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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充分发挥我国东北地区面向海洋的区位优势,加快区

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文章从基础条件、空间布局和实施重点3个方面,分析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

济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是海洋经济大省,而在打破传统“沿海”观念的基

础上发展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毗海经济和向海经济,有利于辽宁省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整个东

北地区海洋经济的区域协同发展,俄罗斯远东发展战略与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也为此创

造了环境和机遇;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为“一轴一带两区”,其中“一

轴”为大连至佳木斯的铁路通道,“一带”和“两区”分别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延边州海洋经济区和绥

芬河海洋经济区,各地发挥各自的区位和产业优势,科学布局海洋产业,形成集聚、辐射和带动力

量;我国东北地区应大力推动海洋经济一体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对外开放国际化和科学技术创新

化,从而实现海洋经济的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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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strategyofrevitalizingtheoldindustrialbaseinNortheastChi-

na,givefullplaytotheocean-orientedregionaladvantageofnortheastChina,andacceleratethe

developmentandprosperityofregionaleconomy,thispaperanalyzedthestrategyofregionalco-

ordinated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NortheastChinafromthreeaspects:basiccondi-

tions,spatiallayoutandkeypointsofimplementation.TheresultsshowedthatLiaoningprovince

isamajormarineeconomyprovince,andthedevelopmentofcoastaleconomyofJilinprovinceand

seawardeconomyofHeilongjiangprovinceonthebasisofbreakingthetraditional“coastal”con-

ceptisconduciveto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arineindustryinLiaoningprovinc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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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ordinatedregional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thewholenortheastregion,Russian

FarEast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strategyofrevitalizingtheoldindustrialbasein

NortheastChinaalsowillcreateenvironmentandopportunitiesforthispurpose.Thespatial

layoutof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icregionsinNortheastChinais“oneaxis,

onebeltandtwozones”,inwhichthe“axis”isDalianrailwaycorridortoJiamusi,the“belt”and

the“twozone”aretheLiaoningcoastaleconomicbelt,YanbianSeaEconomicZoneandthe

SuifenheSeaEconomicZone,andalllocalgovernmentsshouldgivefullplaytotheirrespectivere-

gionalandindustrialadvantages,scientificallyallocatemarineindustries,andformagglomeration,

radiationanddrivingforces;NortheastChinashouldvigorouslypromotetheintegrationofmarine

economy,marketizationofresourcealloc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ofopeningupandinnovationof

scienceandtechnology,soastorealiz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

Keywords:OldIndustrialBaseinNortheastChina,MarineEconomy,RegionalEconomy,SeaPas-

sage,Sino-RussianMaritimeCooperation

0 引言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巨大资源宝库。面对

日益枯竭的陆地资源,开发和利用海洋已经成为

21世纪世界各国新的战略选择[1]。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

的引擎,也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作为老

工业基地,我国东北地区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充分发挥濒临黄、渤海和靠近日本海的区位优

势,协同发展海洋经济是应势之策和理性选择。

根据地理位置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式的差

异,我国东北地区的海洋经济可分为海洋经济、毗

海经济和向海经济:辽宁省濒临渤海和黄海,管辖

海域广阔,属于海洋经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虽无

管辖海域,但距离日本海很近,可通过“借海”发展

海洋经济,根据与海岸线距离的远近,吉林省属于

毗海经济,黑龙江省属于向海经济。

目前对于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的研究多集

中在辽宁省,而忽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在东北亚地

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因而难以从区域协同的视

角研究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战略。区域

协同发展是通过区域分工和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

促进各区域优势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区域经

济效益的最大化和发展差距的可控化,确保区域经

济的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2]。辽宁省是海洋经

济大省,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海洋经济刚刚起步,

实现三省海洋经济的区域协同发展对于我国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发展东北地区经济意义重大。

1 基础条件

东北亚地区海洋资源丰富,我国东北地区海洋

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渤海和黄海。辽宁省

是海洋大省,早在1986年即提出建设“海上辽宁”的
战略设想,随着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辽宁省

将发展海洋经济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海洋渔业、

船舶制造业和滨海旅游业取得显著成绩(表1)。

表1 2005—2015年辽宁省主要海洋产业产值 亿元

年份 海洋渔业 船舶制造业 滨海旅游业

2005 567 488 343

2006 648 501 495

2007 713 534 656

2008 742 585 837

2009 769 603 1048

2010 909 621 1239

2011 1032 875 1460

2012 1069 833 1669

2013 1180 780 1901

2014 1201 746 2363

2015 1339 718 2741

  注: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辽宁省年鉴》和《中国海洋

统计年鉴》。

与此同时,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多的

问题,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海洋经济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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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年 辽 宁 省 海 洋 经 济 产 值 的 增 速 由

19.70%下降至3.79%;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

国各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产值的增速均有下降,但辽

宁省下降幅度较大。②海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辽宁省海洋产业已初步形成“三、二、一”结构[3],但

与上海市、浙江省和山东省等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即海洋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较低;海

洋新兴产业中,辽宁省仅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

较快,而山东省、浙江省和福建省等已实现海洋生

物医药业高端优质项目的培育和集聚,天津市和青

岛市等也不断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海水淡

化与综合利用产业链建设。③海洋经济发展方式

较粗放。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粗放度(投入要素

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高于上海市、浙江省

和山东省等,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较低。上述海

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导致辽宁省海洋生态环境

的恶化[4],而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制约了海洋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按照传统的视角,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并非沿海地

区,其经济发展与海洋无关。这种观点阻碍了二省通

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经济,也制约了我国东北地

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整合和优化。海洋经济是直

接依托于海洋或来源于海洋的经济活动,海岸带经济

是受海岸带地区驱动的经济活动[5]。海岸带地区的

范围一般定义为海岸线向陆一侧10km,根据需要可

达100km,更模糊的定义为1d的车程。吉林省延吉

州珲春市与日本海岸线的直线距离为4.5km,黑龙

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与日本海岸线的直线距离为

42km,因此应从海洋地理的角度谋划经济发展,而不

必拘泥于是否具有出海口,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发展毗

海经济和向海经济具有可能性。

实际上,如果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能够“借海”发

展海洋经济,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的区域协同发

展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目前辽宁省海洋经济迫

切需要转型升级,根据《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其发展目标是海洋生态文明制度

基本建立、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改善、海洋资源

高效开发利用、海洋保护空间合理布局和海洋基础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而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是

将近海的捕捞业、养殖业和水产品加工业等产业的

过剩产能转移和输出,同时为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

谋求大量、优质的初级产品和能源以及消费市场。

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海洋经济从无到有,需要大量

相关的人力、物力和管理经验,东北亚地区可接受

辽宁省的过剩产能,相关海域的优质海水产品以及

矿产和石油等可投入至辽宁省新兴海洋产业发展,

同时该地区市场也需要辽宁省高端海洋产业的产

品,如海洋工程装备等。

国际方面,为应对经济制裁和石油价格下跌带

来的冲击,解决本国经济困境[6],俄罗斯加快实施远

东地区发展战略[7]:2014年制定并实施新的《联邦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同年《联邦

社会超前发展区法》提出在“超前发展区”实行特殊

的法律制度,以吸引外商投资和加快地区经济发

展,截至2016年年底已在远东地区设立16个超前

发展区,其中位于滨海边疆区的有5个。俄罗斯远

东发展战略与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为吉

林省和黑龙江省“借海”发展海洋经济创造良好环

境,也为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的区域协同发展提

供战略机遇,有利于促进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

东地区的经济繁荣。

2 空间布局

由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难易程度不同,我国

东北地区发展海洋经济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

应结合各自的区位和产业优势,科学布局海洋产

业,充分开发利用黄、渤海和日本海的资源,加强与

俄罗斯的海洋合作,形成海洋经济产业链,构建海

洋经济发展带,实现海洋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

布局可概括为“一轴一带两区”(图1)。

图1 “一轴一带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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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一带两区”是以大连-丹东-通化-图

们-珲春-东宁-绥芬河-佳木斯铁路为主轴,连

接辽宁沿海经济带、延边州海洋经济区和绥芬河海

洋经济区,贯穿黄、渤海和日本海的海洋经济发展

空间。其中,“一轴”是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区域

协同发展的“脊骨”,是沿中俄、中朝边境而行的南

北铁路大通道,是连接黄、渤海和日本海的纽带;这

条铁路大通道全长超过1300km,将沈丹线、凤上

线、梅集线、鸭大线和浑白线5条既有铁路连接起

来,覆盖我国东北地区东部10余个市和30余个县,

总面积约22万km2,涉及人口超过1800万;可深

入我国东北地区东部经济腹地,并形成直达丹东港

和通过珲春-马哈林诺铁路到达扎鲁比诺港的全

新出海通道,将我国东北地区东部盛产的粮食、木

材、煤和钢铁等物资输送到世界各地。“一带两区”

是镶嵌在“一轴”上的彩虹和珍珠,将发挥强大的海

洋产业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并成为我国东北地

区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1 辽宁沿海经济带

辽宁沿海经济带位于辽宁省南部,北接以沈阳

市为中心的沈阳经济区和我国东北内陆地区,南望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东临朝鲜半岛,西连京津冀

城市群。辽宁沿海经济带于2009年作为整体开发

区域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一核一轴两翼”为总

体布局框架。

“一核”即大连核心区:创建国家海洋经济创新

发展示范城市,以国家级新区金普新区和辽宁自贸

区大连片区建设为突破口,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

新,提升国际影响力,发挥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

领军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的辐射和引领作用;进一

步加快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重点发展海洋交

通运输业,以大连港为依托,搭建高效物流平台,建

设一批辐射面广和流量大的优势货品集装箱物流

基地,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以大连湾为依托,

建设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以丰富的海洋

渔业资源为依托,巩固传统海洋渔业,同时促进海

洋渔业转型升级;以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研力量为

依托,加快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现代海

洋经济与信息产业的高度融合。

“一轴”即大连-营口-盘锦主轴:重点建设大

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形成临港产业集群;建设营

口沿海产业基地,逐步建成大型临港生态产业区;

建设盘锦辽滨经济区,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业。

“两翼”即渤海翼(盘锦-锦州-葫芦岛渤海沿

岸)和黄海翼(大连-丹东北黄海沿岸和主要岛

屿):渤海翼重点建设锦州滨海新区,主要包括锦州

湾国家炼化基地和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推进盘锦石

油装备制造业建设,建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石油装

备制造业基地;建设葫芦岛北港工业区。黄海翼重

点建设庄河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花园口经济区、

登沙河临港工业区、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现

代海洋牧场区和皮杨陆岛经济区,发展临港装备制

造业、水产品增养殖和加工业、滨海旅游业以及港

口物流业等海洋产业;建设丹东产业园区,加速丹

东港和海洋红港建设,发展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

和港口物流业等海洋产业。

2.2 延边州海洋经济区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邻近日本海,所辖珲春市在

历史上就是与日本海沿岸国家开展海洋合作的重

要通商口岸城市。延边州海洋经济区凭借日本海

和西太平洋的海洋资源,与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

本开展海洋领域的合作,发展海洋经济主要包括

5个方面。

(1)突出珲春市的地理优势,积极争取国家政

策支持,创建陆域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以珲

春市为龙头,外联俄罗斯远东海域和朝鲜东部海

域,内联和龙市、龙井市、图们市和延吉市,连线成

片,做大做强跨境海洋产业链,促进海洋产业集约

集聚发展,形成内外联通的海洋产业带。在示范区

内采取“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构建“一核一带

五园区”的海洋产业空间发展格局:“一核”即以珲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为核心区;“一带”即沿图们江建

设海洋产业经济带;“五园区”即珲春海产品工业

园、珲春国际物流园、龙井海产品加工园、图们海洋

产业合作园和和龙进口资源转化园。

(2)重点发展海水产品贸易、加工、冷藏和冷链

物流及其配套产业,延长海水产品产业链,提高滚

动增值效益,建设东北亚地区集过货、存储、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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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加工和出口贸易为一体的海水产品深加工出

口集散基地。

(3)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业、港口物流业和

滨海旅游业,加快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促进冷链

物流业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形成具有竞争

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传统优势海洋产业的

转型升级。

(4)建设面向国内外的海水产品批发集散市

场,争取建设海水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有力对冲实

体经济发展风险。

(5)延边州海洋经济区的纬度位置赋予其发展

明太鱼加工业的天然优势,有利于扩大明太鱼水产

业的发展规模。建设明太鱼晾晒和深加工产业园,

在现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完善生产规程,规范明太

鱼晾晒程序并形成相关标准;扩大明太鱼深加工规

模,重点在研发海洋生物保健品和海洋药物等高附

加值产品方面取得新突破。

2.3 绥芬河海洋经济区

绥芬河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与俄罗斯远东

地区最发达的滨海边疆区接壤,距俄罗斯波格拉尼

奇内口岸约21km,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黑龙江陆

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8]。绥芬河海

洋经济区发展海洋经济主要包括2个方面。

(1)以哈尔滨市为核心,以绥芬河为枢纽,经俄

罗斯远东港口,建设陆海联运国际通道。这条通道

的中转地包括俄罗斯、韩国和日本的世界一流港

口,货物经绥芬河口岸出境,通过铁路运输直达俄

罗斯远东港口并“借港”出海,对内可抵达辽宁省、

天津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和

海南省的主要港口,对外可抵达俄罗斯、韩国、日本

以及欧洲和北美地区,从而打通黑龙江省的“出海

口”,形成“中-外-中”和“中-外-外”的物流新

通道。

(2)加快境内外海洋园区建设,打造跨境产业

链,推动产业合作升级。未来10~20年内,俄罗斯

的“蓝色海洋大粮仓”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海洋项目

之一,目前绥芬河市相关企业已在俄罗斯海域开展

海参、扇贝、牡蛎和鲍鱼等苗种的繁育和底播,开发

利用了部分海洋资源,并与俄罗斯形成良好的合作

关系。应充分利用中俄海洋渔业领域良好的合作

基础、我国口岸政策和俄罗斯自由港优惠政策,有

序引导相关企业“走出去”,同时加大“内引外联”力

度,重点打造与俄罗斯合作的海洋生态繁育园区,

发展海洋生态苗种繁育、保税区海洋鱼类深加工和

鲜活水产品大宗贸易,形成集养殖、捕捞和加工为

一体的跨境产业链,构建境内外海洋园区产业互动

和产业链衔接配套的发展格局。

3 实施重点

我国东北地区海洋经济的区域协同发展须紧

密围绕国家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即打

造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之后的

中国第4大经济增长极。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作

为开放型经济的海洋经济必将成为我国东北地区

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应充分发挥我国东北地区海

洋经济的后发优势,使其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的重要推动力。

3.1 海洋经济一体化

我国东北地区面向西太平洋,从地理位置上具

备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条件,而黑龙江省和吉林省

作为内陆地区,其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由于

俄罗斯远东发展战略与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战略高度契合,我国与俄罗斯合作开发利用日本

海、拓展北极航道和发展海洋经济成为可能。因

此,我国应充分考虑与俄罗斯海洋领域合作的现实

进展和长期规划,建立东北地区发展海洋经济的协

调机制,从整体上调整和优化东北地区海洋产业结

构和空间布局;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应加强

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建立海洋经济发展协作机

制,推动海洋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2 资源配置市场化

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等地区共

同构成中俄海洋经济走廊,是未来东北亚地区海洋

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应抱团融入走廊建设,并发挥引领作用。因此,应

将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吉林省

和黑龙江省,打破行政和贸易壁垒以及“孤岛式”经

济体制,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规则培育海洋经

济要素市场,促进各种海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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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市场在海洋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3 对外开放国际化

我国东北地区开放度较低始终是其经济发展

的“短板”,须实施对外开放的国际化战略,构建开

放型经济体系,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

升级。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我国东北地区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同时描绘“东北亚海上

丝绸之路”的建设前景,是促进我国东北地区对外

开放和国际化的重要机遇和载体。“东北亚丝绸之

路”古而有之,可追溯至汉初,即现在的珲春市经日

本海的多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业交通路线;唐代

渤海国的“日本道”即通往日本开展丝绸贸易的“海

上丝绸之路”[9]。随着北极航道商业通行成为现实

和珲春市“借港出海”日臻完善,从珲春市出发,经

日本海可形成2条海上通道:①向北,东北航线可到

达北欧和西欧地区,西北航线可到达北美地区;

②向南,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航线对

接,可建立东北亚与非洲的联系通道。

在“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国

东北地区应发挥大连市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加快

图们江地区的开发和开放,充分发挥绥芬河市、珲

春市和丹东市等的对外经贸优势,优化贸易环境,

完善政策机制,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实现互利

共赢。

3.4 科学技术创新化

研究制定更加积极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政策,规

范技术转让行为,维护技术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

权,有效促进知识和技术流动。推动企业与高等院

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技术转让、委托开发、联合开发

和人才培养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研究重大海洋

经济和环境项目,协调解决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建立健全利益和风险共担的新型合作机

制。开展国际海洋科技交流合作,组建以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国际合作联盟。积极

参加国际海洋联合项目,追踪世界海洋科技和产业

发展前沿。加大海洋高端人才引进力度,提供科研

和生活经费支持,打造海洋领军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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