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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九五 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正式确立了中国今后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以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

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开发海洋产业,保护海洋

环境 被确立为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之

一。 纲要 确立的七个跨省区市经济区域布

局安排中,涉海的就有五个。沿海海洋开发的

社会发展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正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

近 20年来, 我国海洋经济产值一直以两

位数的速度发展, 海洋开发已经成为沿海地区

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跨世纪的发展战略。1996

年,主要海洋产业产值已超过 2870亿元,海洋

产值增加值占全国 GDP 的 2 03%。发展海洋

经济,把海洋开发作为跨世纪的国家经济发展

战略,从海洋中获取日益增多的能源、食物、水

资源和其他资源, 争取 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

为海洋经济强国, 对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制定本纲要的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 也是一个沿海国

家。建设海洋经济强国,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事业一个特别重大的方面。

海洋经济是投入和产出、需求和供给以及生产

作业与海洋资源、海洋空间密切相联的一类经

济事业, 是相对于陆地经济而言的。新中国建

立以来, 尤其是最近 10多年来,国家先后组织

进行了全国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全国

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开展了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 制定了全国海洋开发规划, 参与了国际海

底区域的勘查活动,沿海各省、市、自治区纷纷

提出和制定了开发海洋的战略和规划。这一

切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建设海洋经济强国。世

界海洋学家和政治家都认为 21世纪是海洋开

发的新世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已经于

1994年 11月 16日正式生效, 1996年在我国

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批准通过这一人类历史上

第一部 地球海洋宪法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

语) 。1998年已经被联合国大会定为国际海

洋年,届时将召开联合国海洋特别大会。国际

海洋形势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迫

切需要我们将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基本要点

确定下来, 纳入国家远景规划, 在各项具体工

作中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一项国家战略行动。

二、中国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战略意义

( 1)海洋是中国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证。联合国 21世纪议程 指出,海洋

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

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第

45届联大敦促沿海国家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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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中国从总体上说地大物博,但由于

人口众多, 自然资源人均值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我们以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

22%的人口; 人均淡水资源量占世界平均水平

的 1/ 4; 45种主要矿产资源,进入 21世纪将有

1/ 2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

长,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形势将更加严峻。海洋

是缓解这一压力的重要出路。我国沿海省市

陆地面积占全国的 13 4% , 却承载着 40 2%

相对富裕的人口, 创造出占全国 62%的国民

生产总值, 原因即得益于靠海、用海。海洋是

富藏而开发不足的资源宝库,是人类食物的重

要来源和未来社会物质生产的原料基地,是最

宽阔的世界通道, 是人类新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我国的主张,

享有充分主权的领海 38 8万平方公里, 管辖

海域近 300万平方公里。经略海洋,利用辽阔

而宝贵的海洋国土,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经济

强国,使海洋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重大的新

生长点, 对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

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

( 2) 迎接海洋开发新世纪, 在世界综合国

力竞争中占踞应有的地位。航海和海上国际

贸易,曾先后使某些地中海国家和大西洋国家

成为经济强国, 又与军事力量相结合, 成为它

们推行殖民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的实力基

础。而包括旧中国在内的一些大陆观念国家

则一度沦为它们欺凌和盘剥的对象。本世纪

60年代以来, 美、日、法、英等国开始了现代海

洋开发活动, 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手段, 全面开

发本国海域和公海战略性资源。世界各国、包

括某些内陆国家, 开始重视海洋的战略地位,

加大了海洋开发力度。70年代末,世界海洋产

业总产值约为 1100亿美元 , 1980年增加到

3400亿美元, 1990年达到 6700亿美元。与此

同时, 国际间争夺和维护海洋权益、控制后备

战略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和复杂。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的生效, 标志着新的国际海洋法律

制度的确立和人类和平利用海洋、全面管理海

洋新时期的开始,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

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国也是受益者。但是, 国

际海洋开发新秩序不是一项立法就可以建立

的。即将来临的 21世纪是海洋开发的新世

纪。国家之间的海域边界争端将会增多,控制

出海通道、抢占公海资源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在有利而复杂的新形势下,依法有效地利用一

切可以利用的海洋资源,把中国建成海洋经济

强国,是事关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和国际地位的

重大问题。

( 3) 发展民族海洋文明, 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海洋文明曾经是中华古文明的组成部分

之一。考古学表明, 远在新石器时代, 北方的

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

文化等, 都具有浓烈的海洋特征。指南针、平

衡式梯形斜帆、多道水密舱船等, 是中国古代

航海技术的重要发明和创造。战国时期的齐

国由于 通渔盐之利, 国以殷富, 士气腾饱 而

成为 海王之国 。唐宋时期开辟过经东南亚

到西非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

曾率领 27 550多人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但

是, 由于种种原因, 海洋文明终究没有成为中

华文明的主流而对国家经济起到支撑的作

用。15世纪 30年代开始, 封建统治者甚而推

行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彻底丧失了世界

文明领先地位。历史证明, 疏远了海洋, 就要

保守、落后。新中国建立后, 海洋事业取得了

根本性的进展, 使海洋文明得到了接续和发

扬。当前,进一步确立建设海洋经济强国的跨

世纪战略,将使中华民族站在当代世界海洋开

发大潮的前列, 推动全球海洋事务的发展, 为

人类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三、当代海洋经济强国的标准

海洋经济强国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有不

同的内容。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

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

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

性产业活动, 这样一些产业活动而形成的经济

集合均被视为现代海洋经济范畴。当代的海

洋经济强国, 应从以下四条标准综合评价。

( 1)海洋产业及相关产业对国民经济有较

高的贡献率和显示度。海洋经济强国首先是对

本国而言的。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很强, 但

却与海洋关系甚微,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其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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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非海洋经济强国。因此, 基础的条件是:

海洋产业及与之相关的产业(指与海洋产业上

下接口、一次相关的产业和临海工业) ,其产值

占社会总产值、其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重要足够大, 以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空间利用

为劳动方式, 以海洋通道为对外联系方式的经

济特征要有引人瞩目的显示度。至于其具体

指标,应该考虑国家的海陆面积比例等多种因

素,规定一个适度的弹性区间。从中国的基本

条件看, 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 ~ 10%;加相关产业后, 占 10%以上,沿海

省市区占 10% ~ 20% , 海洋及相关产业的全

员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达到了海

洋经济强国的标准。

( 2) 海洋经济总量居世界海洋国家前列,

部分重要指标居首位。海洋经济强国主要是

在世界范围比较而言的。在世界范围比较主

要看经济总量,因为一个国家总是作为一个整

体出现的。但是人均指标也反映强弱水平,可

作为辅助标准。我国管辖海域面积在世界沿

海国中名列第 9位,而人均占有面积则排在第

122位。如果我们的海洋经济总值和人均值恰

恰与之相应, 则说明我国仅仅达到了中等发展

水平。因此, 作为海洋经济强国的标准, 应当

超过这种比例,争取海洋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

5名, 人均量也相应提前。此外某些关系国计

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其总量要居世界首位或前

三名。除已经居首位的海水养殖业、制盐业继

续维持其领先地位外, 下个世纪,滨海旅游业、

交通运输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要进入前

列,争取有些海洋产业居首位。而且上述产业

的发展, 不是靠外延扩大来实现, 而是建立在

先进技术基础上。

( 3)积极并有能力参与国际海洋开发重大

事务。海洋经济强国显示其形象、发挥其作

用, 要靠积极参加并施重大影响于国际海洋开

发事务。中国要成为海洋经济强国,首先要有

强大的海上防卫和执法能力,维护自己领海范

围内的国家主权和管辖海域的海洋权益,第二

要有效地利用和管理依国际法律制度有权利

用的管辖海域和公海的自然资源,第三要积极

参加国际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海洋科学考察

和管理事务, 为维护世界海洋开发秩序发挥建

设性作用。为此,要具备相应的外交、科技、经

济和军事能力。

( 4) 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海洋开发体

系科学合理, 海洋资源与环境为世代可持续利

用。海洋经济强国在较高的经济指标中,必须

包含良好的环境指标。海岸带地区、近海区、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国家管辖海域的生态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趋势得到全面控制,逐步趋

向良好状态; 海洋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适度于其

再生能力,非再生资源的开发不破坏其他资源

与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各海洋产业协调发展,

同时产业群整体不断增殖扩大, 达到经济、资

源、环境生态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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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从

现在起以建成海洋经济强国作为全民族的奋

斗目标, 形成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国家行为,

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国定将成为海洋

经济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