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经济评论 2014.02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紧扣时代主题 倡导耕耘蓝色国土
——李靖宇教授海域开发研究成果评述

于 良 巨 陈 医 梁 木

摘 要：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海洋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需要提供理论支撑。李靖宇教授作为区域经

济开发研究的资深学者，主张全面落实“经略海洋”大计，采取务实举措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加大海洋资源开发

力度创建中国第五大经济增长极；加快陆海统筹开发的一体化进程；强化海洋产业经济开发的支撑力度等，至今已

基本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海洋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作为地方政府的智囊团成员，李靖宇教授不断将研究成果转

化为实际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提供给当地决策机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被国内外多家新闻媒体誉为“中国著

名海洋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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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论著评析】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

程的不断加快，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海洋科学领域

中涌起了的一场革命性潮流。辽宁师范大学海洋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海洋大学海洋

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的资深学者李靖宇教授，扣时

代潮流主题，倡导耕耘蓝色国土，积极跟进当前世

界范围内海洋科学领域的革命性潮流，近年来做出

了一批海洋经济开发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进入

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海洋经济开发研究的领先行

列”（张海峰先生评语），被国内外多家新闻媒体誉

为“中国著名海洋经济学家”。

一、出版专著《中国海洋经济开发论》

在2007年度，教育部开始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后期资助项目，计划在全国高校中筛选一批有代

表性的著作出版，陆续推出中国高等学府21世纪的

学术创新阵容。李靖宇教授以他们前期研究成果

为依据，及时申报《中国海洋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导

向研究》获批（项目批准号07JHQ0054），并且经过3

年的适应性完善工作，应时在 2010年 12月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统一安排出版了 76 万字的科学著作。

对此，中国著名海洋经济学家张海峰先生在《决策

咨询通讯》2011 年第 5 期发表的评论性文章中指

出：正是着眼于落实国家关于海洋经济开发的战略

部署，李靖宇教授组织学术团队集体攻关，经过努

力完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开发论——从海洋区域经

济到海洋产业经济开发的战略导向》这部著作，“为

中国全面开发海洋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且标志

着已经进入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海洋经济开发研

究的领先行列，值得赞赏”。应当指出，在世界范围

内，中国海洋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任重而道

远，需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在这部著作中，一是

主张借鉴历史教训全面落实“经略海洋”大计，采取

务实举措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二是主张继珠江

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东北综合经济

区之后，加大海洋资源开发力度创建中国第五大经

济增长极；三是主张全面推进各大海洋区域经济开

发上规模，加快陆海统筹开发的一体化进程；四是

主张强化海洋产业经济开发的支撑力度，并且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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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略依托逐步推进中国主权海岛和海域开发建

设；五是主张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保护与开发相结

合的基本原则，努力落实在开发中走向繁荣的战略

对策；六是主张延伸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等陆域

开发的优惠政策，以海域开发为对象做好金融政策

安排，以加强这一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作用力度。作

者的这些主张，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因此，张海峰先生认为，要实现作者的上述理论主

张，必须把海陆统筹上升为国家大战略，加快陆域

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进程。在这方面，

李靖宇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

二、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打造区域引擎提供理论支持

应当指出，李靖宇教授 2009年 3月在《经济研

究参考》16K-1 期上出版的《辽宁沿海“五点一线”

开发研究》专刊，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世界

金融危机、力挺国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大背景下

创作出来的，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打造区

域引擎提供理论支持。专刊中共发表 7 篇调研论

文，这些研究成果集中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

发建设，不仅事关辽宁省域的发展全局和长远利

益，更会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要区域

引擎。基于这一点，李教授主张辽宁沿海经济带的

开发建设，要立足辽宁，依托东北，服务全国，面向

东北亚，把沿海经济带开发成为特色鲜明、竞争力

强、国内一流的临港产业聚集带。根据这一目标，

丹东、花园口、长兴岛、营口、锦州湾等 5 个重点区

域，要科学规划，加大开发力度，为辽宁沿海经济带

建设发挥出带头作用。为此，李教授等学者提出了

“一心、五点、三带”的战略构想，可以说是既科学合

理，又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具有重要的决策咨询价

值。因此，《经济研究参考》在“编者按”指出：“在科

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的步

伐越来越坚实，正在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的重要区域引擎。因此，有必要出版一期专刊加以

支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值得注意

的是，《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3月专刊的封面上注

明：“向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赠阅”，所以产生

了积极的推动效应，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

划纲要》在4个月后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遂

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谋划和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国家战略

李教授认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在上升为国

家战略后，省域经济发展开始向新的阶段挺进。在

新阶段，区域形象作为一笔无形资产将会产生更加

深远影响，所以应当结合区域特点对形象的打造进

行战略考量。因此，辽宁沿海经济带就必须大力推

进传统产业现代化，建设现代产业基地；强化服务

腹地意识，建立合理的战略投放体系；探索低碳发

展路径，促进创新型循环型经济；完善区域管理方

式，提升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水平；实行陆海统筹战

略，建成经略海域国土的后方战略基地。为此，李

教授做出了加快北黄海沿岸经济带开发开放的战

略布局论证，意在为中国参与环黄海经济圈的国际

合作开发奠基。李教授指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

从初具规模到发展壮大逐渐步入国家战略投放阶

段，已经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要区域

引擎，基本形成了“一轴、两翼”的总体布局框架。

其中，两翼中的黄海一侧即北黄海沿岸经济带开发

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李教授从发展现状出

发，认定北黄海沿岸经济带比较山东半岛沿岸经济

带发展相对滞后，在环黄海经济圈中属于具有后发

优势的潜力区域。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北黄海沿

岸经济带应当明确开发开放的战略取向，采用点轴

开发模式，强化大连、丹东的增长极功能，建设交通

线经济带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通过战略布局谋

划，找准发展方向，明确区域系统的结构性功能，加

快区域整体的科学发展。与此同时，李教授还提出

了关于辽东湾北顶部海水西调创建跨区域生态经

济带的战略推进构想。李教授着眼于落实党和国

家关于“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的

战略部署，主张致力于为京津地区建立起一道防治

沙尘暴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力挺辽东湾北顶部海

水西调创建跨区域生态经济带的国家级大工程提

到日程。为此，他认为有必要为这一战略构想的实

施做出路线图解，阐明有利条件，论证功能定位，指

出现存问题，创意推进对策：加强科学论证，做好试

点工程；建立协调机制，均衡各方利益；出台优惠政

策，鼓励技术创新；进行市场运作，拓展融资渠道；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加强国际交流，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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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只有这样来操作，才能有利于创建以辽

宁省兴城沿海区域为起点、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

节点、以新疆吐鲁番和罗布泊为终点的跨区域生态

经济带，为保护和优化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做出贡

献，为国家面向21世纪中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

供示范。

四、主张整合海域为新版块纳入

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根据李教授考证，中国拥有包括 960万平方公

里的陆域与 53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的主权管辖范

围。在陆域方面，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拥有

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是重要的陆权大国；在海

域方面，中国拥有位居世界第四的海岸线，不仅拥

有53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而且还有6500多个

海上岛屿，是世界重要的海洋大国之一。这种国土

面积的构成特点，是成就一个世界大国不可或缺的

地缘基础，可以使国家的力量达到最佳配置。李教

授基于这种最佳配置前景，并且依托日渐增强的综

合国力，主张必须抓紧整合海域国土为新的区域板

块，与陆域的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一起纳入中国

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为此，需要检点现行总体战

略，确立重点开发区域；评估国家区域规划，完善经

济发展格局；整合海洋区域板块，完善海域经济格

局；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创建第五大增长极。只有

进行这样的战略谋划，中国才能克服农耕文化和游

牧文化所固有的局限性，使海洋文化内涵得到实质

性展开。李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海域经济开发战

略，作为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国家为全面开发和利用海洋而投放的最

高战略。

五、论证中国海域经济开发的金融战略投放导向

李教授认为，新一轮海洋经济开发热潮正在兴

起，沿海发达国家纷纷把海洋开发上升为国家战

略，并且已经取得了成功经验。纵观中国，“海洋运

动”也渐入佳境，国家区域布局正在由陆域向海域

延伸，各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涌现新热潮，从北

到南大“S”型沿海经济带已经初具规模。在这一进

程中，全国海洋经济连年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经济的

增长水平，逐步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力增长

区域。然而，资金短缺则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必须下功夫解决金融战略

投放导向问题。李教授认为，解决这一战略投放导

向问题，必须把金融业作为海洋资源配置的核心动

力和宏观调控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以此带来

的海洋传统产业现代化、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海

洋经济发展市场化，更是需要金融战略为海域开发

的深度和广度提供国际化平台。李教授指出，进入

“十二五”期间，国家正在加大战略投放力度，力挺

广东省面向南海、浙江省面向东海、山东省面向黄

海大力开发海域经济，使之成为国家战略机遇期内

区域经济开发的新增长区域，也能够督促上述 3省

承担起国家使命，作为国家战略的行为主体捍卫海

洋权益，所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而关

键是要下功夫解决金融战略投放导向问题。为此，

李教授阐明，必须接受发达国家在海洋经济开发中

的金融战略启示，借鉴中国陆域经济开发中的金融

战略成功经验，分析中国海洋金融战略运行中的现

存主要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做出中国海域经济开

发金融战略投放导向的对策创意：接续陆域经济的

政策性启动，向海域经济开发实行优惠的金融政

策；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完善海洋经济

开发的金融组织体系；努力健全直接投融资机制，

加快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本市场建设；积极配套海域

的基础设施，为海域经济开发创造融资条件；优化

海域经济的投资结构，在海洋经济开发中加大利用

外资力度。为了促进上述对策创意转变为国家政

策，并且能够逐步地落到实处，李教授主张创建中

国海域开发银行，以便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与繁荣

提供投资保障。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李教授还

建议创建中国陆海统筹推进委员会，促进沿海省市

区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创建中国海洋商会，作为落

实“主权在我，共同开发”的市场主体；创建南中国

海域开发特别经济区，进一步依法划定主权海域范

围；整合涉海职能设立国家海洋事务部，作为全面

经略海洋领导机关。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海域经济

开发的进程中端正金融战略投放导向，才能为全面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政治保障，才能推动海洋强

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才能逐步实现历代志士仁

人关于“经略海洋”的宏图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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