业意义最大的首推石碌铁矿
。

石碌铁矿为我国最大的富铁矿
,

总储量 3
.

2

亿吨
,

品位达 51
.

5 %
,

很适合露天开采
,

目前

年产量在 4 00 万吨以上
。

1
.

4 海洋资源

本岛周围面积 7
.

8 万 km ,

的热带渔场
,

由于水温高而稳定
,

底质好
,

加
_

[ 岛上河流源

源不断送来丰足的饵料
,

海洋水产资源十分

丰富
。

据统计
,

水产种类超过 8 00 种
,

鱼类就

有 60 0 种以上
,

主要的经济鱼类达 帕 多种
。

中上层鱼类有兰 园够
、

始鱼
、

小公鱼等
,

底层

鱼类有金线鱼
、

海鳗等
口

海南每年有两大渔

汛
,

即昌化渔汛 (2 一 5 月 )和清澜渔汛 (5 一 8

月)
。

琼西南数百公里的海岸带
,

海滩平坦宽

敞
,

海水盐度较高达 35
,

雨量 少
.

日照充足
,

风力强
,

蒸发强烈
,

为华南最好的海盐产区之

一
。

现 已建有莺歌海
、

东方
、

榆亚三大盐场
。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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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总面积 46 万亩
,

原盐年产量可达 38 万吨
。

海南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
,

现 已探明
,

莺歌海

盆地石油的地质远景储量达 1 5
.

3 亿吨
,

天然

气储量 1 0 4 0 亿 m 3 ,

北部湾盆地石油地质远

景储量约为 6 亿吨
,

开发前景看好
。

1
.

5 热带植物资源

全岛沿海为我国红树林的分布中心
。

全

岛红树林总计 15 科 20 属 29 种 (全国共有

31 种)
,

主要种类有红海榄
、

海莲
、

角果木
、

桐

花树
、

白骨壤等
,

树高可达 10 一 1 5 m
。

现存红

树林面积 7
.

2 万亩
,

主要分布于东北部的东

寨 港和清澜港一带 (5
.

5 万亩 )
,

已辟为国家

自然保护区
。

1
.

6 冲积海积平原土地资源

这类资源是指由河流冲积或 由泻湖
、

港

湾
、

泥沙
、

淤积而成的平地
,

共 4 85 万亩
,

占全

岛面积的 9 %
,

主要 有文 昌
、

琼海
、

万宁
、

陵

水
、

三亚和西南部沿海平原等
。

沿海平原大多

数土地膏肤
,

为本岛重要的产粮基地
。

1
.

7 旅游资源

椰风海韵的热带风情给海南增添了几分

诗情画意
。

在 10 0 0 多 k m 长的沙质海岸上
,

分布着不少优美的海滩
,

如三亚的大东海
、

牙

龙湾以及桂林洋
、

石梅湾
、

临高角等
,

不失为

进行海浴
、

日光浴
、

沙浴
、

风浴的好场所
。

当今

国际旅游者所喜爱的阳光
、

海水
、

沙滩
、

绿色
、

空气五大要素海南环岛沿岸均兼而有之
。

2 海岸带资源开发的条件

2
.

1 区位

海南虽孤悬海外
,

但与大陆经济联系密

切
。

它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
。

海峡宽

18 海里
,

是北部湾 与南海之 间的海运通道
。

海南西临北部湾与越南为邻
,

从海 口至海防
一

仅 2 20 海里 ;
东望菲律宾吕宋岛

,

南通马来西

亚
、

印度尼西亚
,

从榆林至马尼拉为 6 50 海

里
。

海南至香港一新加坡的海上国际航线仅

2 00 多海里
。

海南地处我国东南黄金海岸最

南端
,

是我国西南内陆国土与南疆国土的结

合部
,

有利于实现大陆人力
、

物力与海南资源

及其产品的双向交流
。

2. 2 基础设施

海南交通设施具有一定基础
,

其运输能

力的 9 0写以上集中在海岸带
。

本岛有两级环

岛交通线
:

其一是 由沿岸均衡分布的众多港

湾连为一体的海上航线
,

航运里程 4 53 海里
,

其中海 口港
、

三亚港
、

八所港的吞吐量占全岛

85 %以上
。

各港与区外呈扇面辐射
,

使得海南

具有地理空间上的全方位开放优势
。

目前
,

海

口 港国外货运航线 23 条
,

国内货运航线 47

条
,

客运航线主要为广州
、

汕头
、

湛江
、

北海和

香港
。

为适应特区需要
,

西部的马村港
、

洋浦

港和东南部的乌场港等天然深水港正在开发

建设当中
。

1 9 8 9 年完成港 口建设投资 5 0 0 0

万元
,

新增泊位 6 个
,

洋浦港两个 2 万吨级和

一个 3 0 00 吨级码头已经投产
。

其二是陆地

环岛公路
,

其中东线双车道汽车专用公路首

期 6 2k m 已全面开工
,

洋浦港高等级硫港公

路 已投入使用
。

海南铁路位于西南岸带
,

以运

输石碌矿为主
。

海南空中运输网也初步形成
,

空中航线由建省前的 4 条发展到 20 多条
,

把

海南同国内东北
、

华北
、

西北
、

中南
、

西南等地

区联结起来
,

并增加了海 口 至香港
、

曼谷
、

新

加坡的国际航班
。

全省电力装机容量 已由

19 8 7 年的 3 8
.

8 万干瓦增加到 8 0 万千瓦
,

成

为 目前电力有富余的省份
斋 。

邮电通讯设施

有了较大改善
,

全省电话交换机容量 19 9 2 年

为 n 万门
,

比建省前的 19 8 7 年增 长 3
.

29

倍
,

可直拨全国各大中城市和世界上 1 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

并新建成 3 个地面卫星通讯

站
。

此外
,

海 口市的供水
、

排水工程
,

市政建设

工程和其他四个成片开发区的建设都取得显

著成绩
。

‘ 海南省简介
,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综合信息处
。

里9 91 年 3 月 州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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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投资

海南特区的设立正处于国际经济重心向

亚太地区转移时期
,

国际地域分工体系发生

了新的变化
。

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

面临地租和工资上涨
,

越来越多的资本需要

寻求更为理想的出路
:

一方面产业结构 由劳

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

技术密集型转化
,

如

由设立出 口加工 区到设立科技工业园
;
另一

方面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地租和工资都

较低廉的国家和地区
。

台湾的经济发展很具

代表性
。

在经济起飞初期
,

利用当地廉价劳动

力资源
,

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
,

以后

又积极引进技术和资金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出口商品
。

近年来由于台币升值
、

工资

上涨
,

台湾在进行调整工业结构的同时
,

把劳

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经济技术水平较低

的国家和地区中去
。

如 1 98 7 年对泰国投资高

达 4 亿美元
,

对马来西亚投资为 0
.

5 亿美元
。

1 9 8 9 年海南接 受外资 3
.

3 亿美元
,

其 中香

港
、

新加坡
、

美国
、

日本
、

台湾投资均达 0
.

1亿

美元以上
。

海南是著名侨乡
。

全省有华侨
、

外籍华人

近 2 00 万人
,

广布于世界 50 多个 国家和地

区
,

9 0 %以上聚集在泰国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等东南亚国家
,

海外华侨的数量仅次于广东
、

福建
。

他们在居住国的政治
、

经济
、

科技
、

文化

等领域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
,

涌现

了一批享有威望的政治家
、

企业家
、

金融家
、

和专家学者
,

通过他们可以引进先进的科学

技术
、

管理经验以及雄厚的资本
。

1 9 8 9 年海

外侨胞和港澳 台同胞 回海南兴办三资企业

2 59 家
,

协议投资金额 5
.

8 亿美元
。

侨汇对当

地经济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

] 95 1一 1 9 8 8

年海南 省侨汇 收入累计 达 2
.

3 亿 美元
,

从

1 9 7 9 年起
,

侨汇年收入 均 突破 1 0 00 万 美

兀
。

2
.

4 人力资源

海岸带集中了全省 83 %的人口
,

其密度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低于大陆海岸带平均 水

6

平
。

虽然人口数量多
,

工资低廉
,

适宜于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
,

但 由于历史原因
,

海南教育

事业落后
,

投资不足
,

人 口 素质偏低
。

近些年

教育投 入有 所提高
,

198 6 一 198 9 年共投资

2
.

4亿元
。

海南现有中专师范及职业中专 52

所
,

普通高校 5 所
,

成人中专 97 所
,

成人高校

6 所
,

远远满 足不了开放形势下对高中级 人

才的需求
。

许多沿海开放城市的实践经验表

明
:

经济建设必须以科技为先导
,

以科技攻

关
、

新产品开发
、

新技术应用重点
,

对外引进

技术
,

对内以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为依托
,

加

强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
,

扩大与世界各国各

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
,

建立起以现代技术为

主体
,

多学科
、

技工贸一体化的外向型科技格

局
。

海南与发达的大陆沿海地区或其他经济

特区相 比
,

面临的人才问题较为紧迫
,

除了发

挥现有大专院校和科技人 员的力量 外
,

还需

借助与大陆的血肉联系
,

争取引进大陆人才
。

3 海岸带资源开发在特 区建 设

中的地位

海南特区建设的成功与否
,

与对海岸带

资源的认识程度和开发深度有密切关系
。

海

南海岸带资源丰富
.

它集中他反映了海南资

源的优势
,

归纳起来主要有港口
、

旅游和物产

三方面
。

海岸带开发可以在下面三 个经济领

域独领风骚
。

3
.

1 以港湾工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

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原则是大进大 出
.

下只

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

而大进大出必须借

助港 口优势
。

海南建成与在建港 口环岛均衡

分布
,

有利于区域经济极核效应的实现
。

港 口

作为海运基地
,

需要具备良好的码头和较大

吞吐能力
,

同时也要求为货物提供疏散
、

仓

储
、

包装以及新型加工能力
。

因此
,

在港 口或

附近城镇建立相适应的工业群体是至关重要

的
。

由于进港要求加工的产品特点不同
.

应该

有选择地布局相应加工业
。

一方面要利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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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镇就近发展加工业
,

另一方面在港 口建

立加工产业
,

就地兴起具有现代特色的港湾

城镇
。

洋浦经济开发区 已获国务院批准
,

昔日

荒凉的洋浦湾将崛起一座新兴工业城
。

洋浦

开发是海南开发重点之重点
,

意义重大
。

海南

应以洋浦开发为契机
,

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

加快重点临海工业开发区的建设步伐
,

并将

其经济脉冲波辐射全岛
,

使海南的外向型经

济不只是 局限在某几个点
,

而是整个环海岸

带上
。

海南未来将形成以港 口城市和有港 口依

托 的城市为枢纽
,

以交通网络为纽带的五大

经济区
:
(1) 以海 口市为中心的北部经济区

,

重点发展轻纺
、

机械
、

电子
、

橡胶制品
、

食品及

第三产业
; (2 )以三亚为中心的南部经济区

,

旅游业为主导产业
,

并以旅游为中心发展食

品
、

工艺美术品工业和服务性
、

娱 乐性产业
,

也可根据条件发展高科技产业
,

使其成为著

名的国际旅游区
; (3) 以文昌为中心的东部经

济区
,

主要发展农业
、

农副产品加工业
、

食品
、

轻纺和 电子仪表等工业
; (4) 以洋浦为中心的

西北经济区
,

主要利用天然气发展石油化工

行业以及水产加工业
,

并以
“

两院
”

为中心
,

发

展生物工程和农业科技事业
; (5) 以八所为中

心的西南经济区
,

主要发展钢铁
、

建材
、

盐化

工等重工业
。

3. 2 国际性特区海岛旅游业

太平洋沿岸和岛屿是近年来国际旅游的

热点地区之一
。

海南地处帕特亚
、

曼谷
、

新加

坡
、

巴厘
、

宿 务岛
、

马尼拉
、

台湾
、

澳 门
、

香港
、

广州环形旅游热点地带中部
,

是 中国著名的

八大旅游区之一
。

海南的阳光
、

海水
、

沙滩
、

气

候
、

森林
、

动物
、

温泉
、

岩洞
、

风情
、

田园等
,

对

国内外游客吸引力巨大
,

有条件跻身于竞争

激烈的国际旅游市场
。

海南旅游业作为一项

新兴的优势产业
,

近期内将成为
“

引爆
”

产业
,

带动其他第三次产业的发展
。

经过 几年的努 力
,

到 1 9 9 2 年
,

海南拥有

旅游宾馆 120 家
,

旅行社 83 家
,

成片旅游开

发区 16 个
,

开房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现

在
,

海南旅游业的食
、

住
、

行
、

乐
、

购等 已逐步

配套完善
,

初步形成 了我国唯一的热带旅游

基地
。

1 9 8 5 年海南游客只有 n 万人次
,

1 9 9 2

年高达 24 7
.

37 万人次
,

旅游创汇首次突破 1

亿美元
,

年均递增超过 4 0 %
,

跃居全 国旅游

前茅省份
。

根据国内外旅游市场分析
,

国际游客中
,

日本在较长时间内是海南重要的客源市场
,

欧美游客是海南的潜在市场
。

改革开放以来
,

侨
、

港
、

澳
、

台胞游 客不断增加
,

如侨胞 19 8 7

年 6 1 0 2 人次
,

19 8 8 年 7 0 7 2 人次
,

港澳台同

胞 1 9 8 7 年 1 4 万人次
,

1 9 8 8 年 1 6 万人次
。

海

南在外侨胞有 2 00 万
,

又邻近广东
、

福建等著

名侨 乡
,

因而争取华侨和港
、

澳
、

台胞归国探

亲
,

回乡投资
,

经商办厂
,

度假旅游
,

是极有开

拓前景的市场
。

国内游客一直是我国旅游市

场主要客源
,

海南 1 9 8 7 年和 19 8 8 年接待国

内游客分别为 57 万和 98 万人次
,

并且将呈

有增无减的趋势
。

3
,

3 以矿产
、

热作
、

海洋资源为重点的深度

加工业

海南与台湾都是岛屿
,

自然条件有相似

之处
。

台湾原有经济发展水平很低
,

工业基础

十分薄弱
,

50 年代初期面临着资金和人才奇

缺
、

技术落后
、

市场狭小等困难
,

但台湾以全

方位开放为宗旨
,

以出口工业为主导
,

走出了

一条高速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

台湾成功的发

展模式和经验可资海南借鉴
、

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 区
,

除了具

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

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及其

众多港湾以外
,

还具有矿产
、

热作
、

海洋等丰

富的自然资源
,

这是 我国其他特区不能 比拟

的
。

虽然传统上人们一直强调海南的资源优

势
,

但并不把海南置于国际经济循环 圈来考

虑
,

而仅仅将它视为资源产地
,

忽视深度开

发
。

这是导致海南经济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
。

我们对于资源优势的认识
,

不能只看到它的

7



·

综合研究
·

江苏省海岸带产业结构合理调整问题研究
‘

文lJ 明

(江苏省滩涂管理局 盐城)

摘 要 本文就江苏省海岸带产业结构

现状做了分析
,

并对其合理调整进行了研

究
。

关键词 海岸带 产业结构 调整

江苏省海岸带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
,

江苏省海岸带产业发展坚持
“

以粮为纲
” ,

在传统的
“

围垦一养垦一开垦
”

的开发模式下
,

发展粮棉和盐业生产
,

建成沿

海 16 个大中型国营农场
,

8 个大型国营盐场

及百余个地方国营和集体中小型盐场
。

连同

海洋捕捞业形成江苏省海岸带三大传统产

业
。

而其他产业如水产养殖业
,

农产品加工

业
、

交通运输
、

旅游业 等处于极其落后的状

态
。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

江苏

省海岸带开发呈现出多部门
、

多层次兴办经

济实体及根据当地优势和市场需求组织各类

生产项 目的企业
。

产业结构向着综合化方向

发展
。

建成了具有江苏沿海特色的粮棉
、

对

虾
、

鳗鱼
、

淡水鱼
、

林果
、

畜牧
、

盐业
、

文蛤
、

紫

菜
、

芦苇等十大商品生产基地
,

尤其是海水养

殖业和水产品加工业等出口创汇型产业有了

长足的发展
。

海岸带 内部不同岸段的优势产

业也初显端倪
。

象海洲湾的水产业
、

盐业 ;连

云港港 口海运及旅游业
;
渠北盐业及水产养

殖业
;渠南的种植业

、

海水养殖业等
。

然而依

笔者所见江苏省海岸带产业结构存在着以下

三个方面的问题
。

L l 产业结构处于低级阶段

首先表现在海岸带巨大的资源潜力未能

得到充分利用
。

江苏省海岸带 自然资源丰富
,

土地资源
、

水资源
、

生物资源
、

港 口航道资源
、

盐业及盐化工资源
、

矿六资源
、

旅游资源等各

种资源组合适宜
,

能促进各项资源的充分开

香矛 矛嚎补
月

矛 彩升
闷

矛矛
」

矛 矛矛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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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 彩升
,盛升矛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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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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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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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矛 硒砂硒户矛 j卜
,

矛沂 护
‘尹 补 矛

‘

矛 扇卜 矛 矛
、

矛
·

天然存在
,

而要看到初级产品与深度加工产

品间的增值幅度
。

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以高度

发展生产力为前提
。

根据海南实际及其所处 的国际经济环

境
,

海南工业发展必须走资源开发型和市场

导向型产业并举的道路
。

立足资源
,

走高速发

展的工业化道路
,

首先要建立以资源型工业

开发为主导的
、

具有海南特色的现代工业体

系
。

近期由于受到资金
、

技术
、

人才
、

经营管理

和能源交通 的限制
,

开发的重点应放在投资

少
、

见效快
,

收益高的轻工业和建材工业等方

面
。

在发展海南资源型工业时必须重视生产

技术水平的提高
,

促使以开采和简单加工为

主的上游工业逐渐向深加工和精加工的下游

工业转移
。

密切注意世 界市场功向
,

不断提高

产品质量
,

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尽快打破

长期出 口初级 产品的落后局而
,

提高产品出

口创汇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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