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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全球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浙江省“全国海洋经济试点省”和“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建设实际出发，以宁波市核心区为例，分析了当前加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了

包括科学、合理引进国外资金及先进技术，尤其是加强海洋高科技产业及相关法律法规与生态环境保护等

方面合作重点及其相应策略措施，促进示范区建设和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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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各国在努力寻求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在积极

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海洋经济因其无可比

拟的优越性吸引了众多目光，成为新一轮经济发

展重要战略部署，海洋经济已日益成为当前世界

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和国际经济合作重要领域。

本文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宁波市核心

区为例，就当前是否及如何加强海洋经济国际合

作问题进行探讨，起抛砖引玉作用。 

一、国家海洋经济战略的现实背景及问题的

提出 

已有研究表明，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生

物和空间等资源，以海洋资源为依托的海洋经济

发展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1-4] 事实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

合国 21 世纪议程》等一系列有关海洋的国际公

约、发展议程或行动计划相继出台。海洋与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成为全球性共识，沿海国

家开始大力推行海洋强国战略，纷纷推出海洋开

发计划。[5] 如 1999 年，美国即开始实施“国家

海洋经济计划（NOEP）”;日本也非常重视海洋

经济，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以海

洋能源保护大海安全”的研发口号，开始对海洋

能源加以开发研究；1997 年又制订了《海洋开

发推进计划》，提出运用科技以加速海洋开发。

近年来，日本全方位推进海洋开发与建设，形成

了海洋产业与海洋科技联动发展的基本格局。 

中国也深刻意识到了海洋经济建设的重要

性，并加快融入到海洋经济发展热潮中。据统计，

近年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总产值已从

2001 年的 7234 亿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38439 亿

元，10 年间增长了 4 倍多；浙江省海洋经济发

展迅猛，2010 年总产值达 3500 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从 2001 年的 4.7%递增到 12.8%。继国

务院先后确定山东、广东、浙江 3 省为“全国海

洋经济建设试点省”，2011 年 3 月又正式批复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示范区

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提出：坚持“以海

引陆、以陆促海、海陆联动、协调发展”，注重

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优化形成重要海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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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区，推进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

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① 

作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港城

宁波集港口优势和区位优势于一身，拥有优越的

自然、人文及社会经济条件，在全国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建设中占据重要的核心位置。目前，全

市正积极响应国家及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号召，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向海洋经济强市跃进。

显然，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宁波市核

心区为例，就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的国际

合作问题进行较深入分析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

参考，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二、示范区建设开展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 

海洋经济是一个完全开放和不断发展的经

济系统。开展国际合作，不仅是海洋经济开放性

的内在要求，也顺应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

时代潮流。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核

心区，宁波海洋资源比较丰富，海洋产业基础扎

实，港口条件得天独厚，区位优势明显，但也遇

到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尽合理、生态环境污染

比较严重、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等方面问题，

这些问题对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成了一定

阻碍。建议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这个平台，充

分利用国外充裕的资金、先进的海洋开发技术和

管理经验，促进示范区及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一）必要性与目标分析 

1. 优化海洋资源与要素配置的需要。由于

各国和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任何一个国家

或地区都不可能具有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

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可以实现生

产要素在国际间的互通有无，促进要素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最佳配置，为各国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

和要素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和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国和地区之间

不仅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着一定

的联系，各国和地区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渗

透的程度大为加深。由于历史、自然条件以及经

济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各国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

水平不平衡，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此外，海洋

经济主要是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为主的生产活

动，而海洋资源开发是一项风险大、成本高，技

术要求高的活动。对此，宁波可以利用海洋经济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来为

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服务，而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

利用自身的技术、资金或者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

来投资宁波的海洋产业以取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最终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2. 协调海洋资源利用矛盾的需要。如前所

述，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谁控制了海洋，谁

就掌握着未来。近年来，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

机之后，以海洋及其空间资源为基础的海洋经济

成为各国海洋利益角逐的焦点。但由于海水的流

动性，海洋天生就是个一体化区域，纵使有《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国海洋区域权利进行界

定，但涉及海洋主权的争端仍时有发生。我国南

海更是争端多起的海域，多国觊觎着南海丰富的

资源，纷纷提出主权管辖的要求。这种因主权争

端引起的资源所有权纠纷，导致开发利用矛盾冲

突时有发生，并有激化的可能。春晓油田开发向

周边省市提供了丰富的天然气，但也引起了日本

投来觊觎的眼光——由于油田距离日中中间线

只有 5 公里，日方认为油田开采会带来吸聚效

应，进而损害日本的利益。声称如果中国决定在

“春晓”油气田开展生产活动，日方将采取“必

要措施”，对中日关系带来一定挑战。此外，一

些渔民海洋主权意识缺乏，经常忽视海洋法的规

定，去他国海域进行捕捞；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薄

弱，也造成了他国海域的污染。类似矛盾和冲突，

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这个平台解决。 

3. 解决共同性海洋问题的需要。人类开发

利用海洋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伴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逐渐加深，开发利用

的程度不断深入。但这片辽阔的水域仍有许多不

为人所知之处，也存在着众多不可预见性和不确

定性。例如，海洋灾害海啸、地震等此起彼伏，

尤其是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

生 9.0 级强烈地震引起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露

使世界大为震惊，也使人们对海洋问题有了一个

新的认识。人类开发海洋或者由于意外事故而引

起的海洋资源锐减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等，也时

常发生。显然，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及灾害的预报

等海洋事务，也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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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行性与潜力分析 

宁波是海洋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拥有

较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基础设施日渐完善；同

时，宁波已经与许多海洋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一系

列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实践，加强海洋经济国际合

作具有重要意义和较强可行性。 

1. 要素资源的互补性。宁波发展海洋经济

资源基础雄厚，包括漫长的海岸线、辽阔的海域、

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以及富饶的滨海旅游、

渔业等资源。其海域总面积达 9578 平方千米，

海岸线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特别是港口优势明

显，在国内港口排名第一，在世界港口无论是货

物吞吐量抑或是集装箱吞吐量都位居全球前十。

而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一些自然因素的制约，资

源条件存在一定的局限，双方合作开发潜力大。

近年来，宁波审时度势，认识到自身海洋资源优

势，加大对海洋科研的投入，并且拥有宁波大学

生物学院、宁波海洋开发学院、宁波市海洋与渔

业学院等海洋科研机构，拥有 9 家海洋与渔业领

域重点实验室，在海洋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的进

步。但与海洋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仍不乏

存在差距，诸如：深海勘探以及大洋钻探方面与

世界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美国的海洋生物技

术、海洋热能转换技术；日本在海洋图像与数据

处理和地球变化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双

方在要素资源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 

2. 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也是一种生

产力，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关系到港口物流、

临港工业以及一些海岸带产业的发展水平的高

低，进而影响到海洋经济的规模。由此可见，完

善的基础设施是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重要基础。

宁波由于自身优势条件以及国家政策的倾斜，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以及设施间

的有效配套衔接为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支撑。杭州湾大桥的建成以及甬台温铁路的

通车，使得宁波的交通大为改善，港口集疏运网

络日趋完善。现阶段，浙江省以及宁波市正加大

对一些海岛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电力、水利等

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提高这些海岛的基础设

施水平，以便有效开发当地的海岛资源。近年来，

宁波市一直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完成了海岸

及市区的防洪工程，海滨地区防御台风的能力不

断增强。这些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宁波开展海洋经

济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以及提供了硬件基础。  

3. 雄厚的海洋产业基础。当前宁波海洋经

济初具规模，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0 年

海洋生产总值居全省第一位。现阶段，宁波已经

形成了以临港大工业为支柱，海洋渔业、滨海旅

游、海洋运输业等产业全面协调发展的海洋产业

体系。其中，临港工业在宁波工业中的比重已达

三分之一，主要以钢铁、造纸、机器设备、石化、

能源及汽配和修造船为主，并形成了产业群。宁

波拥有丰富的海岛资源以及滨海旅游资源，滨海

旅游业不断快速发展，日渐成为全市旅游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兴海”战略的实施，海

洋生物产业、海洋清洁能源业等高技术产业开始

起步，目前宁波有宁波超星海洋生物公司、宁波

海浦生物公司、绿之源、大红鹰生物等海洋生物

产业。海洋清洁能源主要有海洋风能、潮汐能等。

以海洋风能为例，目前慈溪鹤浦风电场、象山檀

头山风电场、高塘岛风电场和北仑穿山半岛风电

场项目正在建设中。这些都为宁波发展海洋经

济，开展海洋经济合作奠定雄厚的海洋产业基础。 

4. 显著的对外开放优势。早在 1842 年，宁

波就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中国对外

开放的重要门户。30 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宁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

是，宁波与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

密切，特别是入世以来，宁波加强对外开放的力

度，其中利用外资在宁波对外开放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2010 年宁波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495 个，

合同利用外资 40.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8.2%，

实际利用外资 23.2 亿美元。宁波是一个外向型

经济发达的地区，2010 年宁波外贸进出口跻身

全国前十名，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829.04 亿美

元。宁波拥有众多开发区，包括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宁波保税区、大榭开发区、宁波出口加工

区，这些区域外向型高，开发开放较为完整；此

外，这些区域还设定不同的优惠政策以满足不同

投资者的需求。目前宁波有众多外资企业，包括

韩国三星重工、美国埃克森公司、日本岩井、印

尼金光集团、泰国正大集团。在国家政策的指引

下，宁波在引进外资、技术及管理经验上有众多

招商引资的创新举措，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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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范区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的路径与策略

选择 

开展海洋经济国际合作，不仅是促进宁波海

洋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具备

了一系列有利条件。尤其是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

战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应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合理利用国外要素资源和巨大市场，提高海

洋经济国际竞争力，实现海洋经济振翅腾飞。 

（一）引进国外资金及先进技术，促进海洋

资源有序开发 

资金与技术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

重作用。虽然宁波经济实力雄厚，民间资本充裕，

但其海洋经济投入较海洋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相对不足，更缺少先进的核心技术，海洋资源开

发能力不足。对此，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的投资政

策，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如国际信贷合作、

国际融资合作以吸收国外资金，充分利用国外风

险投资，实现资金与项目的对接，包括无人岛的

开发利用；同时发挥宁波渔业资源丰富的相对优

势，鼓励外资企业直接或间接投资，促进海洋经

济与渔业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进程。技术方

面，可以通过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包括引进国外

海洋科技人才、召开科技专题会、专家互换、交

换科技情报、建立联合科研机构与培训中心或进

行设备进出口等方式，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

验，提高稀缺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配置水平。换句

话说，加强国际合作不仅在于引进资金、技术以

提高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人才

与先进装备的引进，改进管理体制，提高海洋经

济创新能力，促进海洋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 

（二）加强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优化

海洋产业结构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

义。许多海洋经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投入都很

高，并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形成了海洋产业园。

如美国的大西洋海洋生物园和夏威夷海洋科技

园、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海洋产业园以及日本的

海洋科技中心。但受技术、资金等方面制约，目

前宁波临港大工业突出，海洋先进装备制造、海

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清洁能源等海

洋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十二五”

期间，国家将重点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及海洋

新兴产业并给予战略支持。宁波可以与国外海洋

高新技术产业合作，通过利用国外的科技成果，

着力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为宁波转变海洋

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途径，为提升海洋经济核心竞

争力提供支撑；还可以积极引导国外企业加盟，

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促进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

高，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三）健全相关法规和合作机制，加强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 

资源和环境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优

良的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发展将是无稽之

谈。沿海各国对海洋开发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公

共海域资源与环境也造成了极大污染和破坏，特

别是突发性污染事件的应急、防范能力差，生态

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具权威的海洋法规，公约明确

表示各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为此，各国在

发展海洋经济过程中，必须履行公约义务，同时

树立全球意识，对一些欠发达国家进行海洋环境

保护援助。为此，宁波应大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宣传与治理工作，在制定外商投资优惠政

策时，进一步明确海洋环境保护的义务，规范外

商的行为，做好减排减污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东

盟、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在

海洋环境保护的作用，构建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

制，包括健全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基础及具

体操作程序，设立专门的负责机构，明确海洋环

境问题预防及解决措施和方法，促进宁波及全国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海洋是 21 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和最大发展空间，海洋经济已日益发展壮大，成

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增长点和国际合作的重要领

域。主要沿海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制订了各自的海

洋开发战略，我国也已将海洋经济发展上升到国

家战略，正式批复了山东、浙江、广东 3 个“全

国海洋经济试点省”以及浙江省“全国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目前，浙江省及宁波市都提出要

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向海洋经济强省及强市跨

越，并基本形成了以宁波—舟山港为依托，临港

工业为支柱，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滨海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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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产业全面发展的海洋产业体系，但也存在一

些急需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海洋及海洋经济发展的开放

性和国际性突出，这就决定了“大力开展海洋经

济国际合作”将是未来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国际合作”，不仅可以实现各国（或

地区）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有助于那些

海洋问题的解决；既可以提高宁波海洋资源开发

与保护能力，亦能提升海洋产业结构。作为沿海

开放城市，宁波市拥有显著的对外开放实践及体

制机制等方面优势，近年来在引进资金、技术等

方面均有许多创新举措，积累了较丰富的国际合

作经验。未来宁波市核心区，既要通过科学、合

理引进国外资金及先进技术，尤其是海洋高科技

产业等方面合作，还要十分注意充分利用与发挥

主要国际及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在海

洋经济合作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与

巨大潜力，努力突破当前海洋经济发展的资金及

技术等方面限制，进一步提升海洋产业科技水

平，实现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此外，作为蒋氏故居所在地和重要合作伙

伴，宁波市还应注意加强与台湾地区间海洋经济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甬台两地经贸合作

源远流长，台湾地区已发展成为宁波第二大贸易

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另一方面，台湾地区

拥有“海上粮仓”的美名，其海洋资源极其丰富，

海洋经济方兴未艾。这就为未来甬台海洋经济合

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此我们将另文发表。 

注释： 

① 其中，“一核”：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两翼”：

环杭州湾产业带为北翼，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为南翼。“三圈”：

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沿海都市圈。“九区”：杭州、宁波、嘉

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市的九大产业集聚区。“多岛”：

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六横、南麂等重

要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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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monstrative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s—Illustrated by the Ningbo Core Demonstrativ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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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ine economy has become a crucial growth point of global economy as well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n the ground of the realitie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the realities of Zhejia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ilot national demonstrative marine economic area, this article makes a study of 

the Ningbo Core Demonstrative Area and analy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marine 

economy. In the light of this analysi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tails and strategies of the cooperation in such aspects as rational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development of hi-tech marine industries, the related law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words: marine econom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demonstrative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s; Ningbo 

Core demonstrativ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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