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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指导思想

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指导思想是: 着眼

于 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和国内海

洋形势, 服从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总战略, 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

导,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 “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全国海洋开发规划》的要求, 科学、合理、

充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通过正确的战略

选择和有力的措施, 使海洋经济增长速度快

于全国经济增长总体速度, 争取用 20～30年

的时间, 在 2020年左右, 使海洋经济领域率

先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建成海洋经济强国, 有

力地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使中国人民世

代享受海洋的恩惠, 并在人类文明中占据应

有的地位。

2. 战略原则

( 1) 可持续发展原则　联合国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在其重要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

来》中指出: “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

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

害的发展。”这是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它在自

然观方面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天人合

一”;在经济观方面主张保护地球自然系统以

维护长久的发展; 在社会观方面主张公平分

配。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必须贯彻这个基本指

导方针。要树立 “海洋是从子孙后代手中借

来的”观念, 日夜惕励而不掉以轻心。水产、

海运、盐化、石油、旅游等行业, 公平分配

岸线、滩涂和海域, 科学地利用资源, 负责

地保护海洋。防止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

而牺牲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

( 2) 陆海一体原则　现阶段的海洋开发

必须以大陆为依托, 海洋经济发展离不开陆

地经济的大力支援, 海洋管理要从原来陆地

一般行业管理职能向海洋延伸逐步转向海洋

综合管理。要在尊重海洋开发特点, 分析解

决其特殊性矛盾的同时, 照顾好海洋与陆地

的关联, 统筹兼顾, 使两者融为一体。鼓励

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合作, 参与海洋开发活

动。

( 3) 经济效益原则　发展海洋经济同样

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工作的中心, 实现增

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节约资源,

降低消耗, 优化配置资源和产业结构, 强调

科技进步, 向规模经济要效益, 向科技进步

要效益, 向科学管理要效益。最终目的是使

人民及子孙后代在海洋资源和环境多方面得

到实惠, 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

益的整体统一。要坚持 “科教兴海”, 通过教

育和训练提高海洋开发队伍的素质; 通过技

术开发, 尤其是发展海洋高新技术, 改善海

洋产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结构, 促进新兴海

洋产业的形成, 保持海洋经济旺盛发展的后

劲。

( 4) 海洋健康原则　科学合理地利用海

洋自然资源, 保持生态平衡, 防止和减少由

于人为活动引发和加重海洋灾害, 保证海洋

2



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要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

战略和模式, 开展国土整治, 用先进科学技

术消化废弃物, 维护海洋健康, 给人民生产

和生活提供一个清洁优美的环境。

( 5) 开发与开放相结合原则　海洋经济

本身具有外向性和国际性。沿海地区是国家

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建设海洋经济强

国必须贯彻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 积极参与

国际经济大循环。要积极开展国际间的交流

与合作,海洋产品要在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

尽可能多地占领国际市场。

3. 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目标

( 1)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需求预测　在严

格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下, 2000年中国人口

将达到 13 亿左右, 2020 年将达到 14 亿以

上。这将在食物、土地、水资源、矿产、交

通、能源等方面带来巨大的需求压力, 从而

给海洋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据预

测, 2000年, 滩涂土地需扩大利用 0. 53万～

0. 67万平方千米; 水产品需求量将达到3000

多万吨, 海产品应占 50% ; 海运货运需求量

将达到 5. 5亿吨, 港口吞吐量要求达到 11. 8

亿吨, 2020 年则分别为 10亿吨和 19. 5 亿

吨; 海运船舶国内需增 2500万吨, 国际市场

约需增 3亿载重吨; 15个滨海旅游城市来华

旅游者可达 566万人次, 仅海水浴场就需要

有 57～114千米长的海岸线, 2020年来华旅

游者将达到 1161万人, 对旅游设施的要求更

高; 海盐需求量 2000年为 2100万吨, 2020

年为 2500万吨; 滨海砂矿需求量 2000年为

150万吨, 2020年为 520万吨; 淡水缺口沿

海地区 2000年将达到400亿立方米; 石油和

其他战略性矿产、电力等, 也都有巨大的需

求。海洋经济要争取在满足和缓解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求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

( 2) 2000年奋斗目标

——全国海洋经济产值年均增长速率保

持在 11%～13%, 海洋产业总产值达到4000

亿元,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以上, 海洋开发总体实力达到国际 90年

代初的先进水平。

——海洋水产品供应提高到人均 15千

克以上; 海洋交通运输基本适应能源、外贸、

客运增长的需要, 缓解南北运输大动脉紧张

状况; 滨海旅游业初步满足国内外旅游增加

的需求; 海上油气产量达到 2800万吨油当量

以上; 北方沿海城市工业直接利用海水达到

总用水量的 30%; 近海海域污染加重的势头

得到遏制; 沿海居民生活率先进入小康。

——合理调整海洋生产力空间布局; 完

善沿海城镇体系, 使城市化水平达到35%以

上; 重点进行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改造, 培

植若干新兴海洋产业的生长点; 调整三次产

业的比例, 优化产业结构; 改善产业的技术

基础, 进行高新技术超前储备, 为 21世纪海

洋经济的全面腾飞打下基础, 积累后劲。

——建立、健全与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和国际惯例接轨的海洋管理法律制度,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

( 3) 2010年目标设想　海洋产业产值递

增率保持 10%, 年产值可达到 14 000亿元。

( 4) 2020年目标设想

——海洋产业产值递增率保持 8%～

10% , 总产值达到 30 000亿元, 海洋三次产

业增加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近10%, 海

洋经济综合评价进入世界 8强。

——进一步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大力发

展新兴产业, 使之形成规模生产体系, 其产

值超过传统产业;加强海洋生物研究和开发,

发展海洋农牧化; 加速港口主枢纽、水运主

航道建设, 建立起比较发达的海运体系; 形

成有特色的、适合世界潮流的沿海旅游体系;

海洋油气开发进入新阶段; 海水淡化形成规

模产业; 从海水中提取铀、重水等核燃料技

术取得重大进展;海洋环境质量保持良好;沿

海地区经济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整

个海洋经济进入腾飞阶段。

——我国领海和管辖海域的权益得到切

实维护, 公海水产资源和国际海底区域的矿

产资源进入试采阶段。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