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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国建成海洋经济强国

——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主要任务

张海峰　杨金森　徐质斌(执笔)　刘容子　鹿守本

　　1. 建立海洋资源生产的零次产业

海洋资源是指赋存于海洋环境中可以被

人类利用的物质、能量和空间,它是海洋经济

建设的自然物质基础。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

我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日益加大, 积累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总体看,资源种类利用

不平衡;综合利用和深度利用不够,造成了某

些资源的浪费甚至破坏;环境污染使资源受

到损害;缺乏统一管理而存在着不同行业、地

区在资源利用上的矛盾和纠纷; 我国领海、管

辖海域范围内的某些资源受到国外势力的侵

占。要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探索新的可开发资

源,发展深度加工利用技术和人工增养殖技

术,以及加强资源保护,形成海洋资源的再生

产,这可以作为海洋开发领域一、二、三次产

业之前的零次产业, 是保证海洋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战略措施之一。

在全国海岸带、海岛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继续进行专项资源(包括大洋区)调查。

制定海洋资源研究开发保护规划, 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按照“积极利用、多质多用、大材大用、

适度利用、无害利用、组合利用、深度利用、生

态利用、保全备用、发明新用”的思路和要求,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证可持续利用。

重点加强对海洋上升流区、珊瑚礁、红

树林、滨海湿地四大高生产力生态区系的开

发和管理。

开展不同地域自然资源的人工移植,

通过塑造生境、放流苗种等进行资源增殖。

2. 有步骤地向海洋空间转移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的集聚,是国土区域经济发展

的条件和发展水平的标志。海洋开发程度落

后于大陆, 主要是因为海洋作为人类活动的

自然障区,生产要素的集聚难度大。生产要素

中, 劳动者是主要的、能动的因素, 生产资料

也是重要的物质条件。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必

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广阔的海洋空间移民

和转移其他生产要素, 使之结合为现实的海

洋生产力系统。

( 1)加大沿海地区不发达地段的开发力

度　沿海地区从总体说是我国经济聚集度最

高的地带,但发展也不平衡。某些远离城市的

偏僻地段相对落后,例如:新黄河三角洲地区

人口密度很低,被称为“发达地区中的不发达

地区”。通过加大对这类地区的资源开发力

度, 改善交通条件, 建立沿海工业, 进一步提

高滨海地区城市化水平, 发展滨海地区的人

口承载力。

( 2)加强海岛建设,逐步开发无人岛　海

岛是人类以大陆为依托向海洋进军的前进支

点。中国有海岛 6500多个,大部分岛屿的经

济处于渔农阶段,发展潜力很大。还有 6000

多个无常住居民岛。要通过改进技术手段和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海岛开发利用。

( 3)促使生产力向海域发展　着力发展

17



海上石油平台、导管架安装等离岸海洋工程,

开展海底仓储、水上机场乃至人工岛、人造城

市等新兴海洋空间利用,发展远洋捕捞、深海

采矿等产业, 使海洋生产力向海域扩展。

3. 提高海洋产业的技术基础

现代海洋开发是技术密集型事业。建设

海洋经济强国, 必须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

主的道路,着力增加海洋产业的科技含量。要

重视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改变落后的生产方

式,组织科研攻关,解决海洋产业和各项海洋

事业发展中关键的技术问题。促进科技成果

的商品化、产业化。科技进步在海洋经济增长

中的贡献率, 2000年要达到 50% ,以后还要

进一步提高。

( 1)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　传统产

业目前仍然是我国海洋经济的主体。许多企

业设备陈旧, 工艺落后,技改任务艰巨。要经

过试点, 大力推广臻于成熟的各种技术,“九

五”至“十五”期间,用高新技术嫁接传统产业

的比例要超过 60%, 使其面貌基本改观, 成

为先进产业或永久性产业。

( 2)精心培植高新技术产业生长点,形成

新兴海洋产业群　要追踪世界科技前沿, 制

定高瞻远瞩的产业政策,发挥海洋高新技术

的导向带动作用。及时抓住有广阔前途的新

技术项目,组织多方面协同,尽快形成产业。

4. 主要发展的海洋产业

( 1)海水农业　农业是人类利用生物的

生理机能将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能量转换成有

使用价值的社会生产部门。海洋渔业-海藻种

养殖、海洋动物的采捕和养殖,本质上是海水

农业。海水农业还应包括陆生耐盐作物的海

水灌溉。如同陆地上从天然采捕到人工种植

业、畜牧业一样,海水农业的发展规律也是从

天然捕捞向农牧化方向演进。21世纪中国要

把发展海水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之一。为

人民提供更多的优质蛋白, 改善人民食物结

构和营养水平。

( 2)海洋交通运输业　要根据利用国内

国外两类资源、两个市场的需要, 以能源、外

贸运输为重点,加速以港口主枢纽、水运主通

道为支架的港群建设和航道建设, 调整船舶

结构,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现代海洋开发相适

应的海上交通运输体系, 并纳入全国五大运

输方式体系中。2000年海运货运量要达到

5. 5亿吨,周转量 2550 亿吨; 2020 年海运货

运量要达到 10亿吨,周转量 43 100亿吨。

( 3)海洋矿产业　中国沿海和管辖海域

矿产预测蕴藏量巨大,但探明量很小,必须坚

持“勘查先行”的原则,尽快摸清底数,早做规

划。深海采矿对资金、装备、技术的要求很高,

除依靠本国力量外,要加强国际合作。矿产资

源一般是不可再生或再生极缓慢的, 对保护

条件好的国有资源,不急于耗尽,要有计划地

利用;而对于有可能散失或被外国掠夺的资

源,如南沙的石油, 须只争朝夕地采取有效措

施。目前我国海洋矿产业整体水平落后,亟待

加强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争取 21世纪形成较

大规模的战略产业。

( 4)海水直接利用和化学元素提取利用

　海洋是 13. 7亿千米3 巨型连续水体,每立

方千米含有3750万吨固体物质。因此要将海

水利用作为一个综合性大产业来部署。

( 5)海洋能电力工业　一方面应用推广

已经成熟的潮汐、小型波力发电技术,一方面

进行新的技术开发,扩大电站规模,开发其他

能源种类。2000年前后, 在浙、闽、粤、琼、鲁

等省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建设万千瓦级中型潮

汐电站 2座,百千瓦岸式波能电站 2座,百千

瓦潮流电站,温差电站各 1座。2020前后,建

10万千瓦级大型潮汐电站 2座, 1000千瓦级

岸式波能电站 3座, 1000千瓦级潮流电站 1

座, 10 000千瓦级温差电站 1座。

( 6)海洋装备制造业　海洋装备制造业

既是海洋经济的部门之一,又是其他产业的

装备部,在海洋经济建设中作用重大。海洋装

备制造业要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与其他

产业的需求变化和技术上的突破协同发展。

( 7)海洋服务业　各种海洋产业的发展,

需要一系列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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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服务和安全保障服务, 必须发育专业

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目前,我国的海洋服

务事业基本上是公益性,随着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有条件的领域要尽可

能实行商业化, 使之不但是其他产业发展的

通用依托条件, 而且自身成为海洋经济的部

门之一,成为海洋第三产业新的重要成分。国

家在宏观上要进行引导,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从现实条件出发, 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

手段,拓展业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

( 8)发展海洋环保产业和生态经济　环

境保护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 而且应

当成为经济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之一。要克服

单纯经济观点和单纯环境观点或取此舍彼的

旧思路, 在经济与环境的接合部上做文章, 使

二者互相融合,一举两得,减轻人为海洋灾害。

( 9)其他海洋产业

——现代海洋空间利用。现代海洋空间

主要有海上机场、水下仓储、围海造地、倾废

区、海底隧道、管线、人工岛、海上娱乐场、海

上城市等。随着人口向海岸带集中趋势的发

展,要逐步扩大海洋空间利用。2000年前, 围

海造地 5300千米
2
,合理利用倾废区,铺设陆

岛,岛岛光缆电缆, 在渤海建设几个人工岛,

建造辽鲁跨海通道和琼州海峡海底隧道和若

干跨海大桥, 建设澳门海上机场。2020年, 在

南海建设人工岛, 完成辽鲁跨海通道工程, 建

设台湾海峡光缆, 并建一些大型海上公园, 海

底储藏基地。

——海洋药物和保健品。目前,我国海洋

中成药已有 60多种以上,各种保健品层出不

穷。要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加强医用海

洋动植物的养殖和栽培,制定产业规划和政

策, 21世纪成为大产业, 走向国际市场,创造

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海藻化工。我国海域初级生产力有

45亿吨, 已发现经济藻类 50多种, 用海带等

生产碘、琼胶、甘露醇等 10多个系列产品, 海

藻胶产量占世界 1/ 2。要根据产品用途的开

发和市场开拓稳步发展,扩大原料品种和产

品品种,提高质量。

5. 建设优势型和综合型海洋经济基础

为避免分散地使用力量, 实行中心带动

战略,应重视经济基地建设。要在资源、区位、

产业基础条件优越的地区,有步骤地建设海

水养殖,远洋捕捞、盐化工、石油开采和石化、

船舶、环保等大型产业基地。在多种资源、产

业、科技集聚度高, 有组合性的地区, 建设综

合型海洋经济基地。在科技资源和经济资源

匹配性好的沿海城市, 建立不同层次的海洋

科技产业中心。青岛应建成国家级“海洋科技

产业城”。大连、天津、杭州、厦门、广州、三亚

应建成区域性海洋科技产业中心城市。这些

基地提供的海洋产业产值或增加值, 应占全

国海洋产业的一半以上。

6. 组建现代化的海洋企业集团

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组建现代化的大

型海洋企业集团,是较快形成规模海洋经济

的较好出路之一。这种集团的特点是“科工

(农)贸一体化,供产销一条龙”,“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企业集团通过自我积累和兼并、

参股、控股、收购、资产授权等形式,建成现代

海洋开发企业集团。政府要进行推动,并通过

立法、政策等营造其成长的环境。“九五”至

“十五”期间,全国要在水产、海洋化工、船舶

修造等领域, 组建一批新的产值过亿元的集

团公司。

7. 调整海洋开发的空间布局

( 1)海岸带　海岸带是海陆的交接带和

过渡带,其生态系具有复合性、边缘性和活跃

性的特征,陆海两类经济荟萃,生产力内外双

向辐射,因此成为社会经济地域中的“黄金地

带”。无论现在和将来,海岸带都是我国海洋

经济建设的核心和基干部位。海岸带中的滨

海带被称为“海洋第一经济带”。根据区位、环

境、资源和经济特点,适当照顾行政建制的完

整性,把海岛省在内的海岸带划分为 3个一

级区和 16个二级区段,建立以上海、青岛、广

州、大连、天津、厦门和海口为一级开发据点,

19



其他沿海开放城市为区段开发依托, 河口型

开发模式、海湾型开发模式、连片开发模式相

结合的全国海岸带经济体系。

( 2)海岛　海岛是人类开发海洋的基地

和前进支点,在国土划界和国防安全上也有

特殊重要地位。中国有 500米2 以上海岛(暂

缺港澳台) 6500 多个,总面积 6600多千米2 ,

其中有常住居民的 455个,人口470多万。开

发海岛,对于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有重大意义。

要加强海岛基础设施建设, 按不同类型,因地

制宜, 提高其产业结构等级,实行组群开发、

据点式开发, 发展外向型经济,把我国海岛建

成“海洋第二经济带”。

( 3)我国管辖海域　我国管辖海域包括

我国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它

们的宽度均从沿岸低潮线量起。按《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和我国政府主张,我们有管辖海域

近 300万千米2, 其中享有与陆地领土同等主

权的领海 38. 8万千米2。管辖海域这一广袤

的国土,赋存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包括海

洋特殊功能在内的多种功能。其经济布局大体

按 4个自然海区划分(台湾省以东海域暂缺)。

( 4)大洋和极地　大洋和极地是地球上

的“公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享

有按一定规范开发其生物资源、矿产资源以

及航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海洋科学研究

等权利。我国应本着享受应有权益和量力而

行原则,积极开展考察、研究和资源开发,为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

(上接 16页)

行,达到海洋资源合理使用,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的目的,实现海洋产业健康高速发展和规

划所确定的目标。

2. 大力推进海洋龙头产业,带动一般产

业,形成海洋产业群

海洋产业涉及面广,断定海洋经济中的龙

头产业和一般产业,不同的地区是不相同的,

要依据其资源结构、规模大小、带动作用、市场

潜力、技术经济基础条件和转换能力。例如,汕

头市提出“以海活市”,把汕头建成为现代化国

际港口城市, 辐射闽西南、粤东、赣南地区, 发

挥海洋区位优势, 带动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发

展;长岛县提出“以渔兴岛”, 以海洋渔业为龙

头产业,带动鱼品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3. 积极培育、引进人才与技术, 推进海

洋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间的合作

海洋产业特别是新兴海洋产业是以技

术、资金和人才密集为特征,是以高新技术为

支撑,需要人才和技术。增加传统海洋产业中

的科技含量及其贡献率, 提高经济效益,也需

要人才与技术。例如,各地普遍反映,种苗和

病害是困扰各地海洋养殖发展的主要问题,

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协同组织攻关。种苗问

题,可以应用生物技术来解决,尤其是通过细

胞工程和基因工程技术, 实现培养出优质、高

产、速长、抗病力强、适应性广泛的良种。鉴于

目前海洋科研机构与生产单位、企业联系不

够紧密,要大力提倡并采取措施推进科研机

构与生产企业集团结合, 解决生产中的关键

技术问题, 适应市场需求, 开发新产品,扩展

生产, 既增强海洋科研机构、企业集团的活

力,也为海洋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为了下个世纪我国在开发海洋资源、发

展海洋经济上有所作为, 必须从现在起就要

抓紧,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将开发利用海洋

和发展海洋经济列为国家和沿海地方政府的

发展战略,使我国海洋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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