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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渔港经济区理念看广东惠来县神泉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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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现代渔港经济区的内涵、构建思路与关键问题 ,指出神泉渔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发展的优势与发

展的契机 ,并结合现代渔港经济区理念 ,具体探讨了神泉现代渔港经济区的发展设想、发展策略与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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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70年代以来 ,海水鱼类资源逐年减少 ,

渔业的衰退、渔港利用效率降低。在区域竞争日益

激烈的今天 ,如何发挥区域优势 ,寻求渔港发展的新

突破就十分必要。国家农业部目前正着力抓好国家

中心渔港及重点渔港规划、建设工作 ,提出以渔港建

设带动渔港城镇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小康。广东省

政府也制定了渔港建设总体规划 ,神泉港由于是广

东省 17个重点渔港之一而得到重视。

关于中国渔港的研究 , 80年代研究重点主要是

港址选择、渔港建设与物质性的规划 ,改革港口规划

的编制和审批等内容 [ 1 ]。90年代 ,适应市场经济的

需要 ,渔港的研究开始拓宽 ,如变渔港为商港 ,由单

一型向综合型渔港发展 [ 2, 3 ] ;中转、装卸、物流等配

套设施开始得到重视 ,而且研究开始重视渔港与城

镇之间的关系 [ 4 - 6 ]
;临港加工区、渔业加工业、渔港

文化和生态建设、渔港旅游业的发展也受到学者重

视 [ 7 - 11 ] ,初步提出了发展渔港经济区的思路 [ 12 - 14 ]。

进入 21世纪 ,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速度加快 ,如西

方发达国家的渔港创建电子交易平台开展对外贸

易 ,传统渔港的发展又面临新的问题。因此 ,如何用

新的视野研究中国现代渔港的发展就显得必要。基

于此目的 ,本文先对现代渔港经济区的内涵作了总

结与探讨 ,在此基础上 ,结合第一手调查材料 ,具体

探讨了神泉鱼港的未来发展。

1　现代渔港经济区

111　内涵

　　现代渔港经济区泛指布局于港口及周边区域

内 ,依托港口资源和转动优势催生发展的现代经济

综合区。其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现代 ,即充分吸收各

种生产的创新 ;二是经济开发综合区。渔港经济区

是海洋经济的开发区 ,是渔区经济、文化的中心 ,是

二、三产业聚集 ,是渔区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平台 ,是渔区城镇化、渔区经济繁荣、渔民小康的

标志。

112　构建思路

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下 ,现代港口有 3个主

要发展趋势 :第一 ,即时运输和多式联运。港口作为

国际物流链中的技术节点 ,是船舶、航海、内陆运输、

通讯、经营技术革新的汇聚点 ,现代科技的发展正使

港口日益成为全球综合运输网络的神经中枢 ,信息

的“桌到桌 ”(Desk to Desk)交换将成为未来港口的

竞争焦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导致了跨国经营

的盛行 ,集团公司内部贸易的目的在于尽量减少库

存与提高效率 ,这就引发了新的生产方式与贸易组

织方式 :即时运输 (Just in Time)与就地生产 (Just in

Place Production) ,因而导致对多式联运与综合物流

服务需求的增加。第二 ,港口的综合化与大型化。

传统的港口活动只包括中转与产品分配功能 ,现代

港口正朝全方位的增值服务的方向发展 ,成为商品

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与人才流汇聚的中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船舶大型化与战略联营体已

成为领导国际航运潮流的发展趋势。第三 ,自动化

和多元化。未来港口将日益成为综合物流业的一个

平台 ,使货物顺畅地从始发地运到目的地 ,同时又向

货主提供增值服务 ,通过多元化发展来扩大经营范

围 ,使其不再受到地域限制。

结合现代港口的发展趋势 ,提出现代渔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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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构建的如下思路 :第一 ,渔港现代化。为了适应经

济高速发展、社会信息化等特点 ,在区域一体化和经

济全球化的影响下 ,摒弃原有落后的渔港经营模式 ,

以现代化为主要思想来改造传统渔港。第二 ,经济

产业化。改变渔业经营粗放型的方式 ,进行经济的

规模化和集约化重组。从简单的捕捞业以及渔船维

修为主 ,向走多元化发展 ,包括依托水产品交易市场

和水产品养殖捕捞发展水产品精细加工产业等多产

业的海洋产业园 ,依托港口发展现代物流业产业 ,依

托优美的海岸线发展渔港休闲旅游产业 ,依托船舶

维修发展相关的机械产业 ,依托规模经济发展现代

信息产业等等。第三 ,产业园区化。现代渔港经济

区是一个多经济功能叠加后的区域性经济体 ,产业

发展需要集约化 ,防止土地的粗放性经营 ,完善基础

设施 ,采用集约化的产业布局 ,针对不同产业特点设

立不同的产业园。第四 ,渔村城镇化。渔港建设

“以人为本”,把渔港建设纳入到城镇总体规划建设

中 ,进行统一生活、统一建设、统一发展的“三统一 ”

模式中。第五 ,环境生态化。环境是渔港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因素 ,在进行渔港建设过程中注意环境保

护 ,包括海岸线的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旅游资源保

护等。

113　构建的关键问题

现在渔港经济区构建的关键问题主要是 3个方

面。第一 ,主导产业的选择。渔港经济区的建立 ,在

建设初期不可避免地仍然以渔业养殖和水产品初级

加工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 ,以后应该向水产品深

加工和精加工方向转变 ,并依托渔港海岸线发展休

闲旅游 ,依托渔港堆场发展港口现代物流 ,依托港口

产业基础壮大相关产业群 ,如利用船舶维修发展船

舶机械产业等。第二 ,经济影响区的划分与腹地的

拓展。总体而言 ,现代渔港经济区的经济影响区主

要包括 3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经济区建设实体的渔

港所在地 ,这里主要布置渔港产业企业和配套设施 ;

第二层面是为经济区建设实体服务的和与经济区产

业紧密关联的产业集中地 ;第三层面是与经济区有

业务和商务往来 ,包括提供出海货物 ,有中转业务、

产品联系的地区 ,该区最大。第三 ,港区及依托城镇

的用地布局。现代渔港经济区除了传统的渔港建筑

物和构筑物之外 ,如货运码头、渔用码头、避风池、陆

域后勤设施和基础配套设施。还需要合理进行工业

园区布局、旅游综合用地布局、城镇建设用地布局、

多元化岸线利用布局、沿海滩涂用地布局、近海岸地

区的综合利用等等。

2　神泉渔港发展分析

在制定神泉港的发展战略时 ,不仅要分析其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 ,也要分析其潜在的优势与发展的

机遇 ,更应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 ,制定

切合实际又具有远见的发展战略。

211　概况

神泉港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惠来县神泉镇

内 ,水路至汕头 60 n m ile,至广州 237 n m ile,至香港

137 n m ile。陆路通过惠神线和仙泉线 ,连接深汕高

速公路。同时 235与 236省道都以神泉为南部起点

向北连接 324国道和整个揭阳市。

神泉镇近十多年经济发展比较慢。2002年工

农业总产值 715亿元 ,地方财政总收入 191万元 ,农

民年人均纯收入 2 721元 ,年均递增 5%左右。全镇

人口 717 万人 ,其中渔业人口为 317 万人 ,接近

50%。渔业历来是神泉镇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渔

业经济中又以海洋捕捞业为主。但渔业的地位逐年

下降。

神泉港是揭阳市南部最重要的出海口 ,拥有较

大的港口腹地 ,包括惠来县、普宁市、原潮阳市等。

改革开放以来 ,这些腹地经济发展较快 ,为港口的发

展打下基础。未来神泉港将成为以粤东枢纽港 ———

汕头港为中心的粤东港口群的组成部分。

212　存在问题

在农业经济与计划经济时代 ,神泉渔港为本地

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

以及工业化的发展 ,神泉渔港在发展中遇到新的问

题。主要表现 : ①渔业经济结构单一 ,管理和技术含

量较低 ,难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需要。神泉渔业主

要以捕捞为主 ,相关产业如养鱼、渔船建造和维修、

渔网的制造和缝补、鱼类加工等随有发展 ,但数量与

规划十分有限。整个渔业产业受国内外市场变化影

响较大 ,抗风险性不强 ,科技含量不高 ,产品质量和

种类就缺乏竞争力。②港口淤积严重、岸线缺乏合

理规划。由于龙江河的改道 ,港口流速减缓 ,导致港

口逐年淤积 ,港池面积与水深减小 ,影响港口的进一

步发展。海岸线条件较好 ,适合多功能开发利用 ,但

缺乏全面的规划与合理利用。③渔港在社会经济中

的地位降低。改革开放以前 ,渔业在神泉镇的地位

很高 ,神泉因为拥有渔港而在周边具有相当高的知

名度。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镇功能逐渐增多 ,第二、

三产业的发展导致渔业经济地位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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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发展优势与发展契机

21311　发展优势 　神泉港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

势 :一是渔业历史悠久、渔业资源丰富。历史上 ,神

泉是广东省著名的 4大渔港之一 ,也是粤东的重点

渔港。港口附近海域属浅海渔场 ,盛产象鱼、马鲛

鱼、黄花鱼、鱿鱼、大白鱼、龙虾等优质鱼与杂鱼 ,每

年有两次鱼群回游途径神泉港附近海域。二是海岸

线较长 ,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惠来县是揭阳市唯一

的沿海县 ,海岸线长 83 km,而神泉镇就有 1418 km,

但利用率只有 50%左右 ,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

且神泉镇沿海乡村较多 ,相距较近 ,经济发展关系比

较紧密 ,对地区成片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三是旅

游资源丰富。可以充分利用这里的渔港风景、滨海

沙滩、特色海味 ,以及陆上的海角甘泉、水仙宫等景

点发展旅游业 ,使其成为神泉渔港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初具规模的渔业经济。目前神泉拥有渔场 2

个 ,渔船 719艘 ,拥有 8家鲍鱼养殖场 ,养殖水体

212 ×10
4
m

3
,开发渔虾池 40 ×10

4
m

2。水产品加工

厂 345家 ,制冰 18家。

21312　发展契机 　目前 ,神泉港正面临良好的发展

契机。第一 ,广东省重点渔港建设规划。神泉港被纳

入广东省重点建设渔港之一 ,要求提升渔港的功能和

规模 ,完善各项后勤配套设施 ,加快渔港水产品的加

工 ,实现由单一生产向集渔业生产、休闲旅游、科教文

化、交通、近海养殖等产业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在建

设方面提供一定的资金。第二 ,港口铁路的建设。普

宁连接广梅汕的过境铁路以及普宁至惠来神泉港的

高速专用公路已批准立项 ,将改善神泉港货物运输条

件 ,大大拓展神泉港的经济区腹地范围。第三 ,粤东

水产品市场的立项。粤东水产品市场除吸引全县的

水产品外 ,还将吸引粤东沿海地区的水产品在此交

易 ,使神泉成为粤东地区水产品的集散地。第四 ,中

国经济的高涨及 W TO规则的实施。近年来中国经济

发展环境和势头良好 ,整个国家经济高涨为地方建设

带来了充足的动力。加上中国加入 W TO后的 4年

来 ,在流通业、经济商贸、物流金融等领域逐步向国际

接轨 ,提高了国际对海洋产品的需求能力 ,为国内经

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3　神泉现代渔港经济区的发展设想

神泉镇的总体发展设想是 ,依据“深水深用 ,浅

水浅用 ,港镇结合 ,产业成链 ,工业进园 ”的原则 ,以

港口为基地 ,以粤东为腹地 ,以广东为市场 ,以世界

为目标 ,并构筑“一个核心 ,两片区域 ,三大体系 ,五

个基地 ”的发展格局 ,建设现代渔港经济区 ,实现传

统渔港的跨越式发展。

311　一个核心

一个核心是指以神泉鱼港为核心。神泉镇的经

济组织、城镇建设、资源开发等都要充分考虑神泉港

的作用。要疏浚航道 ,建设防波大堤 ,建设港口工作

区 ,提高港口吞吐能力。

312　两个区域

两个区域即神泉镇和澳角村。依托神泉渔港 ,

以镇内骨干企业为基础 ,搞好园区规划与建设 ,大力

引进上档次、上规模企业 ,建设神泉水产品精深加工

基地 ;以澳角村原有渔业基础 ,经过改造和招商引资

发展养殖业 ,并积极发展澳角海洋生物工业园区。

依托镇区的鲍鱼等其他鱼种加工市场 ,加大技术改

造步伐 ,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 ,努力改变粗放加

工局面 ,以小包装系列产品开发为新起点向精、深加

工领域进军 ,建设神泉镇鲍鱼和其他鱼类的精深加

工基地。

图 1 神泉现代渔港经济区总体布局示意图

Fig11 The sketch for land use p lanning of Shenquan

fishery harbor modern econom ic district

313　三大体系

三大体系 ,即水产品加工生产体系、水产品现代

物流体系、水产品加工贸易技术支撑和质量保障体

系。以现有重点骨干企业为基础 ,加强产业整合 ,提

高产业集中度 ,建设技术先进、效益良好的水产品加

工生产体系 ;以神泉粤东水产品市场为基础 ,加大品

牌培育和设施建设力度 ,抓好信息化改造 ,构筑面向

国际国内市场 ,适应大进大出的水产品现代物流体

系 ;以企业研发力量为基础 ,依托省内科研院所和监

管机构 ,加大投入 ,引进人才 ,创新机制 ,组建水产品

加工贸易技术支撑和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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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五大基地

围绕上述现代渔港经济开发设想 ,根据神泉资

源特点 ,积极发挥港口资源优势 ,引进培育适合本地

发展的临港产业 ,形成一批配套基地 ,积极融入粤东

和广东省产业分工体系 ,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

互动共进。全镇今后将着力开发建设以下 5大临港

产业基地。

31411　船舶修造基地 　以市场为导向 ,围绕“建设

全省重要的船舶修造基地 ”这一目标 ,大力发展大、

中、小型配套的各类船舶修造企业和相关产品生产

供应体系 ,进一步扩大现有船舶企业的生产能力 ,提

高技术水平 ,着力做好大型修造船企业的引进工作 ,

创造条件吸引省内大型船舶企业迁址神泉。主要拟

建项目 :神泉船舶工业城。位于澳角西北部和龙江

河口南岸 ,其中澳角西北部拟布置干船坞能力 5 000

吨级 ,发展船舶修造、船舶机械配件、机械汽配、五金

工具、机电仪表等行业。

31412　水产养殖加工基地 　依托神泉渔港 ,以现有

水产品加工龙头骨干企业为基础 ,以神泉海洋工业

园区、澳角海洋食品与药物工业园区、澳角海洋生物

工业园区为核心 ,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 ,抓好品牌 ,

强化市场拓展 ,做大做强做精全镇水产品加工业 ,加

快促进水产加工业持续、快速发展 ,打造全国重要的

水产品加工及精深加工基地。主要建设项目 : ①神

泉海洋工业园 ,规划占地 200 hm2 ,其中一期 133

hm2。重点布置和发展高值水产品、养殖水产品、合

成水产品的精深加工项目 ; ②澳角海洋食品工业园

区。主要通过澳角村本地和少量神泉渔港的捕捞产

品进行较初级和低值的水产品加工 ,制成食品为主 ,

包括鱼丸、罐头等 ; ③澳角海洋生物工业园区 ,主要

开展海洋养殖业和加工业的科学研究及产品实验。

31413　粤东渔港休闲旅游基地 　依托海洋文化、海

洋资源等特色优势 ,以“打造粤东渔港海洋文化休

闲旅游基地 ”为目标 ,以港区风景旅游区和田螺旋

休闲渔业旅游区开发建设为重点 ,以 4S ( sun、sand、

sea、sea food)景点建设为吸引点 ,加快旅游资源整

合与开发 ,如海角甘泉、海市蜃楼、水仙宫等 ,积极融

入粤东旅游经济圈。借助汕头旅游发展及集散中心

的服务平台 ,加大对外推介。实现产业联动 ,充分发

挥旅游业整体经济效益 ,发展大旅游 ,培育大产业 ,

实现大产出。主要建设项目 : ①港口风景旅游区 :主

要以渔港为依托 ,包括渔港回港和出港的渔业景观

以及停泊后的气势为吸引点。神泉镇区还有一些旅

游景点可以纳入港口景区范围内 ,包括神泉甘泉等

古迹、玉华塔、海市辰楼的观光园、水仙宫等。港口

南岸可以考虑修建旅游区 ,主要是海上飞艇、冲浪和

沙滩游憩等 ; ②溪东港休闲旅游区 :近期主要是发展

海滨游泳等项目 ,远期发展滨海旅游一体化的综合

度假旅游休闲区 ,发展“游 ”和“住 ”的特色 ; ③卢园

渔业休闲度假区 :主要结合田螺旋休闲旅游区发展 ,

以渔业饮食为出发点 ,发展“吃 ”和“购 ”的特色。

31414　现代渔业基地 　以神泉港区、澳角、田螺旋

等群众渔港为依托 ,进一步建设完善渔业后勤配套

设施 ,提高渔港功能 ,形成以神泉渔港为中心 ,促进

神泉渔业向拥有现代化管理水平、现代化装备和高

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渔业方向发展 ,建成具有本地特

色的以远洋渔业、海水养殖等为主的现代渔业基地。

主要建设项目 : ①神泉中心渔港。规划拟利用岸线

2 000 m ,陆域场地约 415 ×104 m2。修建水产品市

场 ,仓储区等设施使之成为粤东渔业重要的后勤补

给基地和全国性的现代渔港经济区 ; ②澳角和卢园

港群众渔港。通过规划引导 ,合理布置渔港设施 ,防

止破坏生态环境 ; ③神泉渔港防浪堤工程、神泉港港

池疏浚工程、澳角鸟屎口渔港防浪堤工程 ; ④水产资

源增养殖功能区 :澳角以东水域岛屿较多 ,栖息于该

海区的水产资源种类多 ,特别是石斑等经济鱼类 ,龙

虾、鲍鱼等高档海珍品。利用岛礁环境 ,开展人工增

殖、护养 ,把该海域逐步建设成水产资源增养殖区 ;

⑤贝类护养增殖功能区 :从神泉港口门以西直至与

陆丰交界 , 12 m等深线以浅海域面积约 2 000 hm2 ,

该区域底质为砂质 ,地势平缓 ,是西施舌生长、繁衍

的良好场所 ,已被省列入重点水产资源护养增殖区。

31415　港口物流基地 　依托位于神泉渔港区的“粤

东水产品市场”,吸引周边地区水产品的交易。同时

辐射全省及周边福建省等。今后通过加强建设 ,建设

仓储区和堆场等以进一步做大做强水产品贸易 ,使其

逐步成为多功能服务、全方位经营的全国重要的水产

品物流基地。同时借助港口货物的集散发展现代物

流业。主要拟建项目 : ①粤东水产品市场一期工程。

规划占地面积为 6 hm2 ,计划投资 3 500万元 ,市场配

备建设 500吨级冷藏室、制冰厂和供水设备 ,同时也

配建上等级公路与市场衔接 ; ②积极应对我国原油进

口量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 ,以及进出原油主要依靠海

运的特点 ,发挥神泉港的优势 ,通过争取地方能源战

略储备建设粤东地区重要的原油中转储存物流基地。

项目建设可选址澳角鸟屎口岸段和文昌村河对岸两

河交叉口处 ,并进一步挖深港池深度 ; ③5 000吨级货

运码头。修建泊位 2座 ,发展以集装箱、散货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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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期 周春山等 :以现代渔港经济区理念看广东惠来县神泉港的发展

的多货物多形式的货物运输。

4　结语

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下 ,传统渔港的优势逐

渐丧失 ,现正面临发展的新问题。渔港的振兴 ,必须

从全新的角度来考虑。具体包括 :以渔港为依托 ,拓

展腹地吸引范围 ,发展渔业深加工以及相关产业 ,实

现产业多元化的发展 ;渔港与城镇的互动发展 ,充分

发挥不同岸线资源的优势 ;加快港区基础设施和信息

化等的建设 ,构筑渔港对外贸易交流的信息化平台。

另外 ,广东省有 10个国家级中心渔港和 17个

省级重点渔港 ,大大小小的渔港共计 133个。这些

港口的替代性较强。因此 ,神泉港口的发展还面临

与其他港口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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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EVELO PM ENT STRATEGY O F SHENQUAN HARBO R IN HU ILA I CO UNTY

FROM THE V IEW PO INT O F MOD ERN F ISHERY HARBO R ECO NOM IC ZO NE

ZHOU Chun2shan, LUO Yan
(Centre for U rban & Regiona l S tudies, Zhongshan U 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rt has shown some new tendencies, such as immediate and combined

transport, large scale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auto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etc1 A s one kind of port, fishery har2
bor is also facing some opportunities1 Construction modern fishery harbor econom ic zone should be the best wa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ishery harbor1 The p rincip les of modern fishery harbor construction are mod2
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port, industrial concentralization, urbanization of fishing village, and imp rove2
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1 The key issues are the selection of p redom inant industry, the definition of econom ic

zones and the land use p lanning of harbor town1 A s one of the four most famous fishery harbors in Guangdong,

Shenquan has its advantages, such as long fishery history, abundant fish and tourism resources, long shore2line,

and considerable scale of fishery economy1 But it is still facing some p roblem s, such as simp le fishery econom ic

structure, poor management and low technology, silting up of the waterway and lack of shoreline p lanning, etc1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henquan harbor from the view point of modern fishery harbor econom ic zone is sugges2
ted: 1) O rganize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town construction around the fishery harbor, 2)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velopment of the town p roper and Aojiao village, 3) develop three system s which are aquatic p roduction p rocess2
ing system, logistics system , and trade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4) develop five bases which are ship building

base, aquaculture and p rocessing base, fishing tourism base, modern fishing base and port logistics base1
Key words: Fishery harbor; Econom ic district; Shen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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