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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

海洋资源的科学开发

孟庆武1，任成森2
(1．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所青岛26607l；z．蓬菜市海洋与渔业局蓬莱265600)

摘 要：海洋资源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洋能源以及海洋空间资

源四大种类。海洋资源要实现科学开发，必须按照各资源的不同属性和特点，灵活运用各

种开发模式和管理模式，才能实现海洋资源的科学开发，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和

山东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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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实现海洋经济

长久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海洋资源的科

学开发。海洋资源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

产资源、海洋能源以及海洋宅间资源plj大种类。

各种类由于其自身的属性不同，开发合理和利

用模式也不尽相同，必须结合各类海洋资源的

属性特点，灵活运用各种科技手段和管理模式，

才能实现海洋资源的科学开发。

l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生物资源主要是指海洋水产资源。山

东近海温度适宜，自然条件优越，因而成为大

量底层鱼及虾类混栖的重要渔场，海域生物资

源种类多、资源量相对丰富，具有经济价值的

各类资源生物有600多种，其中较重要的经济

鱼类30多种、经济贝类30多种、经济虾蟹类

20多种和经济藻类50余种。全省海洋捕捞产量

一度居全国首位⋯。山东渔业水产资源经过了

近几十年的开发，目前面临着渔业资源衰退、

近海环境污染严重等困境。当前，山东省渔业

水产资源的开发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期，

必须明确开发潜力和动力，深化改革，加快创

新，才能实现渔业水产资源的科学开发。

1．1渔业资源开发以养护为主．开展“栽培

渔业”．实现资源管理型开发

山东渔业资源开发在种质和环境方面面临

的压力不容忽视，但是为了长久、省力、稳定

地开发利用渔业资源，根本的还是要保护近海

渔业养护区内的资源，尽快实现渔业从“采捕

型”到“资源管理型”的转变。这就要求要把

增殖渔业作为一个方向性产业来抓，按照海洋

功能区划要求，搞好规划，合理布局，扩大增

殖品种和规模。要创新投入机制，全面实施人

工鱼礁建设，在渤海、黄海海域选择适宜海区

建设人工鱼礁，形成规模的“增殖型鱼礁”“休

闲垂钓鱼礁”“海珍品鱼礁”等，营造鱼虾贝藻

等海洋生物适宜的栖息生长环境，采取放流、

底播等养护措施，人工增殖资源。全面推广贝

藻l训养和立体式养殖，营造“海底森林”“海洋

牧场”，改善海域生态环境∽J。

1．2拓宽资源开发空间．以灵活多变的形式

开展远洋渔业

在近海资源和环境未取得根本性好转之前，

开展远洋渔业，争取更多的资源开发利用空间，

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首要选择。随着经济的发

展，开展远洋渔业的形式也日益多变。如，走

出去和其他国家合资，进行同时经营渔业，即

利用冷冻收购船或冷冻加工船到秘鲁、智利和

西南非等国家海域收购渔获，在船上进行粗加

工或运回国内再进行精细加工上市；或者利用

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鼓励远洋骨干企业在国

外建立生产、运销配套的渔业基地，收购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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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获加工再上市等方式¨J。采取这螳灵活多变

的方式，即充分开发利用国际渔业资源，又为

保护自身的资源提供了时问和空间，保证了在

资源养护期间渔业的发展，这也是许多发达国

家最常用的渔业资源开发策略。

1．3提升科技含量。提高海洋生物资源开发

效率

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除了提高自身素质

外，还要注意引进和吸收国内外海洋渔业科技

成果。不仅要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还要向其他兄弟省份学习各种先进技术和经验，

扬长避短。建立省级海洋渔业工程重点实验室

和区域性试验基地，承接国家和省重大项目的

相关区域性试验、推广任务，促进省内各级海

洋渔业工程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示范

工作以及从事国内外重大渔业科技成果的引进、

开发和技术推广。加快科技创新的同时，还要

加快科技的转化，尤其是在养殖产业中，要以

海水养殖企业为主体，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为依托，高起点、高水平建设海洋渔业工程基

地，应用基因工程技术、良种选育技术、工厂

化育苗技术、设施养殖技术以及网络信息系统、

专家决策支持系统，推广名优水产品种和科学

养殖技术，提高山东海洋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

成果的转化率⋯。

1．4山东海洋生物资源今后的开发利用方向

继续严格实行捕捞许可证和禁渔期制度，

逐步实施限额捕捞制度，控制和压缩近海捕捞

渔船数量，保护和恢复渔业资源和环境；制定

相关政策措施，引导渔民向海水养殖、水产品

精深加工、休闲渔业和非渔产业转移；发展远

洋渔业。紧紧抓住国家扶持远洋渔业发展的机

遇，积极开展国际间双边和多边渔业合作，开

辟新的作业海域和新的捕捞资源；加强海洋渔

业整体规划布局，调锻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结

构，重点发展远洋渔业和海珍品养殖，实现海

珍品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生态化养殖；规范养

殖生产，提高海水养殖的科技含量，逐步淘汰

传统的粗放式养殖方式，减少养殖对海岸带环

境和滨海湿地、沙丘的破坏，利用蕞因工程等

高新技术手段提升海水养殖的竞争力l推动海

洋牛物技术的臆用，加强海洋水产晶精深加．【

产业的发展和海洋保健食品和功能食品的开发

力度。引。

2海洋矿产资源

山东省现已发现各类矿产144种，巳探明

储量的矿产75种，其中能源矿产7种、金属矿

产24种、非金属矿产42种、水气矿产2种；已

发现但尚未探明储最的矿产69种，其中20种已

开采利用。探明储量的矿产地1 483处，平均每

万平方千米94处，为全国平均值的4．2倍。探

明矿石总量约900亿t。渤海沿岸石油预测地质

储30亿～35亿t，探明储量2．29亿t，天然气

探明地质储量为110亿m3。山东海洋矿产资源

开发的指导思想应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

全会和中央、全省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精神，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以维护巩固矿业秩

序为基础，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矿产资源配

置为主线，以保护与合理利用矿产资源为目的，

推动矿业体制改革，转变资开发管理方式，为

山东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蓝色经济区的建

设作出新贡献。

2．1 创新地质勘察工作。扩大后备资源储量

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激活商业性勘

查的投融资体制。运用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

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建立地质勘察基金，

集中运用这些资金加强区域地质、区域矿产和

环境地质等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对找矿前景

好、经济价值大的矿产应加大资金的有效投入，

以查明远景，圈定靶区，为商业性矿产勘查提

供可靠的基础地质资料。建立宏观调控与市场

机制相结合的投融资体系，鼓励企业通过上市

发行股票和债券等形式多方筹集资金，允许企

业从税前收入中扣除所有地质勘察的投资。建

立矿山企业勘查补偿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

推进地质资料的社会化服务，营造国际跨国公

司和省外企业参与探矿的外部环境，为山东省

矿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后备资源储量。

2．2 制定激励政策。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在深入矿产企业调研的基础k。制定切实

可行的、在经济卜激励矿产企业提高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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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政策，建立起企业自觉自愿、政府引导监

管的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新机制。同时要加大

科技投入，加强对贫矿、难采难选及伴共乍矿

综合利用的技术研究，提高综合利用率。加强

建材矿产的深加r=研究，提高产品档次和市场

竞争力。大力发展煤化工，推进煤液化、气化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生产洁净能源；加强高硫

煤脱硫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以充分利用这些

资源。

2．3强化动态监管。运用经济机制遏制浪费

资源的势头

健全县、乡资源管理机构，提高管理人员

素质，加大对矿产企业监督检查力度，杜绝乱

采滥挖等破坏、浪费资源的行为。强化矿产勘

查、开发和储量的动态监管，完善动用储量申

报和报销矿产储量审批制度。实行矿产资源补

偿费征收与储量消耗挂钩，改变从价计征、征

收管理不到位和计征依据监管弱的局面，从经

济机制上遏制浪费资源的势头。对采矿破坏的

地质环境，严格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进行修复，完善环境规划体系。

2．4对内加强资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对外扩

大国际交流合作

要加强资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建立资

产运营能力分析机制，做好资产运营分析工作。

聘请熟悉国内外油田资产管理的中介机构，结

合油田实际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资产经营考核

机制。进一步减少无效资产，降低低效资产，

优化资产结构，精干资产存量，不断提高资产

使用效益。利用先进管理技术，引进国内外科

学的油气资产管理经验。以优化增量盘活存量

提高质量，降低总量为原则，确保国有资产的

保值与增值。通过加强油气资产管理水平、提

高油气资产的利用率来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从而

提高企业在国内市场以及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时为了保障我国经济发展，避免受制于人，

必须降低原油进口集中度，扩大国际交流与合

作，拓宽原油进口的渠道，增加原油进口来源

的多元化程度。除了巩固传统的进口渠道以外，

还应该积极开发新的合作伙伴，发展对外投资，

在海外投资自己的资源基地。

3 海洋能源

海洋能源的开发，主要是利用海洋能进行

发电。由于海洋能研发、生产投资成本高，短

时间内难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因此，在沿海大

多数地区海洋能源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过，

随着油价的高涨与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家现在

已非常重视海洋能的开发与利用。2007年海洋

电力业全年实现增加值5亿元，比2006年增长

17％。山东省海洋电力以海洋风力发电为主；

对于潮汐能的开发技术比较成熟，已进入技术

经济评价和工程规划阶段；波浪能与潮流能的

利用处于示范阶段；海水温差能的利用正在进

行工程性研究；海洋盐度差能的利用，仅处于

原理研究阶段。由于海洋能巨大的储量和环保

的特性，随着科技的进步，海洋能必将成为今

后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能源来源之一。因此，山

东省海洋能的开发势在必行[6]。

3．1继续加大海洋风能的开发．拓展海上风

力发电空间．加快海洋风力发电业发展

步伐

山东省海洋风能的开发目前正进行得如火

如荼。长岛海洋风场、荣成海洋风场和即墨海

洋风力长廊的建设，标志着山东省海洋风电已

进入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成为海洋电力业的支

柱产业。由于山东省海洋风力发电场的建设，

多为近岸陆上或岛上风电机组建设，随着风力

发电业的快速发展，陆上风机总数逐渐趋于饱

和，拓展海上风力发展空间，建设海上风力发

电场将成为未来山东省海洋风电业发展的重点。

但是，目前山东省尚缺乏海上风电建设经验，

并且我国海上风能资源测量与评估以及海上风

电机组国产化刚刚起步，海上风电建设技术规

范体系也亟须建立。海上风电场的发电成本与

其经济规模有关，包括海上风电机的单机容量

和每个风电场机组的台数，机组的大规模生产

可降低成本。因此，山东省海上风电场的建设，

必须通过结合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对海上风电

有关技术进行专题研究。逐步建立海上风电的

技术标准体系，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上

风电机组设计和制造技术，为海上风电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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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创造条件。

3．2稳步推进潮汐发电业的发展，形成山东

海洋电力业的第二龙头

山东省早在1970年起，就在乳山先后建起

了金港潮汐发电站和自沙口潮汐发电站，为发

展乳山的工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白沙口潮

汐发电站当时是我国最大的潮汐发电站，现居

国内第二位。金港潮汐发电站由于缺乏修建技

术经验，加之发电机质量差，工程管理不善，

多次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运行，至1973年报

废。尽管如此，两座潮汐发电站的建立仍为开

发我国的海洋潮汐能源积累了宝贵经验，更为

我国后来的潮汐发电业积累了大量数据。山东

省既具有两座潮汐电站的建设经验，同时又有

良好的潮汐站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沿海

将不断地有更多、更大的潮汐电站建成，而山

东省的潮汐发电业也将走向逐渐稳步发展的道

路，成为山东海洋电力业的第二龙头。

3．3利用海岸优势。实现波浪能和海浪能等

其他海洋能利用技术的突破

海水的波浪运动可产生十分巨大的能量。

但是波浪能转换成电能的中间环节多，效率低，

电力输出波动大，如何把分散的、低密度的、

不稳定的波浪能吸收起来。集中、经济、高效

地转化为有用的电能，其装置能够承受灾害性

海洋气候的破坏，实现安全运行，是当今波浪

能开发的难题和方向。目前，山东省对波浪能

的利用走在全国前列，已经建有青岛即墨

30 kw岸边摆式波浪发电站和鳌山卫镇大管岛

“100 kW摆式波力发电站”。随着波浪能发电站

的建立，山东省势必能够利用海岸优势，实现

波浪能利用、海浪发电的突破。除了海洋风能、

潮汐能和波浪能外，海流、海水温差和海水盐

差等都蕴含着巨大的能赜。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这些能虽都将逐步被开发利用，形成完整

的海洋能源开发体系。

4海洋空间资源

海洋空间资源是指由海上、海中和海底组

成的可供人类生产利用、生存发展的窄间资源。

海洋空间资源的利用领域包括交通运输空问、

海j：生产空问、海底通信、电力输送空问和供

人类，￡活娱乐的空间。人类开发利川海洋空间

资源，已从传统的交通运输扩展到工业生产、

通信、电力输送、储藏、科学文化和乍活娱乐

等i者多领域。山东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主要集中在港口运输、海洋工程以及围海造地

等方面。山东省开发利用海洋空间资源，要以

海洋经济发展为导向，以改善人们生存环境和

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为目标，以海洋工程技

术为支撑，以港口建设、海上城市、海底隧道、

海上乐园、海上工厂建设为主要任务，以提高

海洋空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核心，加强海域

综合管理，注重环境保护，加快海洋空间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

4．1合理制定山东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总

体规划。加强统筹管理

制定出台山东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明确开发利用的目标、方向和重点，并

使之与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渔业发展规划、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和协调。加强海洋空

间资源开发的统筹管理，促进海洋空间资源合

理有序开发与利用，确保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环境效益最大化【7j。

4．2建立健全促进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

政策法规

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相关促进海洋空间

资源开发的政策法规，形成相对完善的政策法

规体系。制定优惠政策，在税收、人才、财政

补贴和海域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和便利。鼓励

和扶持企业和个人合理开发和应用海洋空间资

源。制定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条例，对海洋

空间开发利用进行规范和管理。

4．3实施环境保护战略。加大海洋环境保护

力度

在海洋空间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加强环

境保护。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得益彰。所

有海洋空间工程都要进行环境评估，不符合条

件的项日嚷决不能上马。对于已上马且对环境

造成污染的，要坚决取缔或恪改．使之达到环

评标准。通过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使人与自然

实现和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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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东海洋资源科学开发的总体思路与

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山东海洋资源开发经历

了长久的粗放型、掠夺型开发，尽管目前难逐

步向集约型、养护型转变，但仍面临着资源衰

退、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困境。建设蓝色经济区，

首先应实现海洋资源的科学开发，才能为山东

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潜力¨J。结合以E

对各类海洋资源开发模式和方式的论述，可以

概括出山东海洋资源科学开发的总体思路与指

导思想如下。

S．1适度开发、合理利用、科学管理，实现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有些足可再生自然资源，如海洋

生物资源。可再生资源在现阶段自然界的特定

时空条件下，依靠其种源，能持续再生更新，

繁衍增长，保持或扩大其储量。但一旦开发不

当，或者过度开发，就会造成种源消失，该资

源就不能再生。因此要求科学的合理利用和保

护物种种源，适度开发，科学管理，才可能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海洋资源中的各种

矿物、岩石和化石燃料，例如泥炭、煤、石油、

天然气、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等，与其他资

源相比，再生速度很慢，或几乎不能再生。这

种资源更需要合理规划，科学管理，争取为篮

色经济区的建没做好资源和能源保障。

S．2加大科研投入．提升科技含量。加快科

技创新脚步。提高资源开发利用能力

海洋资源的开发，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

人类开发海洋从最早的“舟楫之便”到当今全

面利用海洋资源，其开发利用能力每一次的提

升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然。加快科技创新脚

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科技含量，一

方面提高对已开发资源的利用质量，如发展水

产品深加工业，海洋生物制药业，提高矿物冶

炼、利用等级等；另一方面对于未开发的海洋

资源，要加快研究步伐．提高开发、开采能力，

如大洋矿藏的勘探与开采、深海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等。科技的提升，不仪仪是应用技术等

“硬技术”的提高，还应该包括管理科学、制

度、体制等“软技术”的完善。科学的管理、

合理的规划、完善的制度，才能使科学技术落

到实处，发挥力量，全匝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

能力。

5．3 加强国内、国际合作，引进先进经验。

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当今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

家乃至一个地区封闭，就意味着落后。山东海

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加强与兄弟省份间的交流合作，优势互补，共

同开发，实现双赢的局面。同时也要加大国际

合作的力度，引进国外先进生产和管理经验，

实现资源的科学开发。但要注意的是，国际间

的合作，要始终将国家的权益放在第一位，决

不能为了某一地区的发展和开发而牺牲国家的

利益。对于有争议地区的资源和公海资源，要

以国际法规为指导，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部分资源来寻求合作，恰

恰相反，应争取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维护我

国应得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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