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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洋产业安全报告(2011-2012)》的内容提要如下：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掌
握未来经济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举措。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2010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9.7%，海洋三次产业结构也在
逐步优化。
但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海洋经济起步晚，整体海洋产业结构仍有待完善，海洋科技创新
能力存在明显不足，海洋高新技术和高端海洋产业装备还得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大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海洋
管理体制，健全海域使用权市场机制；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制定实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海洋经
济空间布局，推进山东、浙江、广东三大国家级海洋经济区发展战略相继出台，各省也纷纷推出了自
己的海洋经济发展计划，“3+N”沿海经济区发展布局基本形成。

　　中国海洋产业总体运行情况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海洋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海洋经济
总量稳步增长，海洋产业涉及领域不断丰富。
在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之后，2010年，全球海运量逐渐复苏，中国海洋产业发展重新步入快速增长轨道
，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
与此同时，沿海各地下大力气淘汰落后产能，采取多种方式培育新兴产业，海洋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升。
但全球海洋产业发展的风险因素依然很多，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中国蓝色国土安全现状及趋势：中国是海陆兼备的大国，长期以来“向海”意识相对薄弱，海洋
权益保障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海洋经济蓬勃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腾飞做出了积极
贡献，但能够充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海洋安全战略尚未真正形成，海洋不安全因素所导致的系列摩
擦仍影响着我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反过来也制约了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的前提是拥有一个稳定完整的海洋国土。
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一直处于争端中，亟待妥善解决。

　　中国海洋产业环境承载力分析：海洋产业环境承载力是指海洋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大支持程度
，大致包括要素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三个方面。
中国海洋自然资源丰富，形态多样，劳动力成本低且储量长期充裕，但科技要素的贡献度明显不足；
从市场供求格局来看，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海洋产业需求趋旺，带动海洋开发能力快速提升，但重
要设备和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度过高；各级政府改善海洋产业政策环境的努力正在逐步得到落实，未来
科学的布局、高效的管理及多元化的扶持措施都值得期待。

　　中国滨海旅游产业安全分析：中国滨海旅游业有着光明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滨海旅游业虽然
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在发展规模、综合竞争力、品牌效应等方面与法国等旅游业发展成熟的国
家仍存在差距。
其中，政府产业政策扶持力度较弱导致产业投入不足，管理体制机制无法适应旅游业特殊的产业性质
等，从根本上制约了旅游业发展的活力。
沿海地区旅游公共服务的模式是粗放式的，滨海旅游产品开发不能适应多元化、多层次、个性化的旅
游需求。

　　中国海洋交通运输业安全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海洋交通运输的需求也将持续增加
，海洋交通运输产业的安全问题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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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国海洋交通运输业实现增加值3816亿元，海洋交通运输业占我国整体海洋经济总量的24.6%
，是海洋经济的第二大产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是国际贸易运输的主要方式，是国家节省外汇支付、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利于改善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出口商品结构。
海运企业还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司管控体系，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尤其要着眼于未来，积极拓展多元
化融资渠道，夯实企业长远发展的资金基础。

　　中国海洋渔业安全分析：我国加入WTO后，我国渔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渔业发展格局。
虽然我国的海洋渔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我国渔业产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处于劣势，整体竞争力不强，此时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不利于
我国渔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因此，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确定产业保护的方向，采取有效的产业保护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其他海洋产业安全分析：2010年中国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渔业在主要海洋产
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达到73.8%，对整个海洋产业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除这三大主要海洋产业外，其余海洋工业和建筑业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的仅有海洋油气业和海洋
船舶制造工业。
在全球向海洋进军和我国工业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海洋工业的安全对于未来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力正在逐步提升。

　　中国海洋产业安全度总体简评及分析：当前我国海洋产业整体上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短期内海洋
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存在明显的威胁，但这种安全的程度并不高。
海洋产业增加值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上升，说明海洋经济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提升的贡献率
在增大；但考虑到整个海洋产业要素承载力情况，改变海洋产业生产方式的任务同样艰巨，特别是自
然要素的总量衰减和海洋环境的局部退化已经发生，而市场环境具有瞬时不确定性的特征，市场体制
下的政策支持也是有限的，从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入手努力提升海洋产业竞争力将成为一个长期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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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生态保护重点是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保护，修复近海重要生态功能
区，建立和完善各具特色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形成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系统。
　　开展全国性海洋生态调查，重点开展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河口、滨海湿地等特殊海洋生态
系及其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和保护。
加强现有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能力建设，提高管理水平，规划建设一批新的海洋自然保护区。
　　加强近海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修复和治理，重点是渤海、舟山海域、闽南海域、南海北部浅海等生
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
建设一批海洋生态监测站。
开展海洋生态保护及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建设。
　　（三）海洋生物资源保护　　控制和压缩近海传统渔业资源捕捞强度，继续实行禁渔区、禁渔期
和休渔制度，确保重点渔场不受破坏。
加强重点渔场、江河出海口、海湾等海域水生资源繁育区的保护。
投放保护性人工鱼礁，加强海珍品增殖礁建设，扩大放流品种和规模，增殖优质生物资源种类和数量
。
加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建设。
　　（四）海岸、河口和滩涂保护　　合理利用岸线资源。
开展海岸调查评价，制定海岸利用和保护规划。
深水岸线优先保证重要港口建设需要。
对具有特色的海岸自然、人文景观要加强保护。
保护红树林等护岸植被，严禁非法釆砂，加强侵蚀岸段的治理和保护。
　　因地制宜，突出重点，进行河口综合整治。
加强长江口、珠江口、钱塘江口等通海航道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保护黄河口三角洲，相对
稳定黄河流路，防治河口区潮灾和海岸侵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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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孟刚主编的这本《中国海洋产业安全报告(2011-2012)》是国内首次以整体海洋经济体系为对象、从
产业安全的视角对中国海洋产业发展状况的初探式研究。
书中分别介绍了中国海洋产业总体运行情况；从蓝色国土安全和环境承载力的角度分析中国海洋产业
安全的深层要素，对中国产值排名前三位的滨海旅游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渔业安全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对其他九个主要海洋产业的安全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对海洋产业安全度进行测评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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