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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广西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创办于２００６年，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四届。每一届的学术年会，都是广西社会科学界的一大盛会，来自全自治区各高等院

校、科研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们会聚一堂，交流思想，研讨

问题，提出对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如今，广西社会科学界

学术年会已发展成为自治区社科联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品牌之一，是广西社会科学界

进行高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本届年会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南宁召开，年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 “两

个建成”。通过组织广西社会科学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围绕自治区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推进学术创新，展示研究成果，为实现广西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基本建成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两个宏伟目标，提供思想保证、

理论支持。

本届学术年会，得到了自治区社科联各会员单位、各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等的大

力支持。年会从５月开始征集论文，经各有关单位广泛发动，共收到论文 （含研究报

告）４７９篇，较上届有较大增加。经学术委员会评审，共评出获奖论文１１９篇。总体

上看，本届论文，呈现如下主要特点：第一，多学科性。这些论文涵盖了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管理、法律、文化、教育等

学科，论文能理论联系实际，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符合学术规范，具有一定的理论

性和创新性，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第二，多地域性。论文作者来自广西区内各高等院

校、研究机构、党校系统、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学术团体、中小学教育机构等，覆盖

广西１４个市。第三，时代性。论文作者老中青结合、以青年为主；既有各科研单位

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实际工作各条战线尤其是来自基层的社科工作者，还有来自高

等院校的在校学子等。第四，应用性。论文广泛联系广西改革开放现实，围绕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就中

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理论创新，构建广西经济发展新战略支点、加快沿



边开放开发与跨境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广西地域文化、推进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等提

出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论文的作用，同时鼓励和吸引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我

们组织的学术活动，我们按计划将所有获奖论文结集出版。对于入编的论文，我们不

做思想上和观点上的修改，仅对文字和某些篇章结构进行规范和修改。同时，为鼓励

原创，尊重同行，我们对引文和参考文献做了保留。对论文作者的单位、职务、职称

等，按征集论文时作者所任职的单位、职务、职称来标署。

由于时间紧，文字加工量大，限于编者水平，错漏难免，敬请作者和读者批评指

正。

编者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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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海洋经济，构建广西新战略支点
黄　信

【摘　要】陆海区位特点使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广西 “建成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

支点”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来说就是要发展壮

大海洋经济。近些年，广西实施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战略推动了该区域海洋经济的较快发展，但总

体上广西的海洋经济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还相对落后，总量不足。同时，当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面临我国海洋产业发展区域布局完成后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竞争带来的挑战和压力。２０１３年，广

西首次将 “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海洋强区建设”确定为工作重点，正式实施海洋强区建设。

本文认为，建设广西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广西海洋经济，是未来十年即 “十三五”和

“十四五”时期广西的重要任务。借构建广西新的战略支点之机发展壮大广西海洋经济，坚持扩大

开放、海陆统筹、以港兴工、科技兴海等方针，创新海洋管理体制，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促

进海洋产业的崛起。

【关键词】广西海洋经济　新战略支点　海洋产业　发展壮大

一、广西海洋经济在建成 “新战略支点”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把广西建成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战略支点的重要区域，自然成为

构建该战略支点的重点。如果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构建新的战略支点中的作用体现在多方面，

那么，发展壮大该区域海洋经济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２１世纪是海洋经济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都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获取新资源，扩展新的生存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香港 《文汇报》就此发表社论说，中共十

八大报告首度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宣示中国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

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提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我国拥有１．８万千米的大陆

海岸线，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为３００万平方千米，其中领海和内陆水域的面积为３８万平方千米。

加快海洋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在于拓展资源空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发展难题，并制

约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海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目前，已知全世界海洋中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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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类２０多万种，其中鱼类约１．９万种，甲壳类约２万种。同时，海洋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据调查，海底蕴藏着１３５０亿吨石油，占世界可采储量的４５％。海底表面还分布着约３万亿吨含有

锰、铜、钴等５５种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的深海矿物资源锰结核，仅太平洋就有１．７万亿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在海底还发现了约３９００万立方米的热液矿藏。另外，海底岩层中还蕴藏着丰富的

铁矿、煤矿、硫矿、岩盐等。

发展海洋经济也是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举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多

发生在海上或沿海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争议的岛礁近１０００个。此外，国际渔业纠

纷、渔业利益冲突等骤然增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及划界谈判，世界性权益斗

争从瓜分陆地转向海洋。据专家预测，未来海洋权益斗争将超出以往控制海洋交通线、战略要地

和通过海洋制约陆地的范围，发展到以海洋空间和资源为中心的海洋本身的争夺，这也将成为关

系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争夺。不抢先发展海洋经济，不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就难以捍卫国

家海洋权益。

就广西而言，沿海的北部湾海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区域同时处于我国大陆东、中、西三

个地带的交汇点，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地区，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

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中国通往东盟最便捷的国际大通道，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

也是联结粤港澳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这是该区域成为新的战

略支点的重要原因。广西濒临的北部湾海域面积达１２．９３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长１５９５千米，

直线距离为１８５千米。海岸线长度在全国１１个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六位。北部湾滩

涂面积为１００５平方千米，２０米以内水深的浅海面积为６４８８平方千米。面积在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的

岛屿有６５１个，总面积为８４平方千米，岛屿海岸线总长５３１千米。

广西沿海丰富而独特的资源优势条件为广西发展壮大海洋经济奠定了基础。在海洋生物资源

方面，北部湾海域是高生物量的海区之一，栖息着鱼类５００多种，虾类２００多种，头足类近５０

种，蟹类１９０多种，还有种类众多的贝类、藻类及其他海洋物种，其中有儒艮、中国鲎、文昌鱼、

海马、海蛇等珍稀或重要药用生物，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就产自这一海域。沿海滩涂的红树林面

积占全国红树林总面积的４０％左右，涠洲岛周围浅海有珊瑚礁分布，这两类重要的热带生态系统

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价值。在电能资源方面，广西海洋可建设１０个风力发电场和３０个潮

汐能发电点，可装机３００万千瓦。在海洋油气资源及矿产资源方面，北部湾海底沉积物中含有丰

富的砂矿，已知的有２８种，其中石英砂矿远景储量在１０亿吨以上，钛铁矿地质储量近２５００万

吨；北部湾油气盆地预测资源量为２２．５９亿吨，其中石油资源量为１６．７亿吨，天然气 （伴生气）

资源量为１４５７亿立方米，是我国沿海已发现的六大油气盆地之一。在滨海旅游资源方面，亚热带

的海洋气候和滨海风光以及与越南海陆相接，组合成优良的旅游资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经济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将海洋经济作为战略发展的重要

方向，通过发展渔业等传统海洋产业和临海工业、滨海旅游业等新兴海洋产业，构建中国现代海

洋产业集聚区、中国西部海洋经济强区。“十二五”期间，广西海洋经济发展紧紧围绕全区发展的

总体要求，着力建设以石化、钢铁、修造船、电子信息等为重点的海洋产业集聚区，形成以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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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防城港三大海洋经济主体区域为中心的三角形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并加快发展海洋运输物

流业、现代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修造船业、临海工业等现代海洋产业，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

设和海洋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沿海一批大项目的落户，以及一大批码头、物流园区和工业园区

的建设，极大地带动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投资增长和产业发展，促进了广西海洋经济前所未有

的发展。

据广西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的数据，２０１２年广西海洋生产总值为６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９％，占当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７．９％。２０１３年广西海洋生产总值达到８９９亿元，比上年增

长２９．７％，占广西生产总值的６．３％，约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四城市 （南宁、北海、钦州、防城

港）生产总值的１８．７％，占沿海三市 （北海、钦州、防城港）生产总值的４４．６％。

未来广西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对资源需求的大量增加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大力推

进传统产业高级化，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海洋等新兴产业，是广西 “十三五”

甚至 “十四五”时期有效缓解资源与环境制约压力，拓展发展空间的重大举措。对广西来说，未

来１０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广西海洋经济面临大发展的

时期。

总之，广西沿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海洋资源、良好的海洋环境，在实现广西与全国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当前广西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尽管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较快，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模，然而其巨大的经济潜能尚

未发挥出来，因此，发展壮大广西海洋经济空间广阔。当前，广西海洋经济发展面临全国沿海地

区的海洋经济发展的竞争和巨大挑战。

广西海洋经济总体上相对落后，海洋经济总量和产业规模小，总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小。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广西海洋生产数据表明，广西海洋经济发展与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

要求差距还很大。广西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数量的增

加来推动，而不是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产业集中度低，结构不合理，配套能

力弱。广西海洋科技发展呈滞后状态，造成海洋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和支撑，

最直接的结果是海洋产业发展的技术性环节无法跟上海洋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从而阻碍海洋经

济发展，这也成为广西发展海洋经济的短板。海洋管理体制方面，也落后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要

求。目前，广西海洋管理部门统筹和协调海洋开发的能力不足，涉海部门各自为政，部门间沟通

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涉海行业和产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在各自行业、

产业行政事务权力之外拓展和实施了部分海洋公共权力，使得海洋行政管理与涉海行业或产业管

理权力混淆在一起，难以形成统一的协调事项。同时，广西海洋经济发展也缺乏系统政策支持，

在财政、金融、税收、科研、产业、人才、开放等政策上没有形成系统扶持全区海洋经济发展的

格局。综上可知，做大做强广西海洋经济，我们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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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未来１０年对广西来说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极大的勇气来迎

接面临的挑战。

一是国家海洋战略布局对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国家战略布局具有宏观性和长期

性的特点，一旦形成，将不可更改。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国家海洋局宣布，我国海洋产业发展区域

布局基本完成。这表明着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竞争开始升级，沿海地区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以

此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在这种形势下，意味着广西沿海经

济的后发优势将不复存在。因此，广西必须加快实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步伐，花大气力发展壮大

海洋经济。

二是广西沿海城市产业发展布局尚无法适应现代海洋经济发展要求。尽管广西沿海已经引入

一些大型投资和重点项目，但沿海三市产业布局比较零散、产业配套度低、产业链短、交通通达

度不高等制约因素，决定了广西沿海城市产业发展布局尚无法适应现代海洋经济发展要求。

三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海洋经济基础好、发展快，对广西海洋经济发展也形成了严峻挑战。

近年来，我国沿海省份依托深水港口，加快布局临海产业，沿海开发步伐明显加快。国内大部分

沿海地区的临海工业发展规模较大，港口发展处于较高水平，集聚要素能力较强。在港口发展方

面，如上海洋山港到２０２０年将建成５０多个大型集装箱泊位，年吞吐量预计可达到２５００万标准箱

以上。早在２０１０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就已超过３亿吨，集装箱超过１０００万标准箱。仅 “十一

五”期间，浙江省沿海港口投资达２４４亿元，新建万吨级以上泊位８２个，提高吞吐能力３．２７亿

吨，其中集装箱９００万标准箱。２０１０年青岛港港口吞吐量达到３．２亿吨，集装箱１２００万标准箱。

在临港产业发展方面。２０１０年，浙江省环杭州湾石化产业销售额超过２５００亿元。２０１０年，天津

滨海新区拥有１亿部手机、１２００万台显示器、１６０万件芯片、１００万辆汽车、３０００万吨炼油、１２０

万吨乙烯、２６０万吨无缝钢管、１０００万吨板材、１００万吨高档金属制品的生产能力。２０１０年，山

东青岛１０００万吨原油加工项目已开工建设，１００万吨乙烯项目正在报批，３５万吨芳烃项目竣工在

即，并将拥有３１８万吨载重造船能力。这些情况对广西加快海洋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压力。

四是日益突出的海洋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对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形成了挑战。在广西沿海，行业

间的用海矛盾影响海域的综合开发效益，海洋综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

合理造成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严重浪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海上开发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压

力越来越大，入海污染物逐年增加，海域污染呈逐年加重趋势，污染范围扩大；生物资源过度开

发和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不充分，海洋灾

害种类多、危害大，等等。

利用构建广西为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战略支点的契机，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

放，统筹规划，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形成科学、有序、高效、完善的海洋经济发展环境，发展

壮大广西海洋经济，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紧迫。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的相关资料，到２０２０年，广西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要比２０１５年增

加１．０～１．５倍，年均增长２２％左右。其中在钦州、北海、防城港沿海三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

５０％以上，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１２．３％，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６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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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动发展的临海工业产值比２０１５年翻一番以上，年均增长１６％左右。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

广西海洋经济强区。如果这些战略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将意味着广西海洋经济发展进入全国海洋

经济发展前列。

三、建设广西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发展壮大海洋经济，提高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其内涵和特点包括多方面：一是海

洋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增长，海洋经济总量达到较大规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是各种要素、人口和劳动力趋海性移动加快，海洋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的重要产业。

根据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海洋经济强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标准：①海洋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１０％；②海洋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海洋主导产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海

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海洋产业体系；③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占相当大的比重，

海洋科技与信息化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６０％；④海洋经济

发展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建成有效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基本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生

态环境的良性循环；⑤海洋管理体制和机制健全，确保海洋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见，发展壮大海洋经济，产业是基础，提高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最后还是要落

实到海洋产业的发展上。所谓海洋产业，就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

行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

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主要海

洋产业，以及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海洋生产总值，是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的简称，指按市场

价格计算的沿海地区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海洋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

业增加值之和。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必须着力加快传统海洋产业的发展，壮

大优势特色产业群，积极培育新兴海洋产业，推进海洋产业升级，重点要抢占产业高端，积极发

展深海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金融保险、海洋产品期货贸易等海洋新兴

产业，大力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和生态海洋产业，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基地，增强海洋经济国际竞争

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高地。

从目前的情况看，发展壮大广西海洋产业，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快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重点是合理利用海岸线，统筹港口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拓展以现代物流为中心的港口功能，大力发展航运和船舶修造业。一是合理利用港口资源。

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照港口发展规律，加大重要港湾的协调和整合力度，建立港政、航政、运

政一体化管理体制，彻底解决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问题，优化配置港口资源。二是

完善西南出海大通道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重组建物流中心，充分发挥广西现有的保税物流体

系，通过建设集中转运、仓储、加工、流通和信息于一体的物流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西南地区重

要的综合物流中心，推进港口经济与腹地经济的互联互动。三是提高综合运输能力。加快调整结

５

发展壮大海洋经济，构建广西新战略支点



构，重点发展节能、高效的集装箱运输船，鼓励打造大动力、高效益的运输船舶，促进船舶向大

型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发展集装箱干线航线，努力开辟新的远洋国际航线和东

盟国家航线。加快广西海运业资源整合，大力发展沿海运输业、远洋运输业和江海联运业。推进

航运企业的重组和改造，培育壮大优势企业，鼓励企业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四是加快船

舶修造业发展。

第二，重点提升海洋渔业及配套服务业。一是加快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及配套服务产业。建

立水产品冷冻加工基地，完善水产品的冷藏链系统，提高海水产品加工水平。推广集装箱保鲜、

气体置换包装保鲜、冻结保鲜等新技术，提高冷藏、配送能力。建设水产品物流中心、水产品冰

鲜批发市场，形成海产干货、海鲜品等专业批发交易中心。二是加快近海水域及工厂化养殖开发。

积极发展特色名贵品种养殖，合理控制养殖的区域和面积，积极防治养殖污染。三是进一步控制

近海捕捞，鼓励外海及远洋捕捞，加快北部湾以南外海渔业资源开发。四是重视发展休闲渔业。

重点发展渔业观光旅游、水族观赏、鱼养殖观赏，建设一批休闲渔业主题园、海上游钓公园、海

上休闲渔庄、海上休闲渔排、观赏鱼养殖基地等，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

第三，大力培育新兴海洋产业。通过引进、消化国内外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成果，逐步开发

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

第四，稳步开发海洋油气业及滨海矿业。广西要着眼于利用邻近北部湾油气田的有利条件，

争取将莺歌海盆地的部分天然气和石油输送到广西境内储存和加工。继续扩大合浦官井钛铁矿的

开采规模，实行规模化开采。加强对钦州湾等海滨钛铁矿的勘查，力争形成一定的矿产储备。划

定滨海石英砂资源限制开发区，限制开采规模。

第五，积极培育现代海洋服务业。一是大力发展涉海金融服务业。加快金融企业、金融业务、

金融市场改革，加大金融开放力度。二是加快壮大航运服务业。扶持发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

航运经纪、航运咨询、船舶技术、海事仲裁等航运服务业，拓展产业链和服务功能，建成钦州、

防城港、北海等航运服务集聚区。加强金融、贸易、航运服务功能间的密切配合，加快航运融资、

航运保险、金融租赁、口岸贸易等发展，增强航运服务功能。建成钦州、防城港远洋船员服务基

地。三是积极发展涉海商贸服务业。培育钦州、防城港、北海等专业市场及品牌展会，加强涉海

电子商务发展，规范发展、做大做强中远期现货市场，促进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融合，提升现代

商贸服务水平。四是加快发展海洋信息服务业。大力推进信息咨询服务业的社会化、产业化，逐

步建立海洋信息综合服务体系。整合利用广西海洋信息技术和资源，建设以近海地区及北部湾动

态监测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为主要内容的 “数字海洋”公共数字平台，提供多功能、多用户、高

精度、数字化的信息服务。

第六，做大滨海旅游业。一是建立环北部湾滨海跨国旅游区。重点发展具有滨海特色的旅游

业，突出海洋生态、海洋文化与北部湾的热带气候、沙滩海岛、边关风貌、京族风情等特色。以

滨海休闲度假为主题，辅之以观光旅游、出境旅游和休闲渔业旅游，与越南沿海共同打造滨海跨

国旅游区，推进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与越南下龙湾旅游轴线的融合。二是加快海岛旅游开发。

建设海上植物园、动物园、主题博览园、休闲度假村等景区景点。三是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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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旅游城市在集聚滨海旅游产业和延伸旅游产业链中的作用，打造精品海洋旅游品牌，创办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海洋文化旅游节庆，筹划建设滨海影视基地、专题海洋博物馆，建设游艇基地、

游艇俱乐部等。四是加强旅游合作。重点推动滨海旅游与广西境内桂林等先进旅游地区的合作和

联动，自治区层面要加强和国际、国内旅游发达地区的合作，共同促进旅游业发展。

四、创新体制推进广西海洋经济发展

发展壮大广西海洋经济要坚持扩大开放、海陆统筹、以港兴工、科技兴海等方针，发挥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努力促进海洋产业的崛起，使海洋产业成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的支柱产业。

２０１３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首次将 “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海洋强区建设”确定

为工作重点，要求相关部门正式实施海洋强区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还就海洋工作进行了部

署，明确提出 “拓展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试验区”等重点工

作。就此而论，当前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创新海洋综合管理体制

海洋管理体制是海洋政策的反映。广西应根据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管理的实际需要，参照海

洋经济发达省份海洋管理的成功经验，整合海洋公共权力，赋予自治区海洋管理机构更大管理权

力，建立起由自治区海洋管理机构综合管理、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参与、地方政府具体管理的

海洋统一管理体制。

大力推行用海审批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明晰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切

实提高用海审批效率，２０１４年４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下发的 《关于改革我区用海审批制度的

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规定，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用海审批制度进行改革、简化，实行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逐级受理审批制度。《通知》明确了各级政府负责的用海审批范围：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府负责审批填海５０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围海５０公顷 （含）以上１００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

和自治区重大建设项目用海；设区市的政府负责审批围海１０公顷 （含）以上５０公顷以下的项目

用海，以及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１００公顷 （含）以上７００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围海１０公顷以

下、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１００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由县级政府审批。

创新海洋综合管理体制还包括其他诸多方面，需要相关部门进行专门研究解决。

（二）稳步推进依法治海

依法治海是海洋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尤其是要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地方海洋

法规体系建设。近些年来广西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在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海洋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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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的法规实施体系，制定海域使用、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区等管理领域

的规范性文件和实施方案，坚持把完善地方海洋法律法规体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积极推进广西

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的组织实施，并启动了地市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为加快海洋资源开发

与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全国率先启动编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自治区科

技厅、北部湾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启动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兴海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生

态保护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产业布局规划》等的编制。委托国家海洋局宣教中心编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文化及海洋产业发展规划》，着力打造知名海洋文化品牌，建设海洋文化产

业园区，培育具有北部湾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集群。指导沿海三市开展市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和

报批工作。据悉，《钦州市海岛保护规划》《防城港市海岛保护规划》《北海市海岛保护规划》已报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审批。

除了加强地方海洋法规体系建设，还要进一步强化海上维权能力，提高执法水平，深入开展

各项专项执法行动。

（三）与东盟合作发展海洋产业

发展壮大广西海洋经济，除了要加强与广东、海南、福建及西南、中南各省 （自治区、直辖

市）的合作外，还应积极谋求与东盟临海国家的合作。广西提出的 “拓展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

路”“推动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试验区”是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东盟合作的新模式，其中

包括了拓展双方的海洋经济合作。

东盟多数国家与海有关，而且海洋经济发展都各有特色。例如，泰国早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

就开始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海产品加工业尤为突出，以海产品加工业带动国民经济其他工业的发

展，由此推动了泰国经济持续发展，形成了著名的 “泰国模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海洋产业也获得了较快发展，都有值得广西发展海洋经济学习、借鉴的地方。

目前正在建设的中马钦州产业园、马中关丹产业园等，在产业分工与对接、跨境贸易结算、

海上互联互通等方面也应包括双方海洋产业的内容，在双方合作中应更多注入海洋合作的因素，

并以此推进广西面向整个东盟的海洋产业合作发展。

“拓展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首先应该拓展的是沿海经济带发展，尤其是海洋产业的发

展。“推动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试验区”，根据相关解释，重点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与东盟国

家合作先行先试，联合西南、中南地区，加强与东盟沿海国家的海洋产业合作，争取国家设立北

部湾国家级海洋重点实验室，积极发展海洋油气、海洋渔业、海洋运输、滨海旅游等产业，培育

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快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大

力发展海水养殖、远洋渔业，建设大型水产品精深加工、集散交易基地。加强海洋基础性、前瞻

性、关键性技术合作研发，增强海洋开发利用能力。强化海洋减灾防灾工作，建立区域应急合作

体系，共同维护区域海洋开发利用秩序。积极争取国家给予广西海底油气资源开采权，提高对莺

歌海盆地海洋油气资源的开采、储存和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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