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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科学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海岛地区，要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发展先机、实现新的跨越，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

动产业转型提质增效。对此，以长岛为例，对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进行了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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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长岛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长岛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海洋资源丰富，

海洋产业一直都是长岛的支柱产业。历史上，长岛

曾依靠海洋渔业快速发展，成就了山东省第一个小

康县的辉煌。随着渔业资源的枯竭和水产养殖的

大面积死亡，长岛走上了转型发展的道路。２０１２年

以来，长岛县委、县政府立足海岛实际，确定了“规

划引领、生态优先、基础先行”的发展理念，大力发

展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导，生态渔业、海洋文化产业

和海洋新能源为支撑的“１＋３”海洋优势产业，海洋

经济得到新的快速发展。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长岛海洋

经济总产值由１１４．２亿元增长到１４８．９亿元，年均

增长 １４．２％。海 洋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全 县 ＧＤＰ

的８４．５％。

１１　长岛县海洋产业结构情况

长岛县海洋第一产业是海洋渔业，海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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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包括海洋水产加工业、海洋电力、海洋生物制

药和海洋修造船业，海洋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通

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２０１２年长岛县海洋产业结

构比为６２∶７．４∶３０．６，２０１４年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５６．１∶７．６∶３６．３。

从产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长岛海洋产业结构

逐年优化，但海洋第一产业仍占过高比重，产业结

构仍处于低层次阶段。

１２　长岛县海洋产业布局

长岛产业布局因地理区位不同，主要分为南五

岛和北五岛两大产业板块。南五岛以休闲度假服

务业、文化产业和休闲渔业为主，该区域的旅游产

值占全县旅游总产值的９５％以上；北五岛以生态渔

业、水产品加工业为主，该区域渔业产值占全县渔

业总产值的７０％以上。

１３　长岛海洋产业分析研究

１．３．１　海洋第一产业

海洋渔业由高速发展向健康平稳发展转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长岛县海洋渔业总产值由５６．６亿

元增长到６６．６亿元，年均增长８．５％，相比较“十一

五”期间年均１８．３％的增长率，下降９．８个百分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① 海水养殖业由快速的

规模膨胀发展向生态优质发展转变；② 育保苗产业

由低、散大棚式养殖向集中连片海区养殖为主转

变；③ 海洋捕捞业由高经济价值产品为主向较高附

加值产品为主转变。

１．３．２　海洋第二产业

水产品加工业、海洋船舶修造业、海洋生物制

药、海洋电力业体量小、技术低，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１）水产品加工业。２０１４年长岛县水产加工企

业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１亿元，营业收入７．２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７．１％和６．７％。长岛水产品加工模式

多为作坊式加工，企业结构单一，多属原料型、资源

型和初级产品加工业，技术装备多为传统型产业技

术，水产品附加值低，海带、海参、鲍鱼等初级产品

虽在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但市场占有率低，抗风

险能力不强。

（２）海洋电力业。长岛海洋电力资源丰富，但开

发程度较低。长岛风力发电开发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２００７年开始，长岛县积极探索海上风电开发，并

率先完成了１５０万ｋＷ海上风场详细规划和预可研

编制，列入了山东省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目

前，长岛县正在积极推进海上风场建设前期工作。

（３）海洋修造船业。长岛县有修造船企业９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１家，从业人员１８６人。２０１４

年，完成修船５００艘，主营业务收入２．３亿元。

（４）海洋生物制药业。长岛海洋生物制药业起

步较晚，目前，仅有相关企业一家，该企业固定资产

１０００万元，年生产药物７００万粒，产值１０００万元。

申报国家技术专利６项，两个项目被列入山东经委

“技术创新重点项目”，１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星火

计划项目”。

１．３．３　海洋第三产业

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实现互荣互促

发展。近年来，长岛明确了打造中国北方生态旅游

度假岛的发展目标，大力实施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长岛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进岛游客逐

年增加，也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两者形

成了互荣互促的良好局面。

（１）滨海旅游业。①旅游度假产品方面，陆上，

长岛拥有九丈崖、半月湾等陆地景点６处国家级４Ａ

级旅游景区，２０１４年景区累计购票７９万人，接待人

次２８４万人次，门票收入８１３６万元，同比增长７％、

９％和１０％。海上，拥有海上游路线４条，海上游船

舶１３艘，１９３０个座位。获批省级首批休闲海钓基

地两个，成立海钓公司４家，建设人工鱼礁群４处，

打造了赶海园３处。２０１４年海上游共接待游客

１６．８万人、收入３３６０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３１．３％

和４０％。②旅游接待方面，拥有星级宾馆６家，客

房数５０３间，床位１２００张；旅行社８家；渔家乐

８２０户、床位２万张。２０１４年，全县共接待游客２７８

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３０．２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２％和１１．４％。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旅游收入年均增

长２３％。

（２）海洋交通运输业。全县拥有各类港口码头

１５处，泊位４５个。截至目前，共有营运船舶５３艘，

车位１３３个，客位６４２７个。其中，蓬长航线共拥有

客船１０艘、客滚船１４艘（其中高抗风等级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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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艘），单次运输能力达到旅客７３９９人、车辆２０１辆。

货运方面，新建造一艘客滚兼危化品运输船舶“长通

１６”号，开通了货运船舶“长通９”号。２０１２年全县水

路货运输量为２４８．６５万ｔ，２０１４年３１６．４５万ｔ，增长

２７．３％。２０１４年长岛海洋交通运输产值８．８亿元，

同比增长５％。

２　长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ＳＷＯＴ分析

２１　优势

２．１．１　区位优势

长岛为渤海咽喉、京津门户，是进出渤海必经

的“黄金水道”和渤海立体救助网中心点。处于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天津滨海新

区等国家战略区的结合部，是环渤海经济圈合作和

消费市场辐射的交汇地。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

国际合作潜力巨大。优越的综合区位，为长岛海洋

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交通、市场和区域合作条件。

２．１．２　生态优势

长岛是渤海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被列为我国北

方气象和海洋生态、海洋环境监测研究站点，是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是我国唯

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被誉为“北方最美的群

岛”，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海域水质保持国

家一类海水标准。高品质的生态环境，为海洋经济

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

２．１．３　资源优势

海洋资源富集。长岛是重要的海洋生物栖息

地、迁徙洄游通道，海鸟、海豹自然保护区，世界候

鸟保护环境中心站和候鸟迁徙驿站，有全国第二大

蛇岛。有鸟类２４０种，占我国鸟类的１９％。盛产

３０多种经济鱼类和２００多种贝、藻类水产品，是我

国重要的海珍品种质资源保护、繁育和生产基地，

著名的“鲍鱼之乡”“扇贝之乡”和“海带之乡”。海

上风能、潮汐能、海流能等海洋新能源储量丰富。

长岛是全国三大风场之一，风能资源丰富，年平均风

速为４～７ｍ／ｓ，有效风能６００～２０００ｋＷ·ｈ／ｍ
２，风

能密度为２７９Ｗ／ｍ２，长岛北隍城海区波浪能密度达

到３．７５ｋＷ／ｍ２。

２２　劣势

２．２．１　产业整体层次较低

长岛海洋经济的增长总体上仍建立在资源消

耗基础上，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海洋产业发展层

次较低。传统产业如海洋水产业仍占主导地位，在

海洋产业中所占比４９％，而新兴产业如海洋生物制

药等发展缓慢，在海洋产业中所占比例仅为０．７％。

２．２．２　海洋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海洋水产业中，捕捞和养殖仍占主体地位，产

值分别占比１４％和５５．７％，海洋水产加工业所占比

重较小，仅为９％，海洋水产业粗放性增长，发展缺

乏后劲。同时，海洋水产行业的市场主体以小企业

为主，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中，缺乏发展物流、商贸

的空间，港口功能单一，港口产业延伸面窄。海洋

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足，特色旅游

度假产业开发速度不快，难以体现长岛旅游资源的

组合优势。

２．２．３　科技支撑不足

科技人员缺乏，其中，渔业技术推广专业技术

人员３０名，海洋生物制药科技研发人员５名。技术

装备落后，水产品加工方面多数是传统型产业技术

装备，仅能够满足各类水产品实现粗加工，水产品

精深加工方面研发不够。产学研结合不紧密，没有

真正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２３　机遇

２．３．１　宏观环境呈现重大利好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发展战略，对海洋

开发利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进行了部署，各级

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为长岛发展提供了保障。

国家层面，２０１１年１月国务院批复的《山东半

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做出建设长岛休闲度假

岛的部署，标志着长岛休闲度假岛正式成为国家战

略的重要组成，成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点功

能区。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出台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意

见，首次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

支柱产业。２０１５年９月，国务院批复《环渤海地区

合作发展纲要》，长岛是环渤海区域合作的重要载

体，具有重要的地位。省级层面，２０１５年，山东省作

出建设“海上粮仓”发展战略部署，出台了加快旅游

业、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为长岛生态渔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政策支撑。市级层面，烟台市将长岛列为

全市“一极领先、多极崛起”发展战略中的海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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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极，对长岛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２０１５年烟台

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打造“度夏之都”的旅游发展思

路，长岛在度夏、避暑方面优势突出，为长岛承接全

市政策项目上提供了有力支撑。

２．３．２　自身体制机制加快创新

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推动长岛由县域经济区向

特殊功能区转化工作列入全市深化改革意见。综

合管理机制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了“大城管”“大

旅游”“大交通”的综合管理机制。创新产业发展机

制方面，推动“渔家乐”公司化经营、规范化运作，成

立３家“渔家乐”专业合作社、１个经营公司；实施渔

业集约化发展，引进２家水产加工企业进园发展、新

增３个省市级渔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２．３．３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近年来，长岛县多项关键性基础工程取得重大

突破。特别是，全县整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渐成体

系，水、电、交通等基础要素实现质的提升，慢行系

统、海洋牧场、文化园区等产业孵化平台加快完善

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的根基得到有力夯实。同时，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等周边重大

交通项目拉动作用加快释放，长岛发展的辐射和依

托半径不断延伸。

２４　挑战

２．４．１　区域竞争更加激烈

长岛自身财力薄弱，争取上级支持是长岛转型

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长岛周边市区以及全国

其他海岛县都在大力发展旅游度假产业，对长岛产

业发展和争取政策支持方面形成了巨大挑战。浙

江普陀提出了打造“全景普陀”的理念，大力发展禅

修游、康体养生等旅游新业态，２０１４年接待游客

２０７６万人次，旅游总收入１８７亿元，均超过长岛县

的６倍，连续数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呈现出蒸蒸

日上的发展势头。福建东山提出了建设国家旅游

岛的奋斗目标，近３年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分

别保持了３０％和５０％以上的增幅，发展一片火热；

辽宁长海明确了国际旅游避暑胜地的发展定位，

２０１４年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增幅分别比长岛高

出８个和１６个百分点，三产占ＧＤＰ比重也和长岛

基本持平，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从１２个海岛县

整体来看，２０１４年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增幅，我

们都只列第１０位，比拼发展的压力很大。

２．４．２　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海岛自身生态脆弱性，以及近年来长岛油污

染、风暴潮等事故和灾害时有发生，长岛生态修复

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以油污染为例，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长岛海域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溢油污

染事件２０多起，具有污染海域面广、油污清理难度

大、污染源排查难等特点，给群众生产生活和当地

生态环境造成极大损害。据统计，近年来溢油污染

事故给长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２５亿元，间接

损失难以估算。

２．４．３　体制机制不适应发展需求

近年来，长岛虽然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

有益探索，但并不是根本性、长远的体制机制。长

岛要从更高层面推动转型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从行

政管理体制上创新突破。据了解，福建平潭２０１０年

成立了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浙江舟山２０１１年争

取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大连长海

２０１０年设立了长山群岛旅游避暑度假区，都极大地

促进了海岛发展的快速崛起。当前，长岛行政管理

体制与建设生态旅游度假岛不相适应，亟须借鉴先

进海岛地区经验，推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向特殊功

能区转化。

３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意见建议

充分发挥长岛资源环境优良、综合区位独特和

进入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以环境依托型、生态友

好型为产业发展导向，大力发展以休闲度假为龙头

的第三产业，优化发展以生态渔业为主体的第一产

业，适度发展海洋新能源等新型第二产业，促进产

业联动和融合发展，构建以休闲度假服务业为主

导，现代渔业、文化产业、海洋新能源为支撑的“１＋

３”特色产业格局。

３１　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

以南五岛为重点，坚持休闲度假旅游的发展方

向，在升级旅游服务设施、开发特色度假产品、完善

综合服务功能上集中用力，带动主导产业突破发展。

３．１．１　抓好板块开发

南五岛板块，以环岛慢行旅游服务系统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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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搭建串联南北长山旅游景区的旅游服务网络，

推动南北长山岛全域景区化。北五岛板块，结合

“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突出原生态、民俗文化和生

态渔事体验，与南五岛形成差别和分工，满足离岛

型休闲度假产业发展需求。无居民岛板块，以生态

保护为主，对较大岛屿进行适度开发，重点开展岸

线治理和海洋资源修复，拓展海洋生态旅游新空间。

３．１．２　抓好产品开发

积极迎合市场和大众需求、打造凸显海岛特色

和具有文化内涵的休闲度假产品，拉长旅游度假产

业链条。主要从做好乡村游，做大海上游，做精文

化游和做响岸上游着手，让旅游度假更加特色化和

人性化。

３．１．３　抓好设施完善

大力发展旅游交通，编制旅游交通专项规划，

继续深化好旅游客运市场的整合，构建以旅游公共

交通体系，满足客源市场多元需求。

３２　优化发展现代渔业

海洋渔业是长岛的优势产业，未来仍是重要支

柱产业。要向现代渔业升级，与休闲度假、文化产

业相融合，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３．２．１　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

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实施高效、生态、多功能

的现代渔业发展战略；处理好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

修复、休闲度假产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

３．２．２　优化产业发展布局

根据渔业资源分布和长岛生态旅游度假岛建

设发展需要，合力规划渔业产业布局。南五岛打造

休闲渔业板块，北五岛打造生态渔业板块。

３．２．３　拓宽渔业产业发展路径

纵深推进以百万亩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百万亩

优势海产品生态养殖示范区“两个一百万”工程，以

渔业产业化，推动科技化、品牌化进程，形成良种保

护、良种繁育、生态养殖、休闲渔业、休闲食品加工、

海洋生物制药、市场开拓于一体的完备产业链条，

做大做强现代生态渔业。提高渔业产业化水平；提

高渔业科技化水平；提升渔业品牌化水平。

３３　做活做实海洋文化产业

把培育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作为推动休闲度假

岛建设的战略重点，不断提高长岛文化的社会影响

力、市场吸引力和产业竞争力。

３．３．１　突出抓好文化资源发掘和文化产品开发

重点要发掘好五大文化资源，开发五大系列产

品，并逐步培植起５个方面的文化产业。包括：发掘

仙境文化资源；发掘海岛民俗文化资源；发掘历史

文化资源；发掘海洋地质文化资源；发掘国防红色

文化资源。

３．３．２　加快实施重点文化工程建设

重点抓好旅游纪念品开发、“渔家乐”文化休

闲、休闲文化海岸和文艺精品创作四大工程。

３．３．３　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重点抓好妈祖文化园、王沟旅游文化园和九丈

崖月牙湾小镇三大园区建设。

３．３．４　着力培植壮大文化龙头和骨干企业

包括：培植文化龙头企业；培植文化骨干企业；

成立专业化演出经纪公司。

３．３．５　适度发展海洋新能源产业

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目标，发挥长岛海洋

能源资源优势和清洁能源市场开发潜力，积极探索

能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新模式，推进海上风电、太

阳能、潮汐能、波浪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实

施以天然气、太阳能、海水热源为主的清洁能源示

范推广，打造能源海岛、清洁海岛、低碳海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