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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若干思考

柴志明

摘　要：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国际社会、各大经济体都特别重视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然而作为海洋

大国的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水平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我国海洋开发总体水平，海洋产业产值和海洋

开发的综合指标都较低。要推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必须首先增强海洋文化素质，提升国人的海洋意识。

本文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粗浅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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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以来，人类仍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增长过快三大危机，占地球表面积

７１％的海洋，将是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广阔空间，将是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三大危机的最好途
径。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虽然早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已经有明确的 “２１世
纪是一个海洋世纪”的概念了，但直至２１世纪已经过去了第一个１０年的时候，中国人的 “海洋意识”

其实还是没有到位，往往不是有所不足就是有所偏差。［１］这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一、海洋文化是人类对海洋的主观认识和海洋发展的客观状态的总和

世界各国在开发与利用海洋的问题上，情况各不相同，这是由不同的海洋价值观念决定的。所谓海

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

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２］这个定义有两个层面，第一

是海洋观念或者海洋意识，也即人类对海洋的看法，这是这个定义的深层次含义。海洋意识是海洋文

化的灵魂；第二是海洋状态，也即缘于海洋而生成的、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海洋资源、海洋交通、

海洋环境、海洋生态、海洋空间、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制度以及海洋军事、海岛文化等形态，

这是海洋文化的表层次文化。海洋状态是海洋文化的载体。美国从１９世纪就认识到海洋之于美国的重
要意义，认识到称霸海洋就可以统治世界。上个世纪以来陆续形成了海洋是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的

海洋国土意识，这是美国能够成为海洋强国从而称霸世界的根本原因。英国认为海洋是财富中心，是

贸易通道、资源开发基地和防御的前沿，形成的是英国式的海洋文化，为英国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兴盛。

而中国长期以来把海洋视为天然屏障，更谈不上充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海洋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

来，这也是近代史上中国落后挨打、百年耻辱的一个原因。所幸这几十年来对海洋的认识有很大改观，

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强于世界者必先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

识，海洋意识在苏醒、在增强。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科技新成果从发现、发明到实际应用的周期越

来越短，开发速度不断加快，仅上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的 ３０年中，科技新成果就比前两千多年的总和还
多。而我们海洋意识增强的速度跟不上发展。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大陆岸线 １８０００公里，５００平方
米以上的岛屿６５００多个，岛屿岸线１４０００公里以及主张管辖海域 ３００万平方公里［３］。但是，作为海洋

大国，我国海洋开发的水平实在太低。到目前，我国海洋开发的综合指标、海洋产业产值等不仅低于

海洋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值。［４］据统计，海洋发达国家海洋产业产值和开发的综合指标是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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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世界平均值是５％，而我国的水平尚在 ２％～４％。我国海洋开发水平低或许有多方面的原因，
例如海洋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但制约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我们缺乏全面深刻

认识的海洋意识，以及由海洋意识带来的对海洋进行开发利用的有效办法。

深层次的海洋意识作用于表层次的海洋状态的变化，海洋状态这个表层次海洋文化又对深层次的

民族海洋意识发生重要的影响。早在 １９世纪后期，美国并没有意识到海洋之于美国潜在的重大意义，
其实美国当时已经拥有或者可以拥有成为全球性海上强国所需要的一切要素，但是美国政府缺乏长远

的眼光和计划，马汉的 “海权论”并没有立即被美国政府所接受。［５］１９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
界首位，生产高速发展，产品急剧增加，国内资本和商品生产严重过剩，但是传统政治势力和国民根

深蒂固的 “孤立主义”意识使美国徘徊在自我束缚的羁绊里。是马汉的传世之作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１６６３—１７８３》代表了美国民众对海权的呼吁，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仅接受了马汉的建议，而且不断呼吁
和努力，美国政府对海军的投入开始增加，从而把美国推向了浩瀚的海洋。所以，美利坚的海军高层

一直认定，美国自从美国与西班牙海战之后所获得的每次巨大胜利及其美利坚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成

为全球霸主，都是马汉和他所创立的 “海权论”的功劳［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已经成为全

球的海洋大国。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好的运气，所谓战略机遇期稍纵即逝，环视周边又都虎视眈眈，国

际上那些敌对势力恨不得把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发展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海洋意

识的慢慢苏醒和增强，必须通过海洋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推进我国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我国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关键是政府的大力投入和政策支持

海洋文化产业从一般意义上讲，总是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可以为社会提供海洋文化

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然而，海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还有一个十分重

要的作用，就是增强民众的海洋意识，提升国民的海洋文化素质。２００５年举办的首届中国海洋文化节，
由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海洋报社和浙江海洋学院共同发起主办，由浙江舟山的岱山县政府承办，民间

的味道较重，权威性似乎不够，但是，它所起到的海洋文化启蒙作用不可低估，社会上许多人对海洋

的认识从此得到提升。其实，这次节庆所涉及的海洋文化内容并不丰富，所谓五大板块的休渔仪式、

学术研讨、博物馆开馆、文体比赛以及闭幕式，至多属于普及性质，但我们探讨的海洋文化的内涵要

比之广泛得多了。如市场经济是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的经济，人们越是认识、了解市场经济，积极投身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越是欣欣向荣。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和社会的普遍关

注，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海洋文化产业是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的产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状态不

佳，多少年来基本上停滞不前。且不说这么广泛的领域，就是国家有关部门力推的五个板块：滨海旅

游业、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体育与休闲文化产业和庆典会展业，也应者寥寥。福建日报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１０日的署名文章认为，“开发意识淡薄，是造成福建海洋文化产业空白的原因”。其实，这种情况
不只是福建有，它带有普遍性。那么，如何推进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呢？福建日报署名文章认为，“发

展海洋文化产业必须依靠传播中介，这离不开一批海洋文化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带动和推进”。从战略的

角度讲，要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两个方面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民众的

积极踊跃参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社会民众的参与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导向。经

济学里有个十分贴切的表述：资本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状态和程度，

其实是看政府的决心。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下大决心增加投入，也就不会有
后来的强盛的美国。

因此，我国的政府如果把海洋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话，就要舍得加大投入的力度。一方面，政府可

以直接投入一些项目和产品，尤其是大项目；另一方面，制定政策，扶持如海洋创意设计、海洋文艺

创作、海洋影视制作等小项目，也应该大力支持愿意投入海洋文化产业的所有项目和产品。文化部和

国家海洋局近年来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成效不大。例如文化部提出，“未来 ５—１０年，国家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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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数字内容

和动漫等７大重点文化产业。海洋文化产业与上述产业的交叉领域，不仅可以享受共性的扶持政策，未
来不排除跟国家海洋局合作，进一步明确海洋文化产业的政策方向。”［６］可能文化部的官员认为这已经

是很好的姿态了，但是，谁会对这样含糊不落实的规定感兴趣呢？其实，我们的政府应该看到，民众

参与海洋文化产业就是帮助政府推动发展，政府加大一点经费的投入没什么不应该的！

三、浙江发展海洋文化产业要从浙江的实际出发

浙江是海洋大省，浙江应该对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有所贡献，浙江确实也有其独特优势。与动漫产业

一样，海洋文化产业在其发展初期大量的投入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发展海洋文化产业需要有经济实

力。浙江是经济强省，尤其民营经济十分活跃，因此，不仅政府财政有钱，民间资本力量也十分雄厚，

市场经济异常活跃，这是浙江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物质基础。①

其次，浙江占据了地利的优势。浙江所处的地理位置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十分优越。浙江位于我国

“Ｔ”字形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具有对内对外两个扇面辐射的优势，也是长三角与海西区的
连接纽带。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江浙沪三地２００９年的 ＧＤＰ首次超过 １万亿美
元，排名全世界经济体第１１位。长三角最大的资源优势之一便是海洋资源，海洋资源是长三角地区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据统计，长三角区域拥有３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８２００公里
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浙江作为长三角重要成员，２００９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 ３５００亿元，占全省
ＧＤＰ比重约１３％，沿海７个市地区生产总值１５６万亿元，约占全省的６８５％。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对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是十分有利的。况且，２０１１年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

已经国务院批准，舟山群岛新区的规划也进入审批阶段，浙江已经拉开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架势。

第三，浙江还占了人和的优势。浙江省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实施

“八八战略”和 “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重要内容，着力推进文化大省建设。这几年来，由于

政府的重视，不仅带来了全民文化意识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实实在在推进了文化的产业发展。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的五年时间，浙江的文化产业产值每年平均增加 １９％，与同期的 ＧＤＰ相比，增加幅
度３４％。至 “十一五”底，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实现超越千亿元，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中的
比重达到３８％，超出我国平均水平１％。根据人大 《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当前我省文化产业

发展综合指数仅低于北京、上海和广东，列第四位。浙江的影视制作、动漫与数字内容、新闻出版、

休闲文化、会展业和文化产品制造等在全国也占据了优势地位。“十一五”末，浙江的电视剧产量、动

漫作品产量，仅仅低于北京和江苏，分别列全国第二位。浙江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现在，浙江有形

成一定规模的民营文化企业４００００多家，总的投资规模超过１３００亿元。浙江出现了横店、南广影视、
华策影视、长城影视、中南卡通等一批民营文化龙头企业，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海洋文化产业是

与海洋相关的文化产业，浙江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实际上为浙江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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