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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海南海洋产业发展研究

贺群舟
（三亚学院财经学院，海南 三亚 572000）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给拥有海洋资源优势和地缘战略的海南省有了更多的机遇。海洋经济完全可能成为海南十三五经济发展中的新

增长亮点。本文首先分析海南发展海洋产业的必要性与优势，然后分析海南在国家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抓住优势和机遇发展好海洋产业，

最后为海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发展海洋产业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海南 海洋产业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发展海

洋经济。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海南如何发挥自己优势和抓住

战略机遇是海南十三五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海洋资源和海洋产

业海南的资源优势也是一个新的经济热点。一带一路战略给拥有海

洋资源优势和地缘战略的海南省有了更多的机遇。海洋经济完全可

能成为海南十三五经济发展中的新增长亮点。海南如何认清自己的

资源优势并且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一、海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发展海洋产业中的必要性和优势

（一）海洋产业对国家和海南的一带一路战略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海洋面

积达 300 多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度达 3. 2 万公里，其中大陆海

岸线 1. 8 万公里，岛屿海岸线 1. 4 万公里。较长崎岖的海岸，通过发

展优良港湾和发达沿海城市，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

发展和近海军事防御。因此，海洋在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中处于关键

地位。海南是岛屿省份发展经济离不开海洋。一带一路战略也离不

开海洋，离不开海洋就离不开海洋产业。海南发展海洋产业对海南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最具有举足轻重的举措。
1.海南开发海洋经济是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一带

一路战略是机遇，海南处于一带一路战略前沿，海南要抓住一带一

路战略就是要发展海南的优势产业，海洋产业无疑是海南在一带一

路战略中最有优势的产业。海洋的开发与利用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种要求必然打破地区和国别封锁，真正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全

球流动及合理配置。而海洋的开发利用正是实现这一沟通的桥梁，

是对外开放的主要载体。
海洋经济已成为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开发海洋，利

用海洋已经成为沿海国家的共识。很多沿海国家把发展海洋经济列

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海洋开发计划，不断加大

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力争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经济中发展较快

的一个领域。
2.海南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海

南是一个海岛、资源相对不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对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样对于不发达的海

南地区来说更加是具有后发优势的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给海南发展海洋产业带来了机遇。海南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需要实施海洋开发。海南经济发展持续快速与资源不足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要节能挖潜减少消耗，另一方面要寻找新

的资源。而海南所管辖的海域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资源，加大

海洋开发力度，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海洋领域的社会生产力，促进

国民经济的发展。
海南实施海洋开发有助于国家的一带一路雄伟战略的实施。海

洋开发，不仅仅只是一种开发能力，它也是提升、保护国家海洋权益

的海上综合能力的体现。海南正好在东南亚与中国连接处具有重要

战略位置，南海的资源和贸易地位都对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影

响。海南要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同时利用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发展

好海洋经济和产业。
（二）海南具有发展海洋产业的资源优势

海南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工作开展比较早，取得了一定进

展，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等几个个方面：

第一，对海南热带的主要水生生物资源进行调查与研究，进一

步了解了热带生物资源，包括海洋经济鱼类资源、淡水及河口经济

鱼类资源、水产经济软体动物资源、水产经济节肢动物资源、水产经

济藻类植物资源等。
第二，组织开展了对全省海草床、典型海岛等重要海洋生态类

型的普查和研究工作，完成了全省珊瑚礁普查工作，基本弄清海洋

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本现状；开展了大规模投放人工渔礁恢复生物

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实践。
第三，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级和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三

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区和儋

州—临高白蝶贝自然保护区等。
第四，开展了放生包括鲸鲨、海龟和鲎在内的国家重点保护或

珍稀水生野生动物增殖放流活动，并在国内首次开展鲸鲨卫星跟踪

研究。为配合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海南后水湾深水抗风

浪网箱养殖基地建设》的全面实施，确保该项目顺利完成，进行了文

蛤、华贵栉孔扇贝、麒麟菜、篮子鱼和翡翠贻贝等品种的底播增殖放

流工作。并开展了拯救濒危珍稀物种大珠母贝的人工放流工作。
第五，尝试性开展了遗传多样性初步研究，我省参与的南海区主

要海水养殖种类的种质保存与评价技术的研究，以 20 种南海区主要

水产养殖种类为研究对象，采用常规保种技术和超低温保存技术对

其基因组 DNA、精子和活体进行保存。并利用多种标记技术，从形态

学水平、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建立一套完整的种质评价体系。
二、海南发展海洋经济是维护南海利益和保障一带一路的重

要一环

（一）海南发展海洋产业做好海洋开发时国家安全的需要

开发海洋已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在国务

院批准实施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

调整海洋经济结构，尽快提高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坚持发展海

洋经济与国防建设统筹兼顾原则。因此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必

须高度重视海洋安全与权益的斗争，把保护我国领海安全，维护我

国海洋权益放到重要位置上来。海南发展海洋产业和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和国家南海安全高度吻合。
1.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关注

海洋安全，把海洋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关键。首先，与中世纪不同，

全球化时代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

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

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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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世界财富的关键。其次，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是“边界安

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

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

界安全就越有保障。安全边界是利益边界，利益边界的载体是海洋。
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海洋国家特别注重海洋权益的安全，只有获

得制海权才能保障利益边界即海洋权益的安全，国家安全才有保

障。南海问题是已经是国际热点，南海和海南本是一体，开发南海维

护南海主权和国家安全是海南义不容辞的责任。
2.我国的海洋权益和海洋安全不容乐观。我国在海域划界和利用方

面与邻国存在着许多分歧。在当前这场世界性的海洋争夺战中，我国的

海洋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岛屿被侵占，资源遭掠夺。南海是中国最大

的海域，占中国海域的一半左右。目前大部分南海岛屿被侵占。南沙群

岛是南海诸岛的重中之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油、气资源。
一些周边国家对此垂涎三尺，自 20世纪 70年代至今南沙共有 44 个岛

礁被它国所侵占。一些周边国家已打井 500多口，其中在我国传统海疆

线以内近 200口，攫取我大量油、气资源。他们还多次强行扣押我国渔

船和鱼民。2000年以来，海南、福建、广东和广西四省区共有 530多艘渔

船被南海相关国家扣留，涉及渔民近 6000名，经济损失惨重。
（二）海南的地理位置决定海南必须在一带一路中发展海洋产业

利用好南海

海南在通过在西沙南沙发展海洋产业不但可以发展经济，也是

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重要一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奉行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沙问题上采取

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但中国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有关国

家的承认和积极响应，周边国家仍在大肆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权益，

使南海问题成为一个国际争端的焦点。
菲律宾通过立法强行占有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马来西亚总

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宣誓主权”；印度为了

实现地区霸权战略目标，提出了“东进政策”，加强了同越南、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联盟，试图扩大对南海问题的发言权。此

外澳大利亚也表示，对南海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我国周边海洋主权和安全已受到严重的威

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加以重视。海南发展南沙西沙的海洋产业就

是维护中国南海的安全。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海洋产业的方向和建议

（一）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海南海洋发展战略是海南后发优势

海南经济要超越发展就是要抓住机遇实施后发优势。海洋产业

是海南能够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实现后发优势的突破口。
海南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十三五的重要发展策略。能不能确立

正确的海洋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

的要求，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确立正确的海洋发展

战略。海南能不能发展好海洋产业也是海南在一带一路中能否找到

自己战略地位的关键。
（二）海南要树立全球海洋产业战略意识

海南发展海洋产业必须要有长远规划和全球战略眼光。海南争

取把加快海南海洋产业发展、南海能源开发、海洋旅游业和海洋交

通运输业纳入国家相应战略规划。争取把海南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

改革试点省，建立与南海海域管辖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加强海南

海洋管理能力。海南的海洋产业战略以开放西沙旅游为重点，实行

更加开放的海洋旅游政策。争取中央部分下放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

发利用权。允许海南“抢先下海采油”，加快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南

要争取在洋浦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争取在海南设立海洋可

再生能源示范省区，鼓励海南率先实行强制性市场配额政策，积极

争取中央对海洋可再生能源的项目支持。在十三五期间争取国家适

度下放海洋产业投资审批权。
（三）海南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完善海洋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健全和完善海洋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快海洋资源产权管理

体制改革，统筹安排各行业用海, 促进海洋产业合理布局；完善海洋

功能区划，强化海域和岸线使用管理和对重要稀缺资源的监管。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海洋产业发展投融资体制。积极争取国家

对海洋产业发展的扶持性资金，最大限度地融通社会资金，设立海

洋开发基金并加大金融机构对海洋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海洋科研

投入，大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创新海洋科技体制。建立多元化海

洋科技投入机制，加强海洋科技机构建设，完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
（四）海南发展海洋产业要加快推进海洋四大支柱产业发展

1.大力发展海洋渔业产业。发展目标与发展重点。以提高渔业

经济总量为目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使海洋渔业由“数量型”转变

为“质量效益型”。重点实现渔业发展方式的四大转变，即实现以外

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向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并举，逐

步向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从以淡水养殖为主，向淡水养殖

与海水养殖并举，逐步向以海水养殖为主转变；从以近海捕捞为主，

向近海捕捞与外海、深海捕捞并举，逐步向外海深海捕捞为主转变；

从水产品由初级加工为主，向初级加工与精深加工并举，逐步向水

产品综合利用为主转变。
2.加快布局海洋旅游业。努力打造国际著名海洋旅游品牌，把海南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海洋度假休闲旅游胜地。以发展滨海度假旅游为

主导，海上观光旅游、海洋专项旅游并举，使包括滨海度假、海岛休

闲、豪华邮轮、海上运动、海洋科普科考、海洋体育、海洋探险等各种

形式的旅游产品协调发展。大力发展邮轮旅游、休闲度假游等海洋旅

游精品；实行更加开放的海洋旅游政策，加强区域合作，开放西沙旅

游；探索实行“大旅游”管理体制，建立完善海洋旅游法规体系。
3.大力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产业。以洋浦和海口为重点，加快“四

方五港”等重要港口建设，建立与其他运输方式相协调的，安全、通
畅、便捷、高效的海洋交通运输和物流体系，成为立足华南、面向东

南亚的航运枢纽和物流中心，努力实现海南海洋交通运输业的跨越

式发展。提升港口企业整体实力，做大做强港航企业，加大港航企业

税费优惠扶持力度；优化港口口岸环境，推动区港、港城联动发展，

促进港口体系建设；加大对海运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积极发展物

流园区，科学制定系统的港航发展战略体系和港航规划体系，推进

琼北港口群的整合，切实加强对干线航道、港口的规划控制。
4.加快发展海洋油气及化工业。争取国家给予开发南海油气资

源的政策，积极引进国内外著名企业，上规模、高水平、高起点建设

一批油气化工项目，积极拓展和延伸油气化工产业链，向高、深加工

度演化，促进海南油气化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油气化工

产业集群，形成以洋浦经济开发区为核心的西部工业走廊油气化工

产业集中区域布局。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发展油气加工和

化工业；油气加工废弃物和副产品综合利用。培育壮大石油化工园

区；加大油气开发利用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探索以利益联结

为核心的油地融合新模式，列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给予资金上的支

持；构建油气化工产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机制，加大城市扩大利

用天然气的政策支持；加快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将其作为南海油

气资源利用开发的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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