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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驱动了海洋经济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尤其在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便
有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中国在该领域已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各类海
洋经济研究机构不断增多，海洋经济成为很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并设
置了海洋经济专业，培养人才。大批国家级和省部级海洋经济研究项目得以批准立项，这些都推动了
中国海洋经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支持国家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稳
定发展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海洋经济研究的硕果已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然而，作为海洋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产业布局研究却是目前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相对薄弱的一
个领域。自1826年德国学者杜能的农业区位论诞生，至后来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
理论，现代产业布局理论的成本学派理论、市场学派理论、成本一市场学派理论，以及以后起国为出
发点的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地理二元经济理论，今天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等，近
两百年来，国外学者对产业布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可谓学派林立，新理论和新观点层出不穷
，但研究者们的目光始终局限在陆地产业上，没有对海洋产业布局问题给予关注。中国国内关于海洋
产业布局的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研究活动一直局限于较小范围，且多属应用研究，研究内容也不够
系统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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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泛黄海地区海洋产业布局研究》以泛黄海地区海洋产业的合理布局为研究对象，借鉴传统产业布局
的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生态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较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区域海洋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并
在深入分析和考察了泛黄海地区海洋产业布局现状的基础上，对泛黄海地区的海洋产业布局，尤其是
几个重点海洋产业的布局，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并对泛黄海地区与日、韩两国在海洋产业发展方面的
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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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海洋产业布局研究综述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评价　　从学科归属来看，海洋产业布
局理论属于一般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范畴，它是一般产业布局理论在海洋产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但
当前一般产业布局理论的整个理论体系基本是建立在对陆域产业空间布局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尤
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历来将陆域产业的空间布局作为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忽略了对海洋产业空间布局
的研究。从产业的发展历程看，海洋产业是陆域产业向海洋的延伸，与陆域产业并无本质区别，因此
，陆域产业布局的很多研究成果同样适用于海洋产业。但是，海洋产业毕竟处于一个具有独特地理属
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很多独特的产业属性，影响其布局的因素更多、更复杂，其布局规律
也不完全相同于陆地产业。因此，缺少了对海洋产业布局的研究，西方的产业布局理论体系是不完整
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尽管目前国内在海洋产业布局方面已经取得了
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且存在以下几点明显不足：一是对海洋产业布
局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够。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是当前我国海洋产业布局研究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到目
前为止，我国海洋产业布局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属于应用性研究，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对海洋产业布
局一般规律的总结和认识不够。由于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入探讨，相关成果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受到了较
大限制，难以对我国海洋产业的布局现实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二是缺乏研究海洋产业布局问题的专著
。在已取得的成果中，多数成果的研究重点并不是海洋产业布局，而是研究海洋产业或海洋经济的发
展等问题，只是在论述过程中作为整体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了海洋产业布局的问题。因此，这
些成果对海洋产业布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三是缺乏对跨省区及更大区域海洋产业布局问题的研
究。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海洋产业布局问题的专著，多以研究某一具体海洋产业部门或某一省（
市）区海洋产业的布局为重点，缺少对跨省区及更大区域海洋产业布局问题的研究，具体对泛黄海区
域海洋产业布局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著基本属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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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泛黄海地区海洋产业布局研究》对泛黄海地区的海洋资源禀赋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对该地
区的海洋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对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
以此为基础，结合该地区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中国海洋经济未来发展中承担的历
史任务，提出了该地区的海洋综合经济区划方案，以及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及盐化工业、
海洋油气工业、港口业、滨海旅游业等重点海洋产业的具体布局方案。该书还对泛黄海地区与日、韩
两国在海洋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提出了对策建议，所设计方案合理，所提建议切实可行，为实现泛黄
海地区海洋产业的合理布局、促进区域海洋产业合作和资源的共同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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