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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部、东部和南部3个海洋经济圈初
步成型，2012 年，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海洋经济总量占全国总量的近九成。

其中，环渤海地区继续领跑海洋经济，海
洋生产总值 18078 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36.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15440 亿元，
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0.8%，比上年
回落1.0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生产
总值 10028 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20.0%，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

然而，海洋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现象仍
然存在。“2012 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值首次
超过 1 万亿元，广西、海南海洋生产总值尚处
于百亿元级，加在一起的总量赶不上广东的

五分之一。”何广顺说。
此外，各地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趋同，优势

互补格局尚未形成。何广顺说，当前，沿海省
份海洋经济的发展冲动十分强烈，往往抢着
上项目，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
划》，我国将积极优化海洋经济总体布局，
根据不同地区和海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生态
环境容量、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形成层次
清晰、定位准确、特色鲜明的海洋经济空间
开发格局。

据了解，国务院先后批准山东、浙江、广
东、福建、天津为全国海洋经济试点。“从国家
到地方规划的引导，将有利于我国海洋经济
的区域布局优化和调整。”于建说。

26日发布的《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首破5万亿元，但增

速也于近年来首次低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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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告别高增速 驶入调整期
本报记者 鲍晓倩

国家海洋局 26 日发布的《2012 年中
国海洋灾害公报》显示，2012 年，我国共发
生 138 次风暴潮、海浪和赤潮过程，各类海
洋灾害（含海冰、绿潮等）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155.25亿元，死亡（含失踪）68人。

与近 10 年（2003 年至 2012 年）海洋
灾害平均状况相比，2012 年海洋灾害直接
经济损失高于平均值，死亡（含失踪）人数
低于平均值。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直
接经济损失增加约 150%，高于近 10 年平
均值，死亡（含失踪）人数减少约 11%。

具体来看，2012 年，我国沿海共发生
风暴潮过程 24 次，其中台风风暴潮过程
13 次，9 次造成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126.29

亿元；我国近海共发生灾害性海浪过程 41
次,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6.96 亿元；我国沿
海共发现赤潮 73 次，12 次造成灾害，直接
经济损失 20.15亿元。

据 2012 年重点岸段海岸侵蚀监测显
示，我国砂质和粉砂淤泥质海岸侵蚀范围
扩大，局部地区侵蚀速度呈加大趋势。海
岸侵蚀造成土地流失，房屋、道路、沿岸工
程、旅游设施和养殖区域损毁，给沿海地区
的社会经济带来较大损失。

2012 年，渤海和黄海沿岸海水入侵较
为严重，主要分布于辽宁盘锦地区，河北秦
皇岛、唐山和沧州地区，山东滨州和潍坊地
区以及江苏盐城滨海平原地区。

国家海洋局 26 日发布的《2012 年中
国海平面公报》显示，2012 年，中国沿海海
平面为 1980 年以来最高值，海平面较常年
(1975 年—1993 年)高 122 毫米，较 2011 年
高 53毫米。

我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
趋势。《公报》显示，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明显，近 3 年海平面
处于历史高位。

我国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2
年海平面均明显高于常年。其中，海南最
高，较常年高 154 毫米；广东次之，较常年
高 153 毫米。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中
国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平面均有

明显上升。其中，浙江沿海海平面升幅最
大，达 78毫米；上海次之，升幅为 77毫米。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究员刘克修分析
说，浙江、上海海平面升幅较大，说明海
平面上升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相关性，一些
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高楼大厦建设造成
的地面沉降也是造成海平面相对上升的重
要因素。

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减灾司司长王锋
表示，海平面上升将对我国低海拔岛礁造
成威胁。我国有 6700多个岛礁，不仅有经
济价值，更事关海洋权益，我国南海已有多
个岛礁在潮落时才能露出海面，如果海平
面持续上升，将面临被彻底淹没的危险。

2012 年，广东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
突破万亿元大关，连续 18 年领跑全国海
洋经济。作为因海而兴的传统海洋大
省，如何通过转型升级，实现更有质量、
更有效益、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成为广东
进一步建设海洋经济强省面临的挑战。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向海洋要资
源、要空间、要环境，到 2020 年，海
洋生产总值达到 2.5 万亿元，全面实现
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目标，成为全国最具
活力与魅力的海洋经济蓝色旗舰，建设
海洋强国的主力省。”2012 年，一份以
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为依据、
旨在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提供战略
指引的 《广东海洋经济地图》 绘就，展
示出广东从海洋大省迈向海洋强省的信
心和智慧。

《广东海洋经济地图》 综合运用区
域规划、统计图表、影像遥感、概念设
计等多种方法和先进技术，全面展现了
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资源和产业优势，
描绘出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
空间布局、重大任务以及发展目标。

按照海洋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海洋开
发、功能定位的差异，广东将沿海区域
划分为大汕头湾区、大红海湾区、雷州
半岛等“六湾区一半岛”。这些跨行政
区域的湾区将有利于优化海洋资源和统
筹海洋生态保护，构建起各具特色、功
能互补、优势集聚、人海和谐的海洋经
济发展新格局。

“湾区概念突破了行政区域界限，
有利于优化配置海洋资源，有利于在发
展中统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广
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郑伟仪说。湾区
概念将整合岸线资源，并对其中的各个
部分进行独特的发展定位。“环珠江口
湾区”就将整合广州、深圳、东莞、中
山、珠海 5 市的岸线资源，不仅可以做
大整个湾区的海洋运输业，推动海洋装
备制造业和临港工业的发展，有助于早
日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全国最重要的海
洋产业集聚区。

2月26日，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0087亿元，

比上年增长7.9%，占GDP总量的9.6%。

数据透露出，我国海洋经济总量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海洋经济增速

近年来首次低于8%，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

相比于“十一

五”时期年均13.5％

的增速，海洋经济出

现增速明显放缓的

趋稳态势

虽然 2012 年海洋经济 7.9%的增速仍略
高于 7.8%的 GDP 增速，但相比于“十一五”
时期年均 13.5％的增速，我国海洋经济已经
出现增速明显放缓的趋稳态势。

国家海洋局政策法规和规划司副司长于
建分析认为，我国的海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
高度相关，2012 年受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影响
突出，导致增速放缓。但增速放缓也是一种
积极调整，对提升产业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有
积极作用。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海洋经济已逐
步形成规模，但海洋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也集中凸显，如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显露，产
能过剩和低质化并存，产业布局和沿海开发
导致的陆海空间矛盾日益严重，海洋生态环

境问题由单一性向复合型发展等。
纵观 2012 年我国海洋经济全局，可以说

结构调整有所进展。从 2012 年海洋经济结
构来看，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5.3%、45.9%、
48.8%，与 2011 年相比，二产比重降低、三产
比重提高，结构进一步改善。

2012 年海洋经济的另一亮点在于，科
技创新的推动作用有新突破。海洋领域取
得了自主创新的丰硕成果，如“蛟龙”号
成功完成 7000 米深载人深潜任务，海洋石
油 981 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正式开钻等。
于建认为，这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一
步提升我国海洋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有重
要意义。

结构有待升级
2012 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步增

长 ，其 中 主 要 海 洋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6.2%，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3%。然而，受国际油价波动、国内经
济增速减缓、油气生产调整和产能控制等多
重因素影响，海洋油气业尽管全年实现增加
值 1570 亿元，但比上年减少 8.7%，增速首次
出现负增长。

受全球航运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2012
年海洋船舶工业交船难、接单难、盈利难等问
题依然突出，全年实现增加值增速同样出现
负增长，比上年减少 1.1%。

从海洋产业结构看，虽然近年来海洋新
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速度，2012 年海洋电力
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保持 13%以上的增速，
但海洋新兴产业总量仍然较小，在海洋经济

中所占比重仍然不高。
2012 年，占据我国海洋产业前 3 位的门

类仍是传统产业，滨海旅游业占 33.9%、海洋
交通运输业占 23.3%、海洋渔业占 17.8%。

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何广顺看
来，当前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现状可以用“两
同两多两少”、“三重三轻”来概括，即产业同
质同构化，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高能耗产
业多低碳型产业少，重近岸轻远海、重速度轻
效益、重资源开发轻生态环保。

此前印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
五”规划》提出海洋新兴产业实现突破性进展
的阶段性目标，2015 年增加值较“十一五”期
末翻一番，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3%。国
家海洋局正在研究制订海洋产业发展指导目
录，以推进海洋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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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案 例

随着各地“房多多”不断曝光，住房信息联网工作广
受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部署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时强调，“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市场监
测和信息发布管理”。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目前进展如
何？推进阻力何在？如何处理“住房反腐”与保护个人隐
私的关系？

各地联网进度进展不一
根据住建部提出的住房信息联网的进度要求，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应实现 40 个重点城市的个人住房信息系
统与住建部联网。但“截止时间”已过去近 8 个月，住建
部尚未公开联网工作进展情况。

据住建部信息中心有关人士向媒体透露，目前 40 个
城市的联网工作实际已经完成，但技术上实现联网后，其
中的信息还不完整。

有地方房地产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多年前就
已建立了区域内的住房信息系统。目前，区域内住房交
易规模、房价变动等市场客体信息，已经与住建部实现了
实时动态联网；但涉及购房者个人姓名、职业、身份、地址
等具体主体信息的联网工作，因涉及个人隐私、信息安全
等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些地方或部门不够积极
全国性住房信息联网的进度不理想。个中原因，一

是各地建网进度不一。一些城市尚未建立覆盖区域内部
的住房信息平台，甚至城市内居民“跨区买房”情况都难
以完全掌握；此外，一些已建立住房信息系统的城市虽已
将新增住房信息纳入其中，但涉及大量存量房的历史数
据仍有不少空白。

此外，涉及住房信息的种种利益问题有待稳妥处
理。住房信息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一手的市场交易信
息是不少房地产企业、二手房中介、市场研究机构必需的
一手“原材料”，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而关于个人的住
房信息，则事关产权人切身利益，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据业内人士介绍，住房信息联网的技术难度其实已
经不大，一些地方或部门不愿意主动配合完成联网工作，
是主要的阻力。

制度性建设是第一位
近期，多地曝出拥有多套房产的“房叔”“房婶”，大多

数涉事者还具有公务员身份，再次触动了住房信息的敏
感神经。

一直以来，房地产信息查询对公民隐私保护都有明
确规定。根据规定，非公民本人要查询房产信息，当事人
除了要提供房屋所有者的身份证原件外，还必须取得所
有者签名同意的委托书。专家认为，这般严格要求，是对
法规的遵守和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表示：“公民的个人隐私要得到保
护，官员财产要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两个方面不能偏废。”

“‘高速公路’已经建好，但要能投入使用，还必须建
立完善的‘交通规则’。”某地房地产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和联网是个系统工程，相关的制度
性建设是第一位的。 （据新华社上海 2月 26日专电）

住 房 信 息 联 网
为 何 进 展 缓 慢

新华社记者 叶 锋 乌梦达

距“截止时间”已过去近 8 个月，但有关部门

仍未公开进展情况——

近日，威海海关查获即将出口至巴西的木工机械封

边机 38 台。该批设备的修边组件涉嫌侵犯实用新型专

利权，经权利人申请，该关依法采取了知识产权边境保护

措施。 朱 鹤摄

海关加强产权保护海关加强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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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北京市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及相关配套文件通过官网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

规定网店等“无店铺销售业态”不允许经营散装食品，无

店铺经营项目核定只有预包装食品，没有“乳制品”销售

一项，这意味着今后网店将被禁止销售奶粉。（宗 编）

奶粉网上不可卖？

薛红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