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力向海经济 银海奋起腾飞

杨成连

2017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北海，提出要打造好向海经

济。北海，这个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而今又萌生新的生机与希望。

北海市银海区因海而生、凭海而兴，发展向海经济条件得天独厚。打造向海

经济，推动沿海区域面向海洋发展，提升海洋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发

挥海洋经济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事关建设生态宜居和谐银海区宏伟

目标的实现。

向海，是历史的选择

向海，是国家的战略

向海，是银海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

益型转变，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涉海新政，如春风扑面而来。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

海洋强国战略，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十九大报告对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实施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打造向海

经济、拓展蓝色空间，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强大引擎。

据统计，世界上 70%的大城市、人口和工业资本聚集在临海 100 公里内的陆

地，而且比例还在继续上升。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现

代海洋服务业、高值优质海水养殖业等，可实现海洋生态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转

变，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世界海洋经济形成了四大支柱产

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业、滨海旅游业。

放眼全球，蓝色经济时代早已悄然来临。从产业发展来看，涉海产业多属新

兴产业，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打造好向海经济，既切合时

代发展的需求，更是银海区发展的行动纲领和行动指南。银海区正在积极融人“一

带一路”建设，把发展向海经济与推动开放开发结合起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银

海区特色的向海经济发展之路。



优势在海

希望在海

潜力在海

银海区以境内有著名旅游胜地北海银滩及拥抱浩瀚的北部湾大海而成名“银

海”。辖区内有北海福成机场、北海火车站、国际客运码头，所辖四镇全部濒临

北部湾海域，发展向海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禀

赋丰裕的资源优势。

海洋生物资源方面，全区海岸线长 95 公里，20 米等深线内浅海滩涂可养殖

面积 16.7 万亩。濒临的北部湾渔场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之一。辖区海域滩涂平缓，

水质清新，天然饵料丰富，水温适宜，是对虾、青蟹、沙虫等繁殖及海产品加工

业理想的地区。

海洋捕捞方面，渔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拥有渔船 947 艘，总功率占北海市

的 30%，海洋捕捞占北海市的 40%。建成广西较大的海产品加工基地，培育了 17

家水产品加工企业，水产品年加工量 8 万吨，产值 6.8 亿元，是北海市海产品加

工量最大的一个区。

海洋旅游资源方面，辖区内海岸线漫长，海滩沙细、浪平、坡缓、水暖，海

水清澈无污染，在中国是不可多得的天然海浴场。全区融合着蛋家文化、南珠文

化、客家文化、归侨文化等多元文化。冠岭山庄、侨港海滩、大冠沙金海湾休闲

旅游区、海洋之窗等 20 个主要旅游景区在银海区，拥有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

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北海银滩更是闻名天下。北海市大部分高中等院校集中

在辖区，人文资源十分丰富。

海洋生态资源方面，沿岸红树林滩涂面积大、生产力高，利于海洋生物的繁

殖生长。红树林、海草、珊瑚礁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的存在，维持了较高的生物

多样性，提高了海区的自然环境容量，有助于发展海水养殖和维持养殖环境的健

康。

基于对海洋自然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的深刻把握，银海区近年来大力发展以

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为支柱的向海经济，海洋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取得了比较大



的成效。2017 年，全区实现渔业总产值达到 41.525 亿元，占大农业的 70%以上；

实现国内旅游消费 90.75 亿元，比增 14.090%，海洋经济已成为银海区经济的主

要增长极。

2017 年 1月，国家正式批复同意在北海市设立第四海洋研究所，这对加快北

海市海洋产业发展、实现舞起海洋经济发展龙头目标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意

义。

2017 年 7月，中共北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打造向海经济的行动

方案》，大力推进海洋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区建设，重点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等，推动北海和北部湾经济区海洋产业转

型升级，提升区域内海洋产业竞争力，形成海洋产业区域合作开发平台。

同时，《关于打造向海经济的行动方案》提出要以“两港、三城、一枢纽”

为重点，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崛起的向海经济发展之路。“两港、三城、

一枢纽”即：铁山港、国际邮轮母港，银滩新城、海洋新城、铁山港新城以及北

部湾城市群海陆空联运交通枢纽。

银滩新城以银滩东区为主体，是集总部经济和大数据中心、生态旅游、文化

创意、国际交流合作、教育科技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城市综合区，是中心城区功

能的拓展升级。海洋新城以海洋产业科技园为主体，依托第四海洋研究所等国家

级海洋科研机构，发展海洋生物和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两大产业，打造中国南方

海洋科技城和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核心区。

国家第四海洋研究所、中国南方海洋科技城、银滩新城、海洋新城和北部湾

城市群海陆空联运交通枢纽的建设重点都在银海区辖区范围内。银海区入选 2017

年度广西科学发展进步城区和 2018 年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银海区有条件、有

责任在打造向海经济方面先试先行，充分释放海洋资源、海景资源和沙滩资源优

势，结合推进海洋生态、海洋科技、产业升级和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城区开发

建设，搭起“向海城市”大框架，把向海经济打造好，把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

写好写实。



扬起向海风帆

争做打造向海经济的弄潮儿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打造向海经济正当其时。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布

局以来，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始发港，北海市与中国沿海多个城市地区

在“一带一路”向海经济的竞争格局中，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2017 年 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海首提向海经济，再一次把北海推到了历史的潮头。面对这样

一个百舸争流的局面，银海区要珍惜千古名誉、把握大好机遇，扬起向海风帆，

争做打造向海经济的弄潮儿，早日实现建设生态宜居和谐美丽银海区的目标。

繁忙的北海港

——坚持产城融合发展战略。按照北海市“十三五”规划关于大银滩区东中

西“一轴两翼”的规划布局，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全力配合推进银滩新

城、海洋新城建设。

一是以银滩东区为主体，积极配合规划建设集总部经济和大数据中心、生态

旅游、文化创意、国际交流合作、教育科技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城市综合区工作，

重点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区、滨海旅游区、总部经济区、教育科技区、现代服务业

聚集区、生态综合区六大板块。

二是以海洋产业园为主体，依托国家海洋局第四海洋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重

点创新发展海洋生物和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两大产业，大力培育海洋能源及海洋

信息技术、海洋生物基因等产业，打造成为中国南方海洋科技城和国家海洋经济

创新发展示范城核心区。



三是加快推进打造侨港风情小镇、银滩疍家小镇，使之成为展示向海经济实

力、体现海洋文化底蕴的平台。加快侨港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按照多规合一原则，

聘请高水平的专业设计团队，从产业培育、基础设施配套、特色文化传承、项目

招商引资、全域旅游发展、科学管理运营等方面进行策划规划。有序推进银滩疍

家小镇建设，加大宣传推介和招商力度，加快特色街区建设和外立面改造，塑造

凝炼疍家文化，完善旅游标识系统，建成疍家小镇文化展示馆，争取主步行街建

成开街。

——大力发展海洋产业。靠海吃海念海经。发展海洋产业是银海区打造向海

经济的重要路径。要坚持“远近结合、海陆齐驱、内外并进”，推动海洋特色产

业跨越发展。

一是在巩固发展近海捕捞业的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推进远洋渔船

更新、建造，大力发展三沙海区和外海捕捞渔业。鼓励辖区企业实施“走出去”

发展战略，沿着“一带一路”开放格局，发展远洋捕捞，扩大海外实体加工贸易

投资。

二是大力发展优势水产养殖，保持对虾、罗非鱼两大传统优势品种规模化养

殖。以北海海洋产业科技园水产养殖区为核心基地，积极引进养殖新技术，扩大

青蟹、南珠贝等名特优水产品种种苗规模繁育，打造北海水产种苗繁育基地。加

快石斑鱼、“蟹公寓”等工厂化养殖项目建设，拓展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新模式。

三是全面落实扶持南珠产业发展政策，积极鼓励海洋养殖企业，发展珍珠工

厂化养殖和南珠贝种苗繁育，共同推进南珠产业振兴发展。

——持续做大做强滨海旅游文章。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赋予银海区加快旅

游产业发展新定位、新要求，积极参与北海北部湾滨海旅游核心区建设，全力配

合银滩改造百亿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银滩高星级酒店群、海洋主题乐园、水上飞

机等项目建设。通过重大旅游项目的聚集带动，推动旅游业态多元发展，拉长产

业链条，整体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一是加快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全力配合实施银滩核心区改造提升工程，加快

推进银滩、园博园、金海湾等景区升级创建工作。积极开展红湾村、石桥塘村、



南社区等乡村旅游区、星级农家乐创建，完善辖区各 A级景区景观、休憩、标识

及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设施，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加强旅游市场监管，优化旅游

服务环境。加强侨港海滩综合整治，完善安全设施，提升服务水平。

二是不断丰富旅游产业业态。培育发展滨海休闲、沙滩体育、海鲜美食等休

闲业态，探索结合自由行、自驾游等出游新方式，开拓自驾游营地、露营等新兴

旅游市场。引导发展精品民宿，大力发展“候鸟”产业。加快实施海上垂钓、渔

业观光、特色渔村、休闲养老等项目，合理利用红树林、滨海湿地等生态资源，

打造新的旅游品牌。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业，形成农民新的增收点，助力脱贫攻坚。

三是带动商贸服务产业发展。加快推进越亚银滩城、和佳广场等商业综合体

项目建设，充分利用万达商业广场、大润发等著名商业品牌效益和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打造铁路以南新的城市商业圈。

——着力发掘以疍家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特色。充分整合辖区自然资源优

势和人文、风俗等非物质文化力量，大力发掘以疍家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积

极挖掘海洋文化的独特内涵。继续举办银海全域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策划开展

“龙舟赛庆端午”“浪漫七夕”“北海开渔节”等活动，积极配合举办北海“魅力

之城”系列活动、“北海国际珍珠节”和“北海海鲜美食节”，宣传推广侨港《咸

水歌》、银滩《西海歌》等民歌和《老杨公》《耍花楼》等地方戏曲，将海洋文化

融入滨海旅游文化产业。加快贝雕、珍珠等带有浓厚特色旅游产品的研发加工销

售专业市场建设，深度研发海洋旅游，积极策划、设计、包装和推出具有南海特

色的海洋旅游新产品。

——大力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坚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坚持不简单以 GDP 增长为目标

造城建区的发展路径，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崛起的向海经济发展之路。

一是积极配合北海市开展红树林、沙滩保护立法。严把环保审批关口，坚决

控制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类项目落户。

二是把冯家江湿地公园作为最大的生态亮点来抓，全力配合实施该园整治项

目建设，新增约 20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公园，让生态变成财富。



三是积极参与筹划建设“百里海岸海滩海景带”，全面加强辖区海岸海滩建

设保护。严令禁止擅自填海、圈占沙滩、围垦侵占红树林，依法打击电捕鱼、高

压水枪喷采方格星虫、盗采海河砂、非法采石等各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行为，保

护好江河、海滩、湿地、红树林和水源地，让天更蓝、滩更白、海更清，碧海银

滩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彰显银海区生态之美。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银海区将进

一步制定完善向海经济发展规划、统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健全向海经济行动保障机制，按照“滨海旅游支撑、海洋科研引

领、产业链条跟进”的战略方针，把银海区打造成集总部经济、特色小镇、生态

旅游、文化创意、国际交流合作、教育科技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城市综合区和区

域性国际海洋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杨成连，中共北海市银海区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