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北部湾位于我国南海的西北部，东临我国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我国广西壮
族自治区陆地辖区，西临越南，南与南海其他海域相连，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半封闭的
海湾。

海湾作为海洋运输通道中的栖息地和始发港，在海洋运输中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
位置，是人类从事海洋经济活动及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地。世界上大小海湾甚多，主
要分布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沿岸，其中较大的海湾有 240 多个。历史证明，海湾地区
如北美洲的墨西哥湾，日本的东京湾，中东的波斯湾，中国的杭州湾、渤海湾等，该
区域内的沿海城市往往成为各国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接收国际资金、技术、信息的
主阵地，也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和人口的主要聚集地，是世界经济尤为活跃的地方。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世界十大海湾分别为孟加拉湾、墨西哥湾、阿拉斯加湾、几内亚
湾、哈得孙湾、巴芬湾、大澳大利亚湾、卡奔塔利亚湾、泰国湾、波斯湾。这些海湾
面积都在 20 万平方千米以上，在全球海上贸易活动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北
部湾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海湾，也是世界较大的海湾之一，自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
要价值。

北部湾对地球的演化发展贡献巨大。它为海洋生命物种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条件，
在控制和调节气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资源，为海上交
通提供了经济便捷的运输途径，也为人们探索自然奥秘、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了空间。
广西北部湾作为北部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全球海洋和地质构造的演绎变化过程，
见证了北部湾海域的形成、发展及变迁，与地球其他海域同呼吸、共命运，构成了全
球海洋命运共同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地球，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重要支点，构建了一个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分布区和一个庞
大的泛北部湾海洋经济综合体。泛北部湾海洋经济分布区包括：中国广西境内北部湾
经济区的主干城市经济群，主要包含北海、防城港、钦州、南宁四市；与北部湾相邻
的东盟国家，主要包含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文莱六国；
东部与北部湾相邻的海南岛西部地区以及南海岛屿海洋资源区。泛北部湾海洋经济综
合体则意味着：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发展新一极，以北部湾及南海岛屿海洋资源为
依托点，以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为经济联动
客体，在共同市场范围内，以海洋经济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海洋科技工业多层次开发的
产业群建设为主导，参与世界海洋经济分工体系，服务于中国—东盟及世界市场的地
域产业群和商业网络。

广西北部湾素有“一片洁净海”的美誉，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大渔场”、“生物



场”、“海洋牧场”和“重要门户”。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受环境污
染、工程建设以及过度捕捞等诸多因素影响，很多海湾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水域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域荒漠化日趋明显，影响了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广西北部湾尽管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水质总体保持优良，生物多样性保持完整，海
洋渔业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

广西北部湾有涠洲、莺歌海等多个渔场，是我国的传统渔区。北部湾生物资源种
类繁多，有鱼类 500 多种、虾类 200 多种、头足类近 50 种、蟹类 20 多种，还有种类众
多的贝类、藻类和其他海产动植物。据有关资料，北部湾水产资源量为 75 万吨，可捕
量为 38 万～40 万吨。其中，东方鲎、金鲳鱼、海马、海蛇、海星、沙蚕、方格星虫等
属于珍稀或重要药用生物。自古闻名于世的合浦珍珠亦产自这一海域。分布于沿海滩
涂、面积占全国红树林面积 40%左右的红树林以及分布于涠洲岛周围浅海、处于我国
成礁珊瑚分布边缘的珊瑚礁，作为重要的热带海洋生态系统，具有“海上森林”和“海
洋卫士”的美称，还具有极大的“蓝碳海湾”科研生态价值。这些海洋生物资源对发
展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海洋生物制药和科学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广西北部湾的海洋牧场是我国最先开展的建设工程之一，主要规划有白龙珍珠湾
海洋牧场示范区、钦州市人工鱼礁区、北海市海洋牧场示范区等。海洋牧场采用现代
化、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将人工放养的经
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对鱼、虾、贝、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海上放养，
提高海域内经济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产量，是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
境的重要手段。海洋牧场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金钥
匙，是转变海洋渔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探索，也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举措。发展海洋牧场，不仅能有效养护海洋生物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
而且还能进行“生态储碳”，提供更多优质安全的水产品，推动海洋渔业向绿色、协调、
可持续方向发展。

这蕴藏着丰富价值的北部湾是如何形成、发展和演化的呢？是一个南海大陆架沉
积盆地，受特提斯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俯冲、碰撞和拉张作用的控制，
还是在海西—印支褶皱带上发育形成的中、新生代断陷沉积盆地？北部湾在地理格局
空间分布中，如何发挥世界海上通衢、南海一湾七国、中国沿海一极、中国南门户的
作用？广西北部湾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蓝碳”资源有什么特点？广西北部湾开发
史中的“第四级聚集效应”、发展中的隆起沿海新一极、未来的“三大定位”新使命分
别是什么？其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试图经过长期的
资料收集、科学研究、理性分析给出答案。

藉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之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署、广西出版



传媒集团策划并组织下辖六家出版社实施大型复合出版工程“我们的广西”。本书是“我
们的广西”的组成部分。我们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邀请，进行编撰，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全书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南宁师范大学的支持下，由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
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许贵林教授科研团队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
成。由许贵林教授等提出总体思路、章节设置。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第二章由黄胜
敏研究员编写，介绍了北部湾形成的地质原因与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位置；第三、
第四章由胡宝清教授及硕士研究生黄馨娴、廖春贵编写，介绍了广西北部湾的自然条
件与自然资源；第五章由郝秀东博士编写，介绍了广西北部湾的蓝碳资源；许贵林教
授及吴尔江博士梳理了海洋经济、海洋战略和广西参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编
写了第六、第七章。广西海洋研究院李贵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北部湾航拍照片。全书
由许贵林、吴尔江负责统稿，是一部集体创作的结晶。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