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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沿海城市海洋经济迅速崛起,大连作为

“冰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应依托其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文章依据

大连在“冰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海洋经济现状、资源要素、成长空间等条件综合分析,从合作互鉴、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长期互惠互利等不同维度,提出 “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大连海洋产业发展

的政策建议,助力大连海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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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Perspectiveofthe“IceSilkRoad”Study
onCountermeasure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DalianMarin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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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withthefurtheradvancementofthescienceandtechnologyrevolution

andindustrialreform,themarineeconomyofChina'scoastalcitieshasrisenrapidly.Dalian,asthe

hubcityonthe“IceSilkRoad”,shouldrelyonitsgeographicaladvantagesandabundantmarine

resourcestodevelopthemarineeconomy.Underthebackgroundof“IceSilkRoad”,somepolicy
suggestionsforthedevelopmentofDalianmarineindustrywereputforwardinthispaperfrom

differentdimensionsinordertopromotemarineeconomicdevelopmentinDalian,suchascoopera-

tionandmutuallearning,complementaryadvantages,resourcesharingandlong-termmutualben-

efit,basedonthe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ofthemarineeconomy,resource

elementsanddevelopingpotentialof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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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7年6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一带一路”建
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了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

洲的蓝色经济通道,“一带一路”由此得到拓展[1]。

2017年7月中俄双方正式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

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2]。“冰上丝绸之路”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是一条穿越北极圈,连接北

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冰上丝绸

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可将东亚经济区和西欧

经济区,以及中间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连接起来,从而

有力地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

大连处于东北亚经济圈中心的位置,是中国东

北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最大的港口城市,大连应借助

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机遇,及其交通枢纽的优势

以及重工业产业基础,积极与东北亚各国及北极国

家开展广泛合作,找准突破口,加快构建全方位对

外开放新格局,将大连打造成双向枢纽城市[4]。

大连是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作为国家自由

贸易试验区之一,未来将成为东北地区的国际航运

中心[5-6]。因此,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广阔。

1 大连海洋产业现状

大连作为首批东北沿海对外开放的城市,改革

开放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大连市的海洋

经济总产值占全省的2/3,海洋产业成为产业结构

改革发展的新亮点,为振兴东北注入了活力。

1.1 大连深远海海水养殖和海洋牧场建设已经

起步

2015—2017年大连的渔业产值明显上涨,产值

由2015年的391亿元上涨到2017年的413.4亿元,

然而2018年渔业产值反而低于2015的渔业产值仅

为385.9亿元,大连海洋渔业正进入产业转型和深

度调整阶段。

1.2 大连海洋交通产业持续走高

随着全球化导致的海港之间的竞争日益激

烈,以及中国贸易的不断增长,标杆研究对于指导

中国海港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流而提高竞争力是很

有必要的[7]。4年来,大连的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

势头迅猛,除了2015年沿海城市港口货物吞吐量

为4.15亿t比上年有所下降,2016年、2017年、

2018年依次为4.4亿t、4.6亿t、4.7亿t分别比

上年增长5.3%、4.3%、2.8%[8]。

1.3 大连海洋旅游业前景向好

大连国内游客接待量2015年、2016年、2017年、

2018年分别为6828.1万人次、7633.8万人次、

8410万人次、9288.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依次为

11.8%、11.8%、10.2%、10.4%;接待海外过夜游客

分别比上年增长2%、6%、1.9%、3.7%;旅游总收入

分别为1008.7亿元、1134.8亿元、1280.1亿元、

1440.0亿元[8]。

2 大连市海洋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

2.1 海洋经济总量和生产规模偏小

尽管大连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对外开放的城

市,同时大连凭借着丰富的海洋资源,率先发展海

洋经济产业。但是大连与其他沿海城市的海洋经

济生产总值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2.2 海洋生态质量不容乐观

目前,大连的生态环境令人担忧,海岸垃圾堆

积、沙滩淤泥化。工业废水大量排放使得大连面临

着近海污染、海水升温、海洋酸化、海洋生物多样性

衰退等问题[9]。

2.3 新兴海洋产业占比较低,发展动力不足

大连市传统产业,例如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制

造业和滨海旅游业等发展较好,但是一些新兴海洋

产业,如海水利用、海洋电力及海洋生物医药等仍

处于初级阶段[10]。

2.4 海洋高质量人才缺乏

大连的城市竞争力、海洋科研机构影响力、海
洋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虽然有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5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上市公司28家、

高新技术企业700家左右[11],但是却面临着海洋高

端人才留不住和引不来的局面。

3 “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大连海洋经济

发展路径

3.1 加强与东北亚经济圈各国合作

东北亚经济合作,就是加强区域内各经济体的

联系,解决贸易阻碍。大连应借助“冰上丝绸之

路”,拓宽海洋市场,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

则,加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东北亚经济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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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的友好合作,促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

合理流动,带动大连“智造”和大连服务融入国际市

场,助力大连城市向消费型、服务型的产业结构转

型和升级,实现各国的互利共赢。

3.2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海洋生态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大连应用新的

思维、新的制度,严管重罚,实施陆海统筹、河海共

治、综合治理,探索建设全国一流的海洋环境。

3.3 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装备技术

凭借深远海水域优良的养殖条件,大连应大力

发展深水网箱养殖、深远海养殖,推广海洋牧场,发

挥獐子岛、长海海洋牧场示范作用,打造以深远海

养殖平台为核心的水产育种、病害防治、水产饲料、

海洋食品和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的生产模式。

3.4 推动海洋经济产业转型升级

3.4.1 发展滨海旅游产业

大连具备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应大力开发新

型滨海旅游产品,通过政策引导以及资金扶持,鼓

励大连旅游企业与“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展开

合作,积极筹办旅游论坛,结合大连市实施“蓝色海

湾”行动计划,加快滨海旅游业重点突破,使大连成

为东北亚高端度假游客的首选之地。

3.4.2 发展特色海上休闲运动

科学合理规划使用岸线,丰富岸上配套项目,

近海开展沙滩运动、海上垂钓等休闲活动;深海开

展冲浪、潜水珊瑚礁观光等活动;远海开展科学考

察、海洋探险等活动。通过国际赛事,加强大连帆

船运动影响力,深挖发展空间,拓展游艇衍生产业,

完善游艇产业链条,发挥产业集聚最大效益,推动

海上运动的高端化、特色化发展。

3.4.3 深入挖掘海洋文化

人类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文化是人们日常实

践形成的,它是海洋与文化的有机统一,涉及整体

性和鲜明的自我特征[12]。大连应建设若干国家度

假区和国际海洋主题乐园,做大做强海洋文化产

业,同时利用多种海洋意识普及载体,开展丰富多

彩的海洋文化宣传活动,提升大连海洋城市的海洋

文化国际形象,营造大连国际化的海洋城市文化

氛围。

3.4.4 深度挖掘海洋健康旅游的价值

海洋中医药、运动养生、海洋音乐治疗、海上休

闲度假等康体疗养功能已在医学领域得到认可。

大连可以在海洋养生领域进行开发,围绕海洋运动

康复养生等系列产品,打造跨国康养特色体验基

地,让大连成为全球的滨海养生之都。

3.5 大力发展海洋装备和海洋工程产业

目前大连的重点建设工程分别有海域海岛保

护和生态修复工程、海水健康养殖工程、现代海洋

牧场工程、海洋与渔业科技创新工程、“互联网+”

信息化工程等[13]。同时海上机场的建设,大连到烟

台海底隧道的建设以及海上风力发电的开发对大

连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

海工装备制造业是我国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大连应以新型集装箱船、大型钻井平台等

高附值和高技术型海工装备为主,让大连成为国内

一流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

3.6 积极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目前,大连现代海洋生物产业示范基地已发展

培育核心企业25家。后期大连主要以海洋新能源

为重点,大力发展涉海金融保险、涉海法律服务等

海洋服务业;大力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化妆品

等新兴产业;建设海洋牧场、发展离岸深水养殖等;

创建大连海洋产业发展基金会,推动大连海洋产业

走向新的高度。

3.7 打造合理的邮轮产业链

进一步激发邮轮旅游市场的需求,大力培育邮

轮产业链,创造符合国际惯例的邮轮产业投资环

境,鼓励国际邮轮公司、国际行业协会入驻大连

市[14]。进一步完善邮轮旅游保险体系,推动邮轮产

业链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3.8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并

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提出 “以优化

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15]等新要求,为大

连进一步推进营商环境建设指明了方向。大连应

出台激励企业创新投入的普惠性政策,进一步营造

开放、活跃、高效的创新创业营商环境。

3.9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引进海洋高端人才

首先,健全大连市的海洋人才支撑体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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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培养和招才引智并举的办法。一方面,着力将

大连海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

国际化、综合性海洋大学,并打造高端航运人才培

养基地。另一方面,鼓励和扶持大连高校做大做强

海洋生物医药、深海探测、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工程

等前沿学科和专业。同时,建立全球海洋领域人才

引进、技术交流与培训平台,加快构建“蓝色智库”,

为大连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将大连建设成

全国海洋教育示范特色城市[16]。

3.10 加强同“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

交流

大连应开通俄罗斯、欧、美等国际旅游市场新

航线,支持中、日、韩自贸示范区建设,同时以“冰上

丝绸之路”为依托,开辟新兴旅游市场航线。此外,

还应该加强对“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海洋需

求研究,加强同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海洋环

境观测、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灾害防治等方面的

合作。

4 结论

大连依海而生、向海图强,海洋经济的增长潜

力巨大,大连应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逐步建成东

北亚的经济中心,逐步取代首尔、东京的交通、金

融、贸易、航运枢纽地位,增开100余条的国际交通

航线,逐步将大连培育成为东北亚海洋中心城市、

金融中心城市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期待大

连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承担不可替代的

使命和担当,努力将大连建设成为充满海洋经济魅

力、活力和创新力的囯际化创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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