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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加快广西海洋科技的技术创新，研究广西海洋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为广西海洋产业快速发展提

供参考。【方法】在分析广西海洋产业的海洋资源、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和海洋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广西

海洋产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广西海洋产业的科技需求。【结果】广西海洋产业要加强海洋

科技基础投入、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快海洋基础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加强海洋产业技术的引进和国

际科技合作、加强海洋资源保护。【结论】广西在海洋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

则，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形成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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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年广西海洋产业的生产总值达 ７６１ 亿元，
比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２４．０％［１］。按照这个发展速度，海洋
产业将很快成为广西的千亿元产业。广西虽然拥有
中国近 ９％的海岸线，是西南的出海通道，是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前沿，但是广西的海洋经济发展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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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方式粗放、产业集中度低、科技力量薄弱等瓶颈
问题。面对这些瓶颈问题，广西必须依靠科技手段，
实现经济增长由资源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提高
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海洋产业的
市场竞争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工
程化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运用会促进产业的发展，产
业的发展也会反过来促进技术的创新。针对广西产
业发展的科技需求，梁毅劼等［２］分析了广西特色农业

资源型产业，韦昌联等［３］分析了广西生物能源产业，
刘玲［４］对广西 １４ 个千亿元产业进行了分析，但未见
有对广西海洋产业的分析报道。本文根据广西海洋
产业“十一五”和“十二五”前几年的产业发展现状和
广西海洋科技资源现状，分析其产业技术创新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广西海洋产业的科技需求。

１ 广西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海洋产业有多种定义，本文所指的海洋产业指海
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和海滨砂矿业、海
洋盐业和盐化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生物医药
业、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洋新材料业、海水利用业、
海洋节能环保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海洋
文化业、涉海金融服务业、海洋信息服务业等海洋及
相关产业，以及依托港口联动发展的临海工业。

１．１ 海洋资源现状

  广西濒临的北部湾海域面积为 １．２８３×１０５ ｋｍ２。
大陆海岸线长为 １５９５ｋｍ，沿海滩涂总面积达 １０００
多平方千米，２０ｍ 水深以下浅海域 ６６５０ 多平方千
米。５００ｍ２以上的岛屿为 ６５１ 个，岛屿岸线长为 ５３１．
２０ｋｍ。广西有可开发建港的港湾、岸段有 １０ 多处，
可开发 ３×１０４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１００ 多个，２０１０ 年
底共有生产性泊位 ２１７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４９
个，港口吞吐能力 １．２× １０８ ｔ。北部湾栖息着鱼类

５００ 余种，虾类 ２００ 余种，头足类近 ５０ 种，蟹类 １９０
余种，浮游植物近 １４０ 种，浮游动物 １３０ 种。海洋矿
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矿产有 ２０ 多种，其中石英砂矿远
景储量 １０ 亿吨以上，主要有石膏矿、石灰石矿、陶土
矿和钛铁矿等。海水平均盐度 ３０‰～ ３２‰，海水含
溴量为 ６０ｐｐｍ，平均海水温度 ２３℃［５］。

１．２ 广西海洋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广西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按三次产
业结构来分，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４８ 亿元，第二产
业增加值 ２５５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２９０ 亿元，海洋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
值的比重分别为 ２１％、３７％和 ４２％。按海洋经济核
算的三大块来划分，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为 ３９８ 亿

元，海洋科教服务业增加值 ８０ 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
加值 ２１５ 亿元［５］。２０１２ 年广西主要海洋产业产值和
比例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２ 年广西主要海洋产业产值和比例

Ｔａbｌｅ １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 ２０１２

产业类别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产值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亿元）

比例
Ｒａｔｉｏ（％）

海洋渔业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１６５ ４１．４０

海洋交通运输业
Ｏｃ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９４ ２３．５９

海洋工程建筑业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７３ １８．３２

滨海旅游业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４３ １０．７９

海洋化工业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９ ４．７７

海洋船舶工业
Ｏｃｅａ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 ０．７５

海洋生物医药业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０．５ ０．１３

海洋矿业
Ｏｃｅａｎ ｍｉｎｉｎｇ ０．５ ０．１３

海水利用业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４ ０．１０

海洋盐业
Ｓｅａ ｓａｌｔ ０．１ ０．０３

海洋电力业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０．０１ 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９８．５１ １００．０１

注：海洋油气业隶属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本文没有纳入。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 广西海洋产业发展的趋势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
划和 ２０１２ 年广西海洋经济统计公报（表 ２），我们可
以看出，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广西海洋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４．９∶３４．７∶
４０．４ 调整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１．４∶３６．８∶４１．８，第三产业
中海洋运输、现代物流等海洋新兴产业比重持续上
升。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广西的临海工业规模不断壮大，
以石化、钢铁、电力为代表的临海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正在兴起。２０１２
年，北海、钦州、防城港 ３ 市海洋生产总值是 ６９３ 亿
元，是 ２０１０ 的 １．２６ 倍，占广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到 ６％［６］。产业园区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钦州石
化园区、防城港大西南临港工业区和北海电子产业园

３ 个园区飞速发展。２０１１ 年以来，广西加快了北部湾
港及后方集疏运体系的建设步伐，拥有生产性泊位

２１７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４９ 个，完成货物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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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亿吨，其中集装箱 ５６．３７ 万标箱。初步形成海
洋、公路、铁路为一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现了亿
吨级大港目标，支撑了大西南重要物资经北部湾出海
的需求。
表 ２ 海洋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Ｔａbｌｅ ２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

ｒ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年份
Ｙｅａｒ

第一产业
（亿元）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第二产业
（亿元）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第三产业
（亿元）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三次产业
结构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０５ ４７ ６６ ７７ ２４．９∶３４．７∶４０．４
２０１０ １０７ ２３３ ２９９ １８．８∶４１．０∶４０．２
２０１２ １４８ ２５５ ２９０ ２１．４∶３６．８∶４１．８

２ 广西海洋产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
此。随着资源优势的丧失，广西必须利用知识经济，
将资源优势变换为技术优势，通过产业技术创新带动
广西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长期的科技投入，广西在
海水育苗技术、海水增养殖技术、海产品深加工技术、
海洋生物技术（含制药）等领域，形成了技术小高地，
并转换成了技术优势，确保了广西海洋三个产业的增
长，海洋科技对海洋管理、海洋经济、防灾减灾和海洋
安全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达到

５０％左右，海洋科技总体水平显著提高。但我们同时
看到，广西的海洋产业技术总体落后，科技基础薄弱，
创新人才严重不足，技术引进不足，在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领域缺乏关键的核心技术，阻碍了广西海洋
产业的技术升级。

２．１ 海洋科技基础薄弱，科技投入不足

  根据 ２０１２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７］，广
西 Ｒ＆Ｄ经费支出 ９７．２ 亿元，Ｒ＆Ｄ经费投入强度仅
为 ０．７５，而广东的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为 ２．１７，经费
达 １２３６．２ 亿元。广西研发经费总体不足影响着广西
海洋科技创新的基础投入。广西建设有 ４ 个海洋领
域的研究所（中心），拥有 ３ 个海洋领域的重点实验
室，但这些研究资源仅分布在海洋生态、海水养殖、海
洋环境监测等领域。广西没有一所国家级海洋研究
机构，也没有一个为海洋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的
海洋技术中介咨询机构。企业的科技基础薄弱，除海
洋生物（医药）企业有创新资源外，其它海洋产业缺乏
相应的创新资源，全部依赖区外的技术资源。

２．２ 对资源的本底调查不足

  要进行海洋产业的开发，必须掌握广西海洋资源
的本底。但除了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展过广西海岸带和
广西海岛资源的本底调查外，没有开展过专项的海洋

资源本底调查。区外的研究机构开展过广西的海洋
资源本底调查，但仅限于海洋水文、海洋环境等领域，
缺乏对海洋矿业等专项的本底调查。

２．３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层次创新平台缺乏

  广西海洋领域的研究所（中心）仅有 ４ 家，且领域
仅限于海洋生态、海水养殖等，企业的创新也仅在海
洋生物领域有研究资源，海洋矿业、海洋油气、海水利
用、海洋电力业等领域缺乏创新资源，更缺乏创新平
台。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全部依赖区外机构。

２．４ 创新团队和优秀人才缺乏

  广西的海洋科研能力薄弱，高层次海洋科技人才
几乎是空白，涉海科研人员只有 １６０ 多名，大部分人
才属自治区级研究机构，市级海洋人才非常匮乏，主
要表现在人才分布不合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高
层次人才比重偏低，创新型人才紧缺。北部湾经济区

４ 市本级科研机构仅 ３９ 个，科技人员不足 ８００ 人，经
济管理和研发人员严重不足，科技人才成为经济发展
的瓶颈，内部的科技人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２．５ 技术引进和科技合作不足

  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的主体，广西海洋技术引进基
础弱，无法利用创新资源对引进技术进行吸收和再创
新。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广西除在海洋生态方面成绩
突出外，其它领域也由于缺乏自主的创新机构，无法
开展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

３ 广西海洋产业的科技需求

  广西在海洋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按照“强基础、提能力、促发
展、惠民生”的思路，下大力气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做大做强现代海洋渔业，突出发展海洋
交通运输业，重点开发海洋油气业及滨海矿业，重视
拓展滨海特色旅游业，积极培育海洋生物制药业、海
水淡化和综合利用业、海洋化工业、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制造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等海洋新兴产业，促进
形成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逐步
形成海洋产业的技术创新小高地，提高海洋产业综合
竞争力。

３．１ 加强海洋科技基础投入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我区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
是提升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广西科技投入明显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８］，尤其海洋科技创新基础条件薄
弱、资源配置不合理，需要通过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务必进一步鼓励广西的
科研院所根据自身的发展方向，重组研究资源，有效
整合广西海洋科技和人才资源，推动涉海的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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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工程技术中心、质检中心建设。自治区政府职能
部门根据重组后的科技资源，重点扶持。此外，广西
应重点发展的海洋生物、海洋化工、海水综合利用、海
洋电力、海洋医药等领域。鼓励和吸引各类社会投资
主体以多种方式进入海洋开发领域。加大财政资金
对海洋科技的支持投入力度，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作
用，创新融资方式，把社会资金集中起来用于海洋产
业的技术创新。

３．２ 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人才是广西海洋科技创新关键所在。要本着“不
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优化人才开发体制环境，
建立健全吸引、留住、用好人才的机制。充分利用“八
桂学者”、“特聘专家”、“自治区人才小高地”等项目，
加快对各类急需人才的引进，给予必要政策支持。鼓
励海外留学人员自主创业。鼓励和支持设立不同层
次、形式多样的人才开发资金渠道。依托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以重大科研项目为载体，加
快建立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大力发展海洋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完善海洋教育专业和学科设置。积极
探索联合办学等多种教育方式，加快培养海洋研究
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不断壮大海洋科技人才
队伍。

３．３ 加快海洋基础资源的调查和研究

  海洋基础资源调查是海洋开发利用的前提条件。
广西要加大政府科研项目对涉海基础及应用基础科

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争取多渠道参与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科技、海洋科技等重大项目。围绕广西海岸、滩涂
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浅海与海岛资源环境开发与保护
等方向，开展海岸、滩涂、浅海、海岛、港航等资源开发
和保护的科学研究。通过不断完善海洋资源数据，为
下一步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打下良好基础。

３．４ 加强海洋产业技术的引进和国际科技合作

  鼓励和支持沿海地方政府、企业与国内外各类涉
海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实施海洋工程、海
洋医药与生物、海洋化工、海水产品精深加工、船舶设
计与修造、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海洋安全、海洋旅
游、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重点领域和重大专项科技
攻关。加强海洋国内外科技合作，形成一批适应北部
湾开放开发需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和

产品，带动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逐步建立起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海洋科研机构支撑的海洋技
术引进平台，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和企业参与海洋科
技成果转化。

３．５ 加强海洋资源保护

  调查显示，广西近海生态资源开发水平较低，但

潜力巨大［９］，因此需要积极开展红树林、珊瑚礁、滨海
湿地、海岛等特殊海洋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的调
查研究和保护，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
区的建设与管理。加强对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
区、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区、合浦儒艮自然保护区、涠洲
岛鸟类自然保护区、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国家
级和自治区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以及广西钦州茅尾海

国家级海洋公园等海洋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规划建
设涠洲岛珊瑚礁、钦州三娘湾等海洋保护区，打造特
色滨海旅游业。

４ 结束语

  广西海洋产业的技术创新落后于产业的发展速
度，要培育海洋产业，必须加快海洋科技创新体制建
设。由于科技人力资源和科技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
的促进作用最大，广西必须抓紧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加快科技资源的投入和整合，加快海洋资源的调
查，加快技术的引进和国际科技合作，并在海洋产业
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广西的海洋生态资源，将广西海洋
产业的劣势变为后发优势，使广西的海洋产业获得健
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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