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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概况

200万平
方公里

南海简介：南中国海，
简称南海，亚洲三大边
缘海之一。南海北靠中
国广东、广西，东临菲
律宾群岛，南倚大巺他
群岛，西接中南半岛，
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
总面积356万平方公里，
包括北部湾和泰国湾。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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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

南海资源分布情况



南海——资源宝地（战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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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及周边地区的航路分布（资料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1、经过船只：超过
4.1万艘；

2、超级油轮：超过
50%；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90%
以上的石油输入要
依赖南海这个航道；
经过南海航道运输
的液化天然气，占
世界总贸易额的2/3；

3、世界商队：超过
50%；中国50%以
上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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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油气）

海洋局：南海拥有石
油367.8亿吨，天然
气10万亿立方米；有
“第二波斯湾”之称。
南海发现大面积可燃
冰富集区。对我国能
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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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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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我国原油消费和对外依存度
对外依存度：

2011年：55.11%(首超美国)；

2017年：68%:

对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寻找可替代能源；

南海：潮汐能、风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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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油气）：
可燃冰

643.5×1011 m3水合物 1 m3 水合物=164-180 m3甲烷

（1.06-1.16）×1016 m3天然气

（0.91-0.99）×1013吨油当量

数据来源：姚伯初 ，2001；刘锋，2009；罗敏，2013；

注：按照热值计算1kg石油相当于1.17立方米天然气



南海——资源宝地（油气）：

能源替代对环境的影响

 如果将各种能源划为标准煤进行计算，碳排放的计算公
式是：

Ai=Bi*Ci
式中： Ai为能源i的碳排放量；

Bi为能源i消费量，以标准煤计算；
Ci为能源i碳排放系数；
i 为能源种类。

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如下：
煤炭 0.7559       煤油 0.5714
焦炭 0.8550       柴油 0.5921
原油 0.5857       液化石油气 0.5042
燃料油 0.6185     天然气 0.4483
汽油 0.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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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世界能源分布格局，和以低碳为目标的未来能源发展上理解，南海都蕴藏着
丰富的资源，对于我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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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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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
蕴藏量：约为1080万吨； 潜在可捕获量：约540-650万吨；
可持续捕获量：约200万吨；
合理捕捞：年产值可达1000多亿元，可提高海南经济近30%；
其他经济：观赏鱼类，旅游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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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生物资源）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药源宝库。目前，从海洋
动物、植物及微生物中已分离获得的新型化合
物10000多种（如特异性蛋白、脂类），其中一
半以上具有抗肿瘤、抗菌、抗病毒、抗凝血等
药理活性。同时，海洋生物中体内含有多种不
饱和脂肪酸（如鱼肝油）等物质，是人类体内
缺少但又必须的物质，具有重要的保健功能。

资料来源：管华诗，2000；黄美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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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生物资源）：
水生植物的碳汇功能

资料来源：宋金明，2008,2010

海洋浮游植物固碳量：36.8×109t；与陆地相当

目前,我国大型海藻养殖:每年可固定 40 万-50 万 t 大气中的碳，

2020年可达93万t/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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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资源宝地（生物资源）：
水生植物的碳汇功能意义

气候谈判中的的碳排放博弈提供更多
的话语空间；

有助于我国建立自己的碳交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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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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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

2010，山东、浙江、广东和福建、天津； 《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

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

区发展规划》《天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域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十三五”时期，设立10—20个示范区；﹤150km2，12%，增

速10%；园区﹤50km2，30%，增速15%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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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区域性海洋功能平台

海洋经济体

制机制创新

陆海统筹

发展

海洋权益

保护

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

海洋产业

集聚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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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江

苏、天津

2016年10月，

天津滨海新区、

南通、舟山、

福州、厦门、

青岛、烟台、

湛江

2017年6月，秦皇

岛市、上海市浦东

新区、宁波市、威

海市、深圳市、北

海市、海口市

2012年，山东（青
岛）、浙江（宁
波）、福建（厦
门）、广东（深圳）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政策调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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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新的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明确主体，强化政策传导性

 政策引领方向更加聚焦
产学研聚焦到产业链

 海洋产业发展重点紧密结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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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海洋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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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权管辖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约1822.8公里，其中，自然岸线为
1226.5公里，人工岸线长度为596.3公里，大小海
湾68个。

 港口：海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清澜港
等。

 群岛：中沙、南沙、西沙等。



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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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总值：2017年海南海洋经济生产总值1250亿元，增长

9%，占全省生产总值（ 4462.5亿）的约 28%，（全国：

77611亿，1.61%）

 产业结构：一、二、三产比为22：23：55

 四大支柱产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

海洋油气业



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22

 战略新兴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利用产业、海洋旅游

业等；

 海洋经济分布格局：以海口市为中心的北部综合产业带、以

三亚市为中心的南部休闲度假产业带、以洋浦经济开发区和

东方工业区为主体的西部工业园区和围绕“博鳌亚洲论坛”

的东部旅游农业产业带。



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23

 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较快。

 海洋产业体系初步建立。

 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

 科技支撑能力有所提升。



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概况
24

 综合管控能力逐步提高。

 海洋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海域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5

 海洋经济总体实力较弱，与海洋大省地位不
相符

 传统海洋产业仍占主导，面临转型压力

 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待进一步优化



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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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海联动受限，制约了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海南海洋经济对外开放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高素质海洋人才和海洋技能型人才储备不足



2015年分地区海洋科研机构及人员情况表

27



2015年分地区海洋科研机构科技活动人
员职称构成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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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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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域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其他11个自贸试

验区面积总和的27倍，香港（32）；新加坡

（49）；迪拜（9）。



海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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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位

 岛屿独立地理单元



海南的优势
31

 国际旅游岛（59国免签等）

 经济特区的体制机制（“多规合一”）

 面积、人口和土地的后发优势

 试验风险小



短板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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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结构外向度低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市场主体少

 人才瓶颈明显



处理好五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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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惠政策和制度创新

 “人”和“事”

 近期和长远

 开放和风险管控

 政府和市场



产业发展
34

 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

 重点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旅游业：全域旅游、旅游基础设施（环岛高铁、环岛旅游公

路）、主题公园、国家公园。

高新技术产业：热带农业，南繁育种；三亚深海科技，国家

深海基地南方中心；文昌国际航天城；

现代服务业：医疗健康、互联网、金融、会展等。



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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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与乡村振兴

 保护好生态环境

 法律保障（特区立法权、海南自贸区（港）条
例、国际化司法保障和争议解决机制）

 风险管控（意识形态、金融，人员）



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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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调控

 营商环境塑造（公平、高效、透明）

 区域合作（与国内兄弟省份、南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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