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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1年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蓬勃发展，保持

了年均12.5%的增长速度，海洋产业生产总值

从2001年的9 518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54 313

亿元。从2011年1月到2013年9月，国家更是

密集批复了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天津四省

一市的海洋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3年4

月，国家海洋局发布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海洋事业

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

产业化水平大幅提升①”。可以明显看到，在世

界各国纷纷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的背景下，我

国新一轮海洋经济的发展正努力用科技创新

打造一个升级版的海洋产业。

产业、模式与空间——新型海洋产业园规划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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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海洋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许多滨海城市努力用科技创新打造升级版的海洋产业。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园区规

划，新型海洋产业园区特定的产业特征、发展阶段与区位特征，决定了其规划编制的技术路径具有独特性。结合石狮市海

洋产业园的规划实践，从产业、模式与空间3方面入手，提出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产业发展策略与功能选择、基于产业内在

属性的产城业态比例与组织、基于滨海区位属性的宜居空间选址与防风设计3大编制要点，以期为其他海洋产业园区的规

划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round of marine economy booming, many coastal cities strive to create an upgraded version of the marine 

industry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nlike the plann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ark,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arine industrial park determine the unique of its planning methods. 

Combining the planning practices of marine industrial park in Shishi,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industry, pattern and spac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lanning of other marine industrial park, it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and function selec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ine industry,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function and urban function based on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industry, livable space siting and design of windbreak based on coastal 

location.

与国家政策引导相伴随的是新兴海洋产

业活力的突显，海洋生物医药园等新型海洋产

业园区在沿海各地不断涌现（表1）。但是，作

为一种新的园区类型，其在规划、建设上与传

统产业园区的差异性以及规划编制的独特性

是当前城市规划领域研究的空白。

1　海洋产业园区规划方法的梳理与思考

1.1　传统产业园区规划方法的局限

自1997年以来，国内对于产业园区规划

的研究逐渐增多，在万方数据平台上检索的产

业园区规划类论文已达5 948篇（检索时间截

止2015年3月15日，以“产业园区规划”为关

键词）。业界对于产业园区规划方法的思考日

①资料来源：《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全文）[EB/OL]．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txt/2013-04/11/content_28516188_2.htm.2013-04-11。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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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成熟，其中许业和的观点具有代表性[1]：“产

业园区的规划设计逐渐呈现出以产业遴选为

基础、空间组织为落实的规划设计路径”，即产

业园区规划应当从产业入手，先遴选产业发展

方向，构建产业体系，再通过多要素的综合考

虑在空间布局中落实。这些传统产业园区的规

划方法能够适用于新型海洋产业园区的规划

编制，新型海洋产业园区的规划技术路线也应

当从产业门类着手进行。但是，传统产业园区

规划方法的局限也是明显的，难以考虑到新型

海洋产业园区特定的产业特征、发展阶段与区

位特征。因此，新型海洋产业园区规划编制方

法的独特性将成为本文研究与讨论的重点。

1.2　新型海洋产业园区规划方法的思考

在海洋经济蓬勃发展、新型海洋产业园区

不断出现的背景下，国内对于这种特定类型的

产业园区规划缺乏研究（检索时间截止2015

年3月15日，以“海洋产业园区规划”为关键

词的论文仅有11篇）。基于石狮市海洋产业园

的规划实践，笔者期望从产业、模式与空间3个

方面入手，提出了新型海洋产业园区的规划框

架与编制要点，以期为不断涌现的海洋产业园

区规划与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在产业上，作为特定的产业类型，海

洋产业具有门类广、差异大、强烈依赖现代科

技等产业特征，从而决定了园区在制定产业发

展策略与规划编制时，需要注重前景分析以遴

选出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微门类、需要注重产

业的自组织与外部关联关系、需要注重园区与

科研力量集聚地区的衔接与联动。其次，在功能

模式上，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型园区，与传统的

产业园区布局最大的不同就是产城融合理念的

引入。在这里，除了功能复合、用地混合等内容

之外，笔者想探讨新型海洋产业园区产城业态

的规模比例以及基于产业特征的组织模式。最

后，在空间布局与设计方面，海洋产业园区的滨

海区位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同于传统产业园区

的规划特征和编制要点，主要表现在风浪影响

下的宜居空间选址和防风细节设计。

2　产业：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发展策略

      与功能选择

2.1　海洋产业的两大基本特征

2.1.1　海洋产业门类广、差异大

众所周知，海洋产业是指人类利用海洋资

源和空间所进行的各类生产和服务活动。相较

于陆地资源，海洋蕴藏的资源更加丰富，海洋

经济在未来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

要地位。正因为如此，海洋产业囊括的门类非

常广泛，产业之间的差异很大。根据海洋产业

的发展时序，可以划分为：（1）传统海洋产业，

包括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

交通运输业和海洋矿业等；（2）新兴海洋产

业，包括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化工业、海水增

养殖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油气业等；（3）未

来海洋产业，包括海洋生物科技、海洋能利用、

深海矿物开发和海水利用业等；（4）与海洋密

切相关的服务业，包括海洋地质勘察、海洋教

育、海洋技术服务、海洋信息服务和海洋科学

研究等。在门类广、差异大的背景下，对一个海

洋产业园区而言，如何选择特色鲜明而又具有

良好市场前景的海洋产业方向、制定与之相适

应的产业发展策略，成为重要的挑战之一。

2.1.2　新兴海洋产业强烈依赖现代科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也由此进

入了海洋时代。但相较对陆地的认知而言，人

类对海洋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新兴海洋经济

竞争的背后，实质是科技创新力量的竞争。现

代科技支撑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是海洋产业持

续升级的重要引擎。诚如全国政协委员周祖翼

（2013）所言，“当年列强依靠炮舰争夺海面，

现在各国靠高科技争夺海底”②，新兴的海洋

产业强烈依赖现代科技。

梳理我国主要的海洋科研机构所在地可

以发现，我国的海洋科研机构主要分布于以下

几个城市与城市区域：青岛及周边的烟台等、

上海及周边的杭州等、天津、厦门、广州、台北、

高雄（表2）。这样不难理解为何山东省的海洋

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它与青岛拥有全国首

屈一指的海洋科研实力紧密相关③；也不难理

解为何2014年国家发改委与国家海洋局选择

广州、湛江、厦门、舟山、青岛、烟台、威海、天津

等8个城市来开展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试

点工作，这8个城市正是我国主要海洋科研机

构的所在城市④。因此，在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

强烈依赖现代海洋科研力量的背景下，如何去

强化自身的海洋科研力量抑或弥补自己的科

研力量短板，成为每个新兴海洋产业园区都要

去思考的第2个命题。

2.2　基于海洋产业特征的园区发展策略与

        功能选择

2.2.1　关注产业微门类与潜在前景

由于海洋产业门类广、差异大，对于海洋

产业园区来说，需要重点选择一个或几个特色

鲜明的海洋产业微门类进行深化。在这过程

中，需要重点关注对微产业门类发展前景的

分析。以海洋产业中的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为

例，船舶与海工装备的整体制造与装配产业对

水深条件、用地条件（占地大）、技术人才的要

成立年份 城市 园区名称 主导产业
2010年 山东青岛 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 海洋生物医药
2010年 山东烟台 贝尔特（烟台）海洋生物产业园 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医药
2010年 辽宁大连 海洋经济产业园 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制品
2011年 福建漳州 诏安金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园 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生物医药
2011年 江苏大丰 盐城海洋生物产业园 海洋生物食品、海洋生物医药
2011年 海南临高 游艇制造产业园 游艇制造

2012年 山东荣成 海洋生物产业园 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保健品、
海洋生物医药

2012年 上海 长兴岛游艇产业园 游艇制造
2012年 福建泉州 石狮市海洋产业园 海洋生物科技、海洋新材料

表1  2010年以来我国部分新型海洋产业园区列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海洋产业园区资料整理。

② 资料来源：周祖翼委员：不可忽视海洋科研力量的整合[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0/c_114969613.htm.2013-03-10。

③ 青岛的海洋科研力量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拥有海洋科研、教学机构28家，集聚了我国三分之一的海洋科研力量。

④ 201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联合下发《关于在广州等8个城市开展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试点的通知》，决定在广州、湛江、厦门、舟山、青岛、烟台、

威海、天津8个城市开展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试点工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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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高，且国内的主要装配基地已基本成型，

主要集中于大连、天津、南通、上海、舟山、广州

等城市，对于石狮这类小城市而言，基本没有

发展前景和可能。但在装备的配套生产方面，

情况则可能不同。因为装备制造是相对集聚

的，但配套生产是分散的。我国的装备配套生

产能力较弱，整体自配率不足30%，尤其是在

一些核心配套领域，自配率甚至低于5%⑤。因

此，装备配套产业具有很好的潜在前景，如果

一些中小城市，像石狮拥有海事通讯等配套生

产基础，就应当积极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的配

套产业。

2.2.2　关注产业自组织与外部关联

在前景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园区的海洋产

业发展策略，还需要重点关注海洋产业细分领

域的自组织与外部关联。以石狮市海洋产业园

为例，其重点发展的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前景广

阔，但需要依赖大量的渔业原料。以园区内的

一家企业华宝海洋生物化工为例，其1 t主要产

品——甲克素的生产，就需要25—30 t虾壳、蟹

壳等渔业原料。因此，对园区而言，渔业原料是

园区发展海洋生物科技产业的基础，要发展海

洋生物科技产业，首先需要对其传统的海洋渔

业产业进行提升。在石狮市海洋产业园的规划

中，就涉及到以下几个提升海洋渔业的建设内

容：重点建设渔产品交易市场、渔需用品市场

等以完善目前的近海渔业交易方式；在近海捕

捞资源日益减少的背景下，重点启动远洋渔业

综合后勤保障基地的建设，包括批发市场、仓

储用地、海陆两用消防站、油库等设施；通过交

通性主干路的局部改线，释放更多渔业后勤保

障岸线。通过石狮的案例，可以看到海洋科技

产业对海洋渔业的依赖关系，而类似的关联关

系还包括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海洋化工业对海

洋交通运输业（大型海港）的依赖、滨海旅游

业对海水增养殖业的依赖等，都是在制定园区

发展策略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2.2.3　关注生产与科研的衔接与联动

由于新兴海洋产业强烈依赖现代科研力

量，因此，对海洋产业园区特别是新兴海洋产

业园区而言，需要特别关注与海洋科研中心城

市的衔接。以石狮市海洋产业园为例，其发展

海洋产业存在严重的科研短板，而短期内主要

海洋科研机构在几大城市集聚的态势并不会

发生改变。因此，对石狮来说，就需要重点考虑

依托区位优势，去衔接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

所、厦门大学、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等厦门和台

湾的科研机构。一方面，通过开展校企合作、委

托科研项目等市场行为，由园区搭建服务平

台，积极引入厦门、台湾的科研力量；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强化基地的中试、初创功能形成

差异化发展，积极为厦门、台湾的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提供中试、研试基地的功能，提供产

业化应用示范、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提供初

创基地、孵化基地的功能。

3　模式：基于产业内在属性的产城业态

      比例与组织

3.1　新型园区属性下的产城融合要求

传统的产业园区通常位于城市郊区，功能

较为单一，主要强调生产要素的集中布局，对

于居住、配套服务等功能主要依托中心城区。

这样明确的功能分区带来的弊端是显著的，学

界已有较多共识，在此不再赘述。作为近几年

开始规划、建设的新型园区，海洋产业园区应

当十分注重落实产城融合的理念。一方面，从

时代发展的角度，这是对传统产业园区布局模

式的反思，生产活动与生活、服务的就近平衡，

既能减少城市的交通压力又能为产业功能带

来便利，还能提高园区、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则是从产业特征的角度，新兴海洋

产业如海洋生物科技、海洋能利用、海工装备

配套产业等，其污染较小，又特别强烈地依赖

现代科学研究，这样的产业特征决定了产城融

合应当成为新型海洋产业园区的重要布局理

念与布局模式。

产城融合的关键是功能复合、空间缝合、

用地混合等[2]，但产城业态的比例控制在多少

是合适的，产城组织模式随着产业特征的不同

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当前学术研究探讨得较

少。因此，结合石狮的实践，笔者想深入探讨产

城业态比例与产城组织模式两个问题。

3.2　就业密度导向下的产城业态比例

产城融合是产业园区的发展趋势，但

“城”的比例，即居住、服务等配套设施的比例

控制在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城”的比例低

了，难以提供良好的配套，进而难以实现企业

对海洋人才的吸引力；“城”的比例高了，又可

我国主要海洋科研机构 所在城市 我国主要海洋科研机构 所在城市
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青岛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中国水科院南海所 广州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 中科院南海研究所 广州

青岛大学 青岛 中山大学 广州
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 青岛 广州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广州

中国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广州
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烟台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广州

北京大学 北京 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 厦门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零四研究所 上海 中船重工七二五所 厦门

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 厦门大学 厦门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 集美大学 厦门

中国水科院东海所 上海 热带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 三亚
国家海洋局水处理研究中心 杭州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 基隆

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 杭州 国立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 台北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零二研究所 无锡 台湾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台北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 国家实验研究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高雄
天津大学 天津 国立中山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 高雄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表2  我国主要海洋科研机构及所在城市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海洋科研机构资料整理。

⑤资料来源：中国海工装备配套设备亟待提高自配套率[EB/OL]．中研网，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50107/135715342.shtml.2015-01-07。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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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影响实体产业的发展。目前，业界对于产

业园区的配套设施比例没有明确的共识。笔者

梳理相关规范性文件，《福建省海洋产业示范

园区认定办法》要求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不超过总面积的20%；《广州市工业园区规划

设计指引》要求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园

区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15%；《物

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规定货

运服务型和生产服务型物流园区配套服务设

施用地面积应不大于园区总用地面积的10%，

贸易服务型和综合服务型应不大于30%。可以

看到，配套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比例通常控制

在10%—30%。经过海洋产业的就业密度、职

居平衡系数的期望目标等数据的进一步核算，

笔者认为，新型海洋产业园区的配套服务设施

的用地面积比例控制在15%—20%的区间是

比较合适的。

3.3　内在属性导向下的产城组织模式

产城组织模式通常有3种：一是产业新城

的模式，即在产业园区内较为中心的区位，集中

地布局居住、服务等配套设施，并形成园区的形

象中心；二是多个产业邻里的模式，每个产业邻

里的面积较小，满足基本的配套要求；三是结合

园区的现状和地形条件，采用相对灵活自由的

交融布局的模式。究竟应该采用哪种空间布局

模式？笔者认为除了传统的现状要素以外，应

该注重对海洋产业的细分门类、企业的规模、员

工的特征等相关影响要素的分析。

以石狮海洋产业园为例，它可以划分为

东部的海洋生物科技园区和西部的现代海洋

产业园区两个部分。东部的海洋生物科技园区

主要的产业门类是海洋生物科技和渔业捕捞，

为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决定了它的

劳动人口集聚能力较强；企业规模方面以中小

企业为主，决定了企业对外部服务的依赖性较

强；员工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决定了员工对外

部服务的水平要求较高。综合而言，规划认为

在这个片区应当采用产业新城的方式实现产

城融合。西部的现代海洋产业园区主要的产业

类型是港口物流和海洋化工新材料，为技术密

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决定了它的劳动人口

集聚能力较弱；企业规模方面以大企业为主，

决定了企业对外部服务的依赖性也较弱；员工

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决定了员工对外部服务的

水平要求较高。综合而言，规划认为这个片区

对“城”的需求较小，适宜采用小型产业邻里

的方式解决配套需求。

4　空间：基于滨海区位属性的宜居空间

      选址与防风设计

4.1　滨海地区宜居空间选址规律

构建一个产城融合的海洋产业园区，除

了分析区域关联、现状场地、现状景观等传统

要素以外，笔者认为，还需要特别分析滨海区

位属性下的风浪影响。众所周知，由于海陆风

的影响，海滨地区冬暖夏凉、气候宜人。但是，

如果长时间被海风直吹，一方面对人体健康不

利，易得皮肤病、关节炎等疾病；另一方面，海

风对建筑、家具、电器等都具有一定的腐蚀作

用。同时，由于海洋大气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处

于这一环境中的金属的腐蚀速度很快，也会给

生产的安全进行带来很多隐患[3]。

以三亚市为例，分析其现状建设用地的

分布和风玫瑰的关系可以看到，三亚城区主要

集中于风频较小的三亚湾、榆林湾、亚龙湾等

海湾地区，而风频较大的东部海棠湾地区，建

设最少、最慢，且以度假酒店等临时性休闲功

能为主（图1）。再以深圳为例，其城市化地区

也主要集中于风频较小、海浪较小的珠江口、

深圳湾等内湾地区，而海风频率较大、海浪较

图1   三亚市建设用地分布现状图（2008年）

图2   深圳市土地利用现状图（2007年）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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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大鹏湾、大亚湾等外湾滨海地区，城市开

发则非常少（图2）。类似的空间布局与海风、

海浪的关系，还包括青岛、厦门等许多城市。因

此，可以得到结论：对于滨海城市而言，人群活

动相对集聚的城市化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在海

风频率较小的地区，而不愿意在海风频率较大

的地区。在海浪的影响方面，与游艇等海滨活

动相关的旅游功能更倾向于选择在海浪较小

的地区（如内海滨海地区），而不愿意在海浪

较大的地区（如外海滨海地区）。笔者认为，明

白这一点，对于海洋产业园区“城”的布局，

包括居住、配套服务、少量的滨海旅游等功能

的布局与防风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4.2　基于滨海属性的宜居空间选址探索

在石狮市海洋产业园里，有4个海湾地区

（图3）。如前所述，这些海湾地区看起来相似，

但随着海风频率大小、海浪大小、内海或是外

海等条件的不同，其背后的宜居程度有着很大

的差别。园区滨海环境的影响要素包括：（1）

海风影响——东北风向为园区的绝对主导风

向；（2）海浪影响——园区东向为外海、北向

为内海，海浪主要集中在东向、东南和南向，其

中以东向海浪出现频率最高；（3）岸线地质条

件——沿岸无不良地质，基底稳定，可利用性

较好。综合分析以上3个影响要素，可以将园区

滨海地区划分为3类：自然条件最适宜利用的

滨海地区、一般适宜利用的滨海地区和不适宜

利用的滨海地区（图4）。可以看到，西北向的

内湾地区，包括图中A和B所在的位置是自然

条件最适宜利用的海湾地区。由于B是现状的

国家中心渔港，因此A所在的古浮湾滨海地区

就是园区构筑宜居功能的最佳空间。规划可以

围绕古浮湾地区布局专家公寓、花园酒店、宜

居社区、海鲜食坊、海滨景观广场等居住、配套

服务和滨海旅游功能。

4.3　基于滨海属性的防风细节设计引导

除了通过良好的空间选址来减小风浪对

园区的影响，笔者认为，还需要注重通过恰当

的防风设计处理来减小海风对园区，尤其是对

园区主要生活空间的影响。防风设计主要包含

以下3种方式：（1）防风林的种植；（2）建筑朝

向的处理；（3）建筑细节的处理。在防风林的

种植上，又可分为滩涂防风林的种植和道路防

风林的种植两种类型。以石狮市海洋产业园区

为例，规划设置100 m左右的滩涂防风林，种植

树种包括红树林、白骨壤、秋茄、桐花树、海莲

等；同时，规划还设置3条道路防风林，防风林

于道路两侧种植，单侧宽10—20 m，根据盐碱

性砂质土壤要求可选用木麻黄和黄槿等当地

树种。在建筑朝向的处理上，则应选择侧对主

图3   石狮市海洋产业园的4个海湾地区 图4   石狮市海洋产业园滨海地区适宜开发程度划分

导风向。在石狮海洋产业园区，笔者观察到长

久以来自发建设的现状村庄民居正是侧对主

导风向的，因此规划建筑朝向也遵循该防风规

律，以侧对主导风向的东南朝向为主。在建筑

细节的处理上，则推荐采用推拉窗、弧形玻璃

盖顶等较为灵活的建筑防风处理方式。

5　结论

在新一轮海洋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许

多海滨城市正努力用科技创新打造升级版的

海洋产业，海洋生物医药园等新型海洋产业园

区正不断涌现。结合石狮市海洋产业园的规划

实践，笔者从产业、模式与空间3个方面提出新

型海洋产业园区的规划框架与编制要点。在产

业属性上，新兴海洋产业具有门类广、差异大、

强烈依赖现代科技等特征，这要求规划编制过

程中一方面需要选择特色鲜明的海洋产业方

向，另一方面需要关注潜在前景、关注海洋产

业自组织与外部关联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需

要关注园区生产与国家海洋科研中心的衔接

与联动。在发展阶段上，作为现代的产业园区，

基于海洋产业的内在属性需要更加关注产城

组织模式的选择和产城业态比例的总体控制。

在区位属性上，作为一个滨海地区，一方面宜

居空间的选址需要基于海风、海浪、地质、潮流

等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另一方面需要注重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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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业和，虞林洪． “产业遴选与空间落实”双重

路径下的产业园区规划和实践[J]. 规划师，2014，

30（10）：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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