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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经济”的意义与前景 

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调研时提出要打造好“向海

经济”的科学论断，为国家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重要的遵循原则。2019

年 10 月 15 日，以“蓝色机遇，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2019 中国海洋

经济博览会在深圳开幕，本次博览会聚焦海洋、聚焦产业链、聚焦高

精尖，是一次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前瞻务实的多层次多维度海洋高端

论坛，旨在为世界沿海国家搭建一个开放合作、共赢共享的平台。在

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全面研讨“向海经济”的战略意义与发展前景。 

 

一、“向海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近况 

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西北海时首次提出“要建设

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此

后全国掀起一轮全新的发展向海经济热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

府把打造向海经济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讲话精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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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广西迈向海洋强区的重要举措来抓。北海市从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出

发，立足自身优势，多措并举，从规划、项目、产业、招商、改善营

商环境等多方面着力推进“向海经济”。2018 年，北海开展招商活动

共 1015 批次，对接企业 2351 家，接待客商 1407 批 5254人次，新签

项目达 271 个。 

为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2018年 11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共同下发通知，支持山东威海、

山东日照、江苏连云港、江苏盐城、浙江宁波、浙江温州、福建福州、

福建厦门、广东深圳、广东湛江、广西北海、天津临港、上海崇明以

及海南陵水等 14 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坚持陆海统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旨在将示范区建设成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和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功能平台。其中，山东威海的主要任

务是发展远洋渔业和海洋牧场，推动传统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和海洋生

物医药创新发展；山东日照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国际物流与航运服务创

新发展，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8 月 16日，《山东威海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由山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海

洋局正式印发实施。山东省将在威海和烟台的试点推动下，提升向海

经济的增长活力，推动全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2019年 8 月 25日至 8 月 31 日，北海市在天津大学举办 2019 年

向海经济专题培训班，宏观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沿海城市的功能

定位和发展方向，重点学习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经验。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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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在南宁举行广西钦州向海经济招商推介会，海内外 200 多家知

名企业参加，推介会签订涉海项目 11 个，累计项目投资超 81.49 亿

元。9 月 23日，向海经济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果展示交流会在

北海召开，会上共签约 18 个向海经济项目，投资金额总额 7.675 亿

元。此次交流会的举办，将更好地引导中国海洋战略新兴产业项目以

及新成果的转化推广，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开放发展，助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二、“向海经济”的战略意义与价值 

发展“向海经济”是缓解中国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方式，是发展

“海陆统筹”、“由陆向海”的开放性经济的内在需求，是推动海洋经

济新旧动能转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是在港口设施、海

洋交通运输和海洋资源等基础上对海洋经济和蓝色经济发展模式的

升华；是依托国家对外开放的大局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探索的适

合中国的开放型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部署新型的更具发展活力的海洋产业体系 

基于海洋产业和经济格局的发展和变化，“向海经济”在发展过

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聚集高端创新要素、整合发展和增长的能动要素，

积极培育高度契合、利益共享的向海经济新型产业体系。实现国家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妥善解

决发展中的问题。要发挥“向海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需要优化经

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积极打造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区和重点腹地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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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带联动发展。 

（二）探索新型的更为合理有效的陆海联动模式 

中国陆域经济体量和质量增长速度愈发加快，产出能力持续提升，

拓展和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必然的发展趋向。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动下，中国内外联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关系紧密，向外发展、

借力海洋是必然选择。“向海经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中国国内

资源和产能过剩的现状，可以通过日渐畅通且多元的海上通道和内河

航道，联通陆海、联动内外，扩大中国资源和市场的覆盖面、延展度，

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 

（三）拓展新型的更为多维联动的开放发展战略 

“向海经济”是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度推

行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论断，是中国对

外开放战略持续深化的结果。“向海经济”积极引导国家战略资源向

海聚焦，积极引导陆海联动、经济创新持续发展真正实现。“向海经

济”意在塑造中国全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国内经济增

长的内生动力为中国拓展国际经济格局和战略空间提供稳定支撑，充

分利用国际市场发展的竞争压力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提

供良性推动，促进内外联动、协同发展。 

 

三、“向海经济”的发展前景与方式 

走“向海经济”的发展道路需要观念、布局、产业、文化和生态

等多个方向面向海洋。观念上聚焦向海，全面释放海的潜力；布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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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向海，推进资源优化配置；产业上深化向海，夯实向海产业基础；

文化上亲近向海，转化成为发展动力；生态上倾斜向海，实现要素良

性互动。 

（一）实现海洋产业新发展 

海洋经济是发展“向海经济”的依托，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是其发

展支撑。海洋经济的本质是外向型经济，“向海经济”进一步拓展了

其外向属性、提升了其外向性能。未来，需进一步促进传统陆域产业、

传统海洋产业、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融合，形成以绿色生态为引

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开放合作为抓手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进

一步拓展海洋工程装备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深海油气开发业等的发

展空间。现代化港口与多层次的海洋交通运输网络是发展“向海经济”

的基础，是推动“向海经济”对外开放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港口发展模式，建设国际化与现代化港口，全面

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二）实施科教兴海的战略 

要实施科教兴海的战略，从中央到地方，均需明确国家在海洋科

技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是在海洋信息技术、海洋高端装备、海水淡

化技术、海水污染防治等制约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领

域，需加大投入。为解决关键技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快组建以

企业为主体的海洋技术创新平台、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平台，以新

技术培育新动能，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要重视海洋科技

和信息人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促进海洋科技学科和机构的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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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海洋政治学科和研究人员体系，加强对中

国海洋发展理念的人文社科研究。 

（三）海洋治理体系新建设 

国家海洋发展治理体系的建设，要将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政

策放在一起。积极构建海洋经济治理体系，要按照社会主体配制社会

资源的逻辑，深化海洋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实现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蓝色海洋经济，推进海洋社会综合治理建设，加快

形成中国的海洋社会治理体系。也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综合统筹和

逐步解决中国海洋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扩大海洋开发领域，加快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进一步加强对

海洋开发活动、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社会的监测监管，实现政府

对海洋的有效治理。 

（四）海洋服务功能新提升 

发展“向海经济”，要不断完善和提升海洋公共服务功能，加快

海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污染治理、海洋防

灾减灾、海上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能力。同时要建立部门联动

机制，通过各类资金优先向示范区倾斜、引进海洋产业领军人才和创

新人才等方式，进一步支持示范区建设。也要建立多元化的海洋旅游

产品体系，大力开发滨海度假、海岛休闲、海洋观光、邮轮游艇、海

上运动等特色旅游项目，建设一批重点滨海旅游度假市（区）。 

（五）充分衔接“一带一路” 

“向海经济”是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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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与“一带一路”倡议充分

衔接。全国 14 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在国家和地区统一领导下，要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规划，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展对外经贸

和交流合作活动，大规模走出去、高水平引进来，充分发挥国内资源

充足的优势，由北而南，形成渤海、黄海、东海与南海联动发展、平

衡增长的战略体系，开辟“向海经济”协同发展的新空间。“一带一

路”倡议与“向海经济”互促互进，可以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合

理调整和新旧动能转化，谋求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和美好未来。 

（撰写：张景全，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吴昊，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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