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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沿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预期比较分析

孙瑞杰，杨潇，于保华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７１）

摘要：开发和利用海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缓解资源“瓶颈”、拓展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是

促进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国家和沿海省、市、自

治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海洋经济规划和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在

海洋经济总量、海洋产业的发展重点和产能规模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匹配、不协调的现象，这将

影响到未来我国海洋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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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准确把握海洋经济发展的特征，科学规划

海洋经济发展，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十二

五”以来国家制定实施了海洋经济、海洋事业等

“十二五”发展规划，同时出台了加快发展海洋渔

业、海水淡化产业的指导意见。沿海各级地方政

府也积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依托海洋的区域优

势相继出台了海洋和涉海“十二五”规划。一系

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对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

健康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战略意

义，为加强海洋强国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但是，由于全国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规划缺乏

统筹协调，在海洋经济总量、海洋产业的发展重

点和产能规模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匹配、不协调的

现象，这将影响到未来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应引起高度重视。通过研究分析，笔者认为

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　沿海各地海洋经济预期总量远超全国

的预定目标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关键时期，国家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

总体部署，并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

向，并对海洋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提出客观要

求。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国海洋经济年均

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１６．９％（按当年价格计

算）调整为８％，按此增速计算，２０１５年我国海洋

生产总值将达到５．８万亿元。沿海各地也都在

规划中调低了“十二五”期间海洋经济的增长速

度，但是仍然保持在１０％以上，其中规划增长速

度最快的广西和河北年均增速更是高达２１．５％

和１８．０％，是全国预期年均增速的２～３倍。从

沿海各地海洋经济“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来

看，２０１５年沿海各省、市、自治区海洋生产总值之

和将达到７．４亿元，超出全国预定目标２７．６％。

２　加快化解海洋船舶工业产能过剩

海洋船舶工业是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展壮大海洋船舶工业，是提升我国综

合国力的必然要求，对加快海洋开发、保障战略

运输安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

义［１］。新世纪以来，我国船舶工业抓住难得的市

场机遇，取得了显著成就。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印发

《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了船舶工业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揽

子政策措施，极大地鼓舞了海洋船舶工业积极应

对国际航运市场萧条带来的严峻挑战的信心。

在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市场开始萎缩的情况下，我

国船舶工业却得以超常规发展。２０１０年造船完

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５４．６％和

９０．０％，首次成为世界第一船舶制造大国。从海

洋船舶工业发展实际来看，我国虽然有效地应对

了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和国际航运市场萧条给我

国船舶工业带来的严峻挑战，但是产能过剩的风

险日益凸显。２０１０年我国造船能力６０５０万载

重吨以上，是《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２０１０

年建设目标（２３００万载重吨）的２．６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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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二五”之后，全球船舶运力和建造能

力过剩、造船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依然没有

改观。国际航运和造船新规范、新公约、新标准

密集出台，船舶产品节能、安全、环保要求不断升

级。节能环保船舶、高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

等高端产品逐渐成为新的市场增长点。为此，围

绕技术、产品、市场的全方位竞争日趋激烈。而

我国船舶工业创新能力不强、高端产品薄弱、配

套产业滞后等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产能

过剩矛盾更加严重。为此，国家出台了《船舶工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工业转型升级规划》《高

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

鼓励现有造船产能向海洋工程装备领域转移，通

过推进船舶产品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

加值船舶和配套设备来促进海洋船舶工业转型

升级，逐步化解过剩的产能。但是，目前来看效

果并不明显，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我国船舶产能利

用率仅为７５％。分析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

面就是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过分倚

重投资拉动经济，依然继续加大船舶制造投资力

度造成的。根据沿海地方规划的不完全统计数

据，２０１５年我国造船能力将达到９０００万载重吨

以上，是《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２０１５年

建设目标的３．２倍，地方政府庞大的规划发展目

标很难有效控制船舶工业投资冲动产能。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

作重点，接连发布《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

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和《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矛盾的指导意见》，强调在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

力的同时，引导海洋船舶工业转型升级，同时鼓

励现有造船产能向海洋工程装备领域转移。因

此，应尽快出台海洋工程装备生产行业准入标

准，形成产业“准入制度”，保证产业的发展质量，

提高海洋工程装备企业竞争能力。切实发挥政

府的宏观调控和协调作用，避免相关企业一哄而

上，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

３　警惕沿海各地海洋电力业蜂拥而上

与陆地风电相比，海上风电的资源量多，品质

好，且清洁环保，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目前已成为国

际风电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我国在推进海上风

电发展和管理方面，开展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海

上风电发展规划、管理规定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有

力地加快了海上风电开发的步伐。２００９年４月，国

家能源局发布了《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工作大纲》，

要求对沿海地区风能资源进行全面分析，初步提出

具备风能开发价值的滩涂风电场、近海风电场范围

及可装机容量。２０１０年１月，国家能源局、国家海洋

局联合下发《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规

范海上风电建设。２０１１年７月，国家能源局和国家

海洋局又联合发布了《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

办法实施细则》。虽然短期来看，在远岸建设海上风

电会增加相关成本，但考虑到近海海域进行其他开

发建设的机会成本，有助于实现长期的社会、经济、

环境等综合效益，也有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在

上述政策的引导下，我国海上风电快速发展。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底，我国已建成的海上风电项目包括上海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项目、江苏如东潮间带海上试验

风电场等，已开展前期工作和拟建的海上风电项目

约有２４个，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

和广东等地。

“十二五”期间，我国海上风电将进入加速发展

期。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风电

将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新生力量继续获得大力发

展，规划到２０１５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５００万ｋＷ，

而到２０２０年海上风电装机３０００万ｋＷ。但是，

根据沿海地方规划的不完全统计数据，２０１５年我

国沿海地方的海上风电规划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１８０万ｋＷ，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５年发展目标的２．４倍，而沿海地方２０２０年的

规划目标只有２２８０万ｋＷ，又比可再生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小１／４。由此可见，我国的海

上风电项目存在“十二五”期间“蜂拥而上”的局面，

沿海地方政府没有根据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统筹

部署，合理有序地安排各自“十二五”和“十三五”海

上风电项目，只注重眼前利益而没有惠及长远利

益。因此，我国应建立高效的海上风电相关部门协

调管理机制，加强国家和沿海地方发展规划的衔

接，形成合力推动海上风电业平稳有序发展。

４　沿海港口投资过度引起的资源闲置不

容忽视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沿海港口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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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和运输能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沿海港口

达到１５０个，泊位达到５５３２个，基本建成了布局

合理、配套设施完善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形成了

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和西

南沿海五大港口群［３］。２０１２年，全国沿海港口

完成吞吐量６８．８亿ｔ，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２７．９亿ｔ，全国亿吨大港达到１９个
［４］，在居全球

货物吞吐量前１０名港口中我国大陆占有７席
［５］。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１．６亿标准箱，占全球集装箱

贸易量的２２％，并拥有全球前１０位大集装箱港

口中的６席。但是，伴随着近年来我国沿海港口的

大力建设，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

出台了大规模刺激措施，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新

增港口设施陆续投放市场，我国沿海港口已经显现

出盲目建设、吞吐能力初步过剩的隐患。

据中国港口协会统计显示，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沿

海各区域的港口集装箱产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富余，

其中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集装箱码头利

用率仅在７０％左右，而东南沿海区域的形势更为

严峻，利用率仅为４０％。２０１０年全国６０个集装箱

码头只有９个集装箱码头的每百岸线通过量超过

２０万ＴＥＵ，而有３６个码头的每百岸线通过量小于

１０万ＴＥＵ。目前我国４５个主要集装箱港口中，利

用率低于７０％的有２１个，低于４０％的有８个。

沿海港口现实吞吐能力过剩，固然会影响港

口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更为严重的是沿海港口建设

规模盲目扩大的趋势没有放缓的迹象。《全国海洋

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２０１５年，我国沿海

港口货物吞吐量将达到７８亿ｔ，集装箱吞吐能力将

达到１．９亿标准箱。而从沿海各个港口发展规划

来看，根据交通运输部批复的１８个沿海大型港口

发展规划和相关港口规划资料得知，２０２０年吞吐

能力将达到９５．８亿ｔ，相当于全球现有吞吐量的

１／２。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３亿标箱。相当于全球

现有吞吐量的５７％，沿海不少港口试图通过大手

笔，编制“大规划”，谋求“快发展”。如山东日照港

规划４．３亿ｔ的吞吐能力，浙江宁波港规划８．９亿ｔ

货物和３０００万个集装箱的吞吐能力，深圳港规划

４亿ｔ货物和７０００万个集装箱的吞吐能力。全国

沿海港口规划的总盘子和具体港口规划的盘子普

遍偏大，势必造成港口资源的浪费。一旦这些在建

及待建的港口全部投入使用，供需失衡的局面将进

一步加剧。这不仅会造成投资的浪费，加剧区域港

口抢资源、抢市场、抢腹地的恶性竞争，同时也会使

珍贵的岸线等海洋空间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加剧

行业用海矛盾，带来诸多生态环境问题。

５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全国和沿海各省、市、自

治区高度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均提出了海洋经济

增速、海洋经济总量、海洋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的

发展目标和指标，但是由于缺乏统筹协调和统一部

署，导致沿海省、市、自治区海洋经济发展目标之和

远超过全国既定的发展目标。同时，海洋船舶、海

洋电力、沿海港口等海洋和涉海产业出现不同程度

的产能过剩。为此要引导我国海洋船舶工业紧跟

国际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定位，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鼓励现有造船产能向

海洋工程装备领域转移，同时出台海洋工程装备生

产行业准入标准，提高海洋工程装备企业竞争能

力。海洋电力方面要根据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部

署，合理有序地安排各地海上风电项目建设，统筹

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切实发挥政府的宏观

调控和协调作用，避免相关企业一哄而上，建立高

效的海上风电相关部门协调管理机制，形成合力推

动海上风电业平稳有序发展。加强各个港口规划

和全国沿海港口规划的衔接，合理控制各个港口的

投资规模，避免盘子铺的太大导致珍贵的岸线等海

洋空间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避免行业用海矛盾的

加剧和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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