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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黄蓝”战略
谱写海洋经济发展新篇章

杨同更   郭成秀 

——山东省东营市海洋工作纪实

本文系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黄河口及邻近海域生态系统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No. 201105005）项目资助  

东营市 30 万亩现代渔业示范区一二期工程鸟瞰

“十一五”期间海洋经济发展成就
 “十一五”期间，东营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强

化海洋综合管理、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力度，全市海洋经

济保持健康持续发展。2010 年全市海洋主要产业生产

增加值达到 205 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到 8.7%，

已形成海洋渔业、海洋油气开采、临港石化、盐及盐化

工四大支柱产业。

海陆联动开发步伐加快。海陆联通的大动脉已经打

开，东营港已是国家一级开放口岸，在《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被确定为黄河三角洲区域性

中心港，进一步加强港口的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建设，极

大提升了东营港的主体功能地位；由陆向海拓展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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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营市地处黄河入海口，濒临渤海，地处山东半岛和辽

东半岛环抱的环渤海湾中心，是环渤海经济区与黄河经济带的

交汇点。东营市海洋资源丰富，全市未利用土地 452 万亩，其中

万亩以上成片土地 334.8 万亩，是我国东部沿海后备土地资源最

多、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胜利油田 80% 的石油地质储量和 85%

的产量集中在境内，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49.3 亿吨、天然气地

质储量 2300 亿立方米。海岸线长 413 千米，滩涂和浅海面积近

6000 平方千米。近海等深线密集，具备建设深水大港的条件。

15.3 万公顷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最完

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加大，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作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已被国

务院批复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龙头和优先发展区；

由海向陆延伸进一步增长，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四

区一城”为载体，改造提升传统海洋产业，拉长加粗产

业链条，增加了海洋经济总量，提升了产业层次。

海洋综合管理水平显著提高。海洋环境监测能力进

一步增强，近岸海域已全面监测，近岸海域生态、陆源

入海排污口及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海洋污染事故等

均能有效检测；管理信息化水平上升，能为海域管理提

供实时、准确、全面的海域现状、动态变化信息和有效

的决策支持信息；海洋执法监察力度加大，开展了多项

专项执法活动；加强伏季休渔和地方性资源保护力度，

组建了渔民专用 CDMA 应急救援通讯系统，提高了渔

政管理工作水平。

海洋科技创新取得阶段性进展。海洋监测及灾害预报

预警技术、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技术、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

发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发取得新进展；完成了一批具有自

主产权的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批海洋科技人才和骨干企业；

全市渔业生产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5%，构建了市、县、

乡三级渔业技术推广和养殖病害防治网络体系。

海洋管理基本经验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工作，树立科学管海理念

一是逐步完善各类涉海制度。东营市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先后制定完善了《东营市海洋功能区划》《东营

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东营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东

营市海岸带综合管理（ICM）规划》《东营市海岸线勘

定方案》《东营市海域使用申请审批秩序》《东营市海

域使用金征收管理通知》等配套制度，编制了《东营市

“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环境资源保护与

修复规划》和《海岸线自然保护带规划》等相关规划，

实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创新，全市管海用海做到了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二是强化海域使用管理工作。在海域

管理工作中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确立的海洋功能区划、海域权属管理和海域有偿使用三

项基本制度；完善海域使用申请审批程序，加强海域管

理人员培训，严格执行征收标准和使用海域使用金专用

票据，理顺海域使用金使用管理程序，目前全市已累计

用海项目达到 568 个，确权海域面积 8.17 万公顷，确权

发证率、海域使用金征收率均达到 100%；积极推行海域

使用权招标拍卖和抵押制度，共招标拍卖海域使用权 38

宗，面积 1.41 万公顷，抵押海域使用权 16 宗，抵押贷

款 3890 万元，这项工作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三是不断加

大海洋监察执法力度。建立健全了市县两级海监执法机

构，实现了职能、机构、人员三到位；连续开展了一系

列专项执法行动，加大对海域工程建设项目和油气开发、

养殖用海、入海排污口的检查力度，促进了海域法制化、

规范化管理；全市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及养殖用海项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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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发证率和环保设施达标率均达到

100%。四是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基础

能力建设。开展海洋综合管理信息化

暨“数字海洋”建设，按照国家及省

里的统一要求，结合东营市实际，建

立起具有东营特色的国家海域使用动

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全市管

辖海域多点位、定点、大范围远程自

动实时监视监测监控，对重点海域实

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视监测监控，在

全国率先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四

级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

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力度，实现海洋

科学发展

全市从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海洋

特别保护区建设和公益服务入手，不

断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一

是海洋监测预报体系不断完善。东营

市于 2006 年成立了海洋环境监测预

报中心，配备了先进实验室 1400 余

平方米、大型监测预报设备二十余台；

近两年，投入近 300 多万元建设了东

营港海洋环境观测站、海洋预报信息

中心、通讯网络及卫星地面接收等海

洋预报系统，可实现观测潮汐、波浪、

温盐等十多个海洋观测要素，已具备

了海洋预报和海洋灾害警报发布的业

务能力；目前全市已建立市、县两级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6 处，定期

监测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对沿海陆源

入海排污口、入海河流开展监测并发

布《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为海洋环

境保护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二是

加强环评管理，修复资源环境。严格

执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海

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标准）管理，

加大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和监督检查，

依法查处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海上倾

倒、溢油等污染案件；建立了东营市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为

环保管理提供了快捷的技术手段；坚

持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并重，实施海

洋渔业资源增养殖放流项目，投入资

金 3000 余万元，实施对虾、黄河口

大闸蟹、黄河口鳖等名特优水产品的

人工增殖放流、贝类底播增殖等渔业

资源修复项目，近海资源量得到有效

恢复，捕捞量明显提高。三是大力开

展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加强典型海

洋生态系统建设，选划建立了东营利

津底栖鱼类生态、东营黄河口生态、

东营河口浅海贝类生态、东营莱州湾

蛏类生态、东营广饶沙蚕生态等五个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五个保护区

总面积达到 1691 平方千米，占全市

海域总面积的 30%。近年来，不断加

大推进管理机构建设的争取力度，完

善管理制度，积极编报特别保护区总

体规划；积极探索建设管理模式，科

学进行本底调查，从 2009 年开始每

年进行 2 次本底调查，进一步掌握了

保护区海域环境及资源变化情况；紧

紧围绕特别保护区建设需要，积极向

上级部门申报海洋公益性项目，东营

市海洋与渔业局与多个国家级院所联

合申报的《黄河口及邻近海域生态系

统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进

入正式实施阶段。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增强海洋

科技支撑

一是组织实施东亚海项目。东营

市从 2002 年起着手争取入选工作，经

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东营市项目经市

政府同意于 2007 年正式成为网络成

员；东亚海项目的实施对东营市海岸

带综合管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2009 年 6 月，在东营市召开了东

亚海计划第三期项目启动大会，东营

市与国家海洋局分别签署了两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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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为今后开展海岸带综合管理工作和广利河流域综合

治理工作明确了发展方向；2010 年，东营市和厦门市代

表中国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办的第三届东亚海大

会，在国际上展示了东营市参与实施东亚海计划以来取得

的成绩；2011 年 7 月，东营市成功承办了东亚海可持续

发展地方政府网络年会（PNLG 大会）。二是争取国际对

海洋事业的专项基金。广泛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理论和技术，

不断拓宽视野、创新工作理念。目前，亚洲开发银行资助

的技术援助项目“渤海沿海资源保护与环境管理”项目已

经完成；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海事组

织联合资助的东亚海项目“海岸带综合管理平行示范点建

设”及全球环境基金 / 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典型河口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保护区网络建设示范项目”正在东营市积

极实施。

大力发展现代生态渔业，优化海洋经济结构

东营市沿海营养盐含量丰富，初级生产力高，生物资

源多样，是鱼、虾、蟹、贝类的良好繁殖场所，素有“百

鱼之乡”和“东方对虾故乡”美称。近年来，东营市积极

转变渔业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调优产业结构，2010 年全

市水产养殖面积达到174万亩，实现水产品总产量45万吨，

渔业总产值 86 亿元，比“十五”末分别增长 26%、20%

和 135%。其中海参养殖面积达到 9 万亩，产量 2400 多吨，

实现产值 3.6 亿多元；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达到 30 万亩，

产量 9000 多吨，产值 3

亿多元；黄河口大闸蟹

养殖产业持续发展，养

殖面积达到 65 万亩，产

量 1.2 万吨，产值 15 亿

元。规划建设了 30 万亩

现代渔业示范区，功能

定位为集养殖加工贸易、

休闲旅游商居于一体的

全国一流的滨海生态渔

业区，目前已累计完成

投资 12 亿元，建成 20 万亩海水渔业示范区板块和 10 万

亩淡水渔业示范区板块。黄河口中心渔港和广利国家一级

渔港的建设带动了全市渔业基础配套设施改造升级，东营

市通过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的水产养殖业、科学合理的渔业

增殖业、有序可持续的水产捕捞业、先进高附加值的水产

加工业、功能形式多样的渔业服务业等五大现代渔业产业，

有效提升了全市渔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

了全市海洋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展望
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主战场、核心区和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前沿城市，东营市是山东省唯

一全部纳入“黄蓝”两大国家战略的城市，发展海洋经济

面临着非常难得的重大机遇。东营市“十二五”期间发展

海洋经济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全

省乃至我国海洋经济强市与沿海生态经济强市为目标，紧

紧抓住实施“黄蓝”两大国家战略的双重机遇，充分发挥

东营市地处大河三角洲区位独特、海洋资源与土地后备资

源丰富等比较优势，按照“黄蓝融合、陆海统筹、一体发展”

的思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为主线，以港口

建设和临港工业、海洋环保产业为突破口，坚持体制创新、

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转变

发展方式，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打造具有东营特

色的蓝色经济区。

东营市独特的河海交汇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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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是：到 2015 年，海洋经济总量明显扩大，

全市海洋产业增加值达 1000 亿元以上，占全市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 20% 以上；海洋经济质量明显提升，二、

三产业所占比重达到 85% 以上；海洋经济整体素质明

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形成海陆资源互补、

产业互动、布局互联的海洋经济发展大格局，建成现代

化的海洋经济体系；海洋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科学高效地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市。一是构建全国海洋经济科学

发展的先行区。大力发展海洋高效生态经济，争取国家

把东营作为海洋经济综合改革试点，建立以海洋产业为

主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在新能源、新材料、

海洋生物、节能环保等领域，在全国形成高端技术优势

和产业集聚优势，形成体制改革先行与海洋产业发展先

行区。二是构建全国重要的海洋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高效利用区域优势资源，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加强以国家重要湿地、国家地质公园、黄河入海口为核

心的生态建设与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有机统一，为全国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探索新路径、

积累新经验。三是构建山东重要的海洋特色产业基地。

提升传统海洋产业，培育海洋新兴产业，提高先进技术

对海洋产业的渗透能力，培育一批有特色、有竞争力的

优势高端产业；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形成若干特色鲜明

的蓝色经济聚集区，培育高素质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

胜利八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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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创新，突破制约产业转型

升级的关键技术，培育一批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构筑现代产业体系，

建成山东重要的海洋产业基地。

实现现代渔业的跨越发展

以建设生态渔业、高效渔业、

品牌渔业为目标，以转变渔业发展

方式、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为总抓手，

以发展生态高效渔业、拓展现代渔

业增养殖基地、提升渔业资源利用

率、改善渔业生态环境、完善基础

设施、创新体制机制为手段，大力

发展高效生态的水产养殖业、科学

合理的渔业增殖业、有序可持续 的

水产捕捞业、先进高附加值的水产

加工业、功能形式多样的渔业服务

业等五大现代渔业产业，有效提升

全市渔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

实力，构建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力

争到 2015 年，全市渔业增养殖面积

达到 224 万亩，水产品产量 54.79 万

吨，实现渔业总产值 162 亿元。

一是加快健康养殖业的发展。

加快渔业养殖业结构调整步伐，转

变渔业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大

对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力度，整体

规划建设“三带七区”的产业发展

布局，发挥产业示范和辐射带动作

用，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其中，

“三带”指浅海养殖带、滩涂养殖

带和淡水养殖带，“七区”指浅海

养殖区、海参高效生态养殖区、海

水虾蟹生态养殖区、沿黄大闸蟹精

品养殖区、“上农下渔”综合养殖

区、淡水特色养殖区和设施渔业区。

二是加快渔业增殖业的发展。在沿

海海域及黄河流域，通过科学合理

体系；强化海洋行政管理手段，规

范海域使用秩序；建立有效的管理

经济手段，依靠科技进步，带动整

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保护海

洋环境，合理利用近海资源。加强

海洋污染防治，推进海洋特别保护

区建设，扩大海洋环境的监测和预

报范围；加强近海捕捞管理；广泛

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加强公众

尤其是政府人员、在校学生等的海

洋意识教育。四是加强海洋科技与

调查管理，推进海洋综合管理信息

化建设。通过组织海洋科技重大项

目，建立海洋知识创新体系；搞好

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调查，大力开

展“科技兴海”工作；推进海洋综

合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强新技术在

海洋管理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海

洋综合管理的数字化、信息化、现

代化水平。五是加强海洋防灾减灾

建设，建立全市海洋灾害救助保障

体系。完善风浪潮防护体系，继续

推进防潮堤、沿海防护林建设；建

设渔港（避风港）和渔业海难救助

体系，推进近海渔业安全救助通信

系统建设。六是依法审批海洋开发

活动。全面实施海洋许可制度，始

终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海洋功能区

划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将各种海

洋开发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上来；推

进海上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管

理水平。七是加强海洋服务体系建

设。建全、完善海洋开发与管理支

持和保障系统的海洋服务体系，加

强海洋环境监测系统、海洋环境预

报和灾害预警系统、海洋信息服务

系统以及海洋救捞、潜水和水下作

业服务系统建设。

规划，实施耕海牧渔工程，重点实

施渔业保护区建设、人工增殖放流

和人工渔礁建设，全面构建渔业增

殖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三是突破水产捕捞业的发展。将以

全面落实国家相应政策为原则，逐

步减少近海捕捞能力，保护近海渔

业资源；实施捕捞业“走出去”战

略，积极发展远海捕捞和远洋捕捞；

加强渔港、渔村等设施配套与建设。

四是推动水产加工业的发展。在东

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渔业重点乡

镇、重点渔港等地，依托较为发达

的渔业增养殖业及捕捞业，大力发

展现代化水产加工业，扩大加工规

模，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

值，提升全市水产品精深加工水平；

进一步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打造全

国知名的黄河口特优水产品牌。五

是加快渔业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推

动现代化渔业物流业发展，构建新

型渔业营销方式；提升渔业科技水

平，增加渔业科技贡献率；建设多

功能的渔业合作组织，提高渔业组

织化程度；完善渔业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对渔业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跨越发展

一是坚持海陆统筹。以海洋产

业发展为重点，坚持海陆统筹，把

海洋和陆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

统筹海域、海岸带、内陆开发建设，

实行海陆产业统筹规划、资源要素

统筹配置、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生

态环境统筹整治，形成海陆一体发

展、保护格局。二是完善海洋管理

的三大手段。完善海洋法律手段，

建立符合海洋管理实际的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