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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是指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国民经济社会各部门
、

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结

构
。

这里所谈的海洋经济结构间题
,

主要是指各海洋产业部门之间的结构
,

海洋经济的地

区布局等生产力组织问题
,

个别地方涉及一些管理体制和所有制问题
。

研究这个问题对合

理组织海洋生产力
,

提高海洋经济的综合经济效益
,

具有重要意 义
。

因此
,

从制订国家海

洋开发计划
,

管理海洋经济的角度来看
,

应当重视研究这个间题
。

一
、

评价海洋经济结构的标准

经济结构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
,

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评价标准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生产的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
,

因此
,

其经济结构是在

剩余价值规律或利润率规律的支配下形成和发展的
。

在海洋经济领域内
,

采用什么样的开

发技术
,

开发利用哪些海洋资源
,

重点发展哪些海洋产业部 门
,

都服从于能否取得更多的

利润
。

当然
,

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
,

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变革
,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

海洋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有着重要影响
。

例如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

石油价 格 持 续 上

涨
,

开发海洋石油有利可图
,

因此
,

许多大公司大量投资于近海石油工业
,

使得海洋石油工业

迅速发展 年近海石油投资约 亿美元
,

十年之后增加到 亿美元
。

据石油界权威人

士估计
,

 !一 年
,

世界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投资达 亿美元
。

目前
,

海洋

石油的年产量 已达 亿吨
,

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 肠
,

成为海洋经济中最大的工业
。

在短

短的一
、

二十年内
,

有 个国家海洋石油年产量超过 万吨
,

完全改变了有关国家的海

洋经济结构
。

例如英国
,

北海油田年产 。。。多万吨
,

石油开发产值超过其他海洋工业产值的

许多倍
,

由纯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输出国
。

又如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出现
,

使一 些 发

达国家的远洋渔业受到影响
。

由于有关国家实行 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制度
,

日本的远洋

渔业产量由 万吨下降到 万吨左右
。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

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 民的物

质和文化需要
。

因此
,

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受着与资本主义社会不 同的规律制约
,

有 自己

的特点
。

马克思说
“

时间的节约
,

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
,

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

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 成 为 规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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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的效律
,

制鱿着社会主义经济结札的形成和发展
。

在上述规律的支配下
,

社会主义国家的海洋经济结构也有其特点 首先
,

社会主义国家

开发海洋
,

发展海洋经济的 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利润
,

而是为 了满足人民对海产品的需要

其次
,

海洋经济的发展是在统一计划指导下进行的
,

不是盲目发展的 因此
,

社会主义的

褥洋经济结构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海洋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

,

它的发展要适合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

满

足国民经济发展对海洋自然资源的需求
。

国家用于海洋经济活动的人力
、

则力和物力得到合理的利用
。

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

再生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

非再生资源利用得合理
,

海洋资源综

合利用水平比较高
。

海洋经济的地区布局合理
,

能充分发挥各海 区 的 优 势
,

区 域 内 的 工 业 结 构 合

理
。

海 洋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

保证海洋资源永续 利 用
,

海 洋 经 济 持 续 发

展
。

海洋经济结构随着海洋开发技术的进步而适时调整
,

不断建 立 新 的 海 洋 工 业 部

门
,

扩大海洋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

二
、

我国海洋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

建国三十多年来
,

我国的海洋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

海洋渔业在六十年代就基本上实现

了渔船的动力化
,

水产品产量 由 万吨增加到 多万吨
。

海水制盐业的发展也很 迅 速
,

盐 田面积 由 万公顷增加到 万公顷
,

原盐产量由 万吨增加到 。多 万 吨
。

解 放 初

期
,

海洋航运业没有远洋运输船
,

只有 艘沿海运输船舶
,

沿海港口 的深水 泊 位 只 有

个
。

现在
,

我们 已经建立 了一支包括 多艘远洋和近海运输的杂货船
、

油船
、

集装箱船
、

散货船
、

滚装船等多种类型船舶的船队
,

深水泊位 多个
。

其他海洋经济事业也正 在 发

展
。

年
,

海洋经 济的产值和营业收入 亿元左右
,

约占国 民经济总产值的
。

但是
,

同世界上海洋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
,

从国民经济发展对海洋经济的要求来看
,

我国的海洋经济还有不少问题
,

其 中
,

海洋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主要问题之一 我国海洋经

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低

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国家
,

又是一个海洋国家
,

海岸线长达 多公里
,

海域辽 阔
,

海洋资源丰富
。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

发展海洋经济
,

应当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
。

但是
,

由于受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
,

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

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还不算

很快
,

海洋经济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低 年
,

我国的海洋渔业
、

盐业产

值和海洋运输业的营业收入
,

仅占国 民经济总产值的 左右
。

据 《世界大洋经济学》的

作者布尼奇估计
,

七 十年代 中期
, “

在世界经济中
,

大洋经济占总产值的 一 呢
’

我

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

八十年代海洋经济的水平比世界七十年代的平均水平还低
,

显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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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落后的

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高

综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提高经济效益
、

顺利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前提
。

我国传统的

海洋经济活动
,

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的水平不高
,

资源利用不充分
。

例如 海岸带和海涂地

区有芦苇
、

红树林等多种经济植物
,

文蛤
、

缴蛙等多种贝类
,

不断淤积扩 展 的 土 地
,

潮

汐
、

波浪等能源
,

适宜建立盐场的滩涂等
,

适合于发展农业
、

渔业
、

制盐
、

造纸等多种经济

事业
。

但是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开发活动主要是进行农业围垦
,

忽视 了其他行业的发

展
,

上百万亩水产养殖场被挤占
,

大面积苇 田被毁掉
。

农业围垦区的土地和水面利用也不

充分
。

盐田 内的水面和旱地也有发展多种经营的潜力
。

全国沿海盐 田占用 滩 涂  万 公

亩
,

盐业生产的使用只有 多万公亩
,

尚有大片荒地和堤坝可以种 植 粮 食作物和荆 条

等
,

发展多种经营
。

另外
,

盐 田的蓄水池和纳潮沟等水面
,

约有 万公亩可以 养 虾
,

目

前只利用了一小部分
。

海水化学资源的综合利用潜力也很大
。

制盐苦卤含有多种浓缩了的

化学资源
,

可以提取钾
、

澳等有用元素
,

目前也只利用了一部分
。

海洋经济的地区布局不平衡

海洋经济的地区布局
,

包括生产力 的空间分布
,

各海区的海洋经济活动与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

这些 问题解决得好坏
,

对于保证海洋经济的宏观经 济效果有

重要影响
。

在这方面
,

目前存在的主要间题有

海洋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

例如 浩海港 口建设落后于海运业的发展要求
,

港 口压船压货现象十分严重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建国三十几年来
,

港 口货物吞奋吐 量 增 加

了 倍以上
,

而码头岸线仅增加一倍多
,

深水泊位也仅增加 了几倍
。

港 口布局也不均衡
,

全国平均约 余公里 一 个交通港 口
,

而苏北和闽江 口以 北 、 多公 里 才 有一 个 港

口

海洋资源的优势发挥的不充分
。

例如海盐的问题
。

从资源
、

能源
、

交通等几方面

衡量
,

海盐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

海盐的原料是海水
,

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生产方法是日

晒蒸发
,

节约能源 沿海地区交通方便
,

便于转运和出口
。

因此
,

海盐成本比井
、

矿盐低

几倍
,

能源消耗低几十倍
。

如果少在江西建矿盐场
,

江西用盐 由福建和江苏供应
,

仅盐税

一项
,

国家每年就可增收 万元以上
,

闽
、

淮盐场的积压问题也可相应减少
。

又如辽宁

沿海的芦苇资源间题
。

辽宁沿海解放初期约有 万亩
一

节田
,

产苇供应金城
、

营 口
、

丹 东

等造纸 一 从五十年代开始毁苇种稻
,

现在只剩 肠万亩左右
。

由于管理不善和自然 退 化

等原因
,

实收面积还要少一些
,

每年产苇仅 万吨左右
。

这些芦苇只能满足造纸厂所需原

料的 肠左右
,

结果不得不从黑龙江
、

新疆
、

湖南
、

内蒙
、

广西等地收购芦苇和木材
,

提

高了造纸成本
,

也给国家增加了运输负担
。

如果能 够多利用一些沿海的盐碱 滩 涂种 植 芦

苇
,

是很有价值的
。

海洋渔业捕捞区集 中在沿岸渔场
,

捕捞量超过了可捕量 外海渔场资源没有充分

利用
。

如东海
,

年 一 马力的渔船不到 艘
,

近儿年 己增加到 多 艘
,

都 挤

在近海作业
,

酷捞滥捕
,

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

东海大黄鱼的产量
,

年 万吨
,

年只有 万吨
。

而东海的外海渔业资源
,

只是最近儿年才于卜始少量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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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兴产业落后
‘

现代的海洋经济除了传统的海洋捕捞渔业
、

海运业和海盐业之外
,

还包括海洋石油开

来
、

海水增养殖
、

海水淡化
、

海洋能源发电等新兴产业
。

在海洋经济产值中
,

新兴产业所

占比重很大
。

新兴产业上不去
,

海洋经济必定处于落后状态
。

我国的海洋产业
,

仍然以传

统产业部门为主
,

新兴产业刚刚起步
,

落后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世界平均水平
。

《世界

大洋经济学》一书谈道
“

据联合国估计
,

 年海洋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为 一 。亿

美元
,

其中海洋采矿业的产值为 一了 亿美元 其中石油和天然 气 的 产 值 约 占 一

肠
,

海运的产值约为 亿美元
,

海洋渔业的产值为 亿美元
。 ”

我国的海洋经济产

值
,

基本上都是几个传统部 门创造的
,

新兴产业只有小规模试生产
,

产值微乎其微
。

三
、

建立合理的海洋经济结构

我国的海洋经济结构应该逐步调整
,

以便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
、

符合现代海洋经济发

展规律的海洋经济结构
。

当前
,

调整我国的海洋经济结构应当特别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一

是认真研究今后一
、

二十年内我国有多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发展海洋经济 二是实现国 民

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 目标对海洋经济有哪些要求 三是世界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给

我国海洋开发提出了什么挑战
,

提供了什么机会 四是海洋经 济的发展怎样为实现国民经

济发展重点做出贡献

综合开发利用海涂资源
,

保证农
、

渔
、

盐
、

苇各业协调发展
。

海涂资源可以多功

能利用
,

其中最主要的是可以发展农业
、

渔业
、

盐业和植苇业 同 时
,

也 只 有 农
、

渔
、

盐
、

苇各业协调发展
,

海涂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利用
。

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 目标
,

上

述几个方面都要发展
,

盐田面积要增加 肠以上
,

苇田面积要增加一倍 以上
,

水产养殖面

积也要增加一倍以上
,

农业围垦的面积更大
。

有不少海涂地段上述儿个行业都可以利用
,

存在着争地的矛盾
。

今后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
,

要 吸取在
“

以粮为纲
”

思 想影响下失 出农

业围垦
,

挤掉其他行业的教训
,

采取综合开发利用的方式
,

保证各行业 协调发展
。

例如

农渔结合 目前农渔结合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利用农业围垦区的低洼水面养鱼
。

据

有关部门估算
,

在农业围垦区内
,

一般有 一 肠的低洼水面
,

不适宜农业耕种
。

利用这

些水面养殖鱼虾
,

既可以把围区内的水面充分利用起来
,

又可 以节省一部分围建鱼塘的费

用 浙江的一些地区就是这样
,

随着海涂围垦事业的发展
,

利用围区内的水面 发 展 养 殖

业
,

养殖面积不断扩大 二是在农田中兼挖鱼塘
,

或鱼农轮作
。

广东有些围垦工程
,

由于

围堤标高在
一
米左右

,

田面标高低
,

积水难排
,

种稻被淹死
,

种甘蔗产量低
,

近年来采用

挖塘垫田面的办法
,

塘用于养鱼
,

抬高的田面用于种甘蔗
,

建成六基四水蔗鱼塘
,

效果不

错

盐渔结合 在某些地区
,

盐业与水产养殖业是有矛盾的
,

一种是盐 田与水产养殖场争

占海涂
,

另一种是盐田抽水损害对虾苗
。

把盐业和水产养殖业结合起来
,

是减少这种矛盾

的一个有效办法
。

在 。多万公亩盐田 中
,

适合养殖鱼虾的低浓度水面有 。多万 公 亩
,

其中有 万公亩适合养殖对虾
。

盐田养虾有不少优越性 一是不必另修养虾池
,

节 省 基

建投资 二是盐田 卤虫可以作饵料
,

收到综合利用的效果
。

三是可 以解决一部分机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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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之后过剩劳动力的安排问题
。

年
,

盐田养虾收虾 吨
,

为国 家 创 造了大量 外

汇
。

这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事业
。

苇渔结合
。

江苏大丰县建立了一个苇鱼养殖场
,

在新开海涂上植苇和养鱼结合
,

获得

了苇鱼双收的效果
。

该场围垦面积为 万亩
,

在一部分地块上植苇养鱼
,

 年收商品鱼

万斤
,

苇柴 万担
,

纯利润 了万元
。

这是一个正在试验的项 目
,

经过不断 的实 践
,

总结一些经验
,

大面积推广
,

是很有意义的
。

调整捕养比例
,

大力发展海洋农牧化事业
。

据水产专家预测
,

在我国周围海域大

规模增加捕捞产量希望不大
,

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

调整渔业劳动力和渔业投资在捕捞

和养殖之间的比例
,

妥善解决近海小型渔船过剩的问题
,

大力发展海洋农牧化事业
。

一方

面
,

大力发展滩涂和浅海养殖业
。

我国沿海有 。多万亩适合海水养殖的滩涂
,

还有一亿

多亩
一
米的浅海

,

目前仅仅利用了 。多万亩
。

把滩涂和浅海利用好
,

扩大养殖 面 积和

品种
,

可以使水产事业的面貌大为改观
。

另一方面
,

在 自然环境理想的海区放养测游途程

短的海产动物
,

增殖资源
,

也是一条有战略意 义的途径
。

山东
、

浙江的一些地区已经 做了

一些试验
,

效果是好的
。

以海港和能源设施建设为重点
,

不断扩大海洋空间的利用
。

海洋空间也是宝贵的

资源
。

利用海洋空间 已经成为现代海洋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
,

并 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

洋开发的水平
。

传统的海洋空间利用包括
,

海港和航道建设
,

海滨各种工程建设
,

海上各

种军事设施建设等
。

现在
,

海洋空间利用的范围正在扩大
,

如建立海上机场
、

信息中心
、

海上贮油设施
、

海上公园
、

海上石油开发的服务设施等
。

我国利用海洋空间的工作还很落

后
,

应当大力加强
。

首先
,

应当扩大港 口和航道建设
,

保证海运业的发展
。

其次
,

海洋空

间要尽量保证海洋石油开发服务设施建设的需要
。

这是我国利用海洋空间
、

特别是海岸带

的两个重点
。

另外
,

我们也要考虑的远一些
,

逐步利用海洋空间发展旅游
、

居住
、

贮藏等

方面的事业
。

加快新 兴产业的发展
,

迎接
“

世界新技术革命
”

的挑战
。

海洋开发技术的迅速发

展
,

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特征之一
。

由于电子技术
、

激光技术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
,

使海洋开发技术不断获得重要突破
,

并由此带动着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
。

深海钻探等方面

技术的突破
,

使海洋石油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

海水养殖技术的突破
,

使海洋农牧化事业不

断进步
。

海水淡化技术的发展
,

使许多缺水地区大量利用海水作为工业和生活的水源
。

在今

后的几十年内
,

还会有一批新的海洋开发技术获得重要突破
,

并且逐步形成深海采矿业
、

海洋能源发电
、

海水综合利用 提取钾
、

澳
、

镁
、

铀
、

重水等
、

海洋种植业等新兴产业
。

这

一形势给我 国的海洋经济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
,

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

我们必须抓住机会
,

迎接挑战
,

规划好海洋产业布局结构
,

赶上 世界海洋开发的先进水平
。

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
,

特别要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石油钻探和开采新技术
。

二是大力发展 海 水 淡

化和综合利用技术
,

解决钾肥不足和提取铀燃料
,

为沿海工业提供水源
,

解决 缺 水 地 区

的生活用水服务
。

三是发展潮汐
、

波浪和热能发电技术
,

为将来大规模开发海洋能源
、

建

立海洋 电力工业打下基础
。

四是积极发展深海采矿技术
,

为开采深海多金 属结核做好技术

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