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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海洋产业发展思路’

刘家沂，刘容子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860)

摘 要：目前，我国海洋产业发展中仍然存在结构和布局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

题的科学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对海洋产业发展思路的认识问题却是根源性问题。海洋经

济关系的核心在于各种海洋资源的价值及其产生的效益。以可持续理念为原则、以科技为

推动力、以各种海洋资源为开发和利用对象，促进海洋产业合理健康发展，是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因此，在海洋产业发展思路上，重视科技引领、科技人才培养、建

设海洋生态文明、实行海陆一体化战略四大方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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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提供人类生活资料的载体，是“舟

楫之便、渔盐之利”的媒介，是孕育海洋资源

的母体。从产生价值的角度讲，海洋与陆地的

基本属性是有共性的，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外在

表现力。人与土地和人与海洋的关系大同小异。

因此，人在陆地上因各种活动产生的经济关系，

在适度的条件下，各种经济关系也同样能体现

于人在海洋中。载体的变化是形式的变化，万

变不离其宗的是因人而产生的物质文明。人类

社会物质文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当代、现代

乃至未来的经济持续发展能力。

海洋经济，避繁简之，就是人类因涉海活

动而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为促进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内容，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着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各海洋国家意识到

其重大意义。

海洋经济关系的核心在于各种海洋资源的

价值及其产生的效益。挖掘各种海洋资源最大

的价值，使其产生最大的效益，就是人类利用

和开发海洋的目的。科学技术是实现这一目的

的t具，但科技能力的强与弱，都可能妨害海

洋资源的供给能力，亦或许造福现代而遗祸未

来。海洋具有自净能力，这种能力的深度和广

度，目前是科技不能完全探明的问题。基于对

海洋承载力问题的不确定性，保护海洋环境和

建立生态友好型海洋开发关系成为一种约束条

件，各国政府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持续发

展成为保护海洋资源不会被过度开发和利用的

重要理念。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首

都科技界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

可持续发展》的讲话，讲话中指出，应大胆探

索海洋，切实加强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促

进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充分挖

掘和利用好各种资源。由此认为，以可持续理

念为原则、以科技为推动力、以各种海洋资源

为开发和利用对象，促进海洋产业合理健康发

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

1 可持续理念在我国海洋领域的建立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召开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世界各

国共同追求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目标和基

本原则。我国政府率先采取行动，促进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实施，由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组织国务院各部门、机

构和社会团体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

2l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开始了我国

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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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推广

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二

十一世纪议程》将海洋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该议程认为，海洋环境是全球生命支持系

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包括大洋和各种海洋以

及邻接的沿海区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宝贵财富。保护大洋和各种海洋以及合

理利用其资源，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次区域及

区域在21世纪对海洋和沿海区域的管理及开

发的共同目标。我国濒临西北太平洋，大陆岸

线长1．8万km，面积大于500 m2的岛屿有

6 900多个(不含海南岛本岛和台湾、香港、澳

门所属海岛)，内水和领海主权海域面积为

38万km2。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

定和我国的主张，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约

300万km2。此外，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还获得

了7．5万km2的专属勘探开发区。但同时，我

国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200海里内人均海

域面积仅0．002 7 km2，相当于世界人均海洋国

土面积的1／10，海陆面积比值低于0．3，在世界

沿海国家中列第108位[2]。基础条件和现实形

势，要求我国走经济、环境、资源和人口相互

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继而实现国家长期、

稳定的发展。

党和政府大力支持我国的海洋事业发展，

“建设海洋强国”“实施海洋开发”和“发展海

洋产业”早已成为战略要求。《中国21世纪议

程》中将“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列

为重要的行动方案领域之一，体现出海洋可持

续发展对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

健康、快速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我国

推进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的决心。《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坚持

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

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

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和渔业等产业，

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

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

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在政府的各项海洋

政策中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

其中。

2可持续促成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国民经

济增长点

海洋经济是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并从

中获取海洋产品的经济活动，是由海洋传统产

业和新兴产业共同构成的经济发展领域，在当

今的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3]。

进入21世纪后，沿海各国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加以推广和实施，海洋

已经成为这些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海洋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从传统

的低层次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向精深加工和高附

加产值的领域拓展，并已成为当今全球经济的

新领域。

目前，全球沿海各国普遍重视发展海洋经

济，把海洋作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1977年

世界海洋经济总产值1 100亿美元，1980年为

3 400亿美元，1990年为6 700亿美元，到2005

年达到1．7万亿美元[3]。在世界各海洋大国中，

我国海洋经济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速度比较

快。1979年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仅64亿元H]，

198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产值为80亿元，1986年

为226．6亿元。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海洋

经济也进入了快速成长的时期。1990年全国海洋

生产总产值为438亿元，1996年达到2 855亿

元[5】，2000年就达到4 133．5亿元，2002年更是

突破万亿元大关，高达10 677．16亿元，实现主

要海洋产业增加值6 503．95亿元，2003年达到

12 043．64亿元，实现海洋产业增加值7 475．12亿

元，2004年达到14 296．73亿元，实现海洋产业

增加值8 725．69亿元，2005年达到18 025．86亿

元，实现海洋产业增加值10 601．76亿元，2006

年达到20 958．26亿元，实现海洋产业增加值

12 364．81亿元，2007年达到24 929亿元，实现

海洋产业增加值14 844亿元，到2008年上半年

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3 241．6亿元，实

现海洋产业增加值7 840．36亿元。在过去的20

年内，全国海洋经济产值年均增长率接近20％，

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

等各个领域的快速成长，成就了海洋经济为沿

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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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洋产业在发展中的问题依然存在

根据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 4754—2002)的三次产业划分原则，海洋三

次产业划分如下：海洋第一产业包括海洋捕捞、

海水养殖和海洋渔业服务业；海洋第二产业包

括海洋油气业、海洋电力业、海水综合利用业、

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水产品

加工、海滨砂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和

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海洋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

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学研究、教育

及社会服务业等。按照《中国海洋21世纪议

程》的要求，我国将重点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缓解交

通紧张状况，带动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全面发

展；积极发展海水直接利用、海洋药物、海洋

保健品、海盐及盐化工业和海洋服务业等，使

海洋产业群不断扩大#研究开发海洋高新技术，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逐步

发展海洋能发电、海水淡化、海水化学元素提

取、深海采矿，以及新兴的海洋空间利用事业，

不断形成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生长点；逐步将海

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调整为2：3：5，建立

低消耗、高产出的海洋产业结构。

图1表明，在“十五”至“十一五”期间，

我国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比重逐年增加，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比重则逐年下降，而海洋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比重在25．01％～

26．8l％之间上下浮动。该趋势表明我国海洋三

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表现在海洋第二产业有

了明显增长，而传统海洋第一产业比重呈下降

趋势，体现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进程。

但是，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矛盾依然存在。

海洋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偏大，新兴海洋

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传统海洋产业仍处于粗放

型发展阶段，海洋科技投入和储备不足，与世

界海洋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世界海洋

二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8；59：33，美国海洋三次

产业结构比例为2：29：69，而我国2006年海

洋三次产业结构为19．4：18．5：62．1。因此，

改善和优化产业结构，科学、合理地进行产业

图l 2001--2006年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比例

注：海洋第三产业结构比例不包含海洋科学研究、

教育、社会服务业增加值．

布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生产，实现海

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是我国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另外，从海洋经济统计的各种数据显示，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进程是在影响我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速度。但是，对比2001--2006年的海

洋经济统计数据(图2)，可以得出，全国海洋

国内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

增长速度，和全国海洋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增长速度，都落后于同期间

的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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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1--2006年沿海地区生产总值、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以及伞国

海洋生产总值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注：数据根据。2001--200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沿海

地区生产总值、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全国海洋产业与相

关产业增加值，沿海地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按二次

产业分类)”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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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l一2006年，全国海洋国内生产总值占

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持平，2001年

为15．71％，2006年为15．74％。而沿海地区国

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从2001

年的55．43％上升到2006年的63．93％。同时，

同期间的全国海洋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的增长速度，仅保持在8．71％～

10．06％之间。由此说明，我国海洋产业布局也

是存在突出问题的。

4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海洋产业发展思

路的思考

促进海洋产业发展既足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其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或可影响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为

实现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总体思

路，重视科技引领、科技人才培养、建设海洋

生态文明、实行海陆一体化战略四大方面对促

进海洋产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4．1 以科技引领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海洋开发必须走科教兴海之路，采取各种

有力措施，实行科技自主发展战略，推动海洋

科学技术进步，提高海洋开发的生产力水平，

促进海洋科技、教育与海洋开发活动的紧密结

合，推动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一是技术储备，主要是通过高新技术计划，海

洋探测高技术、海洋油气资源、国际海底矿产

资源勘探开发高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等，为海

洋的可持续利用做技术储备；二是技术攻关，

主要是通过海洋监测和预报、海洋水产增养殖、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的科技攻

关计划，提高业务和生产水平I三是先进实用

技术推广，主要是通过科技兴海计划，引进和

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提高沿海地区的海洋开发

水平；四是清洁生产技术，主要是通过产业的

科技计划，改进生产工艺，：开发新技术，节省

资源，减少废物，保证海洋的可持续利用。
t

4．2培养海洋科技人才推动科技能力

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而控制科技进步的是科技人才。21世纪海洋的

竞争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是人们掌握和运用

最新技术能力的竞争。科技兴海的关键在于人

才的培养和使用。随着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海洋从业者的知识和技

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我国海洋劳动者

中科技人才的比例和整体素质，对于振兴海洋

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潜力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海洋人才的培养。在新

兴的海洋产业中和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海洋产

业中需要大量的掌握一定知识水平和技能的专

业人员从事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针对目前海

洋科技体制改革不足的情况，可以考虑在现有

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海洋科技体制创新，充分激

发科技人力资源的活力。

4．3 走生态文明的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展是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宗旨。发展

海洋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人海

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强

调不超越生态环境系统的更新能力，实现海洋

生态的良性循环。其实质是一种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把发展经济看作

是一个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进化

过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是高能耗、

高产出、污染严重的物质文明，而是高效率、

高科技、低消耗、低污染、整体协调、健康持

续的生态文明。因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性、

高效性、和谐性和自我调节是海洋经济发展所

依赖的环境系统，是新时代人海关系和谐的前

提因素。发展海洋经济就是要实现一条从对立

型、征服型、污染型、掠夺型、破坏型向和睦

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闭合型演变的

人海和谐生态轨迹，实现从只追求经济利益的

一维繁荣走向社会、经济、生态、健康、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多维立体繁荣。

4．4实行陆海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战略

整体海洋社会层面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不能

抛开陆地只谈海洋，陆地是海洋的依托，海洋

是陆地的扩展，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有很强的

关联性，因此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离不

开陆域相关产业的支撑和协作。我国是发展中

国家，对海洋可持续利用的需求十分巨大，有

必要从多角度关注国家整体发展(下转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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