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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顺口区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海洋生态环境独特，海洋资源丰富。旅顺口区多年来坚持

不懈地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工作，积极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

日被国家海洋局批准成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文章对旅顺口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进行ＳＷＯＴ分析，得出新形势下旅顺口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而

提出发展思路与对策，从而全面促进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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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４种文明的建设并列，构成“五位一

体”的科学发展布局，明确生态文明是社会整体文

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海洋局长期致力于推

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印发《国

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规划到２０２０年新增４０个国家级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１］。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总数已达２４个
［２］。

旅顺口区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大连市西南

部，海洋生态环境独特，资源状况良好，其所属海域

横跨黄、渤两海域，是黄渤海生态系统的关键生态

通道。全区海岸线长１７８．５ｋｍ，海洋岸线类型多

样，自然岸线保有率达５０％以上
［３］；一、二类海水水

质占全区海域总面积的７０％以上，辖区内的老铁山

蛇岛自然保护区、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全区

海域总面积的２３％
［４］。旅顺口区集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国家地质公园等于一身。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生态文明理

念，促进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旅顺口区多年

来坚持不懈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工作，积极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５日被国家海洋局批准成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２　旅顺口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ＳＷＯＴ

分析

ＳＷＯＴ分析法是战略规划研究的一种分析方

法，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要是针对事物优势、劣

势、机遇和威胁的分析。经过多年的应用实践，该

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评价和分析事物的发展状

况和发展方向。本文应用ＳＷＯＴ分析法对旅顺口

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

最终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与对策。

２１　优势

２．１．１　自然条件优越，海洋资源丰富

旅顺口区自然条件优越。全区森林面积达到

２１．３万ｈｍ２，森林覆盖率达５４．５％
［５］；属北温带季

风气候特征，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日光充足，

雨量适中；全境属长白山余脉构成的沿海丘陵地

带，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海拔１４０ｍ。

旅顺口区海洋资源丰富。海底结构多样性决

定海洋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贝类（皱纹盘鲍、魁蚶、

香螺、脉红螺等）、棘皮动物（刺参、光棘球海胆等）、

鱼类（黑?、六线鱼、牙鲆等）、经济藻类和海蜇等海

洋经 济 动 植 物 资 源 ２０ 余 种
［６］；滩 涂 资 源 约

５３３．３ｈｍ２，露出海面 ０．０３ｈｍ２ 以上的岛礁有

１３个，海岛岸线长２０ｋｍ，主要岛礁有蛇岛、海猫

岛、猪岛、
"

牛岛、虎平岛等；沿海湾口众多，有港湾

１４个，其中黄海区主要有旅顺口湾，渤海区主要有

羊头湾、双岛湾、大潮口湾等；目前有１０个人工鱼礁

区，面积近１３３３．３ｈｍ２；超过５０％的岸线未开发利

用，沿海岸线拥有蛇岛、鸟岛、老铁山、老虎尾、白玉

山等地质地貌景观，拥有月亮湾浴场、老铁山温泉、

黄渤海分界线、老虎尾海滨、北海大潮口海滨浴场、

黄金山海水浴场、西湖山庄浴场、九头山浴场、塔河

湾浴场等海滨景观资源，旅游适宜岸线比例约

为１５％
［３］。

２．１．２　经济稳步健康发展

旅顺口区始终坚持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促进产

业转型，整体经济保持平稳发展。２０１４年度地区生

产总值为２９０亿元、增长７．５％，海洋产业增加值总

和为６７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２３．１％，其中

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为３３．８亿元
［７］；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３．０６８万元，万元ＧＤＰ综合能耗降低

３．８％
［７］；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总产值２３３亿元、增长８％
［７］；服务业发展规模不

断扩充，港航及物流业加快发展，口岸通关效率进

一步提高，港口货物吞吐量２５００万ｔ、旅客吞吐量

９５万人次，分别增长３．８％和７．１％；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２８亿元、增长２４％
［７］。

２．１．３　海洋文化底蕴丰厚

“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旅顺口区作

为我国重要的军港城市，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近

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具有大量历史印记

及人文古迹［８］。中国第一座军港、第一座大型船坞

都诞生于旅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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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渔业发展历史也使旅顺口区形成独特

的海洋民俗文化。如，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是海灯

节，渔民要放海灯以示祭奠；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是

海龙王生日，北海渔民要举行渔人节祭祀海龙王［９］。

这些活动保留旅顺地区百年渔业生产活动原貌，成

为传承地区文明、弘扬海洋文化的良好载体。在传

承弘扬独特海洋文化的同时，也引导渔民由单一的

海上捕捞逐渐发展海洋养殖、海岛休闲，推进传统

渔业向现代都市型渔业的转变。

２．１．４　产业发展定位清晰，海洋产业基础较好

近几年，旅顺口区持续优化以先进制造业为牵

引、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以都市型现代农业为基

础的绿色产业体系。２０１３年３月，辽宁省政府正式

批准旅顺作为绿色经济区并纳入辽宁沿海经济带

重点发展区域，重点发展绿色经济、科技研发、教育

培训等高端服务产业，坚持环境保护、优先发展环

境、建设生态宜居城和绿色经济区成为旅顺城市发

展目标［１０］。根据《大连旅顺绿色经济区总体发展规

划》［１１］，旅顺口区将坚持绿色发展，把强化生态环境

优势、打造宜居城区放到区域发展的首位，按照绿

色经济发展要求改造传统产业。

旅顺口区海洋产业基础较好，目前支柱性海洋

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上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

临港产业等。海洋渔业基础设施完善，全区有主要

渔港１３座，包括董砣子国家中心渔港，柏岚子、陈

家、西湖咀、艾子口、二嘴子、北海、小黑石、南湾等

８座国家二级渔港，郭家沟、大甸子、扇子石、大嘴子

等４座国家三级渔港，涉海渔村１８个，涉渔人口

２万余人；现有旅顺新港和双岛湾港两大港口，均是

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港区；滨海旅

游资源丰富，２０１４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８亿元，目

前正全力打造滨海旅游大项目群，以推进旅游业跨

越式发展，并建成国际旅游自由半岛；依托港口、海

洋等形成的临港产业目前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

新增长点。

２．１．５　保障体系健全

旅顺口区在绿色产业发展及各种自然保护区、

生态示范区创建过程中形成强有力的保障体系。

组织保障上，历届主管领导均对绿色经济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持积极态度，通过各类保护区、示范区

的创建形成一支思路清晰、工作务实、高效能干的

组织管理队伍；科教体系上，拥有大连航运职业技

术学院、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等多所本

科和专科院校，为地区发展提供大量人才资源；资

金保障上，积极创建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群众自

筹、吸引外资的多元化、开放型投资机制，以财政投

资的不断增加来引导社会闲散资金，调动社会各界

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海洋经济开发，形成投资主体

多元化。

２２　劣势

２．２．１　海洋经济比重较低，海洋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近几年旅顺口区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结

构转型，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

变，海洋经济中传统海洋渔业仍占重要地位。２０１４

年度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增加值比重

为５０．４％，距离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６０％的比例存

在一定差距，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管理水平等还亟须

提高；海洋产业集聚较缓慢，大项目较少；战略性海

洋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海上交通运输业、临港工业

等处于初级阶段，海洋经济整体质量和水平不高，

在地区经济中的贡献率和显示度还不够高。

２．２．２　海洋科技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开放时间较短，旅顺海洋科技整体水平不

高，目前核心产业技术仍以传统轨道交通装备、船

舶及配套为主，高新科研投入不足。海洋高技术产

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难以适应海洋经济的发展

趋势。

２．２．３　传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

旅顺口区岸线资源丰富，但目前主要为传统开

发利用方式，包括众多布局分散的渔港和传统养殖

业。各类渔港大多为历史发展形成，缺乏集中管

理，岸线集约利用程度较低；深水养殖未得到充分

利用，高效的深水大网箱养殖方式未得到有效开

发，水域养殖模式及管理技术相对于现代水产增养

殖业要求还有差距，传统围海养殖圈对自然岸线改

变较大，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２３　机遇

２．３．１　海洋强国成为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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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搞好海洋经济，做好

海洋开发，重视海洋环境保护，陆海统筹，加强管

理，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开发体系，成为海洋发展

的重要方向。旅顺口区三面环海，是典型的半岛城

市，在海洋强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将依

托海洋优势，发展蓝色海洋经济，做好海洋环境保

护，积极推动滨海旅游开发，借助政策优势不断推

动区内海洋事业的发展。

２．３．２　全面对外开放带来发展建设期优势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旅顺口区正式全面对外开放，迎

来全方位、高效率的发展建设期。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经

辽宁省政府批准，旅顺口区全域纳入辽宁沿海经济

带重点支持区域，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中的战略

地位进一步凸显，绿色产业快速发展的序幕拉起。

“十二五”期间，旅顺口区重点围绕六大功能区，打

造“五城一都”，构建开放型、组团式绿色经济空间

格局，构建新的城市发展框架。

２．３．３　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

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旅顺口区先天的环境优势以及各种自然保护

区、示范区的建设，使居民对环境保护均有较高的

需求。近年来，旅顺口区全面对外开放带来的全区

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使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使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进一

步增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将推动旅顺口

区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旅顺口区海

洋事业将迎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２４　威胁

２．４．１　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传统海洋渔业在旅顺口区海洋经济发展中仍

占主要地位，改变和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将对传统渔

业造成一定影响，如渔港整合、升级带来的渔民转

产、资产征赔问题，养殖区规划建设、拆除带来的经

济损失问题，传统渔业观念落后造成的渔业生产者

思想负担问题等，都可能成为海洋经济转型的阻

力。与此同时，现代海洋休闲渔业发展中的渔民转

产转业、休闲渔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落实等

也将给地区海洋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挑战。此外，在

滨海旅游业发展中，在众多沿海兄弟城市中占据优

势、体现地区海洋特色、吸引游客投入更多的交通

成本前来游玩等，也对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

出要求。

２．４．２　海洋开发利用导致海洋环境质量下降

旅顺口区海洋环境质量一直保持较好水平，但

伴随沿岸海洋开发利用，如大型综合休闲旅游度假

区填海造地工程、港区疏浚工程建设等，对地区海

洋环境质量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在单

一项目中很难明显体现，但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开

发，各种影响将长期叠加，可能对区域海洋环境造

成不可逆的损害。

３　发展思路与对策

３１　坚持海陆统筹，构建陆域、海洋一体化发展

体系

海陆统筹作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原

则之一，是地区保持陆域、海洋协调发展，促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则。作为三面环海的半岛

城市，旅顺口区要坚持以海带陆，统筹陆海产业布

局，在城乡建设、土地利用、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等

涉海规划上实现“多规合一”［１２］，发挥海洋资源优

势，以陆域经济支撑海洋经济，构建一体化发展

体系。

３２　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构建绿色海洋

经济发展体系

旅顺口区作为绿色经济区纳入辽宁沿海经济

带重点发展区域，在生态保护、农业发展、城市建设

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政策和导向优势。坚持绿色发

展、发展循环经济、打造宜居城市是全区在辽宁沿

海经济带中发挥自身优势、找准自身定位、产业错

位发展的主要原则。在海洋产业发展中应以现代

海洋渔业、滨海文化、民俗旅游等为主体，结合海洋

新兴产业，构建绿色海洋经济发展体系。

推动传统海洋渔业向现代海洋渔业转型。培

育远洋捕捞、海产品深加工产业，打造特色水产品

品牌；优化海洋养殖产业，引导特色水产品进行规

模化发展；结合历史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旅游品牌

建设，加大宣传力度；优化渔港布局，鼓励渔民转产

转业发展海洋垂钓、渔业农家乐、渔业养殖观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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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休闲渔业，打造形式新颖的地域特色系

列旅游项目。

３３　改善海洋环境质量，加强污染管控

坚持陆海统筹，严控陆源污染。积极建立和实

施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加强海上排污管

理，逐步减少入海污染物总量；完善污水处理系统

和排水系统，落实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工业污水

入海排放口达标排放率均达１００％；在受损海域组

织实施一批海洋生态修复项目，控制填海造地工程

规模，保持现有海洋保护区、滨海湿地公园等环境

敏感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健全海洋环境质量监测体

系，建立海洋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编制应

急预案。

３４　宣传海洋生态理念，提高公众海洋意识

充分利用旅顺口区历史文化遗产、军港及现有

涉海文化活动资源，加强海洋文化宣传，组织海洋

科普活动，增强公众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加大海洋

文化事业投入，兴建海洋文化基础设施，开展海洋

知识进校园活动。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宣传体系，编

制有地方特色的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手册，普及海洋

生态文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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