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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洋开发作为跨世纪的国家战略
‘

杨金森
(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

摘 要 21 世纪将是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时代
,

许多沿海国家将把海洋开发作为国家战略
。

我国

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
,

陆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少
,

更应该重视开发海洋
,

建设临海工业带
,

发展

海洋农牧化
,

开发建设海运网络等
、
发展海洋经济必须走科技兴海之路

,

抓科技储备
,

改造传统产

业
,

发展新兴产业
,

不断提高海洋开发生产力水平
。

关键词 海洋开发 国家战略

1 全面开发海洋的时代已经到来

多年以来
,

国内外不少人认为
,

21 世纪

是海洋世纪
。

所谓海洋世纪就是全面并发利

用海洋的时代
,

这个时代实际上是在 1 9 6 0 年

法 国总统戴高乐提出
“
向海洋进军

”

的 口号
,

1 9 6 1 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
“

为了生存
,

美

国必须开发海洋
”

的时候已经开始
。

从 60 年

代开始
,

人类结束了以捕鱼
、

海运和盐业为主

的时代
,

开始大规模开发海洋油气资源
,

发展

海上娱乐和旅游事业等
,

问题只是有能力大

规模开发海洋的限于少数发达国家
,

一二个

超级大国还控制着海上霸权
,

全面开发利用

海洋还没有形成包括大多数国家在内的全球

规模
。

所以
,

从全世界范围来说
,

海洋世纪应

当是多数国家全面开发利用海的时代
,

21 世

纪应当是这样的世纪
。

它有三个特点
:

1
.

1 海洋权再分配进人新阶段
,

20 0 海里以

内海域逐步国土化
,

公海和国际海底向

国际共同管理的方向发展

1 9 9 4 年 n 月 16 日生效 的《联合 国海洋

法公约》
,

确定了 12 海里领海制度
, 2 00 海里

专属经济区制度
、

大陆架制度
,

以及国际海底

区域及其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和公

海的管理制度等
。

这些制度的贯彻实施将在

以下几个方面引起重大变革
:

一是约 1
.

3 亿

k m
,

的近海 (占海洋总面积的 35
.

8铸 )被沿

海国家以 20 0 海里专属经济区等形式划为管

辖海域
,

脱离公海的性质
,

向国土化的方向发

展 ;二是沿海国家都将陆续制定法律制度
,

世

界 37 0 多处 国家间的海上边界将陆续划定
;

三是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将逐步建立起国际社

会共同管理的制度
,

为全人类谋福利
。

1
.

2 高新技术促进了海洋产业的发展
,

海洋

经济的作用日益重要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

加速了传统

海洋产业的技术改造
,

促进了新兴海洋产业

的形成和发展
。

(l) 海洋空间利用 日益多样化
,

人类的生

产和生活空间向海洋推进
。

过去
,

海洋空间利

用主要是港 口建谭和海上航运
,

目前 已向多

样化方向发展
。

港湾利用也比过去内容更丰

富多彩
。

日本制定的《21 世纪 的港湾计划 》

中
,

目标是以机能为中心推进综合性港湾空

间利用
,

即除了进一步发展物流
、

产业
、

生活

三个机能组成的港湾空间利用之外
,

还要 系

统发展游船码头
、

基地
,

建设各种娱 乐设施
,

建设情报信息网等
。

海洋空间的旅游娱乐利

用
,

已经成为正在迅速发展的大产业
,

包括海
.

洋文化
、

海洋医疗
、

水上运动
、

海上垂钓
、

水下

本文在全国科技兴海经验交流会上 交流
,

1 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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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等许多项 目
。

另外
,

海上和水下城市
、

海

底隧道
、

人工岛
、

海底仓储等也在发展
。

(2) 海水资源作为巨大的液体矿
,

将逐步

进入综 合开发利用阶段
,

其中包括海水制盐

及提取镁
、

澳
、

钾
、

铀等
,

海水作为工业冷 却

水
、

耐盐植物灌溉用水
、

大生活用水等的海水

直接利用
,

_

以及海水淡化
。

(3) 海洋农牧化技术逐渐成熟
,

许多近海

将成为蓝色田野和牧场
。

(4) 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正在向 50 0

一 l0 0 0 m 深水区发展
,

油气产量 7 亿多吨
,

占

世界石油总产量的 25 %
,

21 世纪初可能达到

13 亿吨
,

占当时石油总产量的 40 铸以上
;
大

洋多金属结核
、

海底热液矿
、

海底钻结壳等矿

物勘探活动也在发展
,

21 世纪将形成深海采

矿业
。

海洋产业的产值一直在迅速增长
,

1 9 8 0

年 3 4 0 0 亿美元
, 1 9 9 0 年 6 7 0 0 亿美元

,

2 0 0 0

年可能超过 1 5 0 0 0 亿美元
。

1
.

3 海洋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日益受到重视
,

国际合作的全球重大海洋研究活动 日

益活跃

海洋是全球环境的调节器
。

海洋吸收 4/

5 的太阳能
,

海洋植物通过太阳能每年生产

3 60 亿吨氧
,

大气中 70 %的氧是海洋生产的
;

海洋是二氧化碳的储存器
,

大气中剩余的二

氧化碳大部分被海洋吸收
,

海洋中的二氧化

碳 比大气中的含量高 60 倍
;
海洋每年蒸发出

淡水 44 亿 k m
3 ,

以降雨的形式返 回陆地租海

洋
,

大气 中的水分每 10 一 15 大兄成一次更

新 ;
海洋还有很强的净化能力

,

分解和消除各

种有害物质
。

为了掌握全球环境变化规律
,

预

报天气和海况变化
,

保护生态环境
,

国际组织

和许多国家正在合作进行大洋环境实验
、

大

洋热通量实验
、

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实验
、

深

海探测
,

深海钻探等
,

全球海洋污染调查也在

议论之中
,

全球海洋观测 网正在建设
,

海洋卫

星越来越多
。

这些研究活动有可能对地球科

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对解决全球环境 问

题提供科学依据
。

2 把海洋开发作为跨世纪的国家战略

1 9 90 年 45 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
,

敦

促世界各国把开发利用海洋列入国家的发展

战略
。

1 9 9 2 年环发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

程 》指出
,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

成部分
,

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财富
。

中国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
、

自然资源人均 占有

量很少的沿海大国
,

更应该重视海洋开发
,

把

海洋开发作为跨世纪的国家战略
,

从海洋 中

获取日益增多的能源
、

食物
、

水资源和其他资

源
,

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
、

第三

步战略 目标的实现
,

保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

展
。

2
.

1 多种陆地资源 日趋紧缺
,

有必要把目光

转向海洋

我 国陆地 自然资源人均值低于世界 水

平
。

中国有近 12 亿人
,

人均占有陆地面积仅

0
.

o o skm
, ,

远低于世界人均 o
.

3k 耐 的水平
,

因此有必要向海洋要空间
,

包括生产空间和

生活空间
。

全国多年平均淡水资源总量为 2
.

8 万亿 km
3 ,

居世界第六位
,

是世界人均占有

量的 1 /4
。

矿产资源总量丰富
,

潜在价值居世

界第三位
,

但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的一半
,

居

世界第 18 位
。

据对 45 种主要矿产 (占矿产消

耗 量 的 90 %以上 )对 国民经济保证制度 分

析
,

今后十年将有 1 /4 不能满足
,

进入 21 世

纪则有 1/2 不能满足需要
,

矿产资源将出现

全面紧张
,
有些资源出现枯竭 的严重局面

。

随

着国民经济持续
、

快速
、

健康的发展
,

现有陆

地资源开发形势将更加严竣
。

2
.

2 海洋中有丰富资源
,

有可能提供巨量财

富

(l) 我 国海岸线长度
、

大陆架面积
、

2 00

海里水域面积
,

在世界上排在第 10 位以 内
,

是在全球范围上的优势资源
。

(2) 港湾资源和出海通道
,

生物资源
,

是

国家级战略资源
。

利用优良港湾建设港 口
,

保

护和开辟更多 的出海通道
,

利用全球航道发

展对外经济联系
,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我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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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已记录海洋生物 20 27 8 种
,

30 m 等深线以

内海域面积约 1
.

3 亿公顷
,

利用浅海发展增

养殖业
,

建设海洋牧场
,

可以形成具有战略意

义的食品资源基地
。

(3 )海盐占全国原盐产量的 70 %以上
,

海上油 田可以成为油气田的战略接替区
,
海

水直接利用有可能代替沿海地区 10 % 以上

的工业用水
,

这些都是行业性的战略资源
。

2
.

3 有不断提高海洋开发水平的科技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

家
,

有丰富的海洋开发经 验
。

目前
,

国 内有
1 00 多家海洋科研机构

,

有大约 3 万海洋科

技人才
,

而且专业齐全
,

具备了不断提高海洋

开发水平的科技能力
。

2
.

4 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中国的海洋渔业
、

盐业
、

运输业有悠久历

史
,

渔业
、

盐业在世界其他国家同类产业中产

量分别居第三
、

第一位
,

海上运输船队也在世

界十大海运国家之内
。

海洋石油土业已初具

规模
,

形成了年产 40 0 万吨以上的生产能力
。

海洋旅游
、

海水利用
、

海洋能利 用
、

海洋化工

等
,

也有一定的基础
。

在此基础上
,

逐步提产

生产力水平
,

扩大产业规模
,

完全可以成为海

洋经济大国
。

2
.

5 沿海省(市
、

区 )出现了发展海洋经济的

热潮

如山东省从 1 9 9 1 年提出建设海上 山东

的战略后
,

就抓住发展海洋经济不放
,

短期内

就见明显效益
。

1 9 9 1 年海洋经济产值达 1 95

亿元
,

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 3 %
, 1 99 3 年突

破 30 。亿元
,

居全国首位
。

目前全省沿海 已有

威海
、

日照两个地级市
,

十个县级市
,

仅渔业

产值就超过种植业的产值
。

规划 2 1 世纪初海

洋经济产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25 %左右
,

“

开发半壁江山
,

建设海上山东
”已成为全省

的行动纲领
。

广东省提出 2 0 0。年海洋产业产

值达 9 20 亿元
,

占当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18 %
, 2 0 1 0 年达 3 7 0 0 亿元

,

占当年国内生产

总值的 22 %
,

年均递增率 15 呱以上
。

浙江省

提出 2 0 0 0 年海洋业产值达 2 00 亿元以上
。

海

南省提出
, “

以海兴琼
,

建设海洋强 省
” ,

1 9 9 0

年海洋经济达 15
.

7 亿元
,

2 0 0 0 达 1 50 亿元
,

年平均增长率 25 %
,

再造一个海上海南
。

目

前沿海海洋经济的热潮正在兴起
,

这是加快

发展海洋经济
,

建成海洋经济大国的可靠基

础
。

3 海洋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建设海洋经

济大国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 口 最多的沿海国家
,

应该通过开发利用海洋
,

建成海洋经济大国
,

让海洋为中华民族的持续繁荣发展作出贡

献
。

(1) 有一支强大的综合海洋力量
,

包括海

军舰船
、

石油开发平台和船只
、

渔船队
、

科学

考察船队
、

商船队
,

这是保护和开发海洋的物

质力量
;

(2) 海洋开发总产值进入世界前 10 位
,

海洋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

(3) 海洋水产业
、

海水制盐业
、

海洋药物

工业保持或发展成世界单项产业冠军
,

海洋

运输
、

海洋旅游业等进入或保持世界前 10 名

以内
;

(4) 海洋科技水平和海洋开发的生产力

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

(5) 保持海洋生态环境处于 良好状态
。

3. 1 临海工业带的建设

临海工业的形成和发展是许多沿海国家

经济起飞的主要标志之一
。

建成现代化的临

海工业带一般要 20 年左右时间
,

日本
、

韩国
、

新加坡和台湾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
。

临海工

业的发展既要依赖陆地
,

也要依赖海洋
,

其中

50 %以上的产品和原料从海上进出的即属于

海洋经济的范畴
,

因为其形成和发展要依赖

港 口建设
、

船队发展
,

利用水体空间
,

并受沿

海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

我国经

济已进入起飞阶段
,

必然有一个临海工业带

建设
,

在北部湾
、

海南岛
、

循州湾
、

长江 口
、

胶

州湾
、

渤海沿岸出现结构不同的临海工业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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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海陆一体化开发建设的骨架
,

成为海洋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3
.

2 海洋农牧化

滩涂
、

浅海和一部分近海区域
,

适合于发

展水产养殖业
、

增殖业
,

建成海上农牧场
。

我

国共有滩涂面积 2 17 万公顷
, o一 15 m 等深线

的浅海区 1 2 0 0 多万公顷
。

今后 20 一30 年的

时间内
,

将是海洋农牧化大发展的时期
,

适合

发展海水增养殖业的 区域基本得到开发利

用
,

估计可有 7 00 万公顷左右
,

占滩涂和浅海

总面积近 40 %
,

成为水产品生产的特大型基

地
。

在实现海洋农牧化的过程中
,

将逐步形成

一批生产基地
, “

两岛一湾
” 、

象山湾
、

三门湾
、

乐清湾
、

珠江 口
、

红海湾
、

大亚湾
、

广州湾
、

钦

州湾等
,

以及东海
、

黄海
、

南海的某些近海区
。

这是海洋开发的一项战略性工程
。

同时
,

合理

捕捞近海资源
,

大力推进深海远洋的渔业生

产
,

到 2 0 2 0 年
,

海洋渔业产量达到世界第一
。

3
.

3 海运网络的开发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几乎都是全球性的
,

都

需要大范围的地区关联
,

包括海陆间的关联
,

因而海洋成 了全球必不可少的通道
,

我国今

后的经济发展也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全球海洋

通道
,

发展对外经济联系
。

据有关部 门预测
,

到 2 0 。。年
,

我国每年的海上货运量就要达到

5
.

5 亿吨
,

海运货物周转量达到 22 50 。亿吨

公里
。

为此
,

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建立起畅通无

阻的全球性海运网络
。

(z )扩大港 口建设
,

形成 东北
、

华北
、

山

东
、

苏浙沪
、

福建
、

粤桂
、

海南等 7 个港 口群
,

形成大中小结合
、

功能明确的港 口布局
;

(2) 开发建设南北海上主通道
,

形成南北

直达运输
、

江海联运
、

水陆联运网络
;

(3) 在第一岛链范围内保证东行
、

西行
、

南行
、

北行四个方向的出海通道畅通
,

充分利

用世界大洋航线
,

巩固和发展与我国有经济

联系的各国沿海港 口的海运联系
,

形成全球

海运网络
;

(4) 保持一支与对外经济发展要求相适

应的远洋和近海船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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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矿产资源开发

积极开发海上和滩海地区油气资源
,

其

中要特别重视海上油气田的勘探开发
,

在渤

海
、

东海
、

南海建设一批油气田
,

到 2 0 0 0 年产

量超过 1 0 0 。万吨
,

成为国家油气资源开发的

战略接替区
。

同时
,

积极勘探开发深海矿产资

源
,

建立深海采矿业
。

3
.

5 滨海旅游娱乐业的发展

根据国外的经验
,

一个大型海洋旅游娱

乐城市或基地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几十亿美

元
。

我 国可以在今后几十年内
,

在环渤海地

区
,

以上海为中心的东海沿岸和岛屿
、

以广州

为中心的南海沿岸
、

海南岛沿海
、

北部湾沿

海
,

建设年收入 1 00 亿元左右的大型旅游娱

乐区
。

4 建设海洋经济大国必须走科技兴海

之路

海洋开发是技术密集型事业
,

必须走科

技兴海之路
。

¹ 这是一条历史经验
:

在帆船技

术时代形成了近海渔业和航海事业
,

现代电

子等新技术应用于海洋开发以后
,

形成了海

洋石油开发等新兴产业
。

º 据某些地区估算
,

在海洋产业的产值增长中
,

科技进步因素占

40 %左右
。

» 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的发展

是极不平衡的
,

先进省份每 1公里海岸线面

对的海域可提供 50 0 万元产值以上
,

其主要

原因不是政策问题
、

资源条件问题
,

而是科技

问题
。

如果把全国海洋开发的技术水平都提

高到 目前先进地区的程度
,

全国海洋产业的

产值就可以增加 300 亿元左右
。

可见
,

科技兴

海会产生 巨大的效益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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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其他领域的科技工作一样
,

科技兴海

工作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抓基础研究
,

为蓝色产业的持续发

展做好技术储备
;
二是抓传统海洋产业的 技

术改造
,

实现渔业
、

运输业
、

盐业的现代化
;
三

是抓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
。

根据我国海洋科

技工作的现状和蓝色产业的发展要求
,

应该

重点抓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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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抓优势学科和技术领域的超前研究
,

为蓝色产业赶上 国际先进水平提供技术储

备
。

¹ 国家和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专

家论证
,

确定 10 一 20 年的 海 洋科技优先发

展领域
,

还可以按年度公布优先发展项 目
,

引

导海洋科技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健康发展
; º

根据国家投入的资金状况
,

每一个时期确定

一批应用前景好的项 目
,

组织力量攻关
,

把 目

前进行的科技攻关工作坚持下去
。

( 2) 抓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

实现科技成果

商品化
、

产业化
。

目前
,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

不足 30 %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例如
,

有些理

论性研究成果
,

不可能转化为商品和产业
。

但

是
,

也有许多有产业化前景的成果
,

由于科研

和生产之间存在断层
,

缺少开发资金
,

只能把

科技成果作展品
。

这是科技兴海工作应该解

决的一项关键任务
。

全国有 100 余家海洋科

研单位
, 3 万多名海洋科技人员

,

每年都有大

量科研成果问世
。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对这些

成果进行普查
,

然后组织力量筛选出一批应

用前景较好的海洋科技成果
,

采取多种措施

使其商品化
、

产业化
。

其中
,

一部分由科技贷

款和财政拨款支持
,

列入政府支持的科技开

发计划
; 另一部分列 出 目录

,

向技术市场推

荐
。

(3) 先进适用海洋开发技术的推广应用
,

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 间的 差距
,

国内不 同

地 区之间的差距
。

¹ 积极引进国外成熟的海

洋技术
,

例如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技术
、

海洋生

物技术等
,

尽快缩小差距
; º 着力推广普及国

内成熟的技术
,

加快全国海洋科技进步的进

程
。

在这方面
,

过去 已有很多经验
。

山东省首

先攻克了海带
、

对虾
、

扇 贝的工厂化育苗和养

殖技术
,

并很快在全国推广
,

带动了全国水产

养殖业的三次浪潮
,

使我国成为海水养殖大

国
。

实际上
,

各地区每年都有一些新技术成功

地应用于生产实践
,

山东地区尤为突出
。

仅仅

抓住这一点
,

每年组织技术交流
,

普及成熟的

新技术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
。

(4) 抓未来产业新生长点
,

带动蓝色产业

持续快速发展
。

每一个较长的时期
,

海洋开发

领域都有一些新的技术正在成熟
,

蕴育着新

兴产业的诞生
。

例如紫菜酶法育苗技术的突

破
,

有可能带来紫菜养殖业的重大变革
,

形成
“

工程紫菜
”

产业
。

抓住这样的问题
,

就有可能

不断形成新的海洋产业
。

目前
,

以下几个领域

特别值得重视
:

¹ 新的海洋食品
、

海洋营养保

健 品
; º 海洋医药产品 ; » 海水直接利用

、

淡

化的各种产品
;¼海洋化学产品

。

这些领域需

要有国家的宏观规划加以引导
,

需要特殊的

政策支持
,

国家应该制定规划和政策
,

应该选

择一些项 目和地区进行试验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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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科技兴海规划和政策

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
,

还是在市

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

在海洋科技和开发领域
,

由政府出面制定发展规划
、

政策和法规
,

都是

十分必要的
,

因为海洋问题涉及的学科多
、

部

门多
、

投资大
、

涉外性强等
。

日本和美国都在

70 年代制定 了全国性海洋科技工作
、

海洋开

发的政策和规划
,

以后十年左右时间重新修

订一次
。

欧共体各国也是这样
。

例如
,

英国在

19 8 8 年成立一个专 门委员会
,

经过两年的努

力
,

对英 国的海洋科技事业和产业作 了全面

调查
,

并制订 了
“

90 年代英国海洋科技发展

规划
” 。

我国 80 年代以前
,

在各个时期的科技

规划中
,

都列有海洋科技项 目
,

但是没有专门

海洋科技规划
,

说明海洋问题在科技工作中

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 19 9 2 年

,

经国务

院批准
,

国家科委发布了《海洋技术政策要

点》
,

这是一个涉及海洋技术各领域发展方向

的指导性文件
,

不同于规划和计划
。

因此
,

国

家和省级科委应该组织力量编制并实施
“

科

技兴海计划
” ,

其中可以包括
“

科技兴海研究

计划
” , “

科技兴海技术开发项 目计划
” , “

科技

兴海技术推广项 目计划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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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官
、

民
、

学结合的科技兴海协调体

制

海洋科技和产业涉及约 20 个部门和行

业的工作
,

必须有协调领导体制
。

例如
,

加拿

大设立了
“

海洋学机构间委员会
” ,

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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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协调与海洋有关的政策和规划
。

英国设立

了
“

海洋科学技术协调委员会
” ,

负责编制海

洋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我国在国务院和省级

政府 内
,

也应该设立类似的协调机构
,

可以称

为
“

科技兴海协调委员会
” ,

由科技
、

计划
、

财

政
、

海洋
、

农业等有关部门的官员
,

科研院所

的专家
,

以及企业界的代表组成
,

负责审议重

大科研课题立项工作
,

优选应用前景好的开

发项 目
,

组织海洋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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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渠道筹资增加海洋科技投人

海洋科技工作需要比较多的资金支持
,

投入海洋科技领域的资金也可以取得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河北省的一位专家认

为
,

他们省在海岸带调查 中投入了几百万资

金
,

是很合算的
。

过去
,

河北海岸带的大部分

地区贫穷落后
,

不受重视
。

经过海岸带调查
,

唤醒了河北人 的海洋意识
,

沿海地区掀起了

开发滩涂和海洋的热潮
,

盐业
、

养殖业
、

旅游

业
、

港 口建设得到了大规模发展
。

山东是海洋

科技投入最多 的省份
,

海洋开发为山东经济

和社会发展做的贡献也最大
。

因此
,

各级政府

要十分重视海洋科技投入间题
。

¹ 积极争取

扩大海洋科技拨款
,

用于支持重要的应用基

础研究
,

包括国家科技攻关项 目
,

地方指令性

海洋项目
; º 由政府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

,

设

立
“

科技兴海周转金
” ,

用于支持技术开发项

目 ; » 在国家和省级金融系统设立
“

科技兴海

贷款
,, ,

支持技术开发项 目和海洋新兴产业的

发展
; ¼制定专门的政策

,

规定海洋开发企业

要有专项海洋科技发展基金
,

加快企业科技

进步和开发新项 目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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