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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明是海洋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约束条件,赋予了海洋经济发展更丰富的内涵。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生态文明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内涵包含:(1)转变海洋经济增

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内生动力,实现海洋经济量的稳定增长;(2)有效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3)提升社会福祉。海南省作为我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

生态优势和政策优势,也存在海洋经济总体规模较小、产业基础薄弱、体制机制不健全和人才短缺

等劣势,面对建设自由贸易港等重要国家战略机遇,以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区

域同质化布局和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威胁,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然选择。文章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了海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1)科学规划,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布

局;(2)构建海南特色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3)增强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4)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

环利用型转变;(5)提升社会福祉,推动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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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PathofMarine
EconomyUndertheEcologicalCivilizationBackground:

TakingHainanasanexample

CHENLi,CHENFenggui,ZHANGChao,JIANGYuhuan

(ThirdInstituteofOceanography,MNR,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Ecologicalcivilizationisthenaturalbasisandconstraintconditionofmarine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endows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withricherconnotation.Thehigh-qual-

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stheinevitabletrendof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under

thebackgroundof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itsconnotationincludes:(1)changingthegrowth

modeofmarineeconomy,optimizingindustrialstructure,enhancingendogenouspowerandreali-

zingthesteadygrowthofmarineeconomy;(2)effectivelyimprovingthesupplycapacit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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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ecologicalproducts;(3)improvingsocialwelfare.HainanProvince,astheprovincewith

thelargestmarineareainChina,hasobviousstrengthsinresources,location,ecologyandpolicies,

aswellasweaknessessuchassmalloverallscaleofmarineeconomy,weakindustrialbase,imper-

fectsystemandmechanism,shortageoftalents,etc.Facedwithimportantnationalstrategicop-

portunitiessuchasbuildingafreetradeport,andthreatssuchasthecomplicatedandchangeable

externalenvironment,regionalhomogenizationlayout,andinsufficientmarinescientificandtech-

nologicalinnovationability,itisaninevitablechoice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marineeconomy.Basedontheaboveanalysis,thisstudyputforwardtheexplorationofhigh-quali-

tydevelopmentpathofmarineeconomyofHainan:(1)scientificplanningtofurtheroptimizethe

layoutofmarineeconomydevelopment;(2)buildingamodernmarineindustrysystem with

Hainancharacteristicstoprovidestrongsupport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

omy;(3)strengtheningtheinnovation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toenhancetheendoge-

nouspowerof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4)improvingthesupplycapacityofmarineecolog-

icalproductstostriveto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marinedevelopmentmodetorecycling;

(5)improvingsocialwelfareandrealizingeconomicdevelopmenttobenefitthewholepeople.

Keywords:Marineeconomy,Highqualitydevelopment,Pathexploration,Ecologicalcivilization,

HainanProvince

0 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

“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主题[1]。海

洋被认定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2-4]。自20世

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当前已成为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5]。随着海洋传统产

业的不断转型与升级以及海洋新兴产业的逐步发

展,我国海洋经济开始从规模速度型和要素投资驱

动向质量效益型和创新驱动转变[6]。
海南省海域面积约200万km2,是我国海洋面

积最大的省,海岸线总长1944km,海洋禀赋突出、

开发潜力巨大。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政策文件,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关于海南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新

举措意味着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019年海

南省海洋生产总值171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32.34%,是全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

背景下,海南海洋经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7],

也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全新的研究主题。

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现状

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外研究关注海洋

可持续发展,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4为

依据突出海洋和海洋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通

过可持续性指标来表达和评估[8],围绕海洋资源的利

用与管理问题开展研究[9],侧重在海洋的利用和保护

之间找到平衡点[10]。海洋经济的量化分析方法也得

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例如对爱尔兰海洋经济与区域发

展的量化分析[11],对英国海洋经济的统计分析[12]。

我国海洋经济正处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的关键时期[13],通过优化现有海洋产业结

构,实现海洋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是关键。国内学

者多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评价指标体系

及发展路径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丁黎黎[14]从“对

象—理念—层次”3个维度阐述了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黄灵海[15]指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终要实现生产高质量、生活高质量和生态高质

量,归根到底还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赵晖等[16]

在分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的基础上,构建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定量分析天津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研

究人员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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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新的视角[17-18]。狄乾斌等[19]借鉴复杂系统时

空协调度评价模型并运用到海洋经济的研究中对

2008—2016年环渤海17市海洋经济发展协调度进

行时空聚类。李大海等[20]通过分析青岛海洋经济

发展状况与存在问题,探索海洋新旧动能转换的路

径和措施。向晓梅等[21]通过分析粤港澳三地海洋

经济的发展现状、产业优势与合作空间,探讨海洋

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特征机理,并提出具体实施

路径与制度创新。盛朝迅等[22]提出构建完善的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的思路和对策,高曦[23]探讨了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策。

综上,研究人员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

不断深入,为海洋经济发展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

作用。但是整体而言,相关研究还较为分散,对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需要

进一步探索。

2 生态文明背景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

  生态文明思想古来有之,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界

变化规律的认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到充分肯

定,列入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

中,表明了中国生态文明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24]。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了重要判断,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2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

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新主题。

海洋经济发展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它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26],生态文明是海洋经济发

展的自然基础和约束条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基础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顺应生态

文明的客观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要从顶层设计出发

形成全方位的海洋治理体系,并与海洋高质量发展

深度融合,所以二者的和谐统一至关重要。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生态文明背景下海洋

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有3层内涵:①以转变海洋经

济增长方式为核心,通过空间布局的调整与海洋经

济结构的优化,形成空间布局合理、相对完备的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

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现海洋经济总量的

稳定增长。②生态文明的大背景赋予了当前海洋

经济的发展必须以人海和谐发展为出发点,通过更

为严格的海洋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加大海洋环境

和生态治理投入,有效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和

改善民生,以提升社会福祉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是推动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海洋

经济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3 海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SWOT分析

3.1 优势

(1)资源优势。海南省拥有广阔的海域、漫长的

海岸线和众多的岛礁、港湾以及类型多样、储量丰富

的海洋资源,包括热带海洋生物资源、海洋旅游资源、

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和海洋可再生能源等,以及独特、

完整的海洋文化资源。海南开发利用前景巨大,是支

撑海南海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所在。

(2)区位优势。海南内靠华南经济圈外缘要

地,外临东南亚,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

心位置。南海有着极其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优势,

拥有重要的国际航道,海上交通十分便利,是国际

最繁忙的海上运输通道之一。

(3)生态优势。2020年,海南省近岸海域优良

(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为99.88%,优良水质点位

比例为95.6%[27]。海南拥有热带特色的海洋生态

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珊瑚礁生态系统、

红树林生态系统和海草生态系统等生产力高、生态

经济价值大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一流的海洋生

态环境优势,为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

(4)政策优势。海南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使海南在发

展上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3.2 劣势

(1)海洋经济总体规模较小,产业基础薄弱。

海南省海洋经济整体规模较小,海洋产业组织薄

弱,港口、临港产业基地和海洋产业载体建设等重

点涉海基础设施不完善,存在明显的“大海洋、小平

台”“大资源、小产业”的现象,全省海洋经济发展水

平与所具备的资源优势极不相称。目前,海南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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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的分量还是很低,与广东、山

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海洋经

济发展明显落后。

(2)体制机制不健全,缺乏统筹协调。涉海资

源整合不够,涉海管理部门职能职责既交叉又分

散,缺乏强有力的综合协调与管理联动机制。海洋

经济管理能力弱,不利于海洋经济高效发展。

(3)人才短缺,海洋科技创新相对落后。由于

吸引海洋人才的综合性基础较为薄弱,海南的海洋

创新人才集聚不明显,整体研发实力较弱,技术成

果产出少,转化率低。海洋科技创新相对落后,已

成为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

3.3 机遇

(1)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逐

步吸引国内外的关注。“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的

提出,为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2)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的发布意味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式进

入实施阶段。紧抓国家重大战略发展机遇,海南将

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3.4 威胁

(1)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带来不确定性。当今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

杂,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

遭遇逆流,全球海洋产业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外部

环境变化使海南海洋经济发展面临挑战。

(2)区域同质化布局,彼此竞争加剧。随着沿

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布局和自贸区建设

的加速,海南势必将面临与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发

展海洋经济的同质化竞争,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兼具开放、包容和创新创业等国际化特征,带来

巨大的虹吸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海南的开

放性优势,造成彼此政策竞争加剧。这一系列的客

观环境因素将对海南海洋经济布局和发展提出更

高的要求和挑战。

(3)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亟

待提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结构优化、动

能转换的新时期,全国科技兴海战略深入推进,海

洋经济加速转型。由于海南省自主创新能力低,全

省海洋产业仍以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和海洋交通

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为主,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培育难度大、

挑战高,亟须加快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4海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4.1 科学规划,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布局

海南省蓝色空间广阔、资源丰富,具有突出的

大海洋优势。未来的发展应当树立海陆一体的空

间思想,有效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强化陆海统

筹,重视以海定陆,遵循海洋经济自然属性和发展

规律,注重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加快提升近

海、发展深海、拓展远海,有序延伸海洋综合开发空

间纵深。①南北两极带动,以海口和三亚为核心,

构筑“海澄文定”和“大三亚”两大经济圈,辐射带动

全省。②提升两翼发展水平,以临高、儋州(洋浦)、

昌江、东方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海岛为西翼,

以琼海、万宁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海岛为东

翼,尽快提升两翼的发展水平。③拓展深远海战略

新空间,加快推进深海空间和资源开发,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岛礁现代化,不断集聚资源,大力发

展深海科技和产业。④构建跨区域合作发展新格

局,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新时代西

部大开发、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区域的战略合作,以

及与北部、中部海洋经济圈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

深化同南海周边地区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开拓海洋经济发展新空间。

4.2 构建特色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紧紧围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持续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打造特色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构建开放型、

生态型和服务型海洋产业体系,增强海洋经济国际

竞争力。①巩固提升传统优势海洋产业。滨海旅

游业和海洋渔业是海南省海洋经济传统产业和支

柱,占主要海洋产业比重较大。巩固提升滨海旅

游、海洋渔业两大支柱产业发展能级,积极运用新

技术、新管理、新模式,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质量效

益,促进跨界融合、“有中出新”,不断产生新热点、

新业态、新动能,实现新成效、新优势。②培育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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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

势,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坚持自主研发和引进

吸收相结合,增加创新投入,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着力将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海洋经济支

柱产业。重点依托三亚、海口、陵水、澄迈发展深海

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三亚深海科技城建设,瞄准

“高精尖”产业定位,集聚国内外高端海洋创新资

源,培育发展深海探测、深海取样、海底观测、深海

生物基因和深海通信等深海科技产业。③加快发

展现代海洋服务业。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充分发

挥海洋服务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契机,加快促进涉海金融

机构大规模聚集,打造聚能海洋经济的海南国际海

洋金融中心。④择优集约发展临港临海工业。按

照优化存量、引导增量、集约高效的要求,以洋浦、

东方临港新型石油化工产业园区建设为重点,加快

延伸海洋油气加工产业链,发展新材料、高端化学

制品及能源交易。加快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谋划海

南清洁能源产业园区,形成以西部、北部地区为重

点的大型绿色能源产业带。

4.3 强化海洋科技创新,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

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加快建立开

放、协同、高效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汇聚全球海洋

创新要素资源,提升全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能力。

①大力发展海洋教育研究机构。壮大海洋高等教

育,统筹规划、错位发展,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涉海院

校,提高办学质量,增强院校实力。推动国内海洋

类创新型研发机构落户海南,引进世界领先的海洋

科技力量,建设一批海洋领域工程实验室、工程中

心、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技术研究院和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等新型创新载体。②加快集聚海洋领域

专业人才。打造“南海系列”育才品牌,加大海洋人

才梯队建设,研究制定海洋领域人才专项政策。

③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扶持海洋科技企业

发展,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海洋企业及研发机构,打

造涉海行业领军企业。推动海洋科技成果集聚与转

化应用,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促进国内外

海洋科技成果集聚,推动建设国际海洋创新成果转移

转化中心。④规划建设深海科技创新中心。以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为重心,规划建设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

的深海科技创新中心,探索打造国际深海科学城,推

动深海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打造深海科技创新

平台集群,实施深海科技创新工程。

4.4 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着力推动海洋

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

海南省海洋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典型海洋

生态系统基本保持其自然属性,为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承载条件。为提升海

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

用型转变可以进一步推进以下工作:①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从严落实“两空间内部一红线”,统筹资源开

发利用和生态保护,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积极推进“蓝色海湾”“生态岛

礁”“海洋牧场”等建设工程,大力开展海岸带综合

整治,持续加强陆源污染防控和海洋生态修复工

作。②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多元

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海南省生态保护补

偿条例》,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

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③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体系。通过实施海湾、海岛、河口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优化近岸海域生态空间,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促进生态旅游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构建

以滨海生态旅游产业体系。④加快研发制定蓝色

碳汇标准,构建蓝碳交易市场政策法规体系,适时

全面开展蓝色碳汇交易,抢占未来蓝碳竞争主动

权,为发展低碳海洋经济提供新途径。

4.5 提升社会福祉,推动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海洋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是人们生产、

生活和运输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载体。实现沿海高质

量发展,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民生发展进入加快品质提升、促进共同富裕的阶段,

要提高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管控能力,推动经济发展

成果惠及全民。①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基于海南省

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优势,优化海岸带地区各类资

源要素配置,突出重点、差异引领,以特色产业小镇为

基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结合美丽渔村、魅力海岛建

设,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是打造滨海特色小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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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独具魅力城镇为目标,充分挖掘、传承和发扬海

南地域文化资源,结合当地资源、产业条件,坚持产业

的带动性、成长性和生态性,根据每个特色小镇功能

定位进行分类指导,差异化、个性化、人文化开展小镇

风貌设计和景观建设,推动特色小镇差异化发展,扩

大本地人口就业渠道,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二是

推进美丽渔村建设。提升渔村人居品质,促进经济产

业发展,弘扬特色乡土文化,全面推进美丽渔村建设,

不断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

景、一村一韵”的渔村旅游景观。②提升亲海空间质

量。注重公众观景需求,强化亲海空间建设与管理,

增加亲海空间岸段,强化滨海景观塑造,提升生活空

间质量。一是拓展优质公众亲海空间。保护提升沙

滩浴场、海洋公园和滨海风景名胜区等公共娱乐休闲

区域内的岸线和生态景观,保障公众亲海空间。加大

公众亲海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完善滨海公共

活动空间。二是强化滨海景观塑造。实施海洋生态

保护与修复工程,塑造优美的山、海、城、乡滨海景观,

结合海滨栈道,建设一批亲海公园、亲海岸线、亲海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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