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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岸带经济与管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审视海岸带的资源以及产业布局。
以海岸带为载体，海陆统筹为路径，突出产业的优化升级，探讨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哲学视野下定位海岸带，实现可持续开发利用。
从世界的视野角度，借鉴国外海岸带的管理实践经验，结合中国海岸带实际情况给相关部门提出行之
有效的管理建议。
从美国的夏威夷、法国的蓝色海岸，到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管理经验，《海岸带经济与管理》建议中
国的海岸带管理应该综合化、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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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承载的产业类型不同，海陆产业带密集，海岸带经济总量急速扩张 海岸带经济所承
载的产业类型由于独特的地理空间、多样的自然资源呈现独特个性，其中某些产业具有海岸带的原发
性产业特征。
海岸带的原发性产业是以海岸带原有的不可替代性资源、地理和环境特征而生成的若干产业。
就海岸带的资源特征而言，海岸带处于海洋和陆地的交界，既可以直接获取海洋中的生物、植物和矿
物等资源，又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间接获取海洋中的石油、有机元素和无机元素等资源，发展海洋渔业
、海水养殖、近海石油开采、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产业。
就海岸带的地理特征而言，以海岸线为基地面向广阔海洋运输的港口是海岸带地理特征最为有利的条
件，围绕港口集聚起来的工业制造业形成临港工业。
就海岸带的环境特征而言，依托适宜的气候和优越的环境，可以开发原生性的滨海旅游产业，并围绕
滨海旅游产业向上下游扩展，最终形成滨海旅游服务产业体系。
 海岸带是大陆与海洋的结合部，因此在海岸带区域集中了大部分的海陆产业。
既有港口、船舶修理加工、海洋渔业养殖等传统产业，又有海洋旅游业和海洋能源业等新兴产业，其
中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海岸带经济总量急速扩张。
 2005年海洋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三大海洋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再创新高，超
过85％；其中：环渤海海洋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实现5 510亿元，长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区实现5
860亿元，珠江三角洲达到3 000亿元；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环渤海海洋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海洋
经济区，分别比上年增长超过30％和40％，海岸带经济呈现出急速扩张态势。
 总之，海岸带经济既有其巨大的优势，也存在其不利条件。
发展海岸带经济就要充分发挥其优势，避其弱势。
海岸带经济的研究对象就是根据其独特特征来定义的。
 四、海岸带经济的研究对象 根据海岸带经济的特性，我们可以确定海岸带经济特殊的研究对象。
即海岸带区域经济构成；与海岸带经济活动相关的海岸带综合管理；另外也包括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以及与海岸带开发相关的政策等。
 其中，海岸带的区域经济构成包括海岸经济、江河三角洲经济、半岛经济、大陆架经济和200海里专
属经济区经济；而海岸带资源开发与保护、产业开发以及相关制度、政策、体制等都是由海岸带区域
经济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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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岸带经济与管理》遵循由现象到本质的认知规律构筑海岸带经济与海岸带管理两大部分，所研究
的内容在以下方面比以往的研究有所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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