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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主导产业选择

张 月 锐
（东营市政府 调研室，山东 东营２５７０９１）

［摘　要］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２１世纪将是海洋世纪。面对丰富巨大的海洋资源，沿海
国家纷纷把发展的目光转向海洋，通过海洋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加快海洋产业结构的升级改

造，以获得先手优势。鉴于东营市海洋产业结构所表现出的潜力与不足，笔者认为应制定正确的

升级战略，选择和培植主导性海洋产业以发挥带动作用，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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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是人类生命的起源。在漫漫人类历史长河
中，海洋以其丰厚的生物产品、富集的矿产资源和天

然的地理优势，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２１世纪，人类对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给予了更多关
注，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

的一个重要领域。东营市地处黄河三角洲，东临渤

海，有３５０公里长的海岸线、４８００平方公里的浅海
海域、１２００平方公里的湿地滩涂；黄河入海造就了
壮丽神奇的旅游景观；丰富的海洋渔业、卤水、油气

资源以及渤海湾五号桩地区优良的建港条件，奠定

了东营发展海洋经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潜力。经过

多年来的开发建设，东营海洋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势头，但与国内外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东营市海洋

经济仍显得总体实力弱、产业结构水平低、缺少主导

产业的带动，资源优势未能形成经济优势。因此，要

尽快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开发培育主导产业，以提升

竞争优势，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东营市海洋产业结构分析

海洋产业结构是指各海洋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

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按

不同分类标准，海洋产业结构构成表现出不同的形

式，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海洋产业的基本内容。

（一）海洋三次产业结构分析

海洋产业第一产业主要指海洋渔业，包括海水

养殖业、海水捕捞业等；第二产业指涉海工业，包括

海洋石化产业（油气开采业）、盐及盐化工、水产品

加工等；第三产业指海洋交通等服务业，包括港口海

运、海洋科技、海水综合利用、滨海旅游等。凭靠丰

富的资源优势，东营市一、二、三次产业均建立形成，

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到２００４年东营市海洋产
业总产值达到９３．６５亿元，占当年全市国内生产总
值１２．４％。三次产业结构的产值构成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４年东营市一、二、三次海洋产业结构构成

海洋三次产业 产值（亿元） 构成（％）

第一产业 ２２．４８ ２４．０
第二产业 ６７．６ ７２．２
第三产业 ３．５７ ３．８
合计 ９３．６５ １００

　　由表１可以看出，东营市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的
比例为２４．０∶７２．２∶３．８，排序为二、一、三。第二产
业比重过高，是第一产业的３倍多，而第三产业又十
分弱小。

（二）海洋产业部门结构分析

按部门分类法，目前东营市已初具规模的海洋

产业主要有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海

盐及盐化工、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海洋油气开

采等产业。到２００４年上述海洋产业产值的构成如
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以看出，在东营市海洋产业部门中，海

２５



洋油气业的构成比例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海洋捕捞

与海水养殖占有较大比重，两者产值占总产值近四

分之一。其后依次为水产品加工业、滨海旅游、盐化

工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药物生产加工业等规

模小，产值仅占到０．５％。
表２　２００４年东营市海洋产业产值的部门构成

产业部门 产值（亿元） 构成（％） 排序

海洋油气开采业 ６３．２１ ６７．５ １
海水养殖业 １２．７４ １３．６ ２
海洋捕捞 ９．７４ １０．４ ３

水产品加工业 ２．９９ ３．２ ４
滨海旅游业 ２．３５ ２．５ ５
盐及盐化工业 １．４０ １．５ ６
海洋交通运输业 ０．７５ ０．８ ７
其他产业 ０．４７ ０．５ ８
合计 ９３．６５ １００

　　（三）海洋产业结构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东营市海洋产业的门类基本齐全，部分产业
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东营市海洋资源类型较多，

为各类海洋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资源条

件。近年来，东营市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资源条件，

结合“海上东营”建设，努力发展海洋经济。不仅传

统的海洋捕捞、海洋运输、海盐业等产业得到发展壮

大，而且海洋养殖、海盐化工、滨海旅游等一大批新

兴海洋产业正在崛起。同时海洋科技、海水综合利

用等未来产业已初露端倪。在这些海洋产业中，海

水养殖、近海捕捞、海洋油气开采等产业均在全省占

有重要的地位。

２．海洋产业结构处于初级阶段。根据产业结构
理论，产业结构的演进大致分为原始、初级、中级和

高级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一、二、三次产业比

重排序特征为：

原始阶段：一、二、三；

初级阶段：二、一、三或一、三、二；

中级阶段：二、三、一或二、一、三；

高级阶段：三、二、一。

东营市的产业结构在２００４年是二、一、三排序，
正处在初级阶段。尤其是在海洋各行业中，有些初

级产业的产值比重较大，比如海洋捕捞等还占有较

大份额。另外，由于港口建设滞后，海洋交通运输业

发展不充分；海水养殖大部分为粗放粗养，技术管理

水平低；旅游景观开发落后，配套设施不健全，滨海

旅游业发展迟缓。这说明东营海洋产业层次还处在

较低水平。

３．海洋主导产业不明确，缺少带动海洋经济快
速发展的领头产业。海洋主导产业是指一个国家或

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海洋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重点产

业，它的发展对其他海洋产业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前

向拉动和后向推动作用。［１］从这方面来看，在目前

东营市海洋产业中尚未有一种产业发育成可以起主

导作用的产业。海洋渔业和海洋油气业虽然产值占

有很大比重，但依据主导产业的构成特征，这两种产

业不能作为主导产业。这是因为：第一，海洋渔业在

海洋经济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们选择的

结果；海洋油气业的产值比重过高，这是东营市长期

以来油地二元结构而导致的产业开发畸形发展的结

果。第二，海洋渔业受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进

一步发展潜力有限。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对海洋产

生的污染（包括陆域，如生态保护区等）很大，不符

合发展生态海洋经济的原则和方向。［２］第三，海洋

渔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较低，对其他产业的带动

和促进作用较小。油气业虽然产值较高，但由于油

气开采业属国家调控，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很小。第

四，海洋渔业在产业递进关系中居最低层次，以其作

为主导产业不利于海洋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正

确选择海洋主导产业，并通过相应的产业政策扶持

这些产业的发展，对加快东营海洋经济的建设步伐

和促进东营海洋产业结构的升级，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二、产业结构优化与主导产业选择

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和选择主导产业，要在东营

海洋经济整体效益最优的目标下，根据本区海洋资

源条件、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海洋科学技术能力、海

洋产业产品的市场需要以及海洋经济与非海洋经济

的关系等因素，对各海洋产业的发展速度、规模进行

宏观调控，培育开发海洋主导产业，以达到既能合理

有效利用海洋资源、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又能实现

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保持海洋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的目的。

（一）产业结构优化

根据东营市海洋产业结构现状和海洋产业结构

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东营市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

演进的途径应由目前的二、一、三结构发展到二、三、

一结构，最终实现三、二、一的结构。

在演进过程中，将分两个阶段完成上述目标。

第一阶段，到２０１０年左右，实现东营市三次产
业结构由２００１年二、一、三为序的结构向二、三、一
为序的结构转变。按目前标准划分的传统、新兴、未

来产业结构，在本阶段已形成的新兴、传统、未来产

业为序的结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

未来产业。本阶段目标实现后，东营市海洋经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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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初级阶段过渡到中级阶段。

第二阶段，到２０２０年左右，实现东营市三次海
洋产业结构由第一阶段的二、三、一为序的结构向

三、二、一为序的结构的转变。按目前标准划分的传

统、新兴、未来产业结构，实现由第一阶段新兴、传

统、未来产业为序的结构向新兴、未来、传统产业为

序的结构的转变。本阶段目标实现后，东营市海洋

经济可由中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

需要指出，单纯实现三、二、一或三、一、二的产

业结构排序并不绝对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

当整个社会人均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知识、文化、科

技和消费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时，社会产业结

构才会自发地向以新兴第三产业为主体的高级化方

向发展。所以东营市进行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根本

的任务是大力推进占有市场优势的海洋产业先行发

展，从而尽快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尽快提高人民的收

入和消费水平，这才是最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

（二）主导产业选择

主导产业的选取是涉及面广、涉及因素多的工

作。怎样从众多的初级产业中选择主导产业作为培

植重点，逐步形成在质量和数量上对区域发展有突

出贡献的产业群，需要首先确定基本原则和基准。

本文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原则有四个方面：较

大的市场前景和潜力；能够充分利用区内现有存量；

具有吸收、利用科技成果的潜质和能力，可避免低水

平重复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最弱。

区域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区

域经济结构、市场取向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

按照选择主导产业的一般理论，本文主要依据以下

６项基准：即需求收入弹性基准、经济效益（积累）基
准、技术水平基准、比较优势基准、关联度基准以及

环境影响基准。

根据这些基准，以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东营市及全国
的海洋产业统计数据为基数，对全市海洋产业作定

量综合分析：在不同的基准下根据其指数公式计算

各产业的指数数值，并按大小顺序排列；将每一产业

的６项基准指标的排序值逐项相加，依此进行升序
排列，得到６项指标的综合排序。产业的综合优势
越大，则得分越高，排序就越靠前。排序靠前的产业

作为东营市海洋产业的主导产业。

由于论文篇幅所限，６项基准的具体计算程序
不作引叙。根据６项基准所计算出的各海洋产业的
指数排序值，结合东营市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目标，海

洋各产业的综合得分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东营市海洋产业各基准指数综合表

关联度
需求

收入弹性
经济效益 技术水平 比较优势

环境影响

（清洁生产指数）
六项合计 综合排序

海洋产品加工业 １ １ ４ ３ ２ ４ １５ １
海洋石油化工业（含油气开采） ２ ４ １ １ １ ８ １７ ２

海水养殖业 ４ ２ ２ ５ ４ ６ ２３ ３
滨海旅游业 ７ ３ ５ ８ ５ １ ２９ ４
海洋盐化工业 ３ ８ ６ ４ ３ ７ ３１ ５
远洋捕捞业 ８ ５ ３ ６ ８ ２ ３２ ６

海洋药物制造业 ６ ７ ７ ２ ７ ５ ３４ ７
海洋交通运输业 ５ ６ ８ ７ ６ ３ ３５ ８

　　以上是根据６项基准所计算出的可量化指标作
出的评价，考虑到东营市确立了发展高效生态经济

的目标模式，又确立了港口兴市战略，有些产业可以

适当提前，比如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

另外，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一个过程，其主导

产业的选择可因阶段不同而有所调整。本文认为在

产业结构发展的两个阶段，主导产业选择如下：

第一阶段，海洋产业结构由低级阶段向中级阶

段转化。本阶段的海洋产业构成是由二、一、三为序

的结构转化为二、三、一为序的结构，海洋第二产业

将作为支柱产业而起统领作用，第三产业为扶持培

育的主导产业。按部门分类结构，在本阶段以水产

品加工业、海洋化工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交通运输

业为主导产业，加大其发展力度。海洋药物、海水养

殖、远洋捕捞为支柱产业，采取积极发展的对策。搞

好环境治理与保护，适度发展海洋油气业、近海捕

捞业。

第二阶段，海洋产业结构由中级向高级转化的

阶段。本阶段的海洋产业构成是由二、三、一为序的

结构转化为三、二、一为序的结构，海洋第三产业将

作为主导产业而起统领作用。按部门分类结构，在

本阶段以海水综合利用、滨海旅游业为主导行业，加

大其发展力度。同时扶持海洋服务、海洋能源开发、

海上石油清洁生产等产业的发展。

（三）海洋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海洋渔业。海洋捕捞重点发展外海及远洋捕

捞，调整控制近海渔业。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以河

口区渔业高科技示范园为核心，建立一批专业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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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化养殖基地。积极推广高效生态养殖技术，建立

养殖清洁生产示范工程。

水产品加工业。按照产业化发展模式，加快渔

业龙头企业建设，壮大水产品加工业规模。重点发

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和创汇企业。主要包括以河口海

星集团为核心，建设文蛤出口基地和四角蛤蜊等贝

类深加工项目，促进浅海贝类养护健康发展；以垦利

县玉峰黄河入海口毛蟹深加工为重点，建设鲜活毛

蟹暂存、出口基地和毛蟹系列产品综合加工企业；以

东营市利津县陈庄镇冷藏厂为基础，发展鱼类深加

工，提高鱼产品附加值；以河口区华泰公司为载体，

发展卤虫生产加工出口基地。同时，积极培育水产

品批发销售市场，扩大苗种生产，形成“市场、企业、

基地一体化，养捕加、贸工渔、产供销一条龙”的产

业化发展格局。

海洋油气业。加强海洋石油地质理论研究，开

辟勘探开发新领域。重视对老油田的技术改造，推

行平台石油生产和生活废物无害化处理技术，优化

生产环节，开展清洁生产。扩大海洋油气业与地方

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带动港口运输、机械制造、水上

建筑、水下通信等行业的发展。

盐化工业。抓好盐业的调整布局。黄河以南盐

业区重点开发海水资源和浅层地下卤水、地下盐矿

资源，黄河以北盐业区重点开发海水和滩涂资源。

盐化工业要利用高产、稳产、高效益的制盐新技术、

新工艺，积极发展离子膜烧碱、离子膜钾碱，加快发

展氯产品，解决好烧碱出路。提高卤水和苦卤综合

利用水平，研究开发镁、溴、钾系列深加工技术和新

产品，重点发展氢氧化碳、氧化镁、硫酸钾、碱式碳酸

镁、二水氯化钙、硫酸镁和锂、碘等产品，不断提高产

品加工深度。［３］２０８加强与化工、化肥、造纸等行业的

联合，促进盐化工业的发展。

海上交通运输业。扩建东营海港，疏浚航道，延

伸引堤，增建２个５０００吨级泊位，提高吞吐量和通
航能力。［３］２１６完善广北与广利两港的陆域承载设施，

合理布局与东营海港的职能分工。开辟新航线，建

立大型运输集团，加快船舶运输结构调整，发展动力

大、效益高的运输船队和技术比较先进的海上集装

箱运输系统。

滨海旅游业。以发展黄河口生态旅游为中心，

作好古老黄河文化与海洋文明结合的文章。围绕黄

河入海口景观和原始自然风光，开发黄河入海揽胜、

海中沐浴、近海观光冲浪、海上飞伞、湿地观光科普

园、油田观光等项目，扩大滨海旅游景点，并使之不

断发展壮大，成为高产值的主导性海洋产业。

海洋生物制药。充分利用生物工程领域最新发

展的高效分离、纯化、萃取技术，特别是作为现代生

物技术先驱的微生物发酵、后处理机分离纯化技术，

重点发展多烯酸系列、海酯、多糖系列、鱼肝油产品，

同时加紧开发海生毒素、人造皮肤等产品。利用海

洋环境的独特性和丰富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形成海

洋生物制药特色的溶栓药物、急救药物、心血管药

物、治疗糖尿病药物、抗肿瘤药物、抗生素、抗病毒药

物、酶类抑制剂及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药物，逐步建设

成为海洋药物及保健品开发生产基地。［３］２０７目前开

发生产的心脑营养素系列、螺旋藻、壳聚糖表面活性

剂等产品已经在保健品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可以

作为起步产品。海洋生物制药要走产学研结合的道

路，借助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优势，辅以加快

技术引进，把海洋药物及保健品的开发向高深推进。

三、实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的保障措施

海洋产业规模大、涉及面广、技术含量高，其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要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探索

和建立东营市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模式，分清

主次，轻重有序，协调推进，并在政府管理、政策法

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加大配套建设力

度，以加速东营海洋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

（一）加大对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促

使其逐步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

海洋捕捞、港口海运及海盐业是东营市的三大

传统海洋产业，在东营市海洋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这些海洋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与发达国家

和地区相比，产业的技术构成明显落后。如在海洋

捕捞方面，能从事外海和远洋捕捞的大马力渔船太

少。在港口海运方面，港口装卸的机械化、自动化水

平较低，海洋运输船舶的自动化程度不高。在海盐

业方面，盐业的机械化程度很低，至今仍未摆脱手工

扒盐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靠天吃

饭”，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影响着东营市海洋产

业的发展，因此，要从调整这些传统海洋产业的内部

结构入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这些传统产

业进行技术改造，使这些产业由目前的劳动、或劳

动—资金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提

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对发展东营海洋

经济的贡献能力。

（二）利用高新技术，培植和壮大新兴海洋产业

中具有生命力的部门行业

新兴海洋产业包含的部门广泛，目前在东营市

已初具规模的新兴海洋产业有海洋油气开采、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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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滨海旅游和盐化工业。但在优化海洋产业结

构过程中，对上述行业要根据东营沿海自然特点有

选择地发展。由于东营海域自然生态脆弱，近海海

底浅薄，海水自净能力以及与外海海水的交换能力

比较差，容易受到污染。海洋石油、海水养殖对环境

影响和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大，且海水养殖目前还普

遍存在养殖密度过大、养殖区域环境质量下降等问

题，因此，海洋石油和海水养殖这两类行业在现阶段

不宜过度发展。在新兴海洋产业中，除前面提到的

滨海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积极扶持发展外，海洋化

工特别是海洋精细化工及海洋生物制药要给予高度

重视。因为这两类产业是典型的“双高双低”（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绿色

工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东营市在这些产业方面

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具备大力发展的条件。另外，还

要积极支持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加

快产学研结合的力度，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进程；另一方面要实施产品带动战略，选择一

批重点项目，开发技术先进、效益高、出口创汇能力

强、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支柱产品，以系列化促进产业

化、规模化，培育出海洋产业新的增长点。［４］

（三）加强海洋产业升级的政策法规及管理体

制建设

在严格落实国家已制定的各项政策外，还要按

照“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的要求，配套制

定关于发展高效生态海洋经济的产业政策，引导和

调动集体、个人向技术水平高、市场规模大的海洋产

业或项目倾斜。为保证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目标的实

现，促进海洋主导产业的尽快形成，当前制定的政策

应鼓励海洋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是重点推动

水产品加工、海洋药物及保健品、港口海运、滨海旅

游及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以促使丰富的海洋资源

获得充分利用和更大的经济效益。二是推动海洋科

技和海洋综合服务的发展，为海洋开发提供技术源

泉和开发保障。近期应加紧出台引导发展远洋捕捞

的政策，使渔民从近海捕捞中转移出来，以保护近海

渔业资源。

政府应成立高层次、有权威、综合性的海洋产业

协调管理机构，负责制定东营市海洋工作的方针、政

策，协调各涉海部门之间的关系，定期集中研究海洋

开发利用、治理保护等重大事务。

（四）加快滨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海洋产业

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海洋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交通、通讯、能源等

一般的基础设施，同时，由于产业部门自身特点所

致，还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如海水养殖和

海盐业需要相应的防护工程设施的保护，港口需要

有相应的陆上交通设施担负经港物资的集、疏、运。

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灾害预报、海洋信息服务等是公

益性的基础海洋产业，没有这些产业的发展，其他产

业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必须超前发展

滨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海洋服务业，为海洋产业的

升级优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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