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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　本刊上期发表“到 2020年把我国建成海洋经济强国”研究报告的前言部分后,收

到许多热心读者的来信,认为这是一篇有说服力、振奋人心的报告。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刊将陆

续刊发该报告的其他部分,请读者留意阅读。

到 2020年
把我国建成海洋经济强国

——论建成海洋经济强国的条件

张海峰　杨金森　徐质斌(执笔)　刘容子　鹿守本

　　我国拥有辽阔的海洋国土,丰富而有特

色的海洋资源, 海洋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已

有较好的基础,海洋科技和教育发展很快, 具

备了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

(一 )海洋国土和可利用公土

( 1)中国海洋国土范围　中国大陆濒临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省东临太平洋。

大陆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仑河口, 长达

18 000多千米, 滩涂面积 20 779 平方公里,

有海岛 6500多个(台湾省海岛暂缺)。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和我国主

张,管辖海域近 300万平方公里。

( 2)区位条件　中国大陆濒临海域,位于

欧亚大陆东南、太平洋西北,地理位置重要:

——环太平洋经济圈的重要部位。80年

代以来, 环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

速发展, 太平洋西北部的亚太地区是世界经

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这个地区经济生活

国际化不断加强, 正在形成区域合作体制。据

预测,下个世纪将上升为世界经济发达地区,

我国海域处在这个经济密集区的重要部位,

发展环境非常有利。

——全球交通要冲。中国海域是世界十

大航线之一的北太平洋航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经太平洋可达五大洲。近海是东北亚和东

南亚之间的交通要道,连云港、大连等港口群

是两大欧亚大陆桥的东端。海上通道使中国

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起紧密联系。

——对外开放的前沿。中国沿海地区位

置突出,海洋资源丰富,经济技术基础好,劳

动力素质高, 是我国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的

核心地带。改革开放以来,已形成了由深圳、

珠海、汕头、厦门、海南、浦东等特区和开发

区,十几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放半岛和河口三角洲地区等组成的全方

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体系,成为我国外引内

联、双向辐射的轴心地带。

——国防门户和国家统一桥梁。海域是

我国国防前哨和门卫, 在保卫领土完整和领

海主权方面地位重要。海域将大陆与台湾省

从空间上联结起来,在实现国家统一大业中

有重要作用。而领土安全和国家统一,是经济

建设的有利条件。

( 3)依法可利用的公海区域　公海、极

地、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赋存的资源,是国家主

权之外,人类共有的财富,世界各国(包括内

陆国家)都有分享其利益的权利和遵守有关

规范、保护其生态基础的义务。《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规定, 各国有在公海按一定规范进行

科学考察、捕鱼、航行、铺设电缆的权利,按国

际海底管理局章程开采区域内矿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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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一些大国凭借实力,把大量公海资

源据为己有,至今仍有的国家采取保留本国

资源、抢占公海资源的策略。中国作为一个人

口大国,人均海洋国土面积小,应该依法分享

公海的权益,并将其纳入建设海洋经济强国

的条件之中。

(二) 海洋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

( 1)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自然海域跨温

带、亚热带、热带三个气候带,地质营力复杂,

大陆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形,形成入海河

流 1800多条,长度在 100千米以上的 60 多

条,并携带大量泥沙入海。因此,气候资源和

自然景观丰富多彩; 沿海港湾很多, 其中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海湾 160多个;沿海沉积量

大,滩涂宽阔并逐年增长, 年均淤积增长 2. 5

万～3. 5万公顷, 大陆架宽阔, 坡度平缓, 20

米以浅海域 15. 7万平方公里。这就给发展滨

海旅游业、港口运输业、海洋渔业、海水农业

和滩涂土地利用等产业奠定了优越的条件。

但是,中国海域区域性、季节性海洋灾害频

繁,风暴潮和台风的袭击、海水入侵、土地盐

碱化等往往造成重大的损失, 每年因海洋灾

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100亿元左右, 发展中

应重视予以预防。

( 2)海洋生物资源　中国海域已经鉴定

的鱼、虾、蟹、贝、藻等生物品种达 20 278种。

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个海区初级生产力

总量 45亿吨。主要经济渔业种类 150多种,

优势品种 20多种。捕捞品种繁多,但单种生

物量不大,超过 10万吨的捕捞对象更少, 且

多分布于河口、海湾。海水增养殖资源潜势巨

大,可养殖滩涂利用率不足 40% , 15米水深

以浅海域面积利用不足 2%, 单产和增殖水

平也有潜力可挖。

( 3) 海洋港运资源　中国有基岩海岸

5000多千米, 岸线曲折, 岬湾相间, 三角洲河

口众多。其中深水岸段400余千米,可建中级

以上泊位的港址 160多个。万吨级以上的 40

多个, 10万吨级以上的 10多个。有些成组群

分布,与 10多条具备航运条件的大中河流相

接, 有利于发展河海联运, 但分布不均,有些

河口港存在淤积问题。

( 4)海洋游乐资源　中国海岸线绵长,岛

屿众多,跨越温带、亚热带、热带三个气候带,

夏天避暑,冬天避寒,景观多样,物产丰富,具

备“阳光、沙滩、海水、空气、绿色”五大旅游要

素,海洋特色鲜明。加上中国历史悠久,人文

景观分布密度大,民族风情绚丽多彩,使得旅

游资源的多样性、复合性、匹配性都比较突

出。据初步调查, 滨海旅游景点有 1500多处,

其中有沙滩 100多处, 海岸景点 45处,岛屿

景点 15处, 海底景点 5 处, 生态、奇特景点

27处, 山岳及人文景点 181处。海岸带地区

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6个,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 2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0个。

滨海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 但因受资金、交

通、管理等条件限制,景点开发不足 1/ 4。

( 5)海洋矿产资源　中国海域地质构造

多样,矿产资源丰富,矿种多。主要有海洋石

油、天然气和滨海砂矿两大类。石油资源量

245. 6多亿吨,天然气 8. 43万亿立方米。滨

海砂矿有 60 多种, 发现地质储量 15. 25亿

吨, 探明储量 2500万吨,在中沙群岛南部和

东沙群岛东南还发现铁锰结核。

(6)海水化学资源　海洋中最大的资源

是海水。海水中溶存着 90多种元素, 96. 5%

是以水的形式存在的氧和氢, 1%～2%是氯

和钠,其余为镁、溴、重水等等。制盐由于要借

助日照、土质等自然条件,也受这些条件制约,

故通常以盐田计算资源。仅就此项而言,我国

拥有8400多平方公里宜盐土地, 居世界首位。

某些岸段还有较大数量的地下浓缩海水。

( 7)海洋再生能源　海洋能是由于天体

引力、辐射、物质分布势差等引起的在海洋中

发生的动力源。据估算,我国海洋能源蕴藏量

约为 6. 3亿千瓦, 其中大陆沿岸潮汐能 1. 1

亿千瓦,波浪能 0. 23 亿千瓦,温差能 1. 5亿

千瓦,海流能0. 2亿千瓦。海洋能属可再生清

洁能源,但其利用受多种因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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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经济和国民经济总体经济基础

( 1)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旧中国由

于实行海禁政策及社会战乱, 海洋事业凋敝

不堪。新中国建立后,海洋事业开始恢复和发

展。1980年全国主要海洋产业产值达到 64

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 7%。80年代, 海

洋生产力发展迅速,年递增 17%。1991年全

国首届海洋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发展海洋经

济为中心,围绕权益、资源、环境和减灾展开”

的大思路,沿海各省区市也相继提出了建设

相邻海洋国土的新构想,海洋产业产值以年

均 20%以上的速度增长, 1996年我国海洋产

业产值达 2877亿元。盐业、渔业、造船业、海

运业进入世界前列, 为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奠

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新兴产业、二、三

次产业占的比重还偏低,提高产业结构等级、

增强发展后劲的任务极其艰巨。

( 2)海洋渔业　海洋渔业是我国最有基

础、发展迅速、在海洋经济中比重最大的产

业。近年来, 加快了捕捞的技术改造,大力进

行滩涂浅海开发, 海水增养殖业发展迅速, 水

产品加工业得到重视, 外向型渔业显著发展,

远洋渔业出现好势头。1995年已有海洋群众

渔业劳动力 251. 47 万人,渔港 171 个, 机动

渔船 25. 2万艘,其中远洋渔轮 447艘, 1995

年海洋水产品总产值 1159 亿元, 总产量

1439. 13万吨, 是1952年的 13. 6倍。其中海

洋捕捞产量 1026. 8万吨,居世界第 3位。海

水养殖产量 412. 3万吨, 是世界第一养殖大

国,水产品加工折合原料405万吨。水产品出

口 74万吨。海水养殖面积 71. 58万公顷, 比

1957年增加了 11倍。但是近海捕捞强度控

制难度大,养殖面临病害严重、苗种紧缺问题

多,远洋渔业规模尚小,与作为海洋大国的形

象不甚相符。

( 3)海洋交通运输业　建国初期,我国仅

有 6个主要港口, 233个泊位,年吞吐能力仅

1000万吨, 70年代加快了港口建设和船队建

设。80年代以来,加强了深水泊位和现代化

码头建设,并组建了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90

年代以来,针对外贸大发展的需要,加大了大

型专业化泊位建设,远洋运输和集装箱运输

能力显著增强。已形成以能源和外贸运输为

重点,相应发展旅客运输、陆岛运输、外贸货

物吞吐、内贸物资交流、集疏通畅、船舶运力

协调的海上运输体系。到 1995年底,我国共

有沿海深水泊位 460 多个, 运输船舶 4230

艘, 2119 万净载重吨, 交通部直属职工

243. 78万人,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超过

8亿吨。1995年,中国船舶行业主要企业造船

总吨位184万吨, 居世界第三位。沿海港口运

输业营运收入 421. 8 亿元, 客运 5247万人,

货运 4亿吨。

( 4)滨海旅游业　滨海旅游作为一项产

业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

快。沿海各地把发展旅游业当作发展第三产

业、城市建设和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来抓,

服务设施不断改善,初步形成了以城市为依

托的滨海旅游网络。中国已开发或部分开发

的滨海景点、山岳和人文景点 300多处。1995

年,主要滨海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40多亿

美元, 折合人民币 360 多亿元, 旅游人次达

980多万。然而,由于受资金、交通、管理等条

件限制,景点开发不足,旅游产品内部结构不

合理,海外旅客以港澳同胞为主,外国人比重

低,滞留时间短,与发达滨海旅游国家相比还

存在较大的差距。

( 5)海盐和盐化工业　海水制盐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

史。1980年海盐产量即达 1356万吨,居世界

第一位。近年来,生产工艺技术不断改进,机

械化、电气化程度不断提高, 减轻了劳动强

度,保证了海盐质量。全国现有盐田 41. 6万

公顷, 1992年盐区原盐产量 1978. 2万吨,是

1949年的 7. 6倍,实现税收 55 960万元。解

放前, 我国盐化工产品仅 7种, 年产不到万

吨, 目前有盐化工厂 50多个, 产品品种 55

种, 产量 50万吨, 1995年总产值 45. 1亿元。

制盐和盐化工业的发展目前主要受制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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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技术因素。

( 6)海洋油气工业　我国的海洋石油天

然气开采业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通过

对外合作发展起来的。80年代以来,按照勘

探阶段外商独立承担风险、发现有商业开采

价值的油田联合开发的模式, 广泛开展了招

标和双边谈判与合作。截止到 1996年上半

年,共与 16个国家和地区的 60家公司签订

了 110多个合同, 海上钻井 400多口,发现含

油气构造 71个,获地质储量石油 12亿吨, 天

然气 2350亿立方米,已有生产井 161口。原

油产量已突破 1500万吨。但是,无论探明储

量还是产量, 与石油大国相比,与本国资源相

比,都还很小。

( 7)其他海洋产业

——海水淡水和直接利用。技术研究始

于 60年代, 现已进入生产实用阶段,离子交换

摸 1983年产量 20万平方米, 1992年达 40万

平方米。电渗析,反渗透、超滤、微滤均有几十

家企业,年产值 2亿元左右,因成本问题,目前

应用主要限于船舶和岛屿。而海水直接利用,

在沿海缺水城市比较普遍,目前直接利用海水

的企业有70多家,年用水量 60多亿吨。

——海洋能电力。潮汐发电技术基本成

熟,有 8座电站在运行之中,装机容量 6120

千瓦,其中江厦电站居世界第三位,小型波力

发电装置已广泛应用于航标灯, 1990年岸式

波力电站试发电成功。整体看海洋能发电还

未形成规模。

——滨海砂矿。目前开采的矿床30多处,

1990年产量为69. 74万吨,多属中小型规模。

——海洋药物。90年代以来,“向大海要

药”成为医药界一个特别活跃的新领域,全国

各地上市的海洋药物和保健品近百个品种,

形成了数亿元的产值。

( 8)全国整体经济对海洋开发的支持能

力　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7 733

亿元,在 1988年比 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

又翻了一番。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大国的行

列。“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 ,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整

体经济有一定实力,这就有能力为建设海洋

经济强国在资金、劳动力、技术、市场等方面

提供支援。但是,用人均指标综合评价,中国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内地还有许多地区经

济落后,需要沿海地区支援,海洋产业发展主

要靠自我积累。

(四)海洋科技和教育

( 1)海洋科技队伍和研究开发能力　新

中国建立后,海洋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进步,

完成了 60多次综合和专项重大调查活动,包

括国际海底 15 万平方公里区域多金属结核

勘察,极地设站和连续 10多年的考察。国家

海洋局共建立海洋科技档案 3万多卷。1993

年,全国有海洋科研机构 109个,专业技术人

员 13 556人,加其他隶属部门海洋科技人员

共约 3万余人。形成了学科齐全、有一定研究

开发能力的海洋科技队伍。自 1986 年至

1992年,独立科研机构累计承担课题 19 183

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313项,获奖

成果 1628项, 有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

追踪世界科技前沿和促进经济建设中发挥了

巨大作用。但是,中国海洋科技整体水平还落

后于海洋发达国家,技术结构、科技产业化的

能力都有待改进。

( 2)海洋教育能力　80年代以来,中国

海洋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设海洋专业的高校

已有 29所, 中专 25所。海洋教育最高学府青

岛海洋大学下设 8个学院, 24个系部, 52个

本科、大专专业和 30多个成人教育专业。高

校海洋专业每年输送专业人才 800 多名。

1994年中专毕业生 4854名。海洋教育事业

在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 不断调整结构,提高

质量。近 10多年来,成批培养研究生,博士学

位授予权单位 7个, 1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

予权单位 22个。但是,对有海洋社会劳动总

人数 375. 58万人的海洋开发现状来说,海洋

教育的整体能力仍不敷海洋经济事业发展的

需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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