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6卷第6期

2009年6月 海洋开发与管理

V01．26，No．6

June 2009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研究

李宜良1’2 王 震2

(1．中国海洋大学青岛266071；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300171)

摘要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迅速发展，但正如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我国海

洋经济的发展亦有相当部分是依靠对我国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实现的。因此，我国

海洋经济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升级海洋产业结构，保

障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主要通过研究我国海洋产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产业经济学为基

础，提出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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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国家海洋

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海洋经济发展向又

好又快的方向转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率进一步提高”，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明了方

向，确立了目标。据初步核算，2008年上半年全

国海洋生产总值13 241．63亿元，同比增长

14．4％；同时，通过海洋产业的辐射和关联效应拉

动和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得海洋经济对地区发

展和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达10．14％；海洋三次产业进一步优化，海洋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5：46：49。

1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

海洋产业结构是指各海洋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

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海

洋产业结构是海洋经济的基础，它反映了海洋资源

开发中各产业构成的比例关系。海洋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目的就是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

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和综

合利用型的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得更高的结构效

益，在不增加投人的情况下实现海洋经济增长，从

而促进海洋产业更好、更快、更稳定的发展。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指促进海洋产

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度化的发展。海洋产业结构

的协调化是指在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合理配置生

产要素，协调海洋产业部门的比例关系，为实现

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打下基础；海洋产业结构

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的高知识化、高技术化、

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的动态过程。海洋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是使海洋产业结构趋于协

调，然后在协调化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

创新推动海洋产业升级。

2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以培养自主创新能

力为中心，推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和改

造传统海洋产业，培育新兴海洋产业和高技术海洋

产业，促进海洋产业集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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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要海洋产业持续快速增长

海洋经济总量实现了新的突破，2007年海洋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15．1％，高于同期国民经济

增长速度，部分海洋产业在国际上已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海盐产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海洋

船舶工业造船完工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2007

年海洋船舶工业实现增加值448亿元；商船拥有量

世界第四位，2005年我国已拥有海上商船2 568

艘；全国亿吨港口增至14个，港口货物吞吐量与

集装箱吞吐量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滨海旅游业持

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摈海旅游消费需求继续呈现

扩大趋势；新兴海洋产业发展迅速，海洋生物医

药、海水利用以及海洋能利用的产业化进程逐渐加

快，海洋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

行和拉动作用日显重要。

2．2我国海洋三次产业不断优化

“八五”初期我国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59：9：32，第一产业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我国海洋

经济仍处于资源消耗型为主的渔盐经济阶段，海洋

产业结构处于初级阶段。自“九五”以来，经过

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我国海洋产业呈现出不断优化

升级的趋势，逐步由海洋“资源”开发向海洋

“服务”转变。2007年海洋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5

：46：49，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与目前世界海

洋三次产业“二三一”的结构相比，我国高科技引

领的海洋第二产业比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3新兴海洋产业迅速发展

通过海洋科技创新，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

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深入和拓展。2006年各地区海

洋科研机构科技经费收入共计52．89亿元，通过加

强海洋科学研究，不断实现海洋科技产业化，进一

步促进了海洋产业协调化与高度化发展，以海洋生

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利用和其他海洋高

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一批新兴海洋产业迅速崛起，

部分新兴海洋产业逐步形成规模，成为海洋经济发

展的新增长点。同时，加强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

改造，提高这些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以传

统的海洋渔业生产为例，1991年我国海洋捕捞和

养殖比例为76：24，远洋捕捞产量占海洋捕捞的

5．3％，到2006年海洋捕捞和养殖产量近乎一致，

远洋捕捞产量占海洋捕捞的7．56％，生产结构日

趋合理，出现了由捕捞向养殖、由近海向深海远洋

及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的良性趋势。

2．4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海洋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涉海就业规模，据首次

涉海就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我国涉海就

业人员总量达2 107．6万人，占全国全社会就业总

数的3．3％，占沿海地区就业总数的8．2％，涉海

就业规模和就业密度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涉

海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合理，全国涉海三次产业的就

业结构为16．4：37．2：46．4；全国涉海就业人员的

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和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

全国涉海行业技术人员占全国涉海就业人员总数的

11．4％，与我国国民经济从业人员相比有一定优

势。2007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数量再创新高，达

3 151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191万个就业岗位，

为社会从业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遇。

3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的问题

3．1 相关制度缺位。海洋产业综合管理和协调

机制尚未健全

我国还未形成能够有力促进海洋事业发展的完

善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海洋管理部门行政级别低

且统筹协调手段有限，无法对我国海洋产业布局和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进行行政指导；另一方面，涉海

部门众多，行业管理各自为政，缺乏协同作战的意

识，导致各涉海行业盲目发展，与我国海洋行政管

理部门制定的海洋产业发展规划相背离。与此同

时，我国目前的海洋开发活动缺乏完善的制度规

范，各地海洋产业的发展存在重复建设和结构不合

理现象，造成我国海洋资源的严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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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海洋产业仍处于以资源开发为主的粗放型

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急需转变

目前我国除海上油气开发、深海排污、跨海海

底电缆铺设以及特殊军事海域利用外，海洋产业发

展区域主要是近海和浅海。浅海海域资源开发利用

主要包括海洋水产资源利用、浅海和极浅海油气资

源利用、海水制盐、海洋旅游资源利用和海洋港口

资源利用等，总体上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以单项

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资源产品精加工水

平不高，海洋产品单一且附加值低，无法实现海洋

产业整体结构效益。如，我国海洋产业中一直位居

首位的海洋渔业，水产品大多数属于半成品和初加

工产品，加工率只有20％，而发达国家水产品加

工率已达到70％。

3．3 海洋科技产业化率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面临技术瓶颈

与海洋经济大国相比，我国海洋科技发展水平

明显滞后。科技进步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不到30％，而世界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发展的

贡献率已超过50％。目前，我国的海洋产业仍处在

以海洋资源开发为主的阶段，以科技为支撑的海洋

第二产业发展缓慢，在海洋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少，

海洋产业的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数量有限；海洋科

学研究基础薄弱，海洋资源家底不清；海洋资源勘

查技术、海洋资源利用技术、海洋资源深加工技术、

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恢复技术等都落后于先进

的海洋大国，阻碍了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协调化和高

度化的发展。

3．4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缺乏“循环经

济”意识

我国海洋经济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各海洋产业

发展迅速，但从发展循环经济高度审视海洋产业的

发展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与不足。①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效率仍然很低，如，海水综合和循环利用还不够

深入，海水淡化规模尚小等；②在海洋经济发展规

划和布局中，对各产业群内或产业群之间的产业关

联度和协调性考虑还不够充分；③海洋生产和流通

中未完全遵照国际资源和环保标准，部分产品出口

仍受到国际“绿色壁垒”的限制；④近岸海域污染

问题依然突出，废弃物的资源化和再利用形势紧迫；

⑤海洋循环经济的相关政策法规仍属空白，相关技

术的开发应用和资金投入面临瓶颈。

3．5缺乏导向未来的主导海洋产业。影响海洋

经济的整体发展

目前我国沿海各地区纷纷对传统海洋产业进

行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新兴海洋产业，使得我国

海洋产业百花齐放。但与此同时，由于海洋产业

发展的重点不突出，对一些促进我国海洋科技发

展和海洋产业升级的产业没有实现重点扶持，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进

程。因此，在目前海洋产业发展中应确定海洋主

导产业，带动海洋经济全面发展。主导海洋产业

应符合以下条件：①对海洋经济现有的传统产业

和支柱产业的建立、发展、完善、改造与提高起

着带动、扶持和关联作用；②代表着整个海洋产

业结构向后次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能够带动整

个海洋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滨海旅游业和海

洋交通运输业比较发达，在海洋产业总产值中占

有较大比重，作为第三产业在产业发展序列中层

次较高，正显示出主导海洋产业的特点；但是这

些产业对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无

法带动整个海洋产业的升级。

3．6涉海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发展海洋产业必须要有相应的人才保障，目

前我国海洋行政部门中海洋管理与经济复合型人

才比较缺乏，造成决策过程中顾此失彼现象时有

发生。我国在海洋科研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但海洋科研人才结构不尽合理，缺乏海洋科

技领域和制造业的带头人，难以将海洋科技优势

充分发挥出来，造成成果产业化程度偏低，项目

产业化速度慢，科技成果转化投入力量不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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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与市场“脱节”，海洋科技优势没有变成海洋

产业优势，阻碍了海洋产业高级化发展。各主要

就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主要海洋行业的技术人

员占主要就业人员总数的12．1％，主要就业人员

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为13．7％，形成我国海洋科技

的传播与应用障碍，阻碍了我国海洋产业高级化

进程。

4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4．1加强海洋产业宏观管理

制定高效的海洋经济宏观管理发展与调控政

策，形成健全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海洋主管

部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管理权限，加强海

洋统筹管理，建立统一的海洋统筹协调机构，解决

海洋产业多头管理的问题。建立完善的海洋产业市

场秩序，促进有效竞争，形成资源的有效分配。建

立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协调机制，协调和解决海洋开

发过程中存在的国家与地方、相邻省、全局与局

部、资源开发效益与生态保护以及长远效益与眼前

利益等多方面的利益冲突。

4．2加快海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综合考虑海洋生态系统、沿海地区社会系统和

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发展，构建低消耗、高

收益的合理的产业结构，获得更高的结构效益，大

幅度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逐步由

粗放型开发向集约型、效益型开发利用转变，全面

提高海洋经济整体效益和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3提高海洋产业科技发展和创新水平

制定促进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引导海洋高

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政策，把提高海洋自主创新能力

放在核心位置，加大海洋科技投入，坚持走自主创

新、联合攻关以及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并举的道

路。加速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更新改造，促进新兴

海洋产业的发展壮大，培育未来海洋产业。建立科

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的优惠和奖励机制，大力支

持科技进步型企业，提高海洋企业的自主科技创新

能力和对海洋经济的贡献。

4．4培育扶持新兴产业。保护衰退或劣势产业

通过对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协助衰退

产业顺利地实现产业规模的缩减，促使其产业资源

向新的产业部门转移，保护和扶持具有民族特性的

产业。通过对海洋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扶持，在国民

经济中形成基础产业、新兴产业、骨干产业和衰退

产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产业序列，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和合理化。

4．5加强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保护意识

海洋资源是海洋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海洋产

业的发展要着眼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海洋企

业要推行清洁生产，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开发利

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造生产技术和工艺，转

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降低单位产值资源和能源消

耗，防治工业污染。同时，由政府在政策法律规划

与宣传教育上加以引导，使社会公众增强海洋资源

环境保护的意识，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4．6建立与海洋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制定宏观的海洋人才发展战略目标，统筹制定

科学的人才发展规划和就业计划，保证人才效益的

提升及结构的优化。扩大涉海就业规模，加强对海

洋科技人才的培养，构筑涉海人才高地，建立高层

次、高素质人才队伍。把发展海洋产业和劳动就业

结合起来，宏观调控涉海行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

构。实施科教兴海战略，建立适宜人才培养机制，

不断更新海洋教育内容，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海

洋教育。鼓励和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的技术革新

和技术进步，提供技术援助，扩大技术转让，从而

扩大就业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