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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成：发展蓝色经济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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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总书记提出打造蓝色经济区以来，我先后做了几十场讲座，到沿海省考察学习，在山东沿海地区调查

研究，所见所闻，海岸带开发，海洋利用如火如荼，沿海省份基本都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各地格外

珍惜这种来之不易得到形势，在都要有所为的思想驱动下，开发场面格外红火，持续升温，大场面让人振奋，但

振奋之余又增添了一些担忧，在这个矛盾思想斗争过程中，我反复在思考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客观评价这个红

火，如何高度重视生态环保问题，高度重视资源整合问题，处理好快与慢、开发与储备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

何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一蓝一黄”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山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也可以说

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说它是机遇，是因为山东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旦发掘出来，会推动山东经济社会更好更快

发展。山东有广袤的海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占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山东乃

至全国的海洋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整体上看，无论对海域还是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初步的，低层次

的，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山东的最大优势和财富在海岸带、在海洋，最大的挑战也在海岸带、在海洋。进入

新世纪，在海岸带、海域的利用上不能光讲有所为，更重要的的要敢于有所不为。不能科学发展，不能有效的保

护海岸带和海域，或发展把握不准的，放慢发展步伐也是一种作为。这个慢会为以后的快和好打下坚实的资源基

础。也就是说坚决不上高耗能、高耗水、高耗原材料，多占岸线和海域有污染的项目。 

  在山东、在全国沿海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调结构、转方式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要坚决防

止全面跃进，一哄而上。在中国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计划经济、“诸侯经济” 思想根深蒂固，离真正意义上

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观念落后、机制不活、体制障碍、缺乏管理型人才和创新型领军人才已经成

为或正在成为制约蓝色经济高效发展，拉大与周边省份和发达国家的效益距离的主要问题。沿海省份要从追求发

展速度、数量的高低快慢的传统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要居安思危，要讲真话，要

讲实效。要敢于面对问题，不图表面上的红火，要有哪一壶不开提哪一壶的精神，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提

高宏观决策和科学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以损害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教训值得汲取。从目前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看，从南

到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海洋产业中的高科技含量不高，经

济增长方式落后，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问题之一：横向发展不均衡，重近岸开发，轻深远海域利用；重空间开发，轻海洋生态效益；重眼前利益，

轻长远发展谋划。 

  问题之二：纵向发展不协调，从全国沿海行政区域整体情况看，产业园区建设雷同，产业同构问题比较突

出，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高耗能产业在沿海聚集。 

  问题之三：海陆统筹一体化发展程度不高。海陆统筹结合不到位，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发展缺少一元化思

维；区域统筹市场化程度不高，诸侯经济引发恶性竞争；产业统筹形不成体系，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产业链

条拉不长。 

  问题之四：海洋生态环境堪忧。近岸海域资源、生态、环境环境压力巨大，海洋灾害频发，主要表现为“三

变”，即：海湾的形变：大规模的近岸海湾开发活动，导致近岸海域由海变陆现象十分突出。海水的质变：海洋

污染严重，海水水质变劣，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海洋生物资源严遭破坏。资源的量变：海洋生物资源锐减，大批

海洋物种灭绝。 

  上述问题山东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战略层面寻求突破口。“蓝色经济”“高效生

态"是国家对“一篮一黄”建设的战略定位，是两个国家级战略的金字招牌，讲“蓝色”、"高效生态"，就是要建

设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在产业类型上，形成由清洁生产企业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体

系;在产业布局上，形成由若干生态工业园组成的生态产业群;在生产工艺上，做到无废或少废，实现生产过程再

循环再利用，最终表现为整个循环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要始终把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始终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中心环节。当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遇到矛盾的时

候，毫不犹豫地坚持生态优先，坚持低碳，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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