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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渔港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是一本选题新、有创意、应用价值大的学术著作。
该书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对我国渔港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进行了系
统深入研究，首次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建立了我国渔港经济区的发展模式与方向，构建了产业集群与渔
港地区经济社会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并分析了渔港经济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衍生途径
，提出了渔港经济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和可供决策者和管理者参考的对策措施。
该书的出版，对深化海陆统筹新型经济区的认识，推动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蓝色产业发展
与新型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智力支持与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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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芋萱，博士，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
事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国家重要及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著多部学术著作，如《蓝色经济学》、《中国
海洋文化》等，多次参加国内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国家和省、市相关课题的
撰写工作，如农业部软科学课题“远洋渔业发展支持政策研究”、山东省软科学课题“资源与环境双
重约束下渔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蓝色经济区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
态经济区建设互动研究”、山东省软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休闲渔业的技术跨越与产业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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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全国各地渔港在规划、建设、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相关文章层出不穷：纪灵针对烟台市渔
港港池淤积严重，渔港设施不齐、保养不力，渔港建设维护资金严重缺乏，防风、避风能力较差，渔
港监督人员力量不足、管理手段落后，渔港水域污染严重的情况，提出以下解决对策：建设能满足发
展远洋渔业的深水渔港；合理布局，建设新渔港；配套、完善现有渔港设施；理顺并拓展资金来源渠
道；加强渔港的监管力度，维护港口的正常生产秩序和港区环境质量。
何洪连针对大连甘井子区渔港配套设施不齐全、规模小、渔港建设仍在起步阶段的情况，提出渔港规
划布局要合理，并加强港口建设投资管理的建议。
梁之勋针对广东省阳江市许多房地产公司不顾渔民利益，填港塞海，造成渔船进出港困难、抛锚极不
方便等严重后果的情况，提出渔港建设要考虑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渔船的正常进出港和抛锚避风
，应及时疏通、挖深、扩宽港道，进一步搞好渔业生产。
　　归纳起来，各地渔港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渔港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及相应的管理机构；港池、航道
淤积严重，或超负荷使用，险象环生；渔港码头没有统一规格，或规模太小，不适应生产需要；渔港
设施常年失修，防风避风能力较差，威胁广大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渔港配套建设不够完善；渔港管理
体制未理顺；渔港港权不明确，港界不清，渔港侵占现象严重等。
　　针对以上情况，学者们建议尽快制定渔港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认真做好建港的评估论证
，提高渔港建设规划水平；加强对已有渔港的淤积观测，提出有效的防治措施；完善渔港配套设施，
提高综合服务功能，特别是加强防污染设施的建设；对渔港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和利用；加强渔港建设
的监督管理工作；制定渔港、渔村联合开发建设的日程表和总框架。
为了建好渔港，更养好渔港，学者们还建议国家给予重视，增加投入；在筹集资金时采用多方集资、
有偿使用的方法，对建港基金采取集中使用的方法，分期分批完成渔港整治和建设规划；考虑制定以
港养港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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