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态，潜状着无限的商机，是海南的优势所

在，出路所在，也是海南未来几十年实现

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

海南省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

的资源条件。全省海域面积辽阔，水质优

良，港湾众多，海滩涂面积广阔，蕴藏着

极其丰富的海底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

源和海洋旅游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潜力

巨大，前途无量。

海南省已基本具备大规模开发海洋

资源的有利条件。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

海洋经济发展迅速，现已初具规模，特别

是海洋渔业实现了年增18．6％的快速发

展，成为农业高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新

兴的油气资源开发加工、海洋生物制药

等基本上形成产业化基地，海洋旅游业

欣欣向荣，海洋交通、运输、仓储服务业

等也取得明显发展。潜在的资源优势正

向现实的产业优势转变。

二、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

战略任务

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战

略目标是把海南省最终建设成为海洋经

济大省、海洋经济强省。目的是通过抢占

海洋经济制高点，为海南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撰文／ 林雾浓

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是海

南省“十五”期间发展海洋经济的主题。

海洋经济是海南省21世纪的战略产 南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最大潜力 海南海洋资源丰富，除海洋渔业外，其他

业，开发丰富的海洋资源是海南省实现产 和最大优势所在。向海洋进军，加快海洋 海洋生物、海底矿产、水体资源、海盐化

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最大潜力和最大优 经济的产业化进程，实现海洋捕捞、海水 工、海洋旅游等基本上还处于未开发状

势所在。“十五”期间，要采取有力措施推 养殖、水产品加工、油气加工等海洋资源 态，加快海洋资源开发的产业化进程，变

进海洋捕捞业的快速发展，加速海水养殖 综合开发的超高速发展，实现“蓝色农 自然资源为经济资源，变资源优势为产

业产业升级，开创水产品加工运销的新局 业”的飞跃，是海南省“十五”发展的战略 业优势是我省“十五”期间的根本任务。

面，把海洋油气加工业作为战略产业和支 任务。 把海洋渔业快速发展成为海南省农

柱产业给予扶持，把海洋旅游培育成海南 一、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是 业内部的第一大产业。在未来5年内能

旅游业的精品。实施“科技兴海”战略，走 海南省面向新世纪的战略选择 否继续保持农业以10％的高速增长，关

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产业化道路，实现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知识经 键取决于海洋渔业能否取得17％左右的

“蓝色产业”的新飞跃，把海南省最终建成 济浪潮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抢占 高速增长。加速发展海洋渔业，使之成为

海洋经济大省、海洋经济强省。 海洋资源发展先机，把握海洋经济主导 全省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是海南“十

权，业已成为海南省的一项十分紧迫的 五”计划得以胜利实现的重要保证。

海洋经济是综合性的产业，包括海 战略任务。 尽快把海南省建成新兴的油气资源

洋捕捞、海水养殖、水生农业、水产品加 海洋经济是海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加工基地。海南岛周边海域蕴藏着极其

工、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和加工、海洋生物 建设的一个新领域。经济特区发展的使 丰富的油气资源，油气资源是我省最大

资源开发和加工、海洋旅游和海洋运输 命迫切要求我们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的优势之一。国家准备开发建设东方、乐

服务业等。海洋经济是海南省2l世纪的 间。传统的产业受到资源的制约，而海洋 东的气田以及海洋天然气系列加工项

战略性产业，开发丰富的海洋资源是海 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尚处于未开垦的状 目，”十五”期间海南要做好开发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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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务工作，争取更多更快地开发油

气资源，并形成产业链和产业群，为海南

发展新兴工业作出重大贡献。

把海洋旅游培育成海南旅游业的精

品。热带海洋风光是海南旅游业的根本

特色，是海南现代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

部分。海南省具有发展现代海洋旅游得

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十五”期间要着力

加快海洋旅游业的现代化进程，开发出

一批最具时代特色的海洋旅游精品。

海南要力争抢占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的制高点，实现海洋经济的跨越式发

展。“十五”期间要加快海洋油气资源、海

底矿产资源、海洋生物工程、海盐化工等

方面的研究和开发步伐，重点建立一批

油气开采加工、海洋制药、海洋生物保健

品等科研与开发基地，使一批高科技的

海洋资源开发项目成为海南2l世纪的

朝阳产业的拳头产品。

三、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

战略措施

采取有力措施继续推进海洋捕捞业

的快速发展。要对加快发展外海和远洋

捕捞作出战略部署，实现海洋捕捞业的

战略性调整。一是实施“两退一进”的战

略。退出近海捕捞和资源枯竭的传统渔

场，开辟西沙、中沙、南沙和太平洋新渔

场，实现海洋捕捞业向外海和远洋捕捞

的战略转移。二是积极鼓励和引导渔业

经济实体造大船，闯深海。采取得力措

施，拉动社会投资，加快改造渔船、渔具，

造大船，赴远洋和深海作业。三是创新企

业经济实体。实现由一家一户的分散经

营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转变，实现捕捞

业经济实体的结构性调整。组建一批设

备先进，补给能力、抗风险能力强的外海

和远洋捕捞作业船队集团，形成我省开

辟“三沙一洋”捕捞作业的主力军。2005

年海南省海洋捕捞总产量要达到70万t，

产值达到47亿元，年均递增分别为

4．75％和6．38％。

加速海水养殖业产业升级步伐，实

现“蓝色农业”的新飞跃。海南岛沿岸海

湾众多，海水清澈，风浪较小，滩涂面积

广阔，发展海水养殖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环境资源和资源优势。突出开发和利用

功能，对全省沿岸养殖区、滩涂养殖区、

浅海养殖区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采

取繁殖保护措施，扩大养殖面积，充分发

挥全省海洋养殖区域的综合规模效益。

加大科技投入和资金扶持，全面推广优

良品种，采用间养、轮养、立体养殖、网箱

养殖等新技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高

创汇的养殖业，全面提高海水养殖产品

的附加值，“十五”期间全省水产良种覆

盖率要达到95％。要在生态养殖、工程化

养殖等方面有所突破，2005年海水养殖

总产量达到30万t，比2000年增长2．5

倍，年均增长28％，产值达到77亿元，年

均递增30％。最终实现海水养殖业生物

良种化、养殖技术生态工程化、养殖产品

高质化、养殖环境净化，实现养殖业的持

续、高效、健康发展。同时，加快构建以投

融资体系、优质品种推广体系、病虫害防

治体系、风险共担体系等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高海南省海水养

殖业的综合效益和经济规模。

实施政策倾斜，开创水产品加工运

销的新局面。以培育壮大水产品加工企

业为基础，全面提升水产品的综合效

益。“十五”期间，要进行初级产品与精深

加工产品结构调整，提高水产品的精深

加工能力，提高水产品的综合附加值。加

快完善水产品的保鲜储藏、标准化包装、

运输销售等功能体系建设。要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加快建设大型水产品批发市

场网络和水产品加工流通体系。抓紧重

点建设海口、三亚、白马井、清澜、八所、

美兰等水产品产地批发市场，配套重点

建设5—6个大型水产品冷冻加工基地。

为适应全省渔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要加

快改造、扩建沿海主要水产品集散地的

冷冻厂，彻底改变水产品加工业的落后

局面。组建一批具有开拓国内、国外市场

能力的水产品加工运销龙头企业集团，

开辟出一批成功的岛外、境外市场，开创

海南水产品加工运销的新局面。

把海洋油气加工业作为海南省的战

略产业和支住产业给予重点扶持。做好

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和规划，在土

地、信贷、税费、环境、服务等方面给予政

策倾斜，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和西部工业

走廓集中建设油气资源加工业，全力以

赴确保东方、乐东气田和海洋天然气开

回

发等项目按时建成投产。

策划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海洋旅游项

目和活动。策划具有海南鲜明特色的滨

海观光、海底探险、海洋生态观偿、潜水

娱乐、水上体育竞技等系列活动和项目，

开发出一批最具鲜明时代特色的海洋旅

游产品，全面提升旅游业的品位和档次，

把海洋旅游培育成海南旅游业的精品，

推动海南旅游业的现代化进程。

实施“科技兴海”战略，走可持续发

展的海洋经济产业化道路。加快培养和

引进海洋产业专业人才，创建海洋产业

的基础研究、高等教育和产品开发体

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社会中介组织和各级政府支持和

参与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有重点地进

行海洋技术研究和开发，加速科研成果

向商品转化。大力扶持有望成为海洋支

柱产业的海洋生物工程、海洋制药等项

目的科研与开发。加大对海洋资源研究

与开发的投入，使海洋产业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高科技型转变，由低效型向高

产、高附加值型转变。把海洋资源保护，

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产业可持

续发展放在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的首

位，统筹规划海洋的开发和整治，建立起

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有效机

制，建立海洋综合管理制度，最终实现海

洋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有机统一，走海洋经济产业可持

续发展道路。

大力创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海洋

文化。增加全社会的海洋知识是我们在

新世纪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要加

大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和增强全社会

的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生

态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权益意

识。通过创建和发展具有海洋底蕴和特

征的观光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风

俗文化、节庆文化、休闲娱乐文化等，以

及通过开展海洋国土知识展览、海洋生

态知识教育、水上体育运动、海洋探险和

南海国防教育等一系列有海洋特色的文

化活动，逐步提高全社会的现代海洋文

化意识。

(作者单位：中共海南省藏肇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