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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海洋工程的发展领域包括从前期可行性研究到建设运行管理、从基础性研究到

技术开发应用以及从装备制造硬件研究到战略规划研究,都是自主创新,联合攻关以及产、学、研

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整体上代表我国海洋工程领域的最高科技水平,是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创新型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打造创新型

领军人物的重要机制,对于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科技人才成长、海洋强国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方略,海洋工程

建设对于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未来应明确方向、增强共识、加强沟通、形成

合力,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全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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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ituationandProspectofChina'sOffshore
Engineering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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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thedevelopmentfieldsofChina'soceanengineering,includingfrom

preliminaryfeasibilitystudytoconstructionandoperationmanagement,frombasicresearchto

technology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andfromequipmentmanufacturinghardwareresearch

tostrategicplanningresearch,wereallindependentinnovations,theimportantachievementsof

jointtacklingkeyproblemsandjointeffortsofindustry,scienceandresearchrepresentthehigh-

estlevelof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fieldofmarineengineeringinChinaasawhole,and

wereimportantcontentsfor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

tionsystemandthetransformationandapplication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it

wasalsoanimportantmechanismfor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innovativemarinescienceand

technologytalentteamsandcreatinginnovativeleadingfigures,itwasofgreatsignificanceto

promotetheinnovation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thegrowthofmarinescienceand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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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talents,theconstructionofmarinepowerfulcountryandthedevelopmentofmarinecause.

BuildingastrongmaritimenationisanimportantpartoftheChineseDream'sstrategyforthe

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Marineengineeringconstructionplaysabasicand

leadingrolein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thefuture,weshouldmakeclearthedi-

rection,strengthenconsensus,strengthencommunicationandformsynergy,soastoprovidea

comprehensiveguaranteefortheconstructionofmarinepowerfulcountry.

Keywords:Oceanengineering,Marineeconomy,Marineindustry,Reclamation,Technologicalin-

novation

0 引言

海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拓展空间

和资源宝库,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事业在国家发

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国务院先后批

准实施多个沿海区域发展规划以及以海洋经济发

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以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

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为核心,各沿海地区制定区

域发展规划并陆续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2016—

2019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分别为70507亿元、

77611亿元、83415亿元和89415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6.8%、6.9%、6.7%和6.2%。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生产要素在全

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孕育和兴起,为我国海洋

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走出去”提供良好条件和重要

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实施,为我国海洋经

济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拓

展新空间。海洋工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建设海洋

强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我国海洋工程的发展状况

海洋工程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随着

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海洋工程基本形

成五大类型。①海洋资源开发工程,如海洋油气开

发工程、海洋渔业工程、海洋金属资源开发工程、海
水利用工程、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和海洋

生物工程;②海洋空间利用工程,如港口运输工程、

跨海大桥工程、海底隧道工程、海底电缆管道工程、

围填海工程、临海工业工程和人工岛工程;③海洋

装备制造工程,如船舶制造工程、海上钻井平台、海
洋勘探装备和海洋观测仪器设备;④海洋管理和服

务工程,如海洋信息系统、海洋执法系统、海洋观测

监测系统、海洋预报系统和海洋打捞救生系统;

⑤海洋军事工程,如军舰、潜艇、军港、监视工程、预

警工程和海岸防卫工程。

近年来,我国的海洋工程在数量和规模上发生

巨大变化,呈现4个方面的主要特征。①大型基础

设施和重化工业陆续在沿海布局,海洋工程建设规

模不断扩大;②海洋工程的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变

化,在传统产业稳定增长的同时,海上风电、海洋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海上休闲娱乐、海水淡化和海

洋生物制品等新兴产业正在形成规模;③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方式从粗放型逐步向集约节约型转变,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空间从近海逐步向深水推进;④海

洋工程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海洋工程建设的质量

和效率。

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9年全国海洋工程数

量累计为9893项,用海总面积为326351hm2。其

中,2019年新增海洋工程586项,新增用海面积

57111hm2,10年来新增海洋工程数量维持在高位

水平。海洋工程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蛟龙”号、

4500米级ROV和“潜龙一号”等深潜器成功海试

并开展应用,“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和“海洋石油

201”铺管起重船在我国南海下水作业。海底矿产

资源勘查取得新进展,调查范围涉及太平洋、印度

洋和大西洋,涵盖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等多项

矿产资源。

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优秀海洋工程的发展领

域包括从前期可行性研究到建设运行管理、从基础

性研究到技术开发应用以及从装备制造硬件研究

到战略规划研究,都是自主创新,联合攻关以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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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整体上代表我国海洋

工程领域的最高科技水平,是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重要内容,也是

促进创新型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打造创新型

领军人物的重要机制,对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海洋

科技人才成长、海洋强国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都具

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2 存在的问题

我国海洋工程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我国

海洋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为沿海地区经

济社会的率先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1]。但在海

洋工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适应国家

发展需求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

2.1 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

由于人类大规模开展海岸带活动,近岸海域的

海水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

盐。2019年我国劣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

为28340km2,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南部、江

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岸和珠江口等近岸

海域[2]。海洋污染的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①大、小

流域向海洋大量排污;②油气开发和船舶排污等海

上污染;③海岸工程和围填海等海岸带活动。

近年来,围填海工程建设呈现速度快、面积大

和范围广的发展态势,其主要目的是建设工业开发

区、滨海旅游区、港口码头区、物流区、滨海城镇和

大型基础设施,发挥海洋的区位优势,缓解建设用

地紧张以及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在我国工业

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科学、适度和合理地开发

利用海洋空间资源实施围填海活动,可在较大程度

上缓解人口增长、土地紧缺和资源不足等引发的突

出矛盾,为沿海地区拓展迫切需要的发展空间,并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围填海工程

的盲目快速发展也会产生一些重大的海洋生态环

境问题。绝大多数围填海工程位于海岸带,其是由

陆地和海洋的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土壤和沉积

物等因素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构成的统一整体,物

质和能量的交换和转移本就非常频繁。而围填海

作为大规模的人类干扰过程,必然对海岸带的自然

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具体包括破坏岸线资源、退化

和丧失海域生境、降低海洋环境质量和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损害沿岸海洋生态安全、改变海底地

形地貌、影响水动力作用、增加泥沙淤积以及减少

生物多样性等,且其影响作用须通过一段时期才能

显现[3]。

我国自然岸线急剧减少而人工岸线迅速增加,

近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面积均大幅减少,海洋

生态系统大部分处于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状态[4]。能

够实施围填海工程的极浅海海涂资源是极其珍贵

和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合理和科学地开发利用好

这些资源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子孙

后代的命运。因此,严格控制和科学管理围填海是

我国面临的迫切问题。

2.2 质量和效益不高

我国海洋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经济增长

主要依赖大量的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金投

入,单位产出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海洋经济粗放

增长的局面还没有根本转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程度不高,主要集中在渔业、交通运输业和船舶工

业等传统产业,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较低水

平。海洋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交通运输业和船舶工

业等传统产业在沿海地区密集布局,导致产能过

剩,低质化和同质化严重。例如:河北省640km的

海岸线上布局四大港口,其中曹妃甸港与天津港之

间的距离不到70km。低耗能产业较少,产业规划

以“大、重、全”为特征,基本以钢铁、石化、有色金

属、机械和汽车为主,导致同业竞争激烈、无法发挥

优势和企业效益低下。

2.3 技术和装备相对落后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多学

科融合、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行业跨度大和综

合效益好等特点,是发展海洋经济的先导性产业。

近年来我国海洋油气开发工程的发展速度很快,为

我国的能源建设发挥重要作用。船舶工业也取得

长足进步,在世界船舶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进入深

度调整期的背景下,我国造船业经受住经济持续低

迷、需求大幅下跌和产能严重过剩等各种考验,造

船完工量虽有所下降,但新承接订单量大幅增加,

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国际市场份额持续增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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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调整迈出坚实步伐。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以及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等的产业规模逐步

扩大,工程技术水平稳步提升。

然而我国海洋工程技术和装备仍与世界先进

水平差距较大,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缺乏自主核心

技术和高端科技人才[5],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①缺少基础技术和建设经验,较少涉及深水、高端

和新型海洋工程设计制造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能

力不高;②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多参照或直接引进

国外技术,承接产品订单的技术含量较低,相关高

新技术多被国外垄断和封锁;③产品主要集中在浅

水和低端深水装备领域,高端装备的设计和建造力

量薄弱,产品供求结构不均衡,显现新的结构性产

能过剩问题;④由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的技术要求

高和难度大,我国许多海洋工程装备的配套设备仍

依赖进口,尤其是核心配套的关键技术基本由国外

企业垄断。

3 远景展望

海洋工程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洋

经济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建

设海洋强国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以及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核心是要抓好海洋工程建设,切

实提升海洋工程的质量、效益和水平。

3.1 加强围填海工程管理

正确认识围填海活动,科学处理在围填海过程

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并合理阐释围

填海的相关政策,深刻理解海洋生态文明的内涵,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用海和合理用海。

为提高围填海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辅助

行政管理部门掌握围填海的规律和特点、减少或避

免围填海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改

进围填海管理机制[6],国务院提出进一步加强滨海

湿地保护和严格管控围填海活动,有利于严守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升生物多样

性水平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7]。①科学规划先行。

在修编海洋功能区划时科学确定围填海规模,使围

填海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主体

功能区划的总体要求,同时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等相关规划更好地衔接。修

编海洋功能区划是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海域资源优化配置和集约节约用海的有效

制度和引导手段。对于涉及围填海的海洋功能区,

在空间规划编制时应明确开发规模、开发布局和开

发时序,并提出相应的管制措施;充分考虑涉及海

域的资源条件、开发现状和环境承载能力,国家和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各用海行业的

综合协调,做到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有效衔接。

②建立跟踪和监测制度。随着围填海热潮的持续

升温,围填海的决策和管理迫切需要科学和可靠的

参照依据。应建立围填海工程的跟踪检查和动态

监测机制,使监督和管理工作贯穿于工程建设的整

个过程[8]。③加强专家咨询和科学论证。逐步细

化、深化和分类管理海域使用论证制度和环评制

度,建立并完善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评估制度、

多方案比选和优化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以及评估标

准体系。④严格项目审批管理。严格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项目审批制度以及有

偿使用和处罚制度,坚持总量控制,加强执法检查,

严禁“未批先填”或“填而不用”。

3.2 推进海洋产业优化升级

传统海洋产业要解决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

高、污染严重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除积极实施“走出

去”战略外,还要进行产业合并和优化升级。目前

我国港口吞吐量已基本满足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

需求,港口建设亟须科学把握经济发展需求并合理

发展;适当控制沿海重化工业的规模,尤其控制重

污染行业在沿海的布局;继续重视船舶工业的产能

过剩问题,鼓励中小船厂适当合并和转产;核电是

国家重点发展的清洁能源领域,但其占用岸线和海

域排他性问题比较严重,应充分挖掘现有核电厂址

的潜力,严格控制新址选建;海洋油气开发的重点

是走向深远海,从而缓解渤海环境污染的压力。

与此同时,大力培育和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目

前我国风电的发展势头过快,应做好合理规划,减

少对海域和岸线的过度占用;海洋能的开发潜力巨

大,应抓紧技术攻关并实现产业化;天然气水合物

和大洋多金属矿物开发属于高技术、高风险和高投

资的领域,但前景广阔并可为国家提供战略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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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亟须国家进行专项联合攻关,尽早实现产业化;

我国海水淡化技术已基本成熟但规模较小,应尽快

将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提升为国家战略,设立并实

施相关专项工程,解决沿海地区淡水缺口问题。

3.3 促进海洋工程科技创新

海洋工程的科技水平决定海洋资源的开发利

用效率,对于海洋经济建设和海洋可持续发展都具

有重要作用。①针对重大关键技术加强联合攻关。

在海洋工程发展迫切需要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技术

领域加强协作,由政府集中优势技术力量解决核

心、关键和共性的技术问题。②发展产、学、研相结

合的海洋工程科技创新体系。目前我国专利转化

为技术产品的占比仅约为10%,而发达国家可达

40%,因此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9]。应重点推进以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海洋工程技

术创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由企业

主导研发与市场结合紧密的应用技术。③推进海

洋工程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研发。围

绕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以

海洋生物工程技术、海水利用工程技术、海洋能开

发工程技术、深海油气开发工程技术和国际海底战

略性资源勘探技术等为重点的海洋工程高新技术

是我国海洋工程科技创新的重要任务。④促进海

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海洋工程科技创新的关

键在于人才,应建立让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

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创新热情和活力,培养国家一流

的海洋工程科技顶尖人才和领军人物,尤其关注和

造就一批中青年高级专家[10]。

3.4 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在海洋工程科技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行业协

会在促进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目前我国相

关行业协会的作用仍未有效发挥,应全面深化改

革,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作用。

例如:跨部门、跨行业和多学科的合作协商平台和

行业协会具有推进海洋工程建设的基础条件和智

力优势,可联合有关单位开展海洋工程建设战略和

规划的研究和制定,促进学术交流,加强行业联系,

制定行业标准,为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专

业服务[11]。

4 结语

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重要方略。海洋工程建设对于发展海洋经济

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未来应明确方向、增

强共识、加强沟通、形成合力,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

提供全面的支撑和保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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