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1世纪这个被称为“海洋世

纪”的千年来临之际，湛江海洋大学海

洋经济研究所所长徐质斌研究员的专

著、近60万字的《建设海洋经济强国

方略》问世了。该书由中国工程院院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题词，中国工

程院院士、青岛海洋大学校长管华诗

作序。翻阅之下，立刻感觉到这不是一

本泛泛之作，而是一部代表全国海洋

经济研究新水平的力作，应该引起我

们广泛的关注。

——徐质斌《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方略》评介

随着陆地上人口、资源、生态问题

的日益突出，海洋开发自20世纪60

年代开始受到世人的瞩目，有关的研

究文章、著作陆续出版。但是，像此书

这样，以。建设海洋经济强国。这个宏

大而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为研究对

象；以系统、深入的4方略”层面的研

究，取代一般的感慨性、宣传性议论，

自始至终充满了创新的精神，是不多

见的。我敢说，只有那种怀有忧患意

识、经过长期业务积累和潜心钻研、富

有创造力、注重成果真实价值的学者

才写得出来。

这部著作所以值得看重，至少有

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提出了中国新世纪建国方略

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联合国21世纪议程》指出：海洋

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

部分，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宝贵财富。第45届联大敦促沿海

国家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国家战略。

撰文／陈泽卿

中国是一个有18000km海岸线和6500

多个岛屿的海洋大国，这是我们的幸

运。但是历史上我们却曾疏远了海洋，

甚至实行过海禁政策，从而丧失了在

世界文明中的领先地位，一度沦为海

上列强欺凌的对象。历史的经验教训I

证明：海洋事关民族盛衰。建设海洋经

济强国，应该作为国家战略行动，成为

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事

业中一个特别重大的方面。它对于保

证我们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

步战略目标，对于发展民族的海洋文

明，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强国之林中占

据中国应有的位置，具有重大深远的

意义。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思想

家和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十

分重视对建国方略的研究和策划。20

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海洋工作明确

了4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中心”的指导思

想，沿海省市。蓝色革命”热浪滚滚。国

家领导人在题词、谈话中提出。振兴海

业，繁荣经济。、。提高海洋经济在国民

凰   



经济中的贡献率”。在跨入21世纪的

时候，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方略已经成

为中国建国总方略中不可忽视的一部

分。可以说，本书的书名就是一个引人

入胜的题目，提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

一个贡献。

二是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海洋经

济强国建设的基本对策。

作者当然不止提出了一个题目，

而是奉献了一个翔实的答案。洋洋60

万言，并没有一般大部头著作难免的

重复、口罗嗦和空泛，而是按照严格的

逻辑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把一般经济规律与海洋经济的特

点相结合，把生产力研究与生产关系

研究相结合，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相结合，把理论研究和实用研究相结

合，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以

平实的语言，探讨了建设海洋经济强

国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全

书共分12章和1个附录。其中第一章

是引论，针对许多人对海洋的模糊认

识阐述正确的海洋观；第二、三、四、五

章是总论，阐述海洋经济和海洋经济

强国的基本概念，建设的总体思路，运

用生产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般

原理探讨海洋生产力方式的优化和生

产关系的调整问题；第六至十二章是

分论，研究建设强国事业中的海洋产

业经济、区域经济、科教兴海、管理体

制、资源环境、社会支持条件等一些专

门性问题。其目的性、理论性、系统性、

实用性十分明显。全书突破了以往有

些著作局限于某一行业(如海洋渔

业)、某一区域(如海岸带、海岛)和在

平面上摆“情况”的不足，形成了一个

有纵深的立体结构，真正在。研究”上

下了功夫，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本书提出的经过沉思的建议，对

各级决策机关具有重要的咨询价值。

三是以较高的专业水准创造性地

探讨了若干重要问题。

从书后的参考文献和作者的说明

看出，此书是一位从事海洋经济研究

十多年的学者，在世纪之交对自己多

年积累的一个总结，对同行研究成果

的一种集大成。但是，总结的同时再提

高，集成的过程多有创新，体现作者独

到见解、给人启迪、可圈可点之处遍布

全书。如：

关于4海洋=地球连续水体+

周缘海岸+海床+底土+海洋资

源≠海水”的海洋公式；

关于“海洋经济是活动场所、资源

依托、销售或服务对象、区位选择和初

级产品原料对海洋有特定依存关系的

各种经济的总称。的定义；

关于海洋经济本质特点的分析；

关于“海洋经济的价值=直接产

出价值+转移(波及)价值”；目前关

于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率的计

算存在着3个层次剥落的论述，以及

改进计算方法的设想；

关于当代的海洋经济强国，应从

4条标准综合评价的意见；

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步骤的总体

构想；

关于。海洋自然力、海洋自然生产

力、海洋社会生产力’的区别和联系的

说明；

关于。海洋生产力方式”及其4种

组合的概念，其优化的原则、标准、方

法的阐述；

关于。海洋生产关系特殊复杂性”

6个方面的分析；

关于海洋资源资产化管理的意

见；

关于海洋技术市场组织形式和运

作方式的意见；

关于加入WTO对中国海洋经济

的影晌及应对的主张；

关于“渔业的本质是水农业，本体

是养殖业。的命题；

关于。海洋第零次产业”、‘第四次

产业”的概念和论述；

整个。海水产业”一章、尤其是关

于。海水灌溉4农艺化、产业化的建议；

关于海洋区域类型(海岛、海湾、

河口三角洲等)经济特点、管理重点的

分析；

关于知识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海洋

产业现代化的影响的论述；

关于海洋高新技术发展动态和中

国的对策；

关于海洋技术产业化的流程、障

碍的分析，。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

的主张； ·

关于海洋条块管理改进、综合管

理体制模式建设、国家管辖海域权益

维护的主张；

关于海洋资源利用lo原则(积极

利用、多质多用、大材大用、适度利用、

无害利用、组合利用、生态利用、深度

利用、保存备用、发明新用)的概括；

关于海洋环境管理实现5个转

变，维持。海洋健康’的意见；

关于解决海洋开发资金短缺6个

途径的意见；

⋯⋯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

目一新。

徐质斌作为一名1987年从陆军

转业的研究人员，涉足海洋经济研究

领域，并在这本专著里有这样丰富的

新论述，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宋

腱同志在给中国工程院秘书长常平同

志的信中谈及作者时说：。颇为他的发

奋钻研的志气所动。转业十年，不懈攀

登，又有所成。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

当然，任何人都有局限性。这么大

一个题目一个人做，又是计划外项目

缺少经费支持，错漏在所难免。所谓

。瑕不掩瑜”吧。

关心海洋经济事业的人们，请不

要错过这本书j

本文作者系湛江海洋大学海洋经济管理

学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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