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1世纪楚海洋的世纪，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文章提出海洋资源是海洋经济发

展的物质基础，将其分为空间资源、矿物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生态资源，分析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

状和特点，指出今后必须要依靠海洋大科学，发展海洋新经济。最后分析了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的现状、优

势和不足．提出要通过科技力量的整合来推动地方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一些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 海洋资源，海洋新经济；海洋大科学，上海

一、海洋资源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1．海洋资源的分类

海洋资源不仅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整

个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人类要想解决已面临

的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

海洋的认识和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资源的种类很

多，分类方法也很多，我们将其简单分为空间资源、矿物

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生态资源。

(1)空间资源

空间资源是其他资源的依托，包括海岸线、港口、航

运水道、路由资源(如海底隧道、海上桥梁、海底油气管

道、海底光缆和海底电缆等)、土地资源和领空资源等，

主要用于海洋交通运输、港口建设、临港工业、滩涂开

发、海底通信与输运和旅游与休闲等方面。我国是一个

陆海兼具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万km，居世界第4

位。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一

贯主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km2，约占陆地领土

面积的1／3，其中与领土有同等法律地位的领海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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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万km2。在我国的海域中，面积在500 m2以上的岛屿有

7 372个，大陆架面积居世界第5位。如此辽阔的海洋空

间资源，为我国未来的海洋开发和解决人14、资源与环

境三大问题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2)矿物资源

包括盐、天然气、石油、重金属、稀有金属以及放射

性元素等。在大陆架浅海海底，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

气以及煤、硫、磷等矿产资源。在近岸带的滨海砂矿中，

富集着砂、贝壳等建筑材料和金属矿产。在多数海盆中

分布着深海锰结核，它们是未来可利用的潜力最大的金

属矿产资源。

(3)生物多样性资源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活有机体(包括动物、植

物和微生物)的总称，是当代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重大

问题之一。一般从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多样性三个不同的水平来研究和利用它。过去对海洋中

生物多样性资源的认识往往只强调了物种多样性水平，

一般称为“生物资源”，实际上海洋还拥有极为丰富的

生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资源。

+项目资助： “2ll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与区域生态安全”。

   



海洋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是相当丰富的，珊瑚

礁的物种多样性可以与热带雨林相媲美。全球海洋生

物已定名的有20余万种。中国近海现已纪录物种

20 278个，隶属于44门，其中鱼类约占世界总数的

14％，蔓足类约占24％，昆虫约占20％，红树植物约占

43％，海鸟约占23％，头足类约占14％，礁珊瑚物种约

占印度一西太平洋区总数的1／3。其中有许多是中国

特有物种或世界珍稀物种，如中华鲟、库氏砗磲以及鹦

鹉螺、绿海龟等。我国滩涂上的海洋生物有l 580余

种，其中软体动物513种，海藻358种，甲壳类308种。

海洋的初级生产力每年有6 x 10“t，可供人类利用的

鱼类、虾类、贝类、藻类等每年有6亿t，海产品提供

的蛋白质约占人类食用蛋白质总量的22％。除了水产

资源以外，海洋生物还是重要的药物、保健品和工业原

料等的来源。

海洋的生态系统多样性也是丰富和复杂的，从类型

上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划分为海滨湿地、近海海洋生态系

统和深海海洋生态系统。以海滨湿地为例，又可分为河

121沙洲湿地、潮间带滩涂湿地、泥砂质滩涂湿地、基岸海

岸湿地和生物礁湿地。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由于地形、风

漂流或水团边界等多种成因，底层营养物质上升，因此

初级生产力较高，常常形成主要渔场区，其生物多样性

指数高于邻近海域。深海海洋生态系统分布在海槽或深

海盆中，目前所知的主要有一些构造特点、适应于深水

生活的动物所组成，其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对于人类来

说还是个未知数。

遗传多样性是指不同群体之间或一个群体内不同个

体的遗传变异的总和，它是增加生物生产量和改善生物

品质的源泉。保护和开发利用经济水产种质资源和海洋

生物基因资源，是人类迎接未来挑战的资源基础。此外，

在海底热液喷口和冷泉处生存着深海的大型生物、微生

物和病毒，这些极端生态系统的生物基因可应用于医

药、工具酶、工业用酶、生物冶金、生物修复等领域的新

产品开发，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资源保障。

(4)生态资源

生态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对于解决人类的资源

危机具有重要意义。海洋是光、热、水、风力和潮汐等生

态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海风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相

当于世界电能消耗量的5倍。潮汐能、海浪能、海流能、

温差能、盐度差能等海洋再生能可供开发利用的总量在

1．5×10“kW以上，相当于目前全世界发电总量的十几

倍。我国沿海和岛屿风能资源非常丰富，大部分地区属

于风能丰富区和较丰富区。尤其是舟山群岛以南至台湾

海峡，风能资源量最为丰富。我国漫长的海岸还蕴藏着

丰富的潮汐能资源。

●海洋经济

2．海洋是区域经济和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经济大国莫不是海洋大国。西

班牙、荷兰、英国凭借海洋优势称雄一时。后起的美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的经济繁荣

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洋及其相关产业。海上第一

强国美国近年来又投入巨资制定了《1995--2000年海洋

战略发展计划》，最近又公布了一份长达610页的《海

洋行动计划》，由布什总统亲自签署，决定加大对海洋

的投资，以便对海洋进行更全面的开发和利用。 日本

历届政府也都十分重视海洋，近年来提出“海洋开发推

进计划”。法国把海洋开发作为体现“法图的光荣”的

伟大事业。德国政府前几年就投资7亿美元支持海洋开

发。据联合国专家估计，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海洋产

业总产值约为1 100亿美元，1980年增加到3 400亿美

元，1990年达到6 700亿美元。2000年，世界海洋产业总

产值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90年代中期的

5％上升到16％左右，海洋经济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中

的重要支柱。联合国把1998年定为“国际海洋年”，联

合国《21世纪议程》将海洋列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重点领域，宣称2l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

经济发展的瓶颈往往是空间资源，国与国、地区与

地区之间以能源为主的矿物资源争夺主要发生在海洋。

海洋争夺不仅是出于经济利益，也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

和国家安全。中国近年来在东海与日本之争，在南海与

东南亚诸国之争既是海洋空间资源的争夺，也是海底矿

藏、能源的争夺。此外，在国内邻省市之间在海域划界上

也存在竞争和矛盾。

二、中国海洋经济要走向海洋新经济

1．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1980年全国海洋产业产值仅60

亿元，1996年为2 800亿元，2004年增至12 841亿元。

我国政府已将海洋开发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之中。我国大陆沿海11

个省市陆地面积占全国的13．4％，人口占全国的42％，

创造出全国62％的GDP。

2004年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为12 841亿元，海

洋产业增加值为5 268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

3．9％。海洋三次产业比例为30：24：46。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促进了劳动就业，沿海地区有近10％的就业人员从事涉海

行业，涉海就业人数达2 107．6万人，涉及国民经济16个

门类，165个行业小类。就区域来看，环渤海经济区海洋产

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2．1％，其中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和

海洋交通运输业三大支柱产业占70．0％。长江三角洲占

32．5％，其中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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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珠江三角洲占18．8％，其中滨海旅游业、海洋渔

业、海洋油气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占66．7％。

我国的海洋开发领域不断扩大，由近海向远海、由浅

海向深海不断推进。新的可开发资源不断发现，南海天然

气水合物的调查取得重大突破，深海矿产资源勘探取得重

要进展，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已经在沿海一些严重缺

水城市中发挥明显作用。海洋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已经形

成海洋环境技术、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海洋通用工程技术

为主，包含20个技术领域的海洋技术体系。我国海洋渔业

和盐业产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造船业居世界第三，

商船拥有量居世界第五，港口数量及货物吞吐能力、滨海

旅游业收入也居世界前列。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海洋经

济的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例如，与日本比较，我国

远洋运输量仅是日本的1／6，港口密度是日本的1／17，近

海每平方千米捕鱼量是日本的1／4t我国远洋捕捞仅占世

界远洋捕捞总量的0．5％，而日本已达20％。

2．中国海洋经济的特点

通过对国内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调研，发现当前中

国的海洋主导产业为海水和滩涂养殖、造船业、运输和

旅游业，仍是传统的海洋经济结构·开发对象主要是海

岸和近海的资源，而不是那些有争议的远海战略资源，

环境污染严重，陆源和沿海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大，赤潮

频发；海洋科技资源投入总量低，成果转化率低，自主创

新能力较差，海洋经济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低水平、粗放

型，主要靠扩大规模来谋求发展，海洋科技总体水平不

高，海洋生物资源一直处于粗放式开发状态，近海渔业

资源濒临枯竭⋯⋯。

5．中国要发展“海洋新经济”

传统的海洋经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已经显得

落后，海洋新经济正成为全球海洋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重

点。关于“海洋新经济”这个概念，国内外尚未给出明确

的定义，但是大家已经普遍意识到海洋新经济是由高科

技支撑的海洋经济，而不是过去那种资源依赖性的海洋

经济。当前，海洋高科技已经成为海洋开发竞争的核心，

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海洋高技术，深化海洋资源利

用，推动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精细化工、海洋医药产业等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深海远洋资源、基因资源挖掘，海洋

药物开发，海洋信息，海洋综合管理等新型产业是今后

中国海洋经济做大做强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对于像上海

这种海洋资源短缺，商务成本高，但科技和经济力量雄

厚的地区来说，更是必须走海洋新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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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新经济发展要依托海洋大科学

1．海洋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运用海洋高科技

海洋新经济是高科技依赖型和知识依赖型的经济新

模式。当前国际海洋研究的发展形势是走向高科技，如

发展海洋资源勘测与开发技术，包括深海多金属结核、

钴结壳等矿产资源，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发展新的海洋开发技术，包括海水养殖、海洋农牧

化、海洋生物深加工、海洋药物、海洋化工、海水利用、海

水淡化、海洋能利用技术，发展海洋生命支持系统研究

与保护技术，包括海洋观测与预报、防灾减灾、海洋信息

管理，海洋污染监测、海洋生态恢复技术等。此外海洋电

子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技术、导航定位和制图技术、

海洋遥感技术等在海洋新经济发展中也已经发挥了重

要作用。

2．海洋科学是大科学

“大科学”是国际科技界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主

要表现为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

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大科学又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需要巨额投资建造、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大

科学工程”，如原子弹、宇宙飞船、三峡大坝等。另一类

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

项目，如人类基因图谱研究、全球变化研究、海洋科学钻

探等大科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

性组织已在全球变化、生态环境、海洋和地学等领域开

展了大科学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

海洋是个复杂的自然综合体，人类对其的了解程度

要远远落后于陆地。当前的海洋科学发展迅速，已经涉

及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地质学、海

洋经济学、海洋法学等诸多学科。国际上海洋学的发展

方向也出现了大科学的趋势。为了解决全球性的重大科

学问题，已经出现了全球性的“海洋大科学”(Ocean

Mega—sciences)研究，包括全球海洋观测，海洋科学钻

探，热液海洋过程及其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多样性，海岸

带综合管理学等五个领域。这些海洋大科学研究对于揭

示生命起源、宇宙起源，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防灾减灾等都有重要意义。今

后国内的海洋学研究也要注意设立多学科、大规模和大

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为缓解我国的资源和环境

压力提供科学支撑。

四、上海市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科技力量的整合

1．上海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回顾上海近代的发展历程，曾经历了跨越苏州河，

跨越黄浦江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现在正处在跨越长江

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杭州湾大桥、洋山深水港、

临港新城的建设和上海长江大桥、长江隧道、沪崇苏高

速、沿海铁路的布局充分反映了上海走向沿海发展的态

势。上海的第四次战略跨越，将是从沿海走向海洋，将上

   



海融入中国大沿海发展战略和参与国际海洋竞争，带动

长江三角洲2省l市的互动。就目前来看，上海市在海

洋交通运输业和船舶修造业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产值稳居全国首位，海洋第三产业产值的比例远高于其

他沿海省市，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上海实现了

利用海上能源的梦想，从而改变了上海的能源结构；长

江口深水航道的整治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上海的目标

是要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这需要

交通物流、轮船制造、信息通信等多方面的支撑。海洋产

业的发展对于上海成为“四大中心”将具有巨大的推动

作用。

近年来，我国沿海省市纷纷提出加快开发海洋资

源，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市”的战略口号。如辽宁提

出了“海上辽宁”，河北提出了“环渤海”战略；天津提

出了“海上天津”；山东提出了“海上山东”，江苏提出

了“海上苏东”、“江海联动”，浙江提出了“陆海联

动”、“海洋是浙江的希望”、“海洋经济大省”、“海洋

经济强省，福建提出了“海洋经济大省”、“海上田园”；

广东提出了“海洋经济强省”、“蓝色产业带”；广西提

出了“蓝色计划”·海南提出了建设“海洋大省”、“以

海兴岛，建设海洋大省”、“以海带陆，依海兴琼，建设海

洋经济强省”等。尤其是上海周边的江、浙两省更是围

绕海洋经济展开了大手笔，进行了新一轮的规划和基础

建设，如浙江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和

象山港跨海大桥，江苏的洋口深水港，崇启长江公路大

桥，崇海长江公路大桥以及配合大、小洋山深水枢纽建

设的沿海铁路等工程的建设拉近了周边省份和上海的

距离，加速了长三角经济的一体化。这些省份的海洋产

业发展势头迅猛，对上海的海洋经济地位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在未来极具发展潜力的海洋油气业和海洋生物医

药业发展上，上海目前已经落后于广东和浙江。

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海靠海但直接的濒海面较狭

窄，海岸线不长，而在历史上却依靠港船兴市，目前国际

海运已位居全球十大港IEI前茅，并成为中国最大的船舶

与海军装备制造基地之一。那么在新世纪构筑产业新高

地过程中，上海的海洋经济该如何发展成为市委市政府

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发挥海

洋新经济中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推动海洋经济的发

展。

2．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的现状

上海市海洋科技研究机构很多，力量很强，分布在

高校、科学院系统和国家部委的多家单位，研究领域涉

及到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海洋运

输、海洋预报、石油勘探、湿地保护等。如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

一海洋经济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

动力沉积和动力地貌综合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水产大

学海洋学院，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交通运输学院，复

旦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国家海洋局东海预报中

心、国家海洋局东海海洋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石化集团上海海洋

石油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生物与生态学研究室、

极地海洋学研究室；上海海洋石油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上

海船舶研究设计院等单位。上海分布有4个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同济大学的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大

学的河口海岸动力沉积和动力地貌综合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此

外，还分布有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复旦大学湿地生态系统与生态功能上海市重

点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水下技术综合交通部重点实验

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海洋与河I：1渔

业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但是从海洋

大科学的角度来看，上海目前的科技力量仍是集中在传

统海洋科学领域，而在处于国际研究前沿的海洋矿物资

源勘测与开发、深海生物基因资源、海洋药物、海洋化

工、海水利用、海洋能利用、海洋生态恢复，海洋信息技

术等方面仍十分薄弱，甚至是空白。这同时也是中国整

个海洋科技研究的现状，谁能够敏锐地把握国际研究前

沿，及时进行学科调整，谁就能够在全国的海洋科技发

展中居于领先和领导地位。

5．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的优势

上海海洋研究学科门类较全，河口海岸、海洋地质、

造船、海洋工程、深水技术、湿地保护等学科在全国具有

领先地位。上海有关海洋科技的实验室建设时间长，国

家投瓷强度大，承担重大项目多，具有很好的科研基础

和发展潜力。此外，上海还是我国生命科学研究的中心，

拥有一批海洋科技或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

及示范和产业化基地。上海海洋学科带头人在国内外学

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如交通大学杨蜮院士，是船舶与

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家，是我国电子计算机辅助设

计、船舶技术经济论证及船舶运输系统分析等船舶设计

新学科的开拓者，为我国现代船舶工业的发展和人才培

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华东师范大学陈吉余院士，是我国

河口海岸理论应用于工程实践的主要开拓者，建立了以

动力、沉积与地貌相结合的我国河IEI海岸学科体系。同

济大学汪品先院士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微体化石埋藏学

的研究，开拓和发展了古海洋掌的研究，对我国海洋地

质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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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的劣势

上海市的海洋科技、涉海事业和产业部门在许多方

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但总体

上组织分散，难以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海洋科技与产业开

发拳头力量。国家海洋局和中科院系统海洋方面的研究

所主要分布在青岛、杭州、厦门、广州等地，上海没有专

门的海洋类研究机构，相关的学科分散在高校和科学院

系统，很难统一规划，形成合力。海洋科技创新不够，企

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不突出，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缺乏政府的引导，海洋产业和其他产业缺乏联动。没有

高层次、权威性的海洋科技与产业发展综合管理机构，

对海洋产业和科技进行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此外，还

缺少一个联合的科研平台和专项基金，来整合和引导上

海的科技力量，组织海洋大科学研究。

5．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整合的建议

根据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和对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的

分析，我们认为在当前开展科技力量整合是十分紧迫和

必要的，建议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由上海市海洋局

牵头，联合上海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现有的海洋研究

和产业部门的基础上进行协调，成立具有上海特色并有

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的“海洋科学研究院”。(2)成立

“上海市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发展专家委员会”，指导

上海的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的健康有序发展。(3)成立

稳定的“上海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发展战略论坛”，每

年召开一次，邀请国内外的海洋科技专家介绍海洋经济

和海洋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为上海的海洋发展献计献

策。(4)设立“上海市海洋科技专项基金”，多渠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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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筹集资金，设立海洋大项目，组织上海海洋科技力

量整合起来进行大科学研究。(5)建立海洋科研信息共

享机制，建立共享数据库。为上海海洋事业发展提供科

学数据、科技文献和科技信息与网络化环境等服务。

五、结束语

进入新世纪，我国海洋发展当以海洋资源为基础，

依托海洋大科学，发展海洋新经济。上海要发展海洋经

济和海洋科技必须要搞好科技力量的整合，变科技优势

为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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