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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服务业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三五”时期是辽宁省海洋经济加快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要求培育新动能、发展新模式。因此,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文章针对辽宁海洋服务业发展滞后,规模偏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同质化严重、科技

含量低,层次相对低下、与其他产业融合不足,资源整合较差等问题,提出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重

要路径为:积极发展四大产业,提高经济规模总量;优化产业区域布局,形成错位发展;提高科技含

量,提升海洋服务业层次;促进海洋服务业与其他行业融合协调,提升资源整合度。法律保障措施

为:完善法规体系、严格项目审批、提高执法水平、健全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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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ltivationofNewBusinessFormsandLegalGuaranteeof
MarineServiceinLiaoning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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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arineserviceindustryhasbecomeanimportantengineforthedevelopmentofthe

marineeconomy.The“13thFive-YearPlan”periodisakeyperiodfortheacceleratedtransforma-

tionandupgradingofthemarineeconomyinLiaoningprovince,anditisrequiredtocultivatenew

kineticenergyanddevelopnewmodels.Therefore,cultivatinganewformatofmarineservicesis

ofgreatsignificanceto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Liaoningprovince.Aimingatthe

problemssuchasthelaggingdevelopment,smallscale,unbalancedregionaldevelopment,serious

homogeneity,lowscienceandtechnologycontent,relativelylowlevel,insufficientintegrationwith

otherindustriesandpoorintegrationofresources,thispaperputforwardsomeimportantpathsto

cultivatenewformsofmarineservicesactivelydevelopingfourmajorindustries;increasingtheto-

taleconomicscale;optimizingtheregionallayoutoftheindustryandformingadislocationdevel-

opment;improving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contentandupgradethelevelofmar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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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promotingtheintegrationandcoordinationofthemarineserviceindustrywithotherin-

dustries,andenhancingtheintegration ofresources.Thelegalsafeguard measures were:

perfectingthelegalsystem;strictprojectapproval;improvingtheleveloflawenforcement;impro-

vingemergencymanagement.

Keywords:Marineserviceindustry,Newbusinessmodelofmarineservices,Industrialcluster,

Pathselection,Legalprotection

0 引言

当今是蓝色海洋时代,世界各国已将海洋作为

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全面

加快对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发展海洋经济成为全

球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我国也高度重视海洋经

济建设,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发展海洋经济提升到

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全面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作为

海洋经济主导产业的海洋服务业不断提速升级,新

业态方兴未艾。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已经发展形成

“三、二、一”的产业格局。20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为77611亿元,三产业增加值43919亿元,占海

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6%,可见加快发展海洋服

务业是海洋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辽宁省作

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沿海区域,具有发展

海洋经济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其地处东北亚

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关键地带,拥有2110km
的大陆海岸线,1000km余的宜港岸线以及丰富的

海洋生物和旅游资源,这都为辽宁发展海洋服务业

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新信息技术发展和生产

要素流动日益加快,为辽宁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创

造了有利条件;国家深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为辽宁海洋服务业向高端化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为

辽宁海洋服务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辽宁省

海洋服务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当前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条件发生深刻

变化,发展面临新挑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海

洋服务业趋向高端化、多元化和高附加值,而传统

海洋服务产业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无法满足消费

者需求;海洋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加快延伸产业链

和价值链,需要配套性海洋服务业做支撑,但二者

之间融合协调性不足,阻碍着海洋产业优化升级;

海洋服务业要素难以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

置,降低了海洋经济运行效率;这都成为制约辽宁

海洋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可见,海洋经济

的有效需求、产业升级以及新技术革命都倒逼辽宁

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转型升级。为此,深入了解辽

宁省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发展现状,剖析海洋服务

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对于

完善海洋服务业体系,实现海洋经济更高水平发展

以及新旧增长动能、新旧竞争优势转换都具有重要

意义。

1 辽宁省发展海洋服务新业态的战略意义

“十三五”时期是辽宁省海洋经济加快调整优

化的关键期,在此背景下,海洋产业需要加快创新、

融合、重塑,不断构建与完善海洋全产业链。而海

洋服务业作为海洋产业的重要构成,对海洋经济发

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快海洋服务业发展是促

进海洋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推动海洋产业升

级的有效途径。因此,以产业创新技术为引领,以

发展海洋服务业为重点加快信息技术与服务业融

合,不断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对于优化海洋产业

结构,提高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实现辽宁省经济

提质增效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目标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1.1 助力海洋产业优化调整,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海洋服务新业态是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海洋

服务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是信息科技与海洋服

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1]。这种

新业态能够形成要素集聚效应,促进要素优化组

合,提高要素自由流动,拓展海洋服务业价值链,增

加整个产业价值链上的知识性要素投入与产出比,

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积极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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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海洋服务业在海洋产业中的比重,有利于带动

海洋产业结构优化重组、产业链高效整合,形成特

色产业集群,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海洋服务业

具有绿色、低碳、循环、集约和可持续等特点,培育

壮大海洋服务新业态是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

的关键,能够全面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规模、质量与

效益。尤其是海洋高端服务业以高级生产要素为

主体,更具专业化、智能化与网络化的特点,从高端

环节重塑海洋服务业价值网络,不仅有利于海洋生

态保护,而且能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

率,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实现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海洋服务新业态涉

及技术、平台、模式、市场、管理等多维度创新,推动

海洋服务业多元化、品牌化发展,有助于海洋经济

向创新型、循环型和服务型模式转变,实现海洋经

济全面转型升级。

1.2 推动辽宁省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以往,辽宁省海洋经济是以海洋第一产业为发

展基石、以海洋第二产业为起飞引擎,但随着海洋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消费者需求改变,传统产业

增长动力日渐萎缩,无法进一步激活创新内生动

能。大力培育和壮大海洋服务新业态,成为海洋经

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海洋服务新业态是

高技术含量的海洋专业服务业形态,以科技创新引

领服务业发展,形成技术、人才、管理、资金等要素

集聚,发挥集群效应,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海洋服务新业态顺应市场需求,依托新科技衍生出

新的产业链条,打破传统海洋产业边界,实现产业

连通,创新产业链和价值链,形成具有强劲竞争力

的运营模式,推动海洋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改造和

提升海洋经济旧动能,实现海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

向资本、技术型的转变;海洋服务新业态与海洋一、

二产业实现联动、协同发展,打破产业壁垒,有效提

升海洋一、二产业的需求,形成海洋一、二、三产业

融合互动的良好发展局面,挖掘出海洋经济新增长

点,释放出更大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1.3 增强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辐射能力

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不仅能够形成蓝色经济

增长极,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优化

陆海生产要素组合,促进陆海产业联动、协调发展。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培育和壮大海洋服务新业态,逐

步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海洋

产业集群,打造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海洋服务业新

高地,全面提升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经济水平,以港

口运输为纽带,进一步向东三省延伸产业链,扩大

辐射半径,充分发挥牵引作用,带动腹地经济快速

发展;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能够优化海洋服务业发

展格局,完善海洋服务业功能,促进海洋服务业向

高端跃迁,增强沿海经济带经济实力,全面融入环

渤海经济圈发展。尤其是发展海洋港口物流、滨海

旅游、休闲渔业、海洋文化、信息服务等产业,构建

特色海洋服务集群,提升海洋产业层次和附加值,

突出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优势,与山东、天津等环渤

海经济圈的其他省、市经济有效对接、协同发展及

更高层次合作,不断提高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规

模、效益和辐射能力及范围。

1.4 提升辽宁省经济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

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有利于实现海洋产业智

能化、智能产业化、跨界融合化以及品牌高端化,增

强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提升辽宁省经济综合实力

和现代化水平。新业态中,海洋金融业推动海洋运

输与金融深度融合,推动海洋高端航运服务业发

展,提升辽宁省港口航运功能;海洋电子商务推动

海洋企业信息化建设,发展智慧海洋交易服务平

台,形成海洋电商产业园区,推动海洋企业境外布

局营销和发展,加快辽宁省信息化产业发展;海洋

文化产业将海洋文化特色融入海洋服务业,推动海

洋文化设施发展,形成海洋特色文化产业基地,促

进辽宁省文化产业丰富和发展;海洋滨海旅游将海

洋与旅游业深度结合,促进滨海旅游业深入化高端

化发展,提高旅游品牌及影响力;海洋信息服务业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向海

洋产业渗透,覆盖海洋资源、渔业、装备、检测等领

域,构建海洋信息服务产业园区,建设“数据海洋”

信息平台,提升辽宁省经济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2 辽宁省海洋服务新业态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便提出了“海上辽宁”战

略,随后加大了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逐渐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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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省向海洋强省转变,促进海洋经济跨越式发展。

辽宁省海洋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459.33亿元上升

到2015年的4370亿元,增速明显。其中,2013年

海洋生产总值达到4065亿元,同比增长11.8%,占

全省生产总值的15%;2014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4000亿元。在“十二五”期间,辽宁海洋经济年均增

长9.6%;三次海洋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辽宁省海洋

产业结构由2002年的65∶18∶17提升到2015年

的11.4∶35.1∶53.5,呈现出“三、二、一”结构,海

洋服务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

撑,特别是海洋运输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对

海洋经济引领作用明显。

作为辽宁省海洋经济龙头的大连市,海洋经济

地位突出,海洋经济由2010的生产总值1515亿元

增长到2015年的2555亿元。在“十二五”期间,海

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海洋经济增加值年均增

长10.25%,其中,海洋服务业中的海洋交通运输业

总产值年均增长2.9%,增加值年均增长2.96%;滨

海旅游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49%,增加值年均增

长11.1%。海洋一产比重明显下降,海洋三产明显

提升,实现了三次产业的“三、二、一”结构演变。

辽宁省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

展蓝色经济,对海洋服务业给予充分支持,加快推

进海洋航运、港口物流、滨海旅游和临港产业等涉

海产业优化升级,向循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

海洋经济信息化水平,打造智慧海洋,推进大连海

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目前,营口港和盘锦港凭借

“一带一路”机遇发展迅速,港口物流和休闲渔业发

展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大连市利用“一带一路”倡议

和自贸区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海洋交通运输、港口

物流以及滨海旅游业,逐渐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和

物流中心,海洋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辽宁省加快

迈向海洋经济强省的步伐,积极培育海洋服务新业

态,构建海洋全产业价值链,保障海洋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3 辽宁省海洋服务新业态发展“瓶颈”

3.1 海洋服务业发展滞后,规模偏小

虽然辽宁省近几年加快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调

整,海洋服务业成为海洋经济发展支柱。但是,与

国内其他几个海洋省相比,海洋服务业发展缓慢,

同时,在环渤海地区海洋服务业所占比重明显较

小,与海洋大省山东相比,差距较大。在培育海洋

服务新业态方面,山东省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

2016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33万亿,占GDP比重

接近20%,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5.8∶43.2∶

51[2],而辽宁省海洋服务新业态在规模、效益和质量

方面劣势较大;辽宁省海洋第一产业比重虽然逐渐

降低,但是一产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份,海洋服务

业占GDP比重较低,规模较小。海洋服务新业态受

到挤压,发展空间不足,尤其是海洋运输、港口物

流、滨海旅游、海洋信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规模优

势不突出,海洋服务业竞争力不强,缺乏对海洋新

兴战略产业的有效支撑。

3.2 海洋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同质化严重

辽宁省临海城市达到6个,但是大连市发展与

其他城市相比优势明显,其中海洋服务业比重占整

个辽宁省的一半以上,尤其是海洋休闲渔业、滨海

旅游以及港口物流等方面大于其他城市总和。这

其中有大连占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原因,但是

其他城市海洋服务业规模太小,发展不够充分,导

致整个辽宁省海洋服务业呈现出两极分化格局,严

重制约全省海洋服务业整体水平提升;同时整个临

海区域海洋服务业布局不合理,产业同构性和重复

建设严重,无法凸显不同区域特色和错位发展。多

个城市几乎都在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休闲渔业和港

口物流,将其作为主导产业,这不仅无法提高海洋

服务业创新,而且极易引起无序竞争,导致资源

浪费。

3.3 海洋服务业科技含量低,层次相对低下

辽宁省海洋服务业在科技利用方面相对滞后,

利用率较低,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与海洋服务业没有达到深入融合,海洋信息

服务和技术服务等新兴海洋服务业发展缓慢。海

洋服务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是高科技性质的专业服

务业,但是,辽宁省在海洋金融、港口物流、滨海旅

游等方面仍依据传统发展模式,科技附加值较低,

还没有形成新模式、新业态,无法推动海洋服务新

业态快速发展;在海洋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科技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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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尤其是自主创新程度不高,服务项目单一,

无法形成专业化、品牌化发展,要素优化组合不足,中

高端海洋服务业发展缓慢,导致海洋服务业层次和附

加值较低,不利于海洋服务新业态快速发展。

3.4 海洋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不足,资源整合

较差

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

健全,三次产业之间的技术边界、资源边界、运营边

界以及行业壁垒比较严重,海洋服务业与一、二产

业融合发展不够深入,阻碍着三次产业之间的双向

支撑,难以创新全产业链;虽然积极推进陆海统筹,

但是陆海产业协调发展相对缓慢,海洋服务业与临

海产业孤立性发展,尚未形成对陆地新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带动。同时,陆地产业对海洋服务支撑

力度不足,阻碍着海洋服务业向更高层次、更广空

间和更多领域发展;海洋服务业特色不鲜明以及服

务平台不完善,导致对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无

法有效整合及其向服务园区聚集,造成海洋服务产

业集聚发展缓慢,集聚效应不明显。

4 辽宁省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的路径选择

4.1 路径选择一:积极发展四大产业,提高规模

总量

(1)稳固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以沿海港口群

为载体,以东北腹地为依托,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

体系、综合运输体系和航运服务体系,提升航运中

心功能。加强航运设施体系建设,提升港口航运功

能。加快港口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强综合运输

体系建设,健全港口集疏运系统。推进以国际多式

联运大通道建设,吸引日本、韩国和亚太地区有关

国家与俄罗斯、东西欧、中亚国家之间的国际集装

箱在辽中转;积极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完善口岸

综合服务,拓展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

(2)加快发展港口物流业。着力实施口岸物流

提升工程,提升港航物流能力和效率。加强港口口

岸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进

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等业务,减少企业物流成本和

资金占压;加快物流通道建设,降低物流综合成本。

强化港航联盟和港际联盟,增辟全球性国际直达干

线,不断增加集装箱吞吐能力,提升国际多式联运

与综合物流服务功能。

(3)提升发展滨海旅游业。积极开发海岛观

光、生态湿地旅游、邮轮、游艇等中高端旅游产品,

继续推广滨海(海岛)、温泉和美食三大主题产品。

打造多个康体度假区。推进游艇中心建设,不断推

出面向国际的高端邮轮游艇度假产品,进一步提升

旅游度假区的知名度。明确海洋旅游主题形象和发

展战略目标系统,整合滨海旅游资源布局,做高端、塑

品牌,实现海洋旅游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质的飞跃;

加强滨海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使海洋旅游业

成为辽宁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力和形象载体。

(4)培育壮大海洋信息服务业。发展海洋基础

信息获取、处理及共享服务产业。开发多源多尺度

时空海洋数据同化、融合、处理、集成应用和挖掘技

术及海量数据快速传输、管理和安全保障技术,建

设多学科、多类型海洋基础数据框架和重点海域的

示范系统;发展海洋资源信息获取设备的研发和产

业化。加强自主研发的卫星航空遥感、浮标、潜标、

海底观测平台和装备的集成与应用,开展无人机监

测监视等技术研究,形成重点区业务化海洋学研究

示范系统;转化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仪器和装

备,促进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的产品化和国产化,促

进海洋监测高技术产业发展,形成近海实时、快速

的观测能力。

4.2 路径选择二:优化产业区域布局,走错位发展

之路

辽宁省有6个临海城市、绵长的海岸线,丰富的

港口资源,为海洋服务业发展奠定资源和空间基

础,但是,不同区域具有比较优势。要合理优化海

洋服务业布局,准确定位和完善功能,形成差异化

发展,例如大连依据自身优势重点发展国际航运、

滨海旅游、海洋金融、海洋信息服务业等特殊产业;

营口、盘锦重点发展临港物流和园区物流产业;盘

锦、丹东重点发展休闲渔业、海洋文化等特殊产业,

在区域内形成协调、互动的良性发展局面,提高产

业效率,避免因产业同质化、分散化发展而导致不

同城市间恶性竞争。海洋服务业具有自身发展特

点,要制订合理的准入标准,提高行业集中度,避免

无序竞争,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和环境禀赋综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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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打造海洋服务集群,提高海洋服务业发展水平。

4.3 路径选择三:提高科技含量,提升海洋服务业

层次

大力发展科技,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将信息技术与海洋服务产业的深度融合,健全服务

业互联网、物联网、服务业云服务平台、行业大数据

平台,夯实海洋服务业网络和数据基础,实现海洋

服务业的信息化和现代化。以港口信息化、智能化

为重点,建设智慧型港口;大力发展智慧物流公共

信息服务平台,提高港航物流的营运能力和营运效

率;加强海洋信息化体系建设,推进信息资源的统

筹利用和共享[3]。采用多跳转发技术以及新一代互

联网,研究开发岸船通信多跳转发系统并产业化;

将科技、文化元素融入海洋服务业中,积极探索创

立海洋文化创意产业园,拓宽海洋服务业领域,提
高产业层次,带动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创新发展

理念,健全海洋服务业发展基础信息系统和服务平

台,拓展海洋服务业领域,提升发展现代物流、海洋

金融、国际贸易、海洋财务与税收等高端临港高技

术产业,构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临港产业集群,使
之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4.4 路径选择四:促进海洋服务业与其他行业融

合协调,提升资源整合度

辽宁省要加快破除阻碍海洋产业间融合的政

策、技术、管理等壁垒,促进海洋服务业与一、二产

业的政策融通,将服务创新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等一视同仁,支持基于资源整合的云制造和云服务

平台建设,完善协调推进机制;同时,加快培育海洋

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提高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和

资源整合能力。促进海陆产业与海洋服务业在空

间上整合,优化海洋产业与临海、临港产业区域布

局,实现陆海产业联动、融合发展,打造特色突出、

优势互补、分工合理海陆复合型海洋产业园区;推
动海洋一、二、三产业间融合,形成产业间相互支

撑、多式联运发展。定制发展针对海洋新兴战略产

业的配套服务业,以智能和服务为两翼,集中整合

资源,在延伸新兴战略产业链的同时,促进海洋服

务新业态的发展[4]。

5 辽宁省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的法律保障

海洋服务新业态发展离不开配套的法制建设。

完善涉海法律法规和政策,构建法律保障体系,可

以为海洋服务新业态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形成层

次分明、效力互补的海洋服务业法律制度体系是辽

宁省培育海洋服务新业态的当务之急。培育辽宁

省海洋服务新业态的法律保障如下。

(1)完善法规体系。重点研究制定海洋服务业

的相关管理办法、海洋金融管理办法、海洋文化产

业管理办法以及亲海垂钓等相关管理规定,适时完

善《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2)严格项目审批。加强管理好海岸带利用、

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交通等相关专

项规划,加强对海洋经济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政

策措施的执行落实情况督促检查,保证各项措施的

落实。同时,严把海洋产业项目审批关,加强海洋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强化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督管

理,形成海洋服务执法监察制度。

(3)提高执法水平。强化执法机构和队伍建

设,改进海洋执法装备和手段,增强海洋综合管理

部门的综合协调能力,加强与海关、海洋行政管理

部门等涉海机构间的协作,构建海洋服务新业态的

联合执法长效机制。

(4)健全应急管理。加强海洋灾害、海洋环境、

海上安全实时监测和预警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

统一的海洋观测数据库和网络,形成立体监视体

系。制订海上及海岸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健全海洋

灾害、海洋污损和海洋安全等海上突发事件快速反

应和处理机制。建立联合救助网络,加强跨海大

桥、海岸工程的安全监测,为辽宁省海洋服务新业

态提供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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