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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我国海洋高技术产业,促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文章梳理和评价天

津市等8个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试点及其重点产业的发展情况,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果

表明:作为首批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天津市等8个城市重点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

药与生物制品、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海水利用以及海洋高技术服务等海洋高技术产业,在产

业集聚、科技创新、产品和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有力促进区域海洋经济发

展,但仍存在产业规模较小和成果转化较弱等问题,未来应加大政策扶持、建立互动机制、推动成

果转化和加强金融支撑,持续深入推进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及其产业发展。

关键词:海洋高技术产业;海洋经济;产业集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9)04-0055-07

China'sMarineHigh-techIndustrialBasesandtheKeyIndustries

JIANGZuyan

(ChinaInstituteforMarineAffairs,MNR,Beijing100161,China)

Abstract:InordertocultivateandexpandChina'smarinehigh-techindustriesandpromotethe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thispaperteasedoutandevaluatedthedevelopment

ofeightnationalmarinehigh-techindustrialbasesandthekeyindustries,andthengavesugges-

tionsforfurtherdevelopment.Theresearchindicatedthattheseeightcities,asthefirstbatchof

nationalmarinehigh-techindustrialbases,focusedonthedevelopmentofMarineHigh-endE-

quipmentManufacturing,MarineMedicineandBiologicalProducts,MarineBiologicalBreeding
and Healthy Sea-farming,Seawater Utilization,and Marine High-tech Services.They have

achievedremarkableresultsinindustrialagglomera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researchandde-

velopment,andmanagementserviceswhicheffectivelypromotedregionalmarineeconomicdevel-

opment.However,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suchassmallscaleofindustriesandweaktrans-

formationofachievements.Thereforeweshouldincreasepolicysupport,establishtheinteraction

mechanism,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achievementsandstrengthenfinancialsupporttocon-

tinuouslyboosttheconstructionofmarinehigh-techindustrialbasesaswellasthedevelopment

ofkey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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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对新时代的

新要求,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

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现代化体系。

海洋高技术产业是广泛应用海洋探测、海洋开发利

用、海洋装备制造、海洋新材料和海洋服务等先进

技术而形成的生产和服务行业,包括5个技术领域、

19个技术门类、48个产业中类和163个产业小

类[1]。海洋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对于高质量

发展海洋经济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是未来一段时期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随着我国海洋高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

多的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深入研究。杨林等[2]

通过与海洋发达国家进行比较,针对我国海洋高技

术产业存在的缺乏宏观指导和空间分布不合理等

问题,提出相应建议;仲平等[3]研究美国的海洋科技

政策及其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并提出可供我国借

鉴的经验;仲雯雯等[4]提出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海洋

科研经费的较高投入是其海洋高技术产业持续发

展的有力保障,我国也应在该领域建立长期的资金

投入机制;韩立民[5]提出我国海洋高技术产业面临

的最主要问题在于海洋科技优势尚未转化为海洋

产业优势。

部分学者比较分析我国沿海地区海洋高技术

产业的发展。杨林等[6]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沿海

地区海洋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差异显著,并与各地经

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科

研创新、人力资本和产出水平是重要影响因素;严

焰等[7]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我国沿海地区海洋高技

术产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主要影响因素是规模产

出、政策环境和发展潜力;高福一[8]和刘春香[9]分别

对山东省和宁波市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和

路径进行深入研究。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海洋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发

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技术创新和

壮大产业规模,201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原

国家海洋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广州市、湛江市、

厦门市、舟山市、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和天津市

8个城市开展国家海洋高技 术 产 业 基 地 试 点 工

作[10]。近年来,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稳步推

进,海洋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一批关键技术和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通过高技术优势产业的引领带

动,有效促进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健康和快速发展。

1 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海洋高技术产业,

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和示范园区重点培育,海洋高

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形成蓬勃发展的良好局

面。首批8个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城市普遍具

备明显的海洋科技、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对外合作

交流等优势条件和产业基础,同时积极制定和实施

相关长远规划和有利政策,重点发展产业如表1
所示。

表1 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及其重点发展产业

基地城市 海洋高技术产业

天津市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水利

用、海洋高技术服务

青岛市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生

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海水利用、深海战略资源勘探

开发、海洋高技术服务

烟台市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生

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海洋高技术服务

威海市 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

舟山市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生

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海水利用

厦门市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生

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海洋高技术服务

广州市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湛江市 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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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年的建设,各基地城市海洋高技术产业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区域海洋经济的重要增长

点;海洋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持续发挥,海洋科技研

发能力不断提高,部分高技术成果填补我国相关领

域空白;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增强,推进海洋产业经

济的集约和高效发展。

2 海洋高技术重点产业

近年来,天津市等8个城市以国家海洋高技术

产业基地建设为抓手,以深化科技创新为引领,以

促进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融合发展为手段,突破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成果,填补国内部

分领域空白,海洋经济加速转型升级,综合实力不

同程度提升。

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8个基地的重点发

展产业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于海洋高端装备制

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

殖、海水利用以及海洋高技术服务。

2.1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

以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基地

包括天津市、青岛市、烟台市、舟山市、厦门市和广

州市。

2.1.1 产业集聚初显成效

借助临海和港口优势,天津市滨海新区集聚海

油工程、博迈科、太重滨海机械、泰富重装和港航工

程等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以及配套企业,形

成以临港经济区为核心的海洋工程装备和船舶制

造的产业集群。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集聚100余家海

洋工程装备和船舶制造企业以及配套企业,形成以

海洋工程装备和船舶制造为龙头,包含大型船舶主

机曲轴、大型低速船用柴油发动机、船舶电力推进

系统、港口和船用机械等完整产业链和产业配套能

力的大型产业集群。烟台市已建成开发区、蓬莱和

龙口湾3大船舶制造工业园区,集聚来福士、京鲁和

巨涛等龙头企业以及配套企业。广州市形成以中

船龙穴造船基地为核心的海洋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2.1.2 重点领域优势突出

天津市海上钻井平台建造逐步形成比较优势,

具备300m水深以内的模块和平台建造能力;形成

200万t造修船能力,研发物探船、工程勘察船和

15万t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等;抗高压、耐腐蚀石油

套管和海底柔性复合深水域软管等技术取得突破,

产品已被应用于海上钻井和海底输油;水下观测、

水下滑翔机和水质分析等新型精密仪器设备实现

国内领先;建成标准化和专业化的海洋声学探测成

套装备研发和测试基地。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是青岛市海洋产业的支柱

产业,2012年以来处于快速提升的重要阶段,产品

多样化且市场活跃。全球规模最大的亚马尔液化

天然气项目的核心模块顺利交付,在对接“一带一

路”合作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同时,

推动海洋石油产业的技术升级,为海洋石油工程深

度参与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烟台市海洋平台、油田装备、冷藏集装箱运输

船、多功能供应船、远洋捕捞船和海洋工程辅助船

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拥有全国

最大的海上深水油气平台建造基地,核心产品的国

产化率大幅度提升。“蓝鲸1号”实现我国可燃冰开

采领域“零的突破”,是全球最先进的超深水双钻塔

半潜式钻井平台。

广州市广船国际完成国内首艘2000吨级内河

散货纯电动船的建造;粤新海工具备浅海多锚精确

定位和起吊、深海动力定位以及推进系统自动化控

制等深水作业技术能力。

2.1.3 创新资源逐步开发

天津市海洋工程装备人才队伍和科技成果数

量居全国前列,导航通信自动化、船舶探测和海洋

环境监测等领域全国领先;加快建设中欧先进制造

产业园,积极引进高端项目,已与乌克兰、荷兰和瑞

士等国家达成相关项目合作意向。烟台市拥有3个

国家级海洋工程装备研发平台。舟山市积极探索

智能造船模式,计划引进先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并对

原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不断提高自动化生产的程

度和效率,逐步向“机联网”和“厂联网”方向发展。

2.2 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

除湛江市外,其余7个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

地都重点发展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

2.2.1 产生集聚效应

烟台市初步形成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国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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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产业集群、以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为依托的海

洋创新药物和医用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及以新时代

健康产业为龙头的海洋生物保健品和功能制品协

同创新产业链。舟山市形成以海力生集团为龙头

的20余家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企业集群,其中规模

以上企业有10余家。厦门市近70家海洋生物医药

企业中有35家在基地集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有

10家,蓝湾科技、金达威、朝阳生物、致善生物、汇盛

生物、鲎试剂、百美特和金日制药等一批拥有国际

领先技术的新兴企业得到培育和壮大。

2.2.2 涌现高质量产品

天津市通过研发关键技术产品,以点带面,带

动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逐步发展。天津科技

大学研发缓解视疲劳的盐藻胶囊,对于降低眼部疾

病发生率有明显作用,已获得国家保健品批号;天

津大学联合天津医科大学开展“海洋生物植骨材料

的改性与研发”项目,通过对海藻凝胶的提取和利

用,形成高端的骨科医用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青岛市基本建立以海洋创新药物、海洋生物医

用材料、海洋功能性食品和海洋生物农用制品为主

体的产业体系,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整体呈现

由快向深转变的发展态势,产业链条逐步完善,产

业结构趋于合理。正大海尔自主研发我国首个海

洋糖类药物藻酸双酯纳(PSS),其他产品包括海通、

海麒、海藻胶、甘露醇和藻酸丙二醇脂等海洋药物

及其原料。此外,青岛市初步构建药源海洋生物种

质资源库、海洋天然化合物库和全球首个海洋糖

库,明确海洋药用物种1479种,发现海洋活性天然

产物3000余个,克级制备海洋寡糖标准品60余种,

成功研发海洋新药6个和功能产品200余个。

烟台市东诚药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硫酸软骨

素原料药生产和加工出口基地,是国内唯一生产注

射级硫酸软骨素的生产基地;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

的孵化企业研发以海洋生物为原料的口腔修复膜、

皮肤修复膜、骨胶原和生物骨等具有广阔国内外市

场前景的产品;新时代健康产业实现海洋活性蛋白

及其功能制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威海市研发并生产多烯康、甘露醇和海藻多糖

等30余个海洋生物制品,建成全国最大的保健食品

软胶囊生产基地,产品销往欧、美、日、韩等国家和

地区,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舟山市具备较强的海洋功能性食品和海洋药

物研发和生产能力,主要产品有多烯康、氨糖美辛

片、角鲨烯、贝特令、鱼胶蛋白、海洋系列肽、海墨止

血片、海藻酸钠、精碘、金贻贝胶囊和海藻胶等。

厦门市重点支持“海洋抗肿瘤全新DAM 靶向

肠溶缓释胶囊的国际化开发”和“高产海洋微藻生

产3种形态DHA全产业链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示范”等产业链项目建设,初步形成以海洋生物制

药、海洋功能性食品和海洋物种资源开发利用为主

线的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链。厦门蓝湾科技

公司承担的“海洋多糖新技术开发研究及产业化应

用”项目获得原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海洋工具

酶的开发与产业化”项目的7项产品获III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书,同时获1项发明专利和2项实用新型

专利。

2.3 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

以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为重点发展产业

的基地有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舟山市、厦门市

和湛江市。

2.3.1 海洋牧场建设

青岛市已建成10处休闲型海洋牧场和山东省

首个公益型海洋牧场,其中6处获批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烟台市通过集成新技术和新模式大力

发展海洋牧场,新增省级以上海洋牧场示范区9处,

海洋牧场总面积超过6万hm2,下水国内首座自主

研发和建造的自升式和半潜式海洋牧场多功能管

理平台。

2.3.2 水产新品种研发

青岛市稳定发展陆基工厂化养殖,积极发展深

远海抗风浪网箱养殖,引导养殖设施和池塘标准化

升级改造,加快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和先进技

术,发展工厂化养殖105万 m2和深水抗风浪网箱

380个;加快良种良法的示范和推广,“中海1号”条

斑紫菜等参加国家水产新品种评定,指导500余个

渔户实施示范面积超过1.3万hm2。

舟山市通过加强科技引领和示范带动,内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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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整合资源,重点加大鱼、蟹、贝等人工育苗的科

技攻关力度,加强省级水产原良种场、省级水产优

质种苗规模化繁育基地和市级水产良种场的培育

和建设,目前分别有4家、2家和4家;以现代渔业

园区建设为主要载体,大力推行生态健康养殖模

式,促进海水养殖发展方式转变;水产养殖品种结

构不断调整,养殖模式不断创新,初步形成贻贝、对

虾和梭子蟹3大主导产业,对虾高位池精养、大棚多

茬养殖和梭子蟹底部增氧养殖的面积不断扩大,浅

海贝藻类和网箱鱼类养殖进一步拓展。

厦门市已有杂色鲍“东优1号”、大黄鱼“闽优

1号”、坛紫菜“闽丰1号”、日本囊对虾“闽海1号”

和“西盘鲍”等获批国家水产新品种,厦兴龙、新龙

腾和小嶝水产等现代苗种企业实现品牌化。

2.4 海水利用

以海水利用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基地包括天津

市、青岛市和舟山市。

2.4.1 形成优势产品

天津市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方面发展较早,

并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研发高通量疏水膜、中空纤

维超滤膜和纳滤膜等新型膜以及膜法卤水精制等

制膜工艺,形成高效海水淡化国产膜的系列产品,

相关指标和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成本较低,

具备较强竞争力。

青岛市以海水淡化应用为突破口,积极发展海

水淡化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培育青岛双瑞海洋环境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15家海水淡化装备制造企业,

集聚一定数量的海水淡化配套零部件制造企业,在

海水预处理装备和超滤膜等领域形成优势产品。

2.4.2 突破关键装置和新技术

天津市研发海水淡化能量回收装置、海水淡化

高压柱塞泵装置和多效板式蒸馏淡化装置等海水

淡化核心装置,打破国外对相关产品的垄断。开展

海水淡化新技术研究,其中:“纳滤/电去离子低成

本海水淡化技术”实现从海水到饮用水的一体化产

出,适用于淡水资源缺乏地区;“海水预处理关键技

术药剂”成果已在天津港煤码头工程应用,利用淡化

水降尘和浇灌植被,每年可节约淡水资源近10万t;

“低温组合热源+硅胶吸附/解吸海水淡化”等经济

高效和环境友好型海水淡化技术有突破性创新。

青岛市初步形成海水淡化产、学、研科技创新

体系,获得相关专利授权30余项,形成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其中,董家口海水淡化项

目采用双膜法工艺,超滤膜和高压泵等关键技术和

设备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有效降低项目投资和

运营成本。

2.4.3 建设产业化基地

天津市积极推动蒸馏海水淡化、膜法海水淡

化、高性能海水淡化膜和浓海水综合利用4个技术

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已形成6项膜及膜组件

产品性能评测方法,完成5套膜法海水淡化研发和

评价系统以及3套高性能膜制备和评测系统。青岛

市实施多个国家级海水淡化示范工程,海水淡化装

置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舟山市是国家加快推进

海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新能源应用、

水电联产和海水综合利用等一系列海水淡化示范

工程有序推进。

2.5 海洋高技术服务

随着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海洋服务业在海洋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海洋科技支撑海洋服

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能力不断提高。以海洋

高技术服务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基地包括天津市、青

岛市、烟台市和厦门市。

2.5.1 港口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

天津市以天津港的提升改造为引领,重点研发

港口自动化和航道维护技术。开展“天津港码头自

动化技术研发”项目,改造后的码头具备世界最高

水平的自动化装卸功能,装卸效率大幅度提高,对

进一步提升天津市港口航运和物流服务能级的意

义重大;开展“30万吨级通航条件下的天津港水深

维护新技术和新工艺研究”项目,提出的自航艕带

装驳疏浚法可大幅度提升港口航道疏浚效率,在

2016年天津港航道疏浚工作中得到应用,全面提高

天津港航道的维护和管理水平。

2.5.2 信息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天津市重点开展“服务海洋交通运输的内陆物

流网络系统研发”项目,实现港口货物集疏运网上

申请和运输跟踪等一体化功能,已整合在“天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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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物流网络信息管理系统”中并提供服务,有效

提升港口物流“互联网+”水平;开展“天津港水域

交通安全风险评价及其数字仿真系统研发”项目,

相关成果在天津港交通运输管理中得到应用,进一

步提高港口运输调度和安全保障能力;完成“海洋

环境适用通信传输网”和“基于物联网的近海多参

数水质分析仪和监测网络”的研发,实现对海洋环

境污染数据的实时监控、实时反应和实时传输。

厦门市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厦门湾水环境和生态立体实

时观测、厦门湾水环境污染通量监控以及突发事故

应急监测和评估、海洋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等服务;

建设海洋生态环境信息共享系统,统一管理和共享

海洋环境监测数据,实现海洋环评报告等数据的数

字化管理。

2.5.3 海洋环境预报产品不断丰富

天津市根据产业发展对海洋环境保障的需求,

统筹港口、气象和海洋等部门的信息管理技术优

势,先后开展恶劣天气、海雾和大风预报技术研究

和服务平台建设,填补港口航运安全气象服务产品

的空白;支持开展“海域油污染在线监测系统”和
“临海工业区事故应急预警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示

范”项目,相关成果在天津港和临港经济区得到业

务化应用。

3 发展评价

3.1 取得的成效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

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海水利用以及海洋高技术

服务等产业蓬勃发展和持续壮大,形成较完备的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海洋领域引进高端人才和优秀团

队的力度加大,取得多项具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

海洋科技创新和引领能力显著提升;海洋装备、海

洋食品和港口物流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规模不断扩

大,促进涉海国内企业“走出去”以及世界500强企

业“引进来”,海洋经济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严格

执行国家涉海法律法规,先后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规

范性文件和配套管理制度,海洋综合执法、海洋信

息化以及海洋灾害预警和救援体系等建设不断完

善,海洋管理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3.2 存在的问题

海洋高技术重点产业的规模仍较小,重大项

目、高端产品和龙头企业较少,产业发展模式单一

且后劲不足;缺乏沟通机制,基地带动和示范效应

未能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缺乏资源共享

平台,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化的集成

创新缺乏有力整合,高技术成果在产业化过程中仍

存在市场和用户等方面的限制,成果转化率不高;

发展海洋高技术产业对资金的需求较大,而部分基

地城市的金融体系尚未成熟,融资渠道不足,相关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较突出。

4 建议

为持续深入推进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建

设,充分发挥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建议从4个方面

对试点城市予以支持。

4.1 加大政策扶持

国家持续营造有利政策环境,大力扶持海洋高

技术产业的重点项目实施、科研平台建设和集约高

效发展;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及时出台相关制度,

催生更多的龙头企业和高端产品,提升海洋高技术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4.2 建立互动机制

从国家层面建立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的互动

机制,及时沟通和推广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引领-
示范-带动-推广”效应。

4.3 推动成果转化

强化科技协同创新和智库建设,完善科技创新

公共服务平台,促进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资源共

享,推动高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将科技创新作为

海洋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立足实际、整

合资源、广泛借力,促进海洋科技创新在更广范围

和更深层次发挥作用。

4.4 加强金融支撑

以出台《关于改进和加强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

务的指导意见》为契机,制定针对性措施,在设立专

项建设资金、发展海洋金融服务机构、推广涉海抵

押融资和优化信贷投向等方面先行先试,支持基地

创新金融服务,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海洋高技术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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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自然资源管理理论 填补国内相关教材空白
———《海洋资源管理》书评

《海洋资源管理》是浙江海洋大学的崔旺来和钟海玥历经10年潜心钻研,在承担多项基金项目的基础

上,紧密结合国内外海洋资源管理的现状和国内相关领域教学的需求,以教材形式撰写的专著,既符合我国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又符合海洋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藏以及贸易和交往的通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

用,这种生产关系也在不断演进和变化。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人类对食物和能源的需求越来越

旺盛,而海洋蕴藏丰富的海水、生物、矿产和可再生能源等资源,对于满足人类需求意义重大,人类社会经济

发展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高。为全面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及实现

可持续发展,必须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等手段,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活动。

海洋资源管理学应运而生。

海洋资源是人类社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与土地、气候、生物和矿产等资源相比,海洋资源既

具有区域性和动态性等共同属性,也具有流动性和立体性等独特属性。《海洋资源管理》从基础管理、用海

管理和措施管理3个层面探究海洋资源的属性、分布和调查,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海籍和海域使用管理等的逻

辑和机理,同时探索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法律、行政、经济、生态和信息手段,不仅拓展

了海洋管理的学科领域,而且提升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重要地位。

与现有的其他海洋类书籍相比,本书具有3大特点:①填补空白。本书基于海洋资源管理的逻辑起点和

实现路径,系统概述海洋资源管理的原理、内容和方法;兼顾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填补国内海洋资源管理

领域教材的空白。②水平较高。本书是“教育部海洋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和“高等学校海

洋科学类本科专业基础课程规划教材”,同时入选浙江省普通高校“十三五”新形态教材项目,具有较高的理

论价值和应用价值。③恰逢其时。本书对拓展海洋管理学科领域和完善自然资源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为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实施海洋空间用途管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参考。

总之,《海洋资源管理》既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又紧密结合国内实际需求,期待激发相关领域学者

的灵感和思考。(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资源管理分会会长 全永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