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

海南海洋经济区产业结构优化探讨

常红伟

摘要文章通过对海南海洋资源与产业现状的调查，结合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状况的关系，利用层次分析法，

分析和探讨了海南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次并作出了排序，然后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提出了一些对策及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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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海南省拥有海岸线总长

1 618 km，辖有200万km2海域面积，拥有着其

他省市所不具备的宝贵资源：环本岛港湾84个，

拥有洋浦、海口、清澜、龙湾、三亚、八所等一批深

水良港；海域油气资源丰富，总资源达到300亿t

油当量，居全国各海区之首；近海拥有渔业资

源600余种，西、南、中沙海域鱼类1 000余种；

共有风景名胜资源241处，发展热带滨海和海

岛度假休闲旅游潜力巨大；滨海砂矿资源也十

分丰富，其中钛铁矿、锆英石储量分别占全国同

类矿产储量的1／4和1／3以上，等。然而，由于种

种原因，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

态。据统计，2004年海南省海洋经济总产值为
一二

jiii 286．83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的2．2％。海
i墨董誊

ijii。“『i南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海洋经济小省、弱省。因
ji曩ii

iij i：i此，海南海洋经济亟须结合现在的实际，走一条
““j薯

iii发展与保护两手抓的开放型可持续发展之路，
；|||iii i

誊薯i¨i 。 。。．

萎ij蠹ii黑i i蔓参蓦¨|。≤毫i：；；：{≥i章量量；；{!i翌 董器=蠢童誊i誊

以促进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

一、海南海洋经济区资源概况

海南省海洋资源如海洋渔业、海洋油气、海

盐和滨海砂矿、海洋旅游、海洋运输等资源都

极为丰富。

海南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其优良渔

场有北部湾渔场、清澜渔场、三亚渔场、西中沙

渔场和南沙渔场。南海海洋生物品种繁多，海

洋鱼类1 000余种，其中主要经济鱼类80余

种，虾类17种，贝类700余种，经济贝类150余

种，经济藻类162种等。

南海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储藏区之一。在

海南省所辖海区，已发现有六大盆地，含油气

构造200余个，油气田180个。经初步估计，南

海的石油地质储量大致在230亿～300亿t，

约占中国总资源量的1／3，已经被列为国家十

   



大油气战略选区之一。

海南有良好的海盐生产区。海南省西南部和

南部岸段日照时间长、气温高，年平均蒸发量一

般为2 300～2 500 mm，是华南地区海盐生产条

件最好的地区。莺歌海盐场是中国三大盐场之

一，盐场面积约22 km2，是华南沿岸最大、晒盐条

件最佳的盐场。

滨海砂矿储量大。海南是我国滨海砂矿资源

储量富集的地区之一。目前已在海岸带地区查

明固体矿产地47处，其中，钛铁砂矿、锆英石和

石英砂矿的探明储量居全国首位。这些矿产矿种

多、储量大、质量好，分布集中，矿位交通便利，

易于开采。

海南热带海岛景观甲天下。海南省海洋旅游

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海岛旅游休闲

度假区和避寒胜地，其213的海岸线为热带砂质

海岸，热带滨海旅游景点达100余处。其南部的

三亚市，12月至次年2月平均气温20．5℃～21．6。C，

是我国冬季避寒的胜地。

海南海洋运输区位条件优越。海南有着众多

的天然良港，发展海洋运输业具有明显的区位优

势。目前全省有大小海运港口10余个，总泊位

68个，码头总长约6 500 m。海口、马村、洋浦、八

所等4个港口拥有万吨级泊位14个，货物总吞

吐量1 500余万t。

就海洋面积和海洋资源来说，海南是“海洋

大省”。但是，就海洋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海南

又是海洋经济小省、弱省。2003年海南省海洋经

济的总产值只有200余亿元，而广东、浙江这些

沿海省都是1 000余亿元。与其他沿海省份相

比，海南海域比国内其他7个海洋大省都大得

多，论海洋经济实力，海南则是恰恰相反。

二、海南海洋经济区产业开发利用现状

1．产业情况

与临海各地区相比，从资源上来说，海南的

溺沿海都市

油气资源、渔业资源、旅游资源都名列前茅，但

是海南的GDP和海洋经济总量却是全国最小

的。尽管近年来海南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但是

经济总量总是踯躅不前，这说明海南在某些方

面需要调整。海南海洋产业结构不甚合理：新

兴产业规模较小；在目前海南的整个海洋产业

中，以海洋水产业为主，占了约80％的比重，而

第三产业却仅占了10％左右。而在海洋经济比

较发达的如广东等地，2005年海洋产业结构为

17：31：52。

图1

为了形象地描述海南海洋产业结构的特点，

在此采用“三轴图”法，即在平面上选原点0，在

原点引出三条两两相关成120。角的射线，分别

记为x。、x：、x，轴(如图1)，这三轴的尺度均为

三次产业的百分点，则xi(x，+x：+x，)=100，把三

次产业的比重分别点在xi轴上，一次得到A、B、

c三点，把A、B、C三点相连接，就得出一个该年

度的结构三角形。从三角形的形状可以看出三次

产业的分布情况。

把历年的三次产业比重，一次绘在同一张图

上，则可看出三次产业变化状况。每个三角形均

有各自的重心。把每年的重心求出，则可动态地

看出海洋产业结构变化的状况，因此，重心轨迹

就是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轨迹。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地区经济的

   



发展，总是首先发展第一产业，并且是第一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

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在向高一

级发展的过程，但是只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小

于第一产业，就仅仅是量的变化，只有当第二

产业超过第一产业，才能认为产业结构发生了

质的飞跃。为了反映产业结构质的变化状况，

把“三轴图”的x，和x：轴，作为平面放射坐标

系的坐标轴，则平面上的任何一点可以用放射

坐标，把“三轴图”的三角形120度夹角平分，

共平分线把平面分成6个区域，即区1一区6。

就是说产业结构重心从第1区进入第6区，与从

第1区进入第2区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只不过第

三产业较第二产业发达。因此现阶段海南海洋经

济区产业仍处于低级阶段，尚未进入高级阶段。

同时，还说明，海南海洋经济区的产业，无论是

第一产业或是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仍处于利

用海洋自然资源为主的阶段，无论是水产业、石

油开采、滨海砂矿以及旅游、港口等均是利用自

然资源为主的产业，同时也了解到海洋第三产业

中的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的发展，快于第二产业的

发展。

表1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三次产业结构根据其大小顺序可能出现下列6

种情况(见表1)，重心落在哪一个区域，与x，、

x：、x，的大小顺序相对应。根据三角形重心位

置的变化，就可以判定产业结构是否发生了质

的变化。当重心位置在同一区域内变化时，x，

的顺序不发生变化，表明产业结构未发生变

化，而当重心位置有跨区域的变化时，就表明

x。大小顺序该变了，这就意味着产业结构发生

了变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即产业的重心最终

落在第4区域。有两种方向达到第4区域，一种

是由1区经2、3区达到4区；一种是1区经6、5

区到达4区，这两种方向均能达到4区，但其产

业结构将是有所差别的。下表为海南海洋经济区

产业结构的重心轨迹变化演进过程。

表2海南海洋经济区产业结构演进过程

从表2可以看出，海南海洋经济区产业

2000--2003年期间的重心均落在第6区域，也

2．原因分析

一是海洋资源开发科技含量较低，制约了国

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一个地区如想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就必须掌握最先进的科学及技术。纵观世

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史，都是由于技术的核心竞

争力使得本国经济实力迅速攀升。如日本在二

战后短短的二三十年里一跃成为世界大国，正

是由于其对技术人才的培养。目前，海南海洋

经济发展的科技水平偏低，海洋资源开发与利

用仍停留在粗放式和资源掠夺状态，以海洋资

源为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尚未形成。传统海洋

资源开发的科技水平不高，如：海洋渔业捕捞

技术仍是传统的渔具，导航技术，探鱼和通信

设备比较落后，渔船尚未全部机动化；80％的渔

船为破旧小船，只能在近海作业，对近海渔业

资源破坏不容忽视；水产品加工能力仅占总量

的1／5；渔业产业化程度、产品附加值不高；海洋

卫星遥感技术，深潜技术，近海资源开发技术，

海洋农牧业化技术等还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

平。在海水利用方面，主要产业是制盐业，滨海

   



砂矿利用率，海洋能的利用率较低，新兴产业

规模较小，未来产业几乎为零。从海水中提取

和其他有重要价值的产品则较少，开发利用技

术落后和效率低下，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

了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是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海南海洋经

济的快速发展。

海南的海洋产业的开发起步晚、基础差，新

兴的海洋产业的比重较小，未来产业几乎是空

白。海洋产业几乎都以初级产品上市，产品档次

低，市场有限，产业效益也较低，出口产品几乎

都是粗加工或以半成品方式进行贸易，整个海洋

产业基本上都处于初级开发阶段，产业链有待延

伸。据了解，海南省每年水产品总量的一半以上

是出口或者是运到内地，且供不应求。2004年，

农业部在海南省抽取4批样品进行检测，其合格

率达到96．3％。据2004年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的有关统计，全年水产品产量达137万t，比上年

增长11．3％，渔业总产值达115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10．9％，水产品出口突破4万t，创汇收入

1．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9％和20％。但海

南省水产品加工总量和水产品原料总量却极不

适应。据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数据统计，

2000--2003年水产加工品总量分别占当年水产

品总产量的22．5％、21．0％、22．5％、21．7％。而在

水产加工品里，每年冷冻水产品分别占74．0％、

74．9％、77．1％、81．7％，深加工水产品仅占少部

分，不足20％。

三是思想解放不到位，错过了最佳时机。

白海南建设成特区以来，中央曾赋予海南

省一些特殊政策，然而由于思想解放不到位，

致使中央赋予海南的政策优势和体制优势并没

有在最佳机遇期内充分发挥出来。最典型的就

是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是国内最早提出让外

商投资成片开发的地区，但由于陷入“爱国”与

“卖国”的争论，错过了吸引外资的最佳时机，

鏊沿海都市

变成了令中央与海南省为之头痛的“最大半拉

子工程”。而浦东、大连、苏州等一批经济开发

区都在洋浦之后相继发展起来，成为当地经济

发展的龙头。还有在海南刚成立特区的最初几

年，海南吸纳海内外资金400亿余元，然而投资

导向失误，使得大批资金一齐投向房地产开发

狂潮，形成了“经济泡沫”，致使海南的资源优

势没能“开发”成为经济发展实力，最终使得海

南海洋经济后劲疲软。海南大学张本教授认

为，如果建省初期把积压在房地产的400亿余

资金用一半或者1／4来发展渔业，到2002年海

南的海洋渔业起码是500亿～1 000亿元，效益

就会比现在增长几十倍。

3．结果分析

以上说明目前海南省海洋开发仍停留在较

低的技术水平和发展阶段。因此在现阶段，调

整海洋产业结构，选择最具有潜力的海洋产业

作为主导产业，并且加强海洋综合开发，是实

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对海洋的

开发要适度，要同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

调，同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和提高海洋经济效益

相结合。

三、海南海洋经济区产业开发重点

要实现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

客观规律。要大力开发海南海洋经济区，主要

依靠大量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而海南原先经济

基础较差，要在全省全区全面大规模建设是不

现实的，必须选择最具优势和最具发展潜力的

产业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海南开发的重点，来

推动本区经济的发展。为了定量的分析海南海

洋经济的相关产业，在此引入了层次分析法的

概念。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是将决策总是有关的元

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

   



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是美

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

年代初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它通

过把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要达到的目标及其影响

因素，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根据对客观

现实的分析，对每一层次的各大类的相对重要性

加以定量表述，并按照因素间相互关联影响以及

隶属关系的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

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

确定海南岛海洋经济区的产业主次顺序这

个目标的这个基本思想就是要充分，合理的开

发，利用该区海洋资源优势，最大限度的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以获

得最大的综合效益。因此，确定海南岛海洋经济

区海洋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是层次分析法中

最高层(A层)；第二层次(B层)主要考虑资源因

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第三层次

则从上述4个方面具体选择了17个因素，这些

因素与海洋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四层次则把

日标层(A) 海南海洋经济区产业发展重点

准则层(B)

制约层(c)

方案层(D)

海 海 海

耋 鋈 翥
业 通 气
D。 业 业

D3 q

海南岛海洋产业在21世纪重点发展的部门做出

了排序，如图2所示。

资源、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决定着四个因

素的17个因素中，有一些指标难以用精确数值

来表示，在此根据专家意见，采用1～9及其倒

数的通用比率评价标准，确定一个接近实际的重

要性权值。

2．产业发展方向与重点排序

按照层次分析法，得到第二、三、四层次总排

序，如第二层次中，资源、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权

重如表3所示。

表3准则判断矩阵

与此类似，我们可以画出c层因子对B层

因子和D层因子对c层因子的判断矩阵，然后

对各判断矩阵球最大特征之和特征向量，并对他

们进行满意一致性检测，如果满意一致性检测即

c．R小于0．1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个判断矩

阵合理。由于计算过程太过繁琐，此处略去。仅

给出D层对A层因子的相对权重，其排序如(表

4)所示。

表4

产业部门 权重 产业部门 权重

海洋渔业 O．195 1 海盐及其化工业 O．102 4

海洋油气业 O．164 5 海洋船舶工业 O．100 0

海洋交通运输业 O．158 6 海洋生物医药业 O．093 3

滨海旅游业 0．137 0 海水淡化业 O．050 1

3．结果分析

因此，通过以上计算，可以明确地看出海南

海洋经济区的重点海洋产业是海洋渔业，海洋

油气业，海洋交通运输和滨海旅游业等。因此，

今后海南应形成以海洋渔业和海洋油气业为先

导，以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为骨干的

产业群。

海水淡化产业风

海洋海盐及其化工业珥

海洋生物医药业砭
海洋船舶工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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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南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面向21世纪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入研究海

南海洋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吸

收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立足区情合理开发利

用，科学保护海洋资源和有效实施海洋资源的开

发已经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加快海洋经济发

展，有利于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结构

的提升和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增强资源保障能

力，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提高海洋经济的科技

含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倍数效应，再

加上海洋环境、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海洋经济

的发展对科技进步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应加

强深人实施“科技兴海”战略，优化海洋科技、教

育资源配置，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高

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个中心环节。同时努力培

养和引进高科技人才，加强对入导航技术、卫星

遥感技术等的开发利用，加强对传统渔船的改造

创新发明新渔船，逐步使之能获取更深、更远的

海洋资源。促进海洋综合发展，从整体上提高其

水平和效益。

2．立足本省优势，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根据以上比较和计算，传统海洋产业仍然是

海南海洋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海洋

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仍是海洋资

源中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这些产业将能长期持

续存在。新兴海洋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其

地位与作用将越显突出。应逐步在发展传统海洋

产业的同时，加速发展新型产业，努力缩小与其

他地区和世界的差距。

3．重视海洋环境保护，走生态优化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污

染加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我们发展的目标是在

不损害后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鼗沿海都市

为了有效改变海洋环境污染状况，建议必须严格

执法，加大整治力度，控制污染海洋环境的源

头，如废水、废气的排放，对容易产生“三废”的

企业课以重税，并鼓励采用新型的、无污染或污

染少动环境可以承受的技术，迫使其淘汰耗能

高，污染严重的设备和产业，大力发展清洁技术

和环保产业。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作为新的生存

和发展空间，是生物资源、能源、水资源、金属资

源等的战略性开发基地，并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

质量，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实现海洋区域经

济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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