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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
、

开发海洋 资源
,

推动海洋科技 的发展
,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

开展了海洋科技战略方面的研究工作
,

制定了国家
“

九五
”

海洋科技发展规划
。

从 19 9 6 年

开始实施海洋科技攻关计划
、

海洋高技术计划
、 “

科技兴海
”

计划以及海洋基础性研究和基

础性工作项 目
。

为了使海洋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国家海洋科技发展战略有所 了解
,

本

文分析和阐述了国家在海洋科技方面的发展 目标
、

重点任务以及发展的对策
。

1 海洋科技发展的简要回顾
19 7 8年以来

,

中国的海洋科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形成了一支学科 比较齐全的科技队

伍
,

取得 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

先后有多项获得 了国家或省 (部 )级重大科技奖励
; 相继完

成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
、

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的

综合考察
; 进行 了大陆架的资源环境调查和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的调查

;
完成了中美海气

相互作用
、

中日黑潮调查等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
; 加人了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
进行了 14 次南

极和南大洋考察
,

建立了中国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两个科学考察站
;
完成了海洋环境数值

预报
、

海洋信息 自动查询系统
、

膜法水处理技术和海洋 资料浮标技术等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 开展了东海陆架边缘海洋通量的研究
、

中国海陆架环境及其动力学机制的研究
、

热带

西太平洋环流试验研究
、

海面微特征及海洋遥感机理研究
、

黄海海底辐射沙洲形成演变研

究等
。

颁布了《中国海洋技术政策要点》
,

完成了海洋功能 区划
,

制定了《全国海洋开发规

划》
。

这些科技成果对于开发海洋资源
、

保护海洋环境
、

减轻海洋灾害提供了技术支撑
。

2 海洋科技面临的形势

2
.

1 维护海洋权益需要科技的支撑

自 19 9 4 年 11 月 16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
,

各海洋国家对海洋的重视程度

日益提高
,

海洋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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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的海域约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

但有相 当部分的海域处于争议状态
。

因

此
,

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技术依托是海洋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

.2 2 陆地资源的日趋减少
,

迫使人们将注意力逐渐转向海洋

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量较少但又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滩涂的国家
,

更应注重利

用海洋
。

具体理 由有以下几点
。

( )l 淡水资源短缺
:

中国淡水资源量居世界第六位
,

但人均 占有量却只有世界人均 占

有量的 1/ 4
,

部分地区 已存在严重的淡水危机
,

尤以北方沿海城市和地区为突出
。

因此
,

如

何利用丰富的海水资源解决淡水资源短缺的局面找出一条有效的途径
,

是摆在海洋科技

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

( 2) 耕地面积 日趋减少
: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
,

人均耕地面

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

且每年有数十万公顷的耕地在减少
。

而海洋具有丰富

的生物资源和空间资源
,

因此如何从海洋获得更多的
“

土地
”

资源和蛋白质
,

将成为海洋开

发的重要 内容
。

( 3) 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潜力大
:

目前 中国海上 已探 明的石油储量仅 占

海洋石油资源量的 2
.

7%
、

探明的海上天然气储量只 占海上天然气资源量的 1
.

74 %
,

潜力巨

大 (宋瑞祥
,

19 9 7)
。

海上天然气水化合物的发现为未来展示了 良好的前景
。

如何利用高技

术提高中国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水平
,

任务非常艰巨
。

( 4) 与国民经济发展 比较密

切的固体矿产资源短缺
:

据对 45 种主要矿产对国民经济保证程度分析
,

到 2 0 10 年
,

中国有

二分之一矿产不能满足需要
,

而到 2 0 2 0 年只有 6 种矿产可以满足需求 (宋瑞祥
,

19 9 7 )
,

而

在海洋中具有较高品位
、

储量巨大含有锰
、

铜
、

钻
、

镍
、

锌和银的多金属结核
、

结壳 以及热液

矿床
,

将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

.2 3 海洋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科技的支撑

目前
,

中国海洋产 业的发展水平 与资源拥有量很不相称
,

同发达 国家相 比
,

在海洋

开发 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很大 的差距
,

主要表现在
:

( )l 产业规模小
; ( 2) 海洋产业结构不

合理
; ( 3) 海洋开发程度低

; ( 4) 海洋资源与环境调查的程度低
,

资源受到破坏
、

环境在恶

化
。

3 海洋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

海洋科技涉及到基础性工作
、

基础性研究
、

应用研究
、

高技术等
,

其发展 的战略 目标

是
:

加强基础研究
,

解决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一些关键技术
,

实施
“

科技兴海
”

战略
,

提高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技术能力
,

提高海洋科技产业化程度
,

增 强海洋开发和减灾
、

防灾的

服务保障能力
,

提高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能力
,

缩小 中国海洋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

距
,

促进海洋经济持续
、

稳定
、

快速发展
。

—
初步掌握中国大陆架和 专属经济 区重点 区域的资源状况

,

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

区资源开发利用
、

保护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

—
抓好一批与海洋资源开发有关的综合性

、

关键性的高技术和新技术
,

力争总体上

在本世纪末达到 90 年代初期的先进水平
。

—
推广应用先进的海洋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

,

改造传统产业
,

发展新兴产业
,

加快

海洋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
。

—
提高海洋观测和公益服务技术水平

,

为海洋开发和减灾防灾提供有效的保障
.

—
加强海洋基础研究

,

提高研究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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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洋科技的重点任务
“

九五
”

期间国家在海洋高技术
、

科技攻 关
、

科技兴海
、

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工作等方面

推进海洋科技工作
。

4
.

1发展海洋高技术
,

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发展海洋高技术既是一个科技
、

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

也是一个关系到主权和权益的

问题
。

当前
,

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海洋高技术
。

海洋高技术将本着全面落实
“

科学技术

是第 一生产力
”

和
“

科教兴国
”

的战略思想
,

根据
“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方针和
“

有限 目标
、

突出重点
”

的原则
,

结合中国的国力和技术基础
,

以及 当前世界海洋高技术的

发展趋势和规律
,

大力发展海洋 国土
、

专属经济区调查 以及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所需的关键

高技术
,

适 当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以及为海洋开发提供环境服务保障所需的关键高技

术
,

力争在这些技术领域在本世纪末达到 80 年代末
、

90 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
,

并将主要

技术成果应用于海洋产业和相关产业
,

促进海洋高技术产业化
。

“

九五
”

期间主要在海洋监测技术
、

海洋生物技术
、

海洋探查 与资源开发技术三个方面

展开
。

( )l 海洋监测技术
:

重点开展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系统技术和示范试验
; 高精度温盐

深测量技术
;
船用声学海流剖面测量技术

;
合成孔径声纳成像技术

; 海面和海水层光学测

量技术
; 海洋遥感应用关键技术

; 海洋渔业遥感信息服务技术和示范试验等
。

( 2) 海洋生

物技术
:

重点开展海水养殖动物的多倍体育种育苗和性控技术
; 海水养殖工程优化技术

;

海藻种苗工程技术 ; 海洋动物转基因关键技术
; 海洋生物抗肿瘤抗病毒活性物质的研究开

发 ; 海洋生物酶和毒素的研究开发 ; 海洋医用生物材料 和生化工程产品的研究开发
;
抗盐

和耐海水植物培育与应用
。

( 3) 海洋探查与资源开发技术
:

重点开展海底地形地貌与地质

构造探测技术 ; 海洋岩石层三维层析成像技术
; 海洋矿产资源综合评价技术

; 海上天然气

地震勘探技术
; 海洋地球物理测井成像技术

;
高温超高压地层钻井技术

;
水下多相流油气

自动开采技术
; 海洋大位移丛式井钻井技术

; 海上新型多功能移动式采油系统技术
;
极浅

海重载爬滩运输技术
; 大洋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技术

。

.4 2 实施海洋科技攻关
,

解决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关键技术

根据国家的整体需要以及海洋科技发展 的现状
, “

九五
”

期 间
,

主要开展两个方面的攻

关研究
。

( )l 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

解决沿海地区淡水紧缺的有效途径之一是

利用海水
,

以海水代替淡水作城市工业冷却用水
,

发展海水淡化技术
,

达到对淡水的开源
。

着重解决海水循环利用中的关键技术
,

建立海水循环冷却示范工程
; 开发多级闪蒸和低温

压汽蒸馏海水淡化的关键技术
,

建立海水淡化示范工程
。

在海水化学资源提取方面
,

重点

开发海水 中钾盐的富集技术
,

苦 卤制取硫酸钾工艺条件的研究澳
、

镁深加工技术
,

以及高

附加值功能材料的开发
。

(2) 海岸带环境资源利用关键技术
:

海岸带是海洋开发活动的重

点区域
,

也是环境脆弱的区域
。

重点开展海岸带环境污染监测
、

预测
、

评价及应急处理技

术
,

海岸带侵蚀
、

河 口 冲淤灾害预测技术
,

以及灾害性动力环境的数值模拟和评估技术
,

海

湾滩涂池澹
、

潮 间带
、

浅海养殖容量与优化技术以及海岸带综合管理技术的研究
,

初步建

立区域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信息示范系统和海岸带资源与环境基础信息系统
。

.4 3 实施
“

科技兴海
”

战略
,

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科技兴海是一项涉及科研
、

开发
、

推广
、

生产
、

环保
、

管理等领域多层次
、

多环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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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工程
。 “

科技兴海
”

立足海洋资源优势
,

以 发展海洋经济为中心
,

通过科技进步
,

改

造传统产业
,

开创未来产业
,

促进海洋可持续利用
,

推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

提高海洋对国

民经济的贡献水平
。

“

九五
”

期间
“

科技兴海
”

重点围绕海洋农牧化
,

海洋生物资源深加工和海洋药物
,

海洋化

学资源利用
,

海水直接利用和淡化 4 个方面
,

实施科技兴海
“

五一0 工程
” 。

( 1 ) 10 大系列海

洋新产品 (品种 )的开发
:

鱼
、

虾
、

贝
、

藻优 良增养殖品种开发
;
水产专用药物和微生态制剂产

品开发
; 海洋药物及保健功能食 品系列产品开发

; 海洋水产品综合利用产品开发
; 苦卤综合

利用系列产品开发 ; 海洋化工深加工产品开发 ; 海水直接利用系列产品开发
; 海水淡化器系

列产品开发
; 海洋环保产品开发

; 海洋旅游产品开发
。

( 2) 10 项重点技术的推广
:

优质
、

高产
、

高效增养殖技术
; 名

、

特
、

优
、

新养殖对象苗种繁育技术
;
海水养殖高效饲料加工技术

; 海产品

深加工技术
;
水产品废弃物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

; 养殖种类病害防治技术
;
盐田和滩涂生

态系统开发利用技术
; 海洋化工产品生产加工技术

; 海水直接利用技术
; 节能型海水淡化技

术
.

( 3 ) 10 类应用技术的开发
:

海水养殖对象苗种批量繁育技术
; 新养殖对象引进

、

驯化技

术
,

生物技术育种技术
; 养殖容量研究及健康养殖技术

;
水产品综合利用及保鲜

、

保活技术
;

海水养殖对象病害综合防治技术
; 海洋药物

、

功能食品开发技术
; 海洋化学资源提取新技术

;

耐海水作物育种和规模生产技术
; 节能

、

高效海水淡化新技术
; 防止海洋环境退化新技术

。

( 4) 10 类科技兴海示范区 (基地
、

工程 )的建立
:

浅海农牧化示范区
; 工厂化渔业示范基地 ; 滩

涂池塘健康养殖示范基地
; 海水养殖对象苗种繁育基地

; 贝类消毒净化和海藻综合利用示范

工程 ; 海洋化学资源综合利用基地
; 海水直接利用示范工程

; 海水淡化示范工程
; 海岛综合开

发示范区
; 海洋精细化工产品示范工程

.

( 5 ) 10 个大型海洋产业集团的扶持
:

重点扶持海洋

渔业生产和水产品的深加工
、

海洋食品
、

海洋制药
、

海洋化工等大型企业集团
。

.4 4 加强海洋基础研究
,

为海洋科技发展打下基础

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动力
,

是新技术
、

新发明的先导
,

是科技与经济发展 的源

泉和后盾
。 “

九五
”

期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和重点项 目包括
:

中国近海海洋生

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
、

中国沿海典型增养殖 区有害赤潮发生动力学及防

治机理研究
、

黄海海洋通量关键过程研究
,

南海海洋环流时空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

台湾海峡生源要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

长江河 口通量研究
,

黄海水循环和物质长期输

送动力学研究
,

黄东海人海气旋爆发性发展过程的相互作用研究
,

冲绳海槽及相邻陆架古

环境演变研究
,

气候变化及南海珊 瑚礁生态 系统
、

南大洋海 冰区碳循 环的研究 (王辉
,

199 7)
。

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中海洋也是一个重要 的内容
,

主要研究方 向包

括
:

中国近海海洋动力学及其环境资源效应
、

海洋生物技术基础研究
、

海洋油气资源的成

矿背景和理论研究等
。

此外
,

在
“

九五
”

期间开展南极地区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
。

.4 5 开展海洋基础性工作
,

为海洋科技研究提供科学数据

重点在南沙群岛及邻近海域
,

东海
、

黄海海域开展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海底地形
、

地

貌
,

基础地质
,

海洋水文气象
,

海洋生物资源
,

海洋矿产资源的调查研究
,

建立大陆架和专

属经济区环境要素和资源状况数据库
。

5 对策

为了推动中国海洋海洋科技的发展
,

提 出如下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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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发展的战略与对策

5 . 1分别投入
,

共同实施

根据海洋科技工作的特点
,

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 的跨部门
、

跨行

业的重大科技问题
,

国家要分别列人科技攻关计划
、

86 3 计划
、

基础研究计划
、

科技开发计

划和专项计划等
。

部 门和地方应根据 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

选择优先项 目分别列入各 自的

科技计划
。

国家
、

地方和部 门要加大优选项 目的经费力度
。

同时
,

运用市场经济规律
,

以项

目优势
,

吸引企业和金融部门投资
,

共担风险
,

共享利益
。

.5 2 成立海洋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为了加强对海洋科技工作 的统筹协调
,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
,

选择知名的海洋科技专

家
,

组成海洋科技 专家委员会
,

不定期 的对海洋科技工作面临的难点
、

热点进行座谈
、

咨

询
。

.5 3 加强海洋科技体制的改革

配合科技计划的实施
,

应选择有条件的研究院所
,

采用国家
、

部门 (地方 )
、

院所
、

企业

共同投人的运行机制
,

建立海洋方面国家级 的工程技术中心和研究 中心
,

做好 中心运行机

制的设计
,

以实现人才
、

资金
、

技术
、

资源的优化配制
,

使中心成为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的

主体
。

.5 4 注重学科带头人和跨世纪人才的培养

建立科学 的激励机制
,

提供必要 的设备条件
,

注重培养学科带头人
; 要特别鼓励青年

科技人员进行创新性研究
,

使之成 为跨世纪的人才
; 同时要加强学科带头人和 中青年技

术
、

管理骨干的业务培训
,

制订具体奖励办法和优惠政策
,

建立海洋科技青年基金
。

保持

一支能在海洋科技 中创新的精干
、

高效队伍
。

.5 5 加强海洋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了提高海洋科学研究的水平
,

应增补
、

更新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
; 建立公用调查船

制度
;
建立国家级海洋重点开放实验室

。

.5 6 加强国际与地区合作

充分利用 目前国际社会对海洋关注的有利条件
,

选择一批研究项 目与其它国家开展

合作研究
;
积极参与海洋方面的大型国际合作计划

; 挑选一些与海洋环境和海洋可持续利

用有关的项 目向国际组织 申请援助和支持
; 重点组织一批有市场前景的项 目通过各种渠

道争取国内外大企业集团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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