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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着力推动盘锦市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对策建议

邱国庆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开放型经济形态和“优

进优出、两头在海”的经济格局将持续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将在推

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拓展发展空间、打造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近些年来，盘锦市的海洋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在海

洋渔业、海上油气开发、滨海旅游等传统海洋产业方面已实现较好发

展，但在海洋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堵点、痛点和难点。

例如，海洋新兴产业较为薄弱，海洋牧场建设相对缓慢，海洋科技创新

能力有待提升。当下如何破解盘锦市海洋经济发展瓶颈，实现海洋经

济的提质增效，是盘锦振兴的长远大计和重大战略举措，也是盘锦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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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辽宁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的必由之路。

一、盘锦市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考察

1.区位优势明显。盘锦市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位于环渤海

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重要区域，是联结辽南、辽西与辽中三大经济板

块的重要节点和“辽满欧”“辽蒙欧”“辽海欧”三大通道的唯一节点。盘

锦市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大连—营口—盘锦”主

轴与渤海翼（盘锦—锦州—葫芦岛渤海沿岸）的交汇区域，是有机联系

辽宁沿海经济带“一核、一轴、两翼”总体布局框架的枢纽区域。盘锦港

是连接南北通道、日本和韩国以及中欧班列等多个通道的节点港口，是

辽宁中部城市群中最直接最便捷的出海口。

2.海洋资源丰富。盘锦市海域面积为142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

为124.15公里，海洋渔业资源、湿地资源和海底油气资源丰富。盘锦市

域内有众多河流入海，营养盐资源丰富，饵料生物充足，是辽东湾渔业

资源的重要繁殖场。盘锦市拥有全球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河海湿

地资源红海滩、世界上植被类型保持完好的最大芦苇荡，水稻田在内的

各类湿地面积达2496平方公里，其中自然湿地2165平方公里、人工湿

地331平方公里，湿地保护面积达1240平方公里，占自然湿地面积的

57.3%。盘锦市的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重要湿地，栖息

地各类野生动物478种。盘锦市海底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盐卤、

硅藻土等矿产资源。

3.主要海洋产业发展步伐加快。盘锦市持续推进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建设，利用5G、北斗等数字化技术赋能海洋渔业提质增效发展，

2022年全市海水产品产量5.6万吨，实现海洋渔业总产值14.2亿元。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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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港10万吨级拓宽型深水航道建成投用，初步形成多式联运的区域性

枢纽交通网络，2022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4640.7万吨，集装箱43.5万

标箱。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晋升5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日

最大承载量7.5万人，金帛滩海滨浴场、二界沟渔业综合体等滨海旅游

设施不断完善。油气田生产稳定，原油年产能力达到50万吨左右，天然

气年产能力达到2000多万立方。

4.海洋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成效初显。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

工程，2018年以来累计恢复滨海湿地8.59万亩、自然岸线15.7公里，打

造了全国最大“退养还湿”单体工程，有效解决了辽河口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破碎化问题。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换实现机制，制定出台《建立健

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

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建设“产学研用”技术平台，推进海洋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推进实施辽东湾蛤蜊岗原生优质海洋资源养护区建设等海

洋优势产业项目，促进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将科技优势、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提升渔业经济发展水平。

二、盘锦市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短板

1.海洋产业结构层次低。一是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目前，盘

锦市海洋产业的企业数量少、增加值占比低的特点，未能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这表明盘锦市海洋开发还处于粗放型阶段，仍以对海洋资源的低

层次开发利用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海洋渔业、交通运输、油气勘探开

发、海洋生态旅游等优势产业仍需转型升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相对滞后，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相对较弱，意味着传统的海洋产业

面临升级改造的困境，难以形成集群效应和规模效益。二是盘锦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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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产业存在低质化、同构化现象。当前海洋资源的低层次、低质量利用

与开发仍然是盘锦市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具有较强的

资源路径依赖，导致产业链条延伸短，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

低。三是海洋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滞后。海洋旅游、海洋交通运输、海洋

渔业是盘锦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与大连、青岛、温州等城市

仍有一定差距；海上油气开发也基本处于产业链下游和末端，相对优势

不明显；滨海旅游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挖掘，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与其他地区同质化竞争依然存在。

2.海洋牧场建设滞后。一是海洋牧场综合效益亟待提升。盘锦市

现有的海洋牧场产业体系仍存在忽视生态效益、偏重经济效益的现象，

部分尚未建立起以生境修复和人工增殖养殖来构建具有环境友好、资

源养护和渔业高效产出特征的生态系统。二是海洋牧场技术体系亟待

完善。盘锦市海洋牧场建设过程中存在“卡脖子”问题，如海洋牧场生

境营造工程技术薄弱、海域水栖生物资源监测能力不足、海洋牧场食物

网结构优化技术不足等。三是海洋牧场融合发展模式亟待创新。当前

盘锦市海洋牧场仍然以开发海域水下空间为主，往往忽略水上与水下

空间的立体综合开发，海洋牧场的空间利用不足且开发模式相对落后。

3.海洋科技能力薄弱。一是盘锦市海洋科技水平基础比较薄弱，

这对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支撑能力明显不足，在诸多领域缺乏自

主知识产权，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整体较低，与打造辽滨海洋

经济强区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二是无力生产高附加值的海洋经济产

品，海洋科技集成和创新能力较弱，许多关键领域的核心产品和关键零

部件主要依靠进口，如海洋高端工程装备制造技术、深海技术和装备等

仍处于起步阶段。三是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数量有限的海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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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成果大多处于实验阶段或小批量生产阶段。海洋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成本高，成果转化能力与示范规模普遍不足，严重制约了海洋高新

技术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制约了盘锦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港、产、城融合发展亟待提升。随着港、产、城快速发展，现有协

同格局已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港、城相互带动作用弱化。一是港

口规划与城市产业规划适配性不足。盘锦港作为东北地区最近出海口

的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盘锦港与东南沿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域港

口战略合作有待加强，盘锦港到国内重要港口直航航线密度较低，港口

供应链枢纽作用不强，港口功能单一，港口生产性作业中心带动性不

强；临港产业科技含量偏低，产业附加值不高；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对港、产的支撑力不够。二是港口与城市融合发展不适应。港口与当

地城市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城市产业规划中尚未充分考虑港口的功

能，对港口功能定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三是高端要素支撑乏力。与

鲁、浙、闽、粤等沿海地区相比，盘锦市滨海城区在科技、人才、资本等涉

海高端要素虹吸集聚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对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支撑

作用明显不足。

三、盘锦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快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是要顺应数字经济规

律，为盘锦市海洋产业“数字赋能”，加快发展质量和动力变革，积极培

育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要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加强海洋实体产业与

服务业在工业设计、共享制造、数据管理上的“两化融合”，提高海洋资

源配置效率和综合利用效率，使海洋经济在“双驱动”下互促共进。二

是要积极运用智能设备改造海洋传统制造业，促进盘锦市海洋船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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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勘测、海洋资源开采等装备产品迈向价值链高端，打造优势海洋装备

产业集群，加快形成盘锦市辽滨海工装备产业集聚区。要推动先进制

造业链向海延伸，加速机器人、5G通信、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与海洋工程

装备制造深入交融，拓宽发展空间。三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

推进涉海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与发展，实现航运物流

高效化、滨海旅游智慧化、金融服务完备化、科教研发集聚化。要促进

体制机制和应用技术创新，结合区域优势，大力发展海洋文体、医疗康

养、跨境金融等业态，满足并激发市场新需求。

2.加快建设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模式。一是聚焦海洋产业链条，

推进“全域型”海洋牧场建设。坚持陆海统筹，基于近海与内陆水域“全

域型”保护与开发，在积极修复养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基础上，不断提

升海洋渔业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从而推动“全域型”海洋牧场现

代化与产业全链条协同可持续发展。二是强化原创驱动，构建“全域

型”海洋牧场技术体系。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攻破海洋牧场建设存

在的“卡脖子”技术难题，聚焦解决海洋牧场发展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兴通信与工程技术等推动现代化

海洋牧场发展。三是倡导融合发展，培育“全域型”海洋牧场新业态。

坚持生态优先，强化试点示范，推动海洋牧场与新能源、新材料、文化旅

游等二三产业有效融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探索构建水上城市综

合体，开创“水下产出绿色产品，水上产出清洁能源”的新局面，从而实

现现代化“全域型”海洋牧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3.着力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首先，要增强科技研发能力，通过

创建海洋产业技术转化中心、推广中心和孵化基地为海洋科技的研发

与应用提供便捷通道，提高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并全面应用于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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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产业。其次，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需求为中心，鼓励海洋产

业提高市场所需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强化高新技术对海洋产

业的引领作用，确保每一项科研成果都能广泛应用于海洋产业中。再

次，要加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建立信息互享、技术协作的科研平

台，联合攻关实现成果的转化与置换，集聚海洋科技创新资源，打造辽

东湾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最后，要紧跟以数字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全面推进盘锦市海洋经济向数字化转型，促进海洋新材料、

海洋数据产业、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

海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海洋经济数字化不仅有利于培育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也有利于长期视角下盘锦经济的稳定发展和

国内竞争力的持续增强。

4.深入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一是陆海统筹，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促进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以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为契机，以陆海统筹、区域协调为引领，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

编制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优化沿海地区发展空间格局，打造具

有竞争力的沿海产业集聚带，增强沿海地区向海、向陆的双向辐射力。

二是策应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战略部署，有序推进辽宁沿海经济

带优质产能特别是“大进大出”产业向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转

移，实现园区集中布局，拓展港口发展腹地，强化产业支撑。三是积极

参与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一圈一带两区”发展格局建设，全面对接沈

阳现代化都市圈，加快辽河西侧海域及沿岸的港口航运业发展，升级发

展临港石化以及物流产业，打造高品质滨海旅游，促进辽滨沿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与沿海经济带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地区间资源互补与协调

发展，实现全省域内海洋产业集群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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