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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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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１世纪以来，环渤海地区作为中国增长的第三级，区域海洋经济得到了

快速发展。文章从环渤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海洋资源条件、社会发展情况、区域经济

发展情况等方面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并分析了２１世纪初期环渤海

地区海洋经济运行态势，提出了该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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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基础条件

狭义的环渤海地区是指以京津地区为核心，

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的区域，包括北京、

天津两个直辖市和辽宁、山东、河北３省。起源

于总面积达５２．２万ｋｍ２，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５．４９％。环渤海经济区是一个复合经济区，在中

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战略汇总占有重要地位，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中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继 “珠三角”

和 “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大引擎区［１］。

１１　自然地理概况

环渤海地区内北起丹东，南至青岛，海岸

线达５８００ｋｍ，对外通过营口港、大连港、天

津港、青岛港等多个港口与世界１６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有经贸来往；对内成为中国北方内陆、

西北、华东三大地区的接合部，是其走向世界

的海上门户。

１２　海洋资源条件

１２１　渔业资源

渤海地处暖温带，水质肥沃，历来是多种

经济鱼虾类的产卵场和肥育场，有海洋动物和

植物共约１７０种以上。根据 《中国海洋统计年

鉴》数据，渤海区域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海水养殖

面积分别为１０１万ｋｍ２ 和１３９万ｋｍ２，２０１０年

海水养殖面积比２００６年增长了３７．６％，其中，

天津的养殖面积有所减少，其他３省养殖面积

都有所增加；２００６年渤海区域海水养殖产量约

为６２８．０万ｔ，２００６年达到６６２．１万ｔ，比２００６

年增长了５％。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养殖面积的

增长，养殖产量也同时增长，但增长幅度趋缓。

１２２　矿产资源

环渤海地区辽宁、山东和河北３省的矿产

资源十分丰富，其储量之多与种类之广，是中

国其他沿海地区所没有的。

（１）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辽宁省矿种比较

齐全，储量占全国第一位的有铁矿石，储量超

过１００亿ｔ。菱镁矿占全国总储量的８０％；海城

滑石矿的蕴藏量有４０００万ｔ；硼矿占全国储量

的６６％。山东省矿藏丰富，主要有铁矿、铜矿、

铝土矿、宝石矿等。河北省矿产资源品种较多，

已查明储量的就达５３种。

（２）煤炭资源。河北省煤炭资源主要分布

在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炼焦煤储量多。京

西煤矿是重要的无烟煤产地。辽宁省煤炭主要

分布在抚顺、阜新、本溪、北票等地。抚顺、

阜新两地煤炭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露天煤开采基

地。山东省煤炭资源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

北部和西部山麓地带。

１２３　油气资源

渤海石油的探明储量为２．２９亿ｔ，储油面

积９３．６ｋｍ２，占近海储油面积的４９．４％，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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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０．３７亿ｔ，占近海可采储量的３３．３％；天

然气探明储量为１５４亿 ｍ３，占近海天然气探明

储量的１４．２％，储气面积为２１．２ｋｍ２，占近海

储气面积的２５．７％，可采储量９５．２亿ｔ，占近

海可采储量的１３．６％。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

逐步形成了胜利、辽河、华北、大港和渤海等

海上五大油田。２０１０年，渤海地区海洋原油产

量超过３１００万ｔ，占全国海洋原油产量的

６７％。

１２４　港口资源

环渤海共有适宜建港的港湾４２个，其中辽

宁２０个，河北３个，天津１个、山东１８个，占

全国适宜建港海湾总数的３６％。根据 《中国统

计年鉴２０１１》数据，２０１０年，环渤海地区规模

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均超过亿吨，按货物吞吐

量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天津港、青岛港、大连

港、秦皇岛港、营口港、日照港和烟台港［２］。

１２５　盐业资源

环渤海区域海湾众多，海水水深浅，底质

条件好，沿海宜盐土地面积大。具有利于海盐

发展的气候条件：降雨量少、雨量集中、蒸发

量大以及相对湿度低都有利于发展海盐业，使

得环渤海地区成为我国海盐生产条件最好的一

个海区。渤海沿岸主要盐区有３个：东北盐区、

长芦盐区、山东盐区。２０１０年，环渤海地区盐

田总面积为３８万ｈｍ２，占全国盐田总面积的

８０％。

１２６　滩涂资源

环渤海地区滩涂多集中分布在黄河三角洲

和辽河三角洲。环渤海滩涂面积达７５６０ｋｍ２，

其中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东省分别占

３５．５％、１１．５％、８．１％和４６．９％。环渤海滩涂

区是我国沿海滩涂的集中分布区之一。据 《中

国海岸带土地利用》（１９９３年）数据显示，渤海

滩涂面积约占全国滩涂面积的３１．３％。

１２７　海洋能资源

环渤海地区海洋能资源丰富，其中５００ｋＷ

以上潮汐能站址技术可开发量达到６０．７３１万ｋＷ，

潮流能蕴藏量达４１５万ｋＷ、有１４个水道 （岬），

波浪能的理论装机容量高达１５２．９２万ｋＷ，盐差能

的技术可开发量达到９０万ｋＷ，１０ｍ层近海海洋

风能蕴藏量约为２１８万ｋＷ、年平均风速约４ｍ／ｓ、

年有效风时超过５２００ｈ、年有效风功率密度约为

１５０Ｗ／ｍ２。

１２８　旅游资源

渤海海岸拥有广阔而平静的海面，有蔚蓝

的海水，还有大自然赋予的美丽景色，如大连

的老虎滩、棒槌岛、金沙滩，河北的北戴河和

昌黎的黄金海岸，烟台、威海的海滨浴场等，

对旅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如此，环渤海

地区数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延续、交

替和积累，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古迹，

丰富了人文景观资源，如辽宁兴城的明代古城、

山东烟台的蓬莱仙阁、威海的刘公岛等。这些

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结合，构成了环渤海地

区多姿多彩的滨海旅游资源。

１３　社会发展情况

１３１　基础设施情况

环渤海地区具有发达的交通运输业。目前，

沿海已建成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

日照等年吞吐量在千万吨以上的６个大型港口，

丹东、营口、龙口、威海等年吞吐量在百万吨

以上的中型港口，旅顺、新港、蓬莱等重要地

方港口以及正在规划建设的京唐港、黄骅港、

滨州港、东营港等，这些港口担负的货物吞吐

量占全国的６０％，海上外贸出口量占全国的

７８％。陆路交通有京沪、京广、京九、京沈等

１０多条铁路干线和包括京津唐、沈大、济青等

在内的２０多条高速和高级公路，空中有以北京

为中心的１０个机场，已开通国内外航线１００多

条。整个环渤海地区通过港口、铁路、航空和

正在兴起的管道运输，已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

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

１３２　城镇化情况

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自然

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城镇化进程加

快，城镇规模结构和布局有所改善，辐射力和带

动力增强。《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１０》资料

显示，２００９年，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总人口

２３８０６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１２６５８万人，城镇

化水平为５３．２％，与全国相比，城镇化水平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６．６个百分点。

１３３　对外开放情况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北方外来投资最为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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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且持续成长。目前拥有外商投资企业

达７万余家，其中全球５００强企业已超过１５０家

落户天津。大连的外商投资企业也超过８０００

家，是东北地区外商投资最多的城市。

１４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十一五”期间全区经济总量增长迅速，年

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１６．５％。２０１０年环

渤海三省两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１３５９．５亿

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５．３％。

２　２１世纪初期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运行

态势

２１　“十一五”期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

展回顾

２１１　“十一五”期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运

行情况

　　 “十一五”期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年均增速１７．１％ ，２０１０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

总值实现１３８６９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

３５％，对于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

引领作用。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

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

海洋渔业等海洋产业逐渐发展为引领区域海洋

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２１２　“十一五”期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

展特征

　　近年来，环渤海地区凭借丰富的海洋资源

和优越的区位条件，海洋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十一

五”期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稳步快速发展，

并呈现出以下四大特征［３］。

（１）海洋产业结构调整迅速。“十一五”期

间，环渤海地区海洋第一产业产值锐减，而第

二、第三产业增长迅速，海洋产业结构逐步优

化，这一方面起因于渤海污染加重、环境恶化

以及近海生物资源的开发过度；另一方面则要

归功于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对海洋油气、化工、

空间和旅游等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海洋科

技的快速发展。

（２）优势海洋产业带动作用突出。２０１０年

环渤海地区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

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四大优势产业增加值达到

５３４５亿元，占该区域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的比

重达到８５％，这表明这些产业对该区域海洋经

济的快速发展有着明显的主导和带动作用。

（３）海洋高新产业增长强劲。“十一五”期

间，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产业、海洋生物医

药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增加值由２００６

年１４亿元增至２０１０年５６亿元，一跃成为环渤

海地区海洋经济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

（４）特色海洋产业地位突出。海洋盐业是

环渤海地区的特色海洋产业，全国的海洋盐业

几乎全部集中于环渤海地区，２０１１年环渤海地

区海洋盐业增加值占到全国该产业增加值的

９４％。

２２　“十二五”期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运

行走势分析

２２１　海洋经济总量及其特征

近年来，环渤海地区在中央区域发展战略

规划下，成为继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大

经济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强劲

的区域经济发展势头带动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

济迅猛发展。“十二五”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海洋经济实现战略

调整的关键时期。在国内外大背景之下，环渤

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速将有所减缓，但海洋经济

总量依然会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

２２２　海洋经济结构特征

“十二五”期间，从国家到环渤海地区海洋

经济发展的主线就是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在新形势的要求下，环渤海地区要进一

步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改造升级传统海洋产业，

培育壮大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海洋

服务业。２０１１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

环渤海经济区位居前列的主要海洋产业仍以海

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这些传

统产业为主，而海洋电力、海洋生物医药、海

水利用等新兴海洋产业所占比重很小，未来海

洋产业尚在孕育之中［４］。

２２３　海洋产业空间布局特征

“十一五”期间，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滨海新

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山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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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区、河北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纷纷获国务

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进入 “十二五”期间，

国家又相继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河北

沿海地区。至此环渤海地区以海洋经济为主体

的沿海区域开发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从各个区

域发展重点来看，“陆海区域协调发展”将成为

环渤海地区 “十二五”期间海洋产业发展的主

要特征［５］。

３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建议

３１　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和规划

在环渤海经济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应充

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

应着眼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定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并用这些战略和规划来

引导社会或民间力量参与区域发展；地方政府

在制定本地发展规划时应具有区域视角，符合

区域总体规划的要求。

３２　大力倡导制度创新，推动国有经济改革

和民营经济发展

　　加快环渤海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提高由市

场来支配一切资源。赋予国有企业在市场配置

下的自主决策权：按照党的 “十六大”报告的

要求，完善加强扶持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举措，加快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引导和扶持

手段，促进民营经济上规模上水平，加大市场

配置资源的力度。

３３　积极加强市场建设，促进商品生产要素

自由流动生产

　　要素的跨行政区自由流动是产业转移的基

本和必要手段。因此，环渤海经济不仅应加强

商品市场的建设，取消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自

由流动，更应重点加强生产要素市场建设。采

取各种措施推动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自由流动，

提高生产要素在行政与产业间的配置效率，实

现经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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