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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初探

李春娣，龙丽娟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１）

　　摘　　　要：三沙市区位重要，首当发展海洋产业经济，重点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开

发和海洋旅游业等，可逐步发展海洋生物制品、海水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新兴产业。

产业发展应置于国家战略层次，有序进行。本文简要分析了三沙市海洋资源现状，对三沙市

海洋产业的发展基础、结构布局以及发展重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以期为三沙海洋产

业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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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建设背景

２０１２年６月，海南省三沙市成立，管辖西沙

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

沙市的设立，是我国维护南海权益的重要体现，

有助于加快我国南海经济的开发与建设，具有重

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海洋对保障国家安

全、缓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拓展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新空间，起着重要的作用［１］。海洋

产业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部署，三沙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洋市，首当发

展海洋产业经济，重点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

开发和海洋旅游业等。

三沙市地理区位特殊，发展海洋经济，必须

有序进行。发展三沙市海洋产业的思路和重点

领域很明确：要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现代海

洋渔业，做大深水养殖业，做强远洋捕捞业；积极

发展海洋旅游产业，打造热带特色海岛游；加强

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做好后勤补给服务，维

护我国南海权益不受侵犯。其他一些海洋新兴

产业，如海洋生物制品开发、海水利用和海洋可

再生能源利用等也将逐步得到发展。

本文简要分析了三沙市的海洋资源现状，对

三沙市海洋产业的发展基础、结构布局、发展方

向、发展重点以及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和分析，以期为三沙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和实施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２　海洋资源现状分析

三沙市人民政府驻于西沙永兴岛，是南海诸

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为２．１３ｋｍ２。三沙市由２８０

多个岛、沙洲、暗礁、暗沙和暗礁滩及其海域组成，

陆地面积约１０ｋｍ２，海域面积约２００万ｋｍ２。
［２］

三沙市位于热带区域，气候四季炎热，雨量充

沛，海洋生物种类多样，据统计共有生物６５００余

种，鱼类有２３００余种
［３］。西沙是我国主要热带渔

场，有珊瑚鱼类和大洋性鱼类４００余种，盛产金枪

鱼、马鲛鱼、红鱼、鲣鱼、飞鱼、石斑鱼等，还有海参、

珍珠、鲍鱼等名贵特产；中沙海域也是南海重要渔

场，盛产金带梅鲷、旗鱼、箭鱼、金枪鱼等；南沙群岛

海域岛礁中上层渔业资源丰富，渔品优质，已知栖

息鱼类有５００种以上，储量巨大
［２－６］。据史料记

载，我国渔民在南海捕鱼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捕捞经验、捕捞技术和水文资料，

这是发展现代海洋捕捞业的珍贵财富［７］。目前，

南海北部海域沿岸的渔业资源已属过度开发，南

部海域渔业资源尚有可观的开发潜力。

三沙海域拥有丰富的生物、植物以及海底资

源，许多海洋生物体内含有特殊有机化合物和活

性物质，可做工业原料和药物资源。调查表明南

海海底蕴藏着大量油气矿产资源，已探明的石

油、天然气、水合物等储量可观，被称为“第二个

波斯湾”［８］。三沙市天蓝海碧，风光迷人，旅游资

源丰富，亟待开发。南海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

的重要国际航运要道，是我国海外贸易和能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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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重要通道，是东亚和东南亚乃至世界航运繁

忙的航线［９］，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３　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

３１　海洋渔业

海洋渔业是三沙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开发

海洋渔业资源必须有序进行，需积极推动深远海

捕捞业，大力发展深水养殖业，从而保持南海渔

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开发三沙市渔业资源

应积极扶持企业和渔民建造大型新型渔船，能够

闯远海，能进行深海捕捞，能在船上加工冷藏渔

产品，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利用效益。发展海洋渔

业生产，是我国对南海行使主权的重要体现，要

鼓励企业和渔民开展外海、远海捕捞，对南沙渔

业生产实施特殊扶持政策，同时增强南沙渔政执

法力量，提升渔政护渔维权能力。渔业生产应遵

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定期开展渔业资源现状调查

评估，按渔业区划控制海洋捕捞强度，实施伏季

休渔，避免因捕捞过度而影响海洋生态平衡，发

展环境友好的作业方式。

发展海水养殖业是利用现代海水养殖技术

将三沙市丰富的潜在海洋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可根据三沙市珊瑚

礁、湖较多的状况，积极发展岛礁养殖、深水网

箱养殖和海洋增殖［６］；选择洋流稳定，盐度适宜

的海域开展名贵渔种的深海网箱养殖；建设海洋

牧场，发展种苗产业、观赏鱼产业和休闲渔业等，

将具有丰厚的产业回报。积极引进现代渔业养

殖装备，提升海水养殖技术支撑水平。

三沙市发展现代海洋渔业，要与有关科研机

构加强合作，积极推动三沙渔业科技发展，重点

加强远洋捕捞技术改进、三沙海水养殖布局、高

附加值渔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为三沙市的渔

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从而保证科学有

序开发南海渔业资源。三沙市渔业资源及其生

产要实施多渠道管理，继续加强三沙市海洋渔业

基础设施和后勤基地建设，可选择一些岛屿，增

建避风港口和渔业生产基地，为赴南海作业的渔

船提供保障和服务。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及

渔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贸易合作。

３２　海洋油气开发

开发南海矿产资源，将是三沙市经济发展的

重要产业。南海处于三大板块的交汇处，经历了

复杂的地质作用和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油气资

源潜力巨大，将是未来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

目前我国对南海的油气勘探和开发主要集

中在南海北部，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还未开

发。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传统疆域内的

油气资源不断受到南海周边国家的蚕食。三沙

市的成立，是我国维护主权和利益的重要体现，

要尽快明确南海资源管理体制，推进南海问题的

妥善解决，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南海资源勘探开发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发展

需要，可与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中科院、中

海油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综合科学考察，进行海

洋矿产与油气资源调查与评价，尤其加快对南沙

海域的有效勘探力度，为南海战略资源开发及国

家权益维护奠定基础。

南海的油气资源约７０％蕴藏于深水区域，开

发技术难度大，要注重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引进大

型深水装备、发展深海勘探与开采技术，打造深水

钻井平台，引入国内外先进技术，加快基础设施和

后勤基地的建设，有效勘探和开发深水资源。可公

开招标部分石油资源的开发权，石油公司根据受益

承担一些基建业务。利用已掌握的技术，加大与国

内外石油公司的合作力度，逐步实现在南沙海域开

钻，以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

３３　海洋旅游业

三沙市风光旖旎，天蓝海碧，椰林飘香；水下珊

瑚色彩斑斓，生物多样。三沙市旅游资源丰富，旅

游产业开发充满潜力和吸引力。目前应重点开发

西沙群岛。西沙永兴岛上设有收复西沙群岛纪念

碑、西沙将军林、守岛部队军史馆、西沙海洋博物

馆、二战日军炮楼等；石岛有中国主权碑、西沙老龙

头石碑；赵述岛上有明清古庙遗址等［２，６］；此外还拥

有迷人的热带特色动植物群落及丰富的人文景观。

可开辟海南至西沙群岛的邮轮旅游航线，开发海岛

观光、海底潜水、休闲海钓等旅游产品；发展海洋文

化旅游、珊瑚礁特色旅游、海岛探险等旅游形式，让

游客饱览南海蓝色之美。

三沙旅游开发必须考虑生态承载能力，要科

学规划，适度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应注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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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人为破坏岛屿和海洋的生态环境。倡导开发

高端生态旅游模式，让游客体验原生态、原风情

的热带岛礁人文风光。可由政府或引资开发一

些小岛，打造特色海岛旅游—度假产业链。发展

相应的旅游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可参考

东南亚海岛游模式进行建设。

３４　其他产业

南海是中国大陆和近海岛屿通往世界的交

通要冲，也是东亚通往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必

经的国际航道，是中国南疆安全的重要屏障，战

略地位十分重要。三沙市可积极推动海上运输

业发展，充分利用航线资源，开发海上贸易，在一

些岛屿上建设补给基地码头，为国内外运输船只

提供后勤服务及保障。

三沙市的发展离不开淡水资源，要积极发展

海水淡化产业。引入合适的海水淡化装备，合理

布局海水淡化工程。可利用海洋风能、太阳能、

潮流能等发电，在一些海岛上建设小型发电站，

为海水淡化提供清洁能源，为顺利开发海岛创造

必需的生活条件。随着三沙市海洋优势产业的

发展，可逐步推进海洋生物利用、海水利用、海洋

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新兴产业，通过创建新兴产业

园，集中发展特色产业。

４　组织与保障措施

三沙市位置特殊，海洋经济发展要置于国家

战略层次，汇引各方资源和人力共同参与其开发

建设，不断完善资源开发的组织与保障措施。要

加快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管理设施、渔业和

油气业后勤补给基地建设等。按期开展资源现

状调查与评估，加强海域动态监视监测。

完善三沙市涉海专项规划和管理制度体系，

在国家相关规划指导下，根据三沙市具体情况，

开展重大项目和工程的规划建设。实施三沙市

海洋产业扶持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海

上综合执法新机制，提高执法护渔能力，保证海

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

建设三沙特色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油气勘探

开发服务基地、海洋能源开发基地、旅游配套设施

等，努力把三沙建设成生态与开发协调发展的特色

经济区。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海洋环境维护意识。

加强灾害天气预报、预警工作，建设海洋防灾减灾体

系，加强海洋基础信息服务，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加强与兄弟省市及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吸

引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与三沙海洋资源优势的

结合，提升海洋产业开发的水平。在国家政策允

许下，引入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开发三沙海域资

源。依托相关技术单位，提高海洋产业技术支

撑，吸引科技人员到三沙开展相关科研工作；依

靠科技进步，不断推进海洋高技术创新和产业

化。成立三沙海洋经济专家智慧库，对重大发展

问题开展专门咨询研究，提出适宜的策略建议，

确保三沙海洋经济安全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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