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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总报告》全面反映了2006～2011年江苏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成果
。
系统介绍了江苏近岸海域最新的物理海洋与海洋气象、海洋沉积、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化学、海岸
带和海岛等自然环境与资源特征以及江苏海域使用现状、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江苏近岸海洋环
境质量、滨海湿地保护与土地利用潜力、重点渔业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做了
评价；并对潜在海水增养殖区和潜在滨海旅游区进行了选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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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3.11海洋科技与教育 世界沿海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国家，H益重视发展
海洋科技与教育，开发海洋资源，纷纷制定优先发展海洋高新技术的战略，努力提高在海洋科技领域
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从海洋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战略利益。
 5.3.11.1 江苏经济对海洋科教的需求 江苏省位于我国沿海中部，地处沿海、长江和陇海一兰新铁路3条
生产力布局主轴的交汇区域，海洋经济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
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分布最密集的省份之一。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陆地资源日趋枯竭，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
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缓解人口压力、加快经济建设、实现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但是因海洋环境的复杂和恶劣，使得海洋开发具有高难度、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
因此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利用管理的关键就是要依靠海洋科技，发展海洋教育。
海洋科教在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和保障作用。
 首先，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持。
江苏省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海洋资源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产业群。
“十五”期间，江苏省海洋经济呈现出快速平稳的增长态势，海洋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32.1％（
除特别注明外，增长率均按可比价计算），高于同期地区经济发展速度15.7个百分点。
到2006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已达1287亿元，海洋经济已成为江苏经济新的增长点。
海洋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对海洋科技进步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我国目前为30％左右。
目前需要加大力度发展海洋科技教育。
 其次，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需要科技支持。
沿海地区的高强度开发以及内陆地区自河口向近海排放的污染物质逐年增加，近海生态系统已经受到
人为因素的强烈干扰。
尤其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海岸地带，资源的多效性明显，需要综合认识和评估各种利用价值，确定合
理的综合开发方案。
不合理的海洋开发势必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并且为今后的治理和修复留下严峻的课题。
此外，风暴潮、海冰、灾害性海浪、海洋地质灾害等多种海洋灾害对海洋活动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也是一大威胁。
江苏沿海受风暴潮、侵蚀、盐水入侵以及赤潮和污染影响也造成很大的损失。
为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需要通过高新海洋监测、信息技术，认识其自然、社会和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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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总报告》资料丰富、内容齐全，可为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海洋资源和
有效保护海洋环境提供翔实资料和科学依据，还可供海洋、交通、水利部门科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
专业的师生参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苏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