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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催生”区域中心城市
本报记者 张允强

2015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分论坛上，与会嘉宾支招海洋经济——

既要协调发展，也要创新合作
本报记者 沈 慧 见习记者 郭静原

“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2011 至 2014 年，全国海洋生
产总值每年增量始终保持在 4500 亿元
以上，2014 年更是接近 6000 亿元大关，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9.4%。”在广东湛
江日前举办的 2015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
会分论坛上，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与经
济司司长张占海以一组数据作为开场
白，分享了我国海洋经济近年来取得的
成绩。

他分析指出，“十二五”以来，我国传
统海洋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海洋油气勘
探开发逐步向深海扩展，海洋船舶工业
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海产养殖在海
洋渔业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海洋服务
业带动效应明显，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
旅游业等服务业发展势头突出，游轮、游
艇等产业快速发展；涉海金融旅游业迅
猛起步，海洋经济发展已进入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起步、新
型产业形态加速涌现的新常态。

然而，海洋经济发展平稳向好的同
时，挑战依然存在。“近海资源开发秩序
亟待规范，海洋产业同质同构问题依然
存在，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海洋
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制约海洋经济
发展机制问题依旧突出。”张占海说。

对此，中集集团海洋工程部总经理
高上的感受更为直接，“目前，我国临海
及浅海区域的开发和贡献比较突出，但
深远海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领
先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我国
海洋经济的市场化水平相对偏低，缺乏
足够的生产线；国内海洋产业如何从规
模化竞争走向有序发展的新业态，也需
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

当前，海洋经济正处在从规模速度
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的关键时期。新常

态下，如何进一步实现海洋经济的提质
增效？高上认为，要继续明确海洋产业
的定位，协力发展高端海洋产业。

“我国海洋经济仍然存在发展不平
衡、不协调等问题，制约着海洋经济的持
续健康发展，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的改革创新亟待突破。”张占海说，壮大
海洋经济，当务之急需做好四方面的协
调工作。第一，做好海洋主体功能区
规划的实施，拓展海洋开发空间，调整
海洋经济布局。第二，做好陆海统筹
发展，推动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生态
保护与灾害风险防控等方面的统筹协
调。第三，做好区域协调发展，协调好
沿海各区域间海洋产业布局，避免区
域间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引导和
推动海洋产业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
第四，做好产业融合发展，建设海洋经
济园区，促进海洋产业集聚与融合发

展，推动海洋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延
伸高端产业链，加快扶持海洋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海洋服务业，促进海洋产业迈
向中高端。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推动海洋合
作、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成
为世界大多数海洋国家的共识。“一带一
路建设是推进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一项
重要举措。”中国-东盟首席商务专家许
宁宁表示，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
新变化，各地应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强化
与东盟各国间的海洋产业合作，“比如，
研究支持涉海企业走出去和海洋产业合
作的政策措施；推动建立一批双边或多
边海洋产业园区或示范基地，构建跨国
产业链，提升我国海洋产业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比重；推动蓝色经济区域合作，形
成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蓝色经济合作机
制等”。

2015中希海洋年取得30项成果
合作领域包括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运输等多领域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迅猛发展的海洋经济是近年来辽
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的一大亮点。
近几年，辽宁省锦州市依托优越的区位
条件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不断加大海洋
经济建设力度，海洋经济呈现强劲发展
态势。全市的海洋产业经济总产值从
2010 年 285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490
亿元，年均增长 14.5%。海洋经济成为
锦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锦州滨海新区坐拥辽西唯一的国
际商港，既是锦州市依托港口和政策优
势建设起来的新城区，也是辽西地区
重要开放口岸和窗口，海洋经济资源
极为丰富。在建设辽西区域中心城市
发展目标的引领下，锦州滨海新区正
向整个环渤海地带海洋产业发展的制
高点迈进。

海洋产业成经济新增长极

自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锦州以建设锦州亿吨
大港为支撑，以举办中国·锦州世界园
林博览会为突破口，深入实施沿海突破
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临港产业集
群，促进港、城、区良性互动发展，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其中，海洋经济是
发展的一大亮点。

“海洋经济已然成为锦州新的经济
增长点和跨世纪的地区发展战略，海洋
经济在锦州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葛立军说。

随着海洋开发向社会经济各领域
的全方位推进，海洋产业经济体系已经
扩展到第一、二、三产业的多种类别。
目前，锦州市已形成海洋渔业、滨海旅
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油气业等
四大海洋产业，海洋电力业等新兴产业
也成为新亮点。2010 年，海洋第一、第
二 、第 三 产 业 的 比 重 是 19.6：23.1：
57.3；到 2014 年 ，三 产 比 重 调 整 为
14.4：15.8：69.8，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
加，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转身向海”的锦州推出了“一港双
区、一带、三区”的总体开发框架，如今，
沿海经济带已形成光伏、石化及精细化
工、汽车及零部件、钛及特种金属四大
产业集群；化纤纺织、通用航空、现代生
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集群蓄势待发。

“十二五”时期，港口成为锦州海洋
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锦州港先后完
成一系列港口建设项目，到 2014 年，锦
州港货物吞吐量近亿吨。

港口迅猛发展的同时，锦州海洋
渔业产业也实现飞速发展。2011—
2015 年，锦州市加快海洋牧场建设
步 伐 ， 建 成 人 工 鱼 礁 示 范 区 10000
亩 ， 同 时 完 成 增 殖 放 流 29.11 亿 单
位，渔业资源增殖和生态修复效果
初步显现，截至 2014 年，全市共有
海参、对虾等海珍品养殖面积 20 万
亩 ， 刺 参 、 对 虾 、 海 蜇 、 梭 子 蟹 、
文蛤等产品畅销海内外，锦州市渔
业经济总产值实现 70 亿元，提前一
年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年均
增 长 5.9%； 渔 业 经济增加值 33.9 亿
元，年均增长 5.9%；水产品总产量
41.8万吨，年均增长 2.7%。

作为锦州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贵”，

休闲渔业近几年表现不俗，2014 年休
闲渔业总产值 8798 万元，成为渔业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渔业主要以
海边浴场为主，促进休闲、旅游、餐饮产
业的发展，有两家企业已获得全国休闲
渔业示范基地称号。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重心

“海洋经济迅猛发展，离不开前期
沿海基础设施配套网络和体系建设的
稳步推进，这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支撑力。”锦州市发改委主任陆正伦说。

近几年，锦州市沿海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滨海新区、大有经济区及海、空港
相继投入 450 余亿元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共完成了 65 平方公里的“七通一
平”建设，使沿海地区路网纵横贯通，
水、电、气等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完善，
完成了东北-蒙东-俄罗斯远东便捷出
海通道的锦赤铁路、滨海公路、中国锦
州世界园林博览会、锦州湾机场、锦州
龙栖湾港一期、渤海海洋与渔业执法码
头及锦州港的集装箱二期码头、三港池
通用泊位、四港池疏港通道、白音华煤
炭码头等多个重大用海项目的报批和
建设工作，这都为近几年海洋经济的迅
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锦州市加大对沿海生态环境
的修复力度，海洋生物多样性有所好
转，初步实现资源培育、生态改善与海
洋产业发展协调的发展趋势。为有效
地保护大笔架山岛屿及周边海域珍稀
资源与生态环境，建立了锦州市大笔
架山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锦州市
还启动了近岸海域受损生物种群恢复
工程、大凌河口湿地植被群落生态恢
复工程、大笔架山海洋特别保护区能
力建设工程。这三项工程都将在今年
底完成。

目前，锦州正不断加速“城市南扩”
进程，渤海大道、龙栖湾大道、滨海公
路、锦州湾机场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工程相继建成，锦州主城区与沿海地
区交通将更加通畅；港口功能也日趋完
备，临港产业日益壮大，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提升，将为锦州发展海洋经济打开
新的发展空间。

迈向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

“随着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号角的
吹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
展理念，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
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部署。锦州
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渤海翼’的重
要节点城市，地缘优势明显，基础设
施完备，沿海经济突飞猛进的态势业
已形成。转身向海，向创新要动力，
向 开 放 要 活 力 ，向 沿 海 突 破 要 生 产
力，为锦州加快建设辽西区域中心城
市提供了重大机遇和广阔空间。”锦
州市委书记王明玉说。

锦州海洋自然资源条件开发利用
前景广阔，拥有海岸线全长 124 公里，
海域面积 10.8 万公顷，滩涂面积 4.1 万
公顷，有 25 万亩近海渔场；并拥有锦州

港笔架山港区、龙栖湾港区两大深水良
港。目前，锦州市已经确定建设辽西区
域性中心城 市 的 总 体 定 位 。 按 照 这
一 目 标 ，利 用 锦 州 124 公 里 的 海 岸
线，规划包括沿海生态保护区在内的
400 平方公里广阔近海空间。战略定
位为环渤海锦州湾滨海新城——中
国海洋城，产业定位为国家级光伏和
石化产业基地、渤海翼临港产业隆起
带、辽西临空临港现代物流中心，港
口定位为辽西蒙东地区乃至蒙古国
的重要出海口。通过规划完善并提
升城市功能，使其成为集生态居住、
现代服务等为一体的行政、文化、商贸
中心新城区。

同时锦州将进一步加快完善提升
锦州港区功能，建成龙栖湾新港区，着
力构建锦州湾“双亿吨”大港格局。锦
州湾机场将于今年 12 月如期通航，力
争达到区域性中心机场标准，并大力

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和临空物流产业。
当地还将以滨海公路为轴线，建设锦
州临空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蓝色产
业发展带。通过大力推进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临空临港产业区、大有精
细化工产业区、海洋生态保护区建设，
基本构成锦州湾中国海洋城城市总体
框架。

目前，锦州正全力跟进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密切与京津冀、环渤海、
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联动合作，
打造欧亚大通道，推进对蒙古、中亚
地区贸易，将锦州港打造成蒙古国货
物 出 海 口 ，扩 大 与 蒙 古 的 进 出 口 贸
易。重点进口矿产品，出口轻工、五
金和生活类产品。与此同时，锦州港
笔架山港区和龙栖湾港区、龙栖湾工
业与城镇用海区、海洋牧场示范区、
凌海现代化渔业聚集区建设也正稳
步推进。

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锦州市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临港产业集群，促进港、城、区良性互动

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肩负“探索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新路径”重任的国家级
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逐渐向高端迈进，其中既
有二三产业，也有第一产业；既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也有
新兴产业和新落户项目；还有的是一二三产业全面打通的产
业形态。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

中国北方（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和冷链物流基地，
就是打通一二三全产业链的项目。实施这个项目的鲁海丰集
团，过去以加工水产品做出口贸易为主，现在则与毛里求斯和
印尼的企业合作，获得了捕捞金枪鱼的许可，建造了金枪鱼围
网渔船和配备大型冷库的金枪鱼收购船，使捕捞业走上了高
端。以这些高端的渔业资源为抓手，鲁海丰又开始在青岛董
家口经济区建设中国北方（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暨冷链
物流基地，该项目占地面积 12.26 平方公里，总投资 260.7 亿
元，其中一期投资 101.7 亿元，主要建设渔港码头、远洋渔轮
整备基地、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冷冻冷藏基地、水产品加工
基地、渔业培训中心、文化展示区、生活服务区、物流园区等。
这个横跨全产业链的项目，是青岛市全力打造的蓝色粮仓六
大基地之一，目标年交易量 300 万吨，年交易额 540 亿元，带
动就业数万人，将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目前，这个项目的基础
设施配套和经营性项目建设已全面展开，预计两年内部分项
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

传统企业通过转型升级走向高端，以青岛明月海藻集团
最为典型。明月海藻集团过去是一家从事海藻加工的传统海
洋化工企业，近年来，他们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已获批行
业内首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们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 863 计划、国家星火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
品计划 10 多项，开发了 80 多个新产品新品种，制定产品技术
标准 100 多项。以技术创新为依托，明月海藻集团把海藻活
性物质应用到功能食品、医疗产品、化妆品及生态农用产品等
众多领域，实现了海藻加工行业的转型升级。目前，明月海藻
集团已投资 23 亿元，正在建设占地 1000 亩的海洋生物产业
园，打造集海洋功能食品配料、海洋药物、海洋医用材料专业
化生产于一体的国家级海洋生物科技园，预计 2017年建设完
毕，年产值可达 100亿元以上。

新落户项目和新兴产业更是直指高端。12 月 2 日，总投
资 30 亿元的中船重工海洋装备研究院，在西海岸新区海西湾
船舶产业基地奠基，这个项目是中船重工集团推动青岛海西
湾船舶产业基地向深远海和高附加值产品发展的战略布局项
目，将重点围绕高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深海潜器等海洋
装备，以及动力系统、电力系统等关键系统，构建海洋装备自
主创新体系。11 月 30 日，以海洋合作为主题的中铁·青岛世
界博览城和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永久性会址，又落户西海岸新
区，这个总投资 500亿元的项目，将规划打造海上丝路国际展
览中心、会展商务配套中心、滨海休闲养生中心、国际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和滨海森林公园运动中心等八大中心，推动海上
联通、海洋科研、人才培训等合作，提升整个东亚范围的互联
互通水平。

随着海洋高端产业的亮点频现，海洋产业对西海岸新区
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越来越高。今年前三季度，西海岸新区海
洋生产总值达 517.5 亿元，同比增长 16.2%，高于地区生产总
值增速 5.8 个百分点，占生产总值比重为 27.15%，比去年同期
提升 2.02个百分点。

青岛西海岸新区：

海洋产业向高端迈进
本报记者 刘 成

2015 中希海洋合作年近日在厦门国际海洋周期间落下
帷幕，中国和希腊两国近一年来在多个领域取得近 30 项合作
成果，为中国与南欧及其他欧洲国家扩大海洋合作起到了示
范和引领作用。

海洋是国际贸易、航运等的主要载体，更是沿海国家全
方位合作的重要平台。希腊海洋事务与岛屿政策部部长索佐
里斯·兹里察斯表示，希腊航运业的发展与中国密不可分，
希腊商船的运力占世界商船队的 15.2%，运输的原材料、化
石燃料等产品很多来自或去往中国。特别是近 5 年来，希腊
船东以超过 170 亿美元的投资总额，成为中国造船厂第二大
客户。

“港口政策是希腊政府决策中的优先事项，希腊致力于建
成东地中海地区航运枢纽和进入欧盟的门户。”索佐里斯·兹
里察斯说，希腊对中国提出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十分感
兴趣并密切关注，期待着加强和深化双方合作，共同推进海洋
环保、航运安全、打击海盗等以及发展海洋经济。

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表示，中希两国近一年来在海洋基
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海洋运输、修造船、海洋旅游、海洋文
化等诸多领域开展了务实交流与对话，取得近 30 项合作成
果。“通过这些务实合作，我们认为中希在海洋事业发展方面
具有共同的发展目标和相同利益，两国互有优势，具有广泛合
作空间。”王宏强调，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导者，
中国愿意继续深化两国在海洋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大力拓展产业投资，发展
海洋科学技术。

今年 3 月 27 日，2015 中希海洋合作年在北京正式启动，
这是中国首次以海洋合作为主题举办的双边友好年，有利于
推动中欧海洋合作，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

当前，中国也正致力于加强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
腊、塞浦路斯、马耳他等南欧六国的全方位海洋合作。记者了
解到，中国与南欧国家海洋合作论坛也在厦门海洋周期间举
办，这是中国与南欧六国海洋部门首次以海洋主题举办论坛。

王宏表示，南欧国家当前正在大力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建
设，开展临港临海产业园区规划，壮大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
游、渔业和渔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我们
愿与大家共同分享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在海洋经济领域开展
务实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