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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际意义。文章分析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起步晚和发展快、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和区域发

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发展状况,提出目前存在的缺乏区域协调配合和交流合作以及政府支持政策亟

须细化等主要问题,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模式、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合作模式、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和

国际合作模式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完

善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加强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以及强化示范项目建设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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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marin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sofgreattheo-

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forbuildingamaritimepowerandfordevelopingthemarinee-

conomy.ThispaperanalyzedtheinternationaldevelopingsituationofChinasmarinestrategice-

mergingindustrywhichstartslateanddevelopsrapidly,theindustrialstructureisconstantlyim-

provedandtheregionaldevelopinglevelisdifferent.Secondly,itputforwardthemainproblemsof

lackingofregionalcoordinationandcooperationandexchangeandcooperationaswellastheur-

gentneedtorefinethegovernmentsupportivepolicies.Then,thepaperexploredtheinternational

developingmodelofmarin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suchastheregionaldifferentiationde-

velopingmode,theindustrialtechnologicalinnovationalliancecooperationmode,thediversified

investmentandfinancingmodeandth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mode.Onthisbasis,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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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andsuggestionsonoptimizingindustrialstructureandlayoutwereputforward,perfec-

tinganddevelopinginstitutionalmechanisms,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exchangesandcoopera-

tion,strengtheningcapitalinvestmentandpersonneltraining,and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

ofdemonstrationprojects.

Key words:Marin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Economic

Globalization,Marineeconomy,Exchangeandcooperation

1 引言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持续增长仅依靠传统海洋产业是远远

不够的。欧美海洋强国的经验表明,发展海洋经济

迫切需要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引擎作用。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

业不能闭门造车,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势在必行,

这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和发展海洋经济都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际意义[1]。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是指以国际市

场为对象,在全球范围内对海洋自然资源进行有效

配置,通过人才、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与世界各

国开展各种竞争与合作,并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导

向提供海洋产品和海洋资源的过程。2010年我国

出台《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

意见》,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成为我国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的重要引擎。产业的

国际交流合作不仅能务实发展国内市场,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能开拓国外市场[2]。

目前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成果较为

丰富,学者们对其发展状况、支撑条件和产业集群形

成机理等问题进行研究[3-7]。但关于海洋战略性新

兴产业国际化的研究较少:付秀梅等[8]分析海洋生物

医药成果产业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姜秉国[9]对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领域进行识别,并提出相应

的国际合作模式;李彬[10]探讨政府在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产业国际化中的职能定位。因此,我国对于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

成果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实践需求,海洋战略性新兴

产业国际化的运行模式亟待归纳和完善。本研究在

分析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和

问题的基础上,探究适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战略性新兴

产业国际化发展模式,提出促进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2 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的发展

状况

2.1 起步晚,发展快

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级发展规划

于2010年才制定出台,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下,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迅速,各产业

在产值和规模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如,海洋生物

医药业国际化成果丰硕,生产总值呈不断上升的趋

势,尤其从2011年起上升速度更快,到2016年生产

总值高达336亿元[11]。可以预见,在国家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

化进程将出现井喷式发展。

2.2 产业结构不断完善

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虽仍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但自“九五”计划实施以来,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和升级,以海洋渔业为代表的传统资源型海洋产

业的增加额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以海洋生物医药

业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型海洋产业的增加额所占比

重不断上升,此类型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也不

断提高。我国重点海洋产业正在由资源开发型向

技术创新型转变,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对完

善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凸显[12]。

2.3 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资源丰度、经济发展状况和

政府重视程度等不同,导致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

际化发展程度不同,各地对不同产业的发展侧重点也

不同。如,海洋大省山东省的主要海洋产业是海洋渔

业,高新科技类海洋产业发展相对缓慢、规模较小且

分散,国际化发展优势较小;而同样拥有丰富海洋资

源的广东省将海洋电力业和海水淡化业作为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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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产业,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区域协调配合和交流合作

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程度较高且分

布极不均衡,产业国际化发展缺少整体规划,各区域

单打独斗,难以发挥“集团军”作用;海洋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国际化仅注重区域内部的发展,缺乏专业的区

域产业分工机制和成型的区域产业合作机制,产业关

联度较低,导致在国际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不强。

目前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国内不同

区域间以及与其他海洋强国都缺乏深度的交流合作,

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和寻求国际交流合作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不足。与此同时,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技术水平与其他海洋强国相比较落后,而各国都在

不同程度上对其优势技术严加管控,其中很多国家对

我国产业国际化还存在政治疑虑,这就要求我国强化

与世界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关联,通过共享经

济利益和建立友好桥梁扫清客观障碍。

3.2 政府支持政策亟须细化

政府的政策支持在促进我国所有产业国际化

发展的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于1956年

和2003年分别出台《海洋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和《全

国海洋经济发展计划纲要》,但仅关注海洋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未关注产业国际化发展,因此

长期以来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并未获

得有力的政策支持。直到2011年9月商务部颁发

《关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开始了新的发展阶

段,其后便有了质的改变。但迄今为止我国关于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仍相对笼统和宏

观,需政府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相关政策。

4 发展模式

4.1 区域差异化发展模式

打铁还需自身硬,产品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

一席之地,首先应在国内市场上具有优势。我国在

推进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提
出以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和山东省等为重心,实
行全国协同创新和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即根据不同

沿海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优势产业作为主要发展

产业,不仅促进产业布局更加均衡,而且实现产品

规模化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我国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2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合作模式

技术创新不足是目前制约海洋战略性新兴产

业国际化发展的主因,可推广海水淡化业的运行模

式,建立健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合作模式,即以企

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开展技

术协作,突破产业核心技术,从而提升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该模式主要包括3个部分:①建设公共技

术平台,完成创新资源的有效分工和合理配置,实
现知识产权共享;②鼓励技术转移,加快科技成果

的实用化和商业化,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③培养

复合型人才,增强人才交流互动,为产业技术创新

提供有效的人才保障。

4.3 多元化投融资模式

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资金利用方式上

不断创新,逐步实行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政府应

不断完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的投融资政

策,积极引导和鼓励外商投资,为我国相关跨国企

业提供政策优惠。随着市场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的不断完善,中外企业将获得更大的投融资方式选

择空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更是促进我国投融

资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4.4 国际合作模式

我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资金力量,加
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我国与多个国家的贸易往

来更加密切。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应紧紧抓住“一
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一方面,从海洋强国引进先进的

技术、设备和复合型人才,之后开展自主创新,研发更

加适合我国现状的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基于国家

“十三五”规划,结合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情况,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并完善外资引入平台,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桥梁,通过外资引擎带动我国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在选择国际合作伙

伴时,应综合评估其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合理测算合

作项目的经济效益,提高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

际化发展的质量。

5 对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地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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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都须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大体系,产业的国

际化是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最终结

果,就是在全球范围有效利用资源,使资源配置达

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5.1 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

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内区域合作,实现区域协调

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在优化产业结构

和布局的基础上,对优势产业实行规模化发展,建

设一系列优势产品基地,从而降低其国际化的成

本,同时提高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5.2 完善发展体制机制

以政府为坚强后盾、以市场化为运行手段,不

断完善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体

制机制。加强政府的扶持和监督力度,根据发展形

势适时出台优惠政策,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

际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和方向。探索建立适合我

国国情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在相关政策的支持

下,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政府可根

据我国海洋经济总体发展的需要、相关产业国际化

战略在不同时期的需求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科技

水平,制定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优惠政策和科技创

新政策等长远和稳定的政策规划,促进相关产业的

国际化发展。

5.3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在国际一体化合作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加强与

其他海洋强国的交流合作,缩短产业发展差距,最

大限度地与国际接轨。通过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学

习、消化和创新,不断提高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如,对于海洋生物医

药业这种资金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产业而言,必要

的国际交流合作不但能降低其研发成本,而且能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应积极参加国

际海洋生物医药联合项目,了解和掌握最先进的技

术、设备和管理方法,促进产业国际化发展。

5.4 加强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

目前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分支产业都

存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不足以及研发投入较少等问题,

而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对于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国际化发展必不可少,可有力保障产业研发成果的不

断涌现。应建设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平台,建立以

个人投资为主、以国家财政投资为引导、以信贷资金

为支持、以外资和证券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

多元化投资平台[13];同时培养建立专业广、层次高和

结构合理的海洋科技复合型人才队伍。

5.5 强化示范项目建设

政府可通过建设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基地或示

范区的方式,培育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

高新技术产业,使其成为我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际化发展的龙头力量,带动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如,青岛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等地近年来陆续

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温多效海水淡化示范

工程,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我国最大的海水淡化示

范基地等示范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海水

淡化业的发展速度,为其国际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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