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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海洋世纪。
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新时代，各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中国是海洋大国，要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加大海洋工作力度，合理开发
海洋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海洋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年。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海洋发展领域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了海洋经济的稳定
快速发展，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科学研究和公益服务等各项工作都取
得了重大进展。
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随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顺利实施，海洋经济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并且逐步从
注重数量增长，开始向注重质量和效益转变。
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200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2492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O.11％。
海洋经济的区位优势不断显现。
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海洋生产总值均超过7500亿元，占到了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近70％。
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出现积极变化。
2007年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5：46：49，与2006年相比，以海洋渔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比重降低，
工业制造业比重进一步提高，以高技术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
海洋石油、海水利用、海洋工程在海洋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由2001年的5％上升至2007年的11.26％。
涉海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2007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已超过3151万人，新增就业岗位191万个。
这些发展表明，我国海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朝着逐步优化的方向发展。
海洋政策法规与规划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已编制完成，并经国务院批准印发实施。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第一个指导海洋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完善国家海洋规划体系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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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底，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组织力量撰写名为《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的年度系列
报告，系统报道当代国际海洋事务进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全面论述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战略、政
策和管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客观介绍海洋在中国实施“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与
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并向决策层和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关于中国海洋发展的前瞻性的战略
和政策的建议。
特别是向每年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中国海洋事业及其发展的国情咨
文和背景材料，供最高权力机关和高层科学决策参考。
能将本报告提供给广大的社会公众阅读和参考，也是作者撰写这部海洋发展报告的一个基本目的。
中国海洋发展系列研究报告的立项和编写工作得到了国家海洋局的大力支持。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的框架和结构大体固定不变，但每年的内容与侧重会有不同。
每一年会根据当年国内外海洋发展的现状，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作者选择一个主题进行介绍
与评述，力求达到客观反映世界海洋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全面总结中国年度海洋发展的进程和成就，
科学分析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预测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领域。
这些是作者编撰年度系列海洋发展报告的基本宗旨。
在2009年度《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的编写过程中，作者适当加大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方面的篇幅和
内容，并结合当年的实际工作，对社会和公众关注的一些海洋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评论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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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海洋发展的宏观环境第一章 中国海洋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章 中国海洋发展的地区环境
第三章 中国海洋发展的国内环境第二部分 海洋法律与海洋权益第四章 国际海洋法的发展第五章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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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海洋经济的发展第九章 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第十章 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第十一章 中国海洋科技发展
第十二章 中国海洋高技术及产业化发展第十三章 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与评论第十四章 中国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及实践第四部分 海洋环境与海洋资源第十五章 世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第十六章 中
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第十七章 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第十八章 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第五部分 海洋政
策与海洋管理第十九章 中国海洋政策的发展第二十章 中国的海洋管理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海洋执法第
二十二章 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研究结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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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海洋发展的国际环境海洋在地球生命维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和中国周边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着中国的海洋发展。
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的状况和趋势也直接制约着中国的海洋发展。
海洋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
在陆地资源日渐衰竭的形势下，海洋的空间和资源具有较大的可开发潜力。
海洋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世界大洋特别是近岸海洋的健康状况仍在退化。
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为维护新的海洋制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不断改进海洋和海岸
带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框架、战略和行动方案，鼓励多部门、多学科海洋政策协调和综合管
理，并开展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合作方案。
中国积极地参与国际海洋法、政策、规划和科技等方面的磋商和交流，加强多边和双边的海洋合作，
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海洋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海洋的利用价值角度，可分为海洋经济利益、海洋交通利益
、海洋安全利益和海洋科研利益等。
海洋经济利益。
发展海洋经济，开发管辖海域的资源以及公海和国际海底的资源，形成各种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利
益的重要内容。
但是，海洋经济利益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海国的开发能力，取决于现有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
水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沿海国没有能力捕捞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
应通过协定或其他安排，并根据有关规定，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捕量的剩余部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
架的非生物资源开发，要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缴付费用或实物；③公海的捕鱼利益、航行利益、科研利
益等的实现，也要依靠国家实力；④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勘探开发更需要经济和科技实力做保障。
海洋交通利益。
海洋交通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性问题。
作为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属于经济利益范畴。
作为广义的大通道，它是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联系的通道，也是军事力量调动的通道。
在战争年代，保护海上交通线是世界海战的重要任务。
在和平时期，海上交通是国家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生命线。
海上安全利益。
海上安全是保障沿海地区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沿海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威胁海上安全利益的因素包括海上军事威胁和海上战争，利用海洋运送兵力，收集海洋情报等威胁沿
海国家和平、良好秩序和安全的问题。
海洋科学利益。
为了解决全球性的重大科学问题，出现了海洋大科学研究，包括全球海洋观测，海洋科学钻探，热液
海洋过程及其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多样性，海岸带综合管理学等领域。
这些海洋大科学研究包括许多区域的和全球的重大课题，例如：海洋与气候变化研究，包括厄尔尼诺
现象研究、太平洋周期变化研究、极地冰海变化研究、地球变暖与物质循环等；海洋动态与地震研究
，包括板块形成过程研究、海底热点区域动态研究、地震产生过程研究等；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包括
生态系统结构和物质循环机制研究、深海和地壳内微生物研究、海洋生态环境修复科学技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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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2009年度《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的编写过程中，作者适当加大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方面的篇幅和
内容，并结合当年的实际工作，对社会和公众关注的一些海洋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评论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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