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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经济问

题，是海洋经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利用港口这一

基础设施发展相
关产业(交通运输

业、造船业、货代

业及船代业等服
务业等)，由此产

海洋经济是关于海洋资源生有关港口资源利用的经济问

的经济问题，即为了满足人们题。本文分析的是海洋经济与

对海洋资源产品的需要，如何港口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因

协调开发与管理、利用与保护、为港口经济所描述的主体就是

改造与培育的经济问题。海洋海港，由此港口经济就具有了
经济所有的活动与海洋有着直与海洋经济相似的特点，两者

接的关系，是由海洋产业组成最主要的联系就是海洋经济的

的，而海洋产业是人类利用和发展必须尽可能地利用港口来

开发海洋、海岸带资源所进行实现，而港口经济的发展也有
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是涉海性赖于海洋充当运输介质。

的人类经济活动。同时海洋经 一、我国海洋经济与港口

济不是单一的部门经济或行业经济的发展现状

经济，是人类所有涉海经济活 1．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
动的总和。现代海洋经济包括 近年来，随着国民海洋意

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识的提高以及国家对海洋资源
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开发重视程度的加强，我国海

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全国海

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这洋产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64

样一些产业活动而形成的经济亿元增长到1990年的439亿

集合均被视为现代海洋经济范元，1995年达到2 464亿元，
畴。 1998年为3 270亿元，平均每

港口经济就是有关港口产年增长将近25％，2000年达到

圜
2002．5

5 000亿元。其发展速度远高于

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也高

于经济发展最快的沿海地区经

济的年平均增长值，已经成为
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虽然我

国海洋经济的产值有了很大的

提高，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却还是比较低的，2000年

该比重只有3％，而一些发达国
家的比重已在10％以上，且有

些国家的经济观念已向海陆综

合经济观念转变，海洋经济的

发展速度还在加快，因此我国

海洋经济必须有一个更大的发
展。

2．港口经济的发展现状

从1978年掀起海港建设

高潮到2000年为止，我国沿海
港口的建设有了快速发展，我

国大陆已经成长为海运大国和

集装箱运输大国。到2000年

末，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大中小

港配套，综合港、专业港、渔港
与军港协调发展，传统码头与

集装箱码头并举的港口体系。

沿海港口已拥有中级以上生产

性泊位2 416个，其中深水泊位

646个，总吞吐能力12亿t，完
成货物吞吐量13亿t，居美

国、日本之后列居第三位，外

贸吞吐量达5．24亿t，并已经

   



形成1 800万TEU的集装箱进

出口量，是全球集装箱运输增
长最快的国家。港口相关产业

稳步发展，其产值也有了很大

的增加。

以深圳港为例，该港的集

装箱吞吐量一直以高于60％的
增长率增长，2000年集装箱吞

吐量为399．4万TEU，其中国

际班轮航线数量和航班密度位

居全国第一。1998年全市港口
企业、港口配套服务业和主要

相关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达到

118亿元，以港口为主的物流业

产值占当年全市GDP比重达到
8％以上。但与港口业发达的国

际先进地区相比，深圳以港口

为主的物流业产值不高，表明

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如香港
港口及相关产业产值占GDP比

衰1 沿海省市海洋资源概况

海洋经济歪褫移
重达到20％，就业人数占总就

业人数的20％；日本名古屋、神

户两大港口及相关产业产值分

别占所在地区GDP的40％和
32％。

3．海洋经济与港口经济的

发展关系

表1是沿海省市海洋资源
的开发利用情况(海港也是海

洋资源的一种)。

岸线长度 人均GDP
海港货物吞 海洋产业 地区GDP 海洋产业占 每公里海岸

地区 吐量 总产值 总值 GDP的比 线海洋产值
(KM) (元)

(万t) (亿元) (亿元l 重(％) (亿元／KI～I)

江苏 953 10 221 1775．8 171．24 7199．95 2．4 0．18

山东 3 122 8 128 10 749．2 676．86 7 162．2 9．4 O．22

福建 3 05l 10 121 3 046。7 326．39 3 330．2 9．8 0．1l

辽宁 1 972 9 176 10 536．4 275．5 6 805．6 7．2 0．14

上海 172 28 236 16 400 384．26 3 688．2 10．4 2．2

广东 3 368 ll 184 15 966．6 791．3 7 937．2 10．O O．23

浙江 2 250 11 202 11 404 345．98 4 980．0 6．9 O．19

广西 1 083 1 105．2 92．81 1 903．04 4．9 0．086

海南 1 740 1 257．77 53．03 438．92 12．1 0．03

注：1．江苏省资料来源<江苏省海洋统计年报1998)、<江苏省统计年鉴1999)。其他各省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1999)并经计算而来。海港货物吞吐量资料由‘中国港口年鉴>计算得来。2．所用价格为1998年当年

价。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省市之

间的海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
度相差很大，海岸线最长的是

广东省，海洋产业的产值居全

国第一(主要是深圳市港口物
流产业的发展较快)，占GDP的

比重与上海市相当，其海港货

物吞吐量也仅次于上海港排在
第二位。除了广东省与上海市

之外，山东省及浙江省海洋产

值的发展也还可以，主要是两

省对海洋经济的发展都非常重

视，其他省市近几年也都在加
快海洋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江

苏省海洋经济产业的投入产出

分析(详见参考文献【2】)，可以
得出结论：港口交通运输业及

与港口有关的服务业-(简称港

口产业)的产值在江苏省海洋

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相

对比较大的，且与海洋其他产
业的关联度系数较大，因此把

港口产业作为江苏省海洋经济

支柱产业群之一。由此可以表
明，江苏省海洋经济与港口经

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
的联系，进而推广到其他省市，

也应能得到相同的结论。

二、构筑新世纪海洋经济

与港口经济的新体系

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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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世纪对海洋经济与港

口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从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对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还不

是很高，海洋经济的产值在国

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还远远
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

港口经济的发展也只是局限在

粗放经营IrCr段，即只有港口吞

吐量的增长，而港口相关产业

的发展还只停留在发展初期，

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体化物流发
展模式，没有形成集约化经营

的气候，由此使得港口经济的

发展远远跟不上地区经济的发

   



∥魄兹少海洋经济
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对两

者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1)全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要求加快发展海洋经济与港口

经济

经济发展是由许多因素综

合决定的，而商品的交换、市场

的扩大、交通的便捷、技术的交
流、信息的传递等无疑是决定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因

素是经济赖以发展的必要前提

和条件，而沿海恰好具备了这

些前提和条件，因此沿海就成
为经济聚集与成长的核心地

带。我国沿海开放地带外向型

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考虑就是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经济地理区
位优势和海岸带资源优势，加

快外向型经济发展，辐射内陆

地区，梯次带动全国，为实现国

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服务。
因此随着新世纪我国经济的发

展步入稳步前进阶段以及西部

开发战略的实施，必然要求加

快沿海经济对内陆经济的带动

作用，而沿海经济的发展需要
海洋经济与港口经济(物流业)

强有力的支撑与带动，由此加

快发展海洋经济与港口经济也
就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在发

展海洋产业与港口产业时，要

对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在

选择主导产业时，保持沿海：t-t!z

区与内陆地区产业之间的适当

梯度(产业势能)，并以科技为
依托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地区

“发展核”的扩散与联动作用。

海洋经济、港口经济与国民经

济的联系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模
型来分析(见参考文献[2】)。

(2)“经略海洋世纪”的到

来要求加快海洋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实施，新的国际海洋秩序得

以建立：①是规定了12海里领

海制度；②是建立了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制度；③是确立了

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国际海底

及其资源由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的原则。海洋新秩序的建立使

当今世界管辖海域“国土化”趋

势进一步加强，且由于陆地资

源的减少，各国纷纷开始大规

模经略海洋，向海洋索取其丰
富的资源，以使海洋经济成为

各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由此21

世纪成为人类所谓的“经略海
洋世纪”。

为了保证海洋资源得到合

理开发和利用，以使海洋经济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必须
要求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

维持海洋经济的特性。海洋产

业与陆域产业之间有着较强的

相互依存性，随着改革开放的

推进，海洋经济的对外开放度

在提高，海洋作为国土边缘的
地缘优势日益显现，海陆地理

位置的依存性和资源的互补性

使海洋产业结构演进、产业关
联更加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相

融合，因此只有保持海洋经济

与国民经济的协同发展，共同

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提高海洋

经济的宏观、微观效应，t!z才能
更好地发展国民经济。

(3)加入wro要求港口

经济发挥其应有的带动海洋经

济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特定的经济格局、资
源禀赋等地理自然条件，凸现

了沿海港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重要的战略地位：①是国民经

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支

撑。改革开放以来，港口总吞吐

量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系

数达到0．99；②保障了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北

煤南运”、“北油南运”、外贸进

口原油和铁矿石等一直是沿海

港口重要的运输任务；③对外
贸易发展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主要依托，成为吸引国际资源

向我国沿海地区调动配置的先

决条件；④沿海主枢纽港大多

位于全国综合运输主骨架交汇
点，是综合运输体系中的重要

枢纽和多式联运的组织中心。

而随着中国加入WTO的实现
和人类大规模经略海洋时代的

到来，以及沿海港口具有对海

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支撑带动

作用，可以更好地发挥沿海经
济对内陆经济的辐射等作用，

更要求沿海港口的建设与发展

充分保证这些战略地位的实
现。

2．构筑海洋经济与港口经

济的互动发展模式

(1)依托海港发展海洋经

济并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海洋资源优势要转化为经

济优势，必须依托大港口，海港
是海洋经济的核心基地，进行

港口开发和发展港口经济，进

而全面开发海岸带，向海洋进

军，是今后各沿海省市经济发

展的战略举措。作为海洋经济
的产物——海港，是在世界经

济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并成为

国际间生产活动和经济联系的

主要枢纽。国际贸易货运量绝

大部分是由海运承担，如我国
海运进出口运量占全国外贸进

出口货运量的90％以上。因此

   



无论沿海地区或是国家通过拓

展区域经济获取国民经济和外
向型经济的增长，必然要求与

港口发展有机结合。

“21世纪是海洋全面开发

的时代”，港口经济开发作为发
展海洋经济的重要内容，越来

越受到沿海国家和地区的重

视。以发展海洋产业为宗旨，以

海港为核心基地，依靠港口开

发和发展港口经济尤其是港口

工业、结合商业服务业和外经

贸的大发展，从而推进一国或
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拓展与

加强第三产业，逐步完善产业
结构，保持经济持续稳定高效

发展。港口海运业既是发展海

洋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时又是

重要的支柱产业，港口海运业
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T业、

贸易和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根据“基础先行”的原则，毖须

科学、合理地开发优越的港口
资源，优先发展港口海运业，带

动临港工业及加工贸易和转口

贸易的发展，从而推动地区经
济的发展。

(2)构筑海洋、港口与环境

的新型关系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

的日益强劲，与之连动的IT化

影响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
面。这种状况对港口影响的最

大特点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使我国和亚洲的经济活动产生

连动，形成一体化。于是原来国
内各区域间贸易的相关工业
品、食品和家电产品等／-4=活消

费品的运输就转变成对亚洲的

运输，产／-_l=使港口作为始发地

的新的国内运输，即“对亚洲运

输的准国内运输化”，由此促进

港口必须具有进口产品与国产

品混装和流通加q-等的高功
能。而随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

和港口工业的合理化重组，外

资企业也开始在港口建立制造

与流通基地。另外，随着“对亚
洲运输的准国内运输化”及“／--I=

活与船舶融合”发生连动，港口

的销售商品和商业结集增加，
以城市港口为中心的临海-I-业

区正在向商业区转变。在这样

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

大潮中，各省市对利用海洋与

港口“与国外连接，搞活地方经
济”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海洋经济与港口经济的发

展对构筑海洋、港口与环境之

间的新型关系提出了要求：以
地球环境问题为标志，全世界

对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认识都

在提高。对海洋环境也不例外，

21世纪不能象20世纪那样只

追求产业的发展，否则就会恶
化环境，使人们远离港口海洋，

2l世纪要把海洋变成美丽的海

洋，使“海洋环境和市民接
近”。另外，在保护自然环境的

同时，还需要有好的居住环境，

这也需要作为居住环境背景的

港口与海洋发生变化。21世纪

的港口应是恢复海洋生态、环

境lot；美的港口；21世纪的港口
应是可以移动的多用途港口；

要开发具有能在外海使用的很

高的抗波浪技术和高速移动技

术，并具有住宿、医疗等功能；
21世纪的港口应是海洋资源开

发的基地。为了充分利用海洋

资源，保护地球环境，积极支援

开发利用风力、海浪、太阳能等

自然能源发电，用于港区绿地、

港口设施和疏港公路等的照

海洋经济已褫移
明。

虽然海洋的充分利用和保

障与外国连接这一港口的作用
没有变，但在新世纪，考虑港口

作用的出发点应从过去的以工
业为中心向国民生活方面扩

展，这就要求把港口摆在国民

l-j=活与海洋及世界连接装置的

地位上，制定新世纪的港口发
展政策；港口要向广域网化的

方向发展——要确保与世界竞

争和协调关系下的产业发展及

生活消费品，有效并稳定地搞

活地区经济，港口必须信息化，
而且要与陆上交通网连接，才

能从整体上提高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高质量的物流服务，使港
口网络化；要成为开放地区和

市民自己的港口——对过去以

工业为中心的港口产业进行重

组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海边

的有利条件兴建多种产业，包
括外资企业，为搞活地方经济、

恢复海洋环境、防止海洋灾害、

充5-)-禾1]用海洋资源来丰富人们
的教育、文化生活作贡献。

参考文献

【l】杨承新．《以港口为核

心，发展深圳现代物流业得探

讨》【J】．水运管理，1999，(5)：

2～4．

【2】《江苏省海洋经济支柱

产业选择及其发展研究》报告，
河海大学出版，2000年。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交

通与海洋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