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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前言

2009年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力挽狂澜、高歌奋进的一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
局，运筹帷幄，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使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率先复
苏，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极大地振奋
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昂扬斗志和壮志豪情。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中国海洋事
业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海洋经济总体呈现出稳定向好的发展势头
。2009年，国务院在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先后批准了多个与海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的区域开发开放重大规划。沿海各地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快了对海洋产业的结构优化和
布局调整。据初步估算，2009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3.1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60k”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9.5％。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1.88万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1.3万亿元。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
比例为6：46：48。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海洋经济尽管增幅较以往有所放缓，但总体上仍呈现出
稳定向好的发展势头。海洋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加强海洋战略研究事关海洋事业长远
发展大局。在深刻分析国内外海洋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我们初步完成了2020年中国海洋发展的战略研
究报告。其基本战略思想是：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把握国际海洋事务发展新动向，树立海洋
发展全球观。报告提出了海洋发展的中长期工作指导方针：科学开发海洋资源，积极开拓海洋发展新
空间，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健康，努力保障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坚决捍卫国家海洋权利和利益。海
洋法律体系建设又实现重大突破。随着沿海地区开发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海岛
特别是无居民海岛的呼声越来越高。历经7年多的不懈努力和艰辛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法》在2009年12月26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Page 2



《2010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内容概要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0)》内容简介：2009年是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力挽狂澜、高歌奋进的一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带来
的严重影响，使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率先复苏，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隆重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极大地振奋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昂扬斗志和壮志
豪情。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中国海洋事业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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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海洋对人类食物的贡献日益明显。半个世纪以来（1950-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2.4倍，从
约25亿增至60亿。全球的渔业生产增长了7倍，从不到2000万吨增至1.4 亿吨以上。海洋对世界水产总
量的贡献超过。70％（2000-2005年）。海产品在人类食用动物蛋白中的比重在14％-16％之间。海产对
食物供应的重要性，因不同国家或地区而异。全世界有约10亿人以海产品作为主要食用动物蛋白的来
源。海鱼的营养和保健价值受到广泛的关注。海产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降低血脂、预防心血管疾
病和健脑的作用。初步研究表明，食用富含奥米茄一3脂肪酸的海鱼油，有助于减轻风湿性关节炎症
状。海产品还富含人体所需的锌和硒等微量元素。海洋提供水产品的潜力有多大，一直是尚待研究的
问题。海洋所覆盖的空间约为陆地的2.5倍，理应为人类生产更多的食品。据估算，到2030年，世界对
水产品的需求约达1.8亿吨。鉴于2000年以来，世界渔业总产量已达1.4 亿吨左右，要满足2030年后的需
求，看似并无太大困难。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水产资源枯竭
，水产捕捞量没有显著增长，基本维持在9000万吨的水平上。水产品总量的增长主要靠养殖来驱动。
就海产而言，世界大部分近海的“最大可持续捕获量”（MSY）均被逾越。在海洋捕捞力度不减和近
海生态系统及渔业资源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指望海洋捕捞产量今后能维持现有的水平，避免显著下降
，已属不易。而且，在现代化探鱼设备的有效运作下，还能发现新的、大范围的、可用现有技术加以
捕获的渔业资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在世界各大洋水深1000米以上，还存在着5～10厘米长的小型海洋
中层鱼类（Mesopelagic：species），其资源量的大小，现在还未能系统地加以评估，粗略估计，总量
可能达10亿吨。但是，这种小型鱼类作为饲料的可能性要大于作为海鲜的可能性。多年来，把南极磷
虾（一种南大洋表层小型甲壳动物）端上餐桌的可能性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南极磷虾作为
南大洋大型哺乳动物的饵料，维持南大洋生态平衡的功能受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保护
。因此，要把南极磷虾纳入海产品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养殖为满足人类对水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
了出路。目前，海产总量中，虽然捕捞的贡献迄今为止仍然大于养殖，但发展趋势是，捕捞产量占总
量的份额在递减，而养殖产量的份额则稳步递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除非洲撒哈拉
以南）的养殖均在不断扩展，年均增长率为8％。养殖潜力虽然巨大，但也受到限制。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分析，发展中国家某些地方的养殖业缺乏资金投入、养殖空间和淡水供应，还面临能耗成本不
断上升和确保产品质量的挑战。

Page 5



《2010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编辑推荐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0)》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2010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