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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通市海洋低碳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张 芸，简慧兰
(南通市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南通226000)

摘 要：在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之

际，面对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倡导发展低碳海洋经济尤为迫切。文章在对南

通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制约经济发展的海洋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科技等

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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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是近几年来引起国际社会强

烈关注的新经济概念，尤其是在2009年底哥本

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后，面对全球资源环境

问题日益凸显，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解决环境

资源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低碳经济是

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低的经济发展方式，以

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为基本特征。随着海

洋开发的深入，海洋环境问题也逐步显示出来，

“海洋低碳”也将成为我国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

的必然选择。海洋低碳经济要求注重海洋的深

度科学开发和保护，注重科技创新积极引领海

洋高端产业发展，注重海洋统筹布局，注重突

出海洋生态文明，实现海洋资源节约、环境良

好和永续发展[1]。

南通滨江临海，沿海岸线中可建5万吨级

以上深水泊位的有40 km余。得天独厚的区位

和自然资源优势，决定了南通海洋大市的地位。

随着《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在国务院的原

则通过，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

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南通的海洋经

济将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在《2010年南

通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更大力度推

进沿海开发，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按照“当

好全省沿海开发主力军，打造江苏新的增长极”

的定位，组织好沿海开发大会战，切实落实沿

海开发行动纲要，注重建设大港口，培育大产

业，构筑大通道，实施滩涂大开发[2]。为更好

地服务南通海洋经济的发展，笔者主要研究了

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制约低碳经济发

展的主要因素，探寻促进南通海洋低碳经济发

展之路。

1 南通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南通市海洋资源丰富，东临著名的吕四渔

场，全市海岸线长206 km，海域面积

13 240 km2，其中潮间带滩涂面积9．33万hm2，

辐射沙洲面积6．67万hm2余，浅海海域面积

8万hm2余，具有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优势，是江苏省的海洋大市。2008年南通

市海洋经济总产值556．8亿元，其中海洋船舶

工业、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等支柱性海洋产

业产值分别为289亿元、144亿元和74．71亿

元，合计约占南通市海洋经济的89．6％。

1．1 海港经济成为推进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

枢纽

南通沿江如皋港、天生港、南通港和狼山

港等9个港区起步较早，建设较为完善，成为

南通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沿海大开发之际，南

通将着力加快洋口港、吕四港及腰沙一冷家沙

港口等沿海大型港口建设。2008年洋口港和吕

四港双双实现初步通航；2009年两港又相继获

准临时开发，实现南通深水海港码头从无到有、

港口腹地围垦由小到大、连接通道建设由岸上

岛的突破。腰沙一冷家沙具备建设30万吨海港

码头的自然条件，2010年加快综合开发研究论

证和围垦等前期工作。随着三大海港的建设，

海港经济将逐步成长为南通沿海经济发展的引

 



第5期 张芸，等：关于南通市海洋低碳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101

擎、枢纽，助推沿海大开发腾飞。

1．2传统养殖产业将迈向现代化、高效化之路

南通是海洋大市，海洋渔业是重要的传统

产业。近几年来，海洋渔业经济稳步成长，渔

民收入逐年提高，2008年海洋渔业总产值达到

144亿元，海安、启东两县市渔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高达1．21万元／人和1．24万元／人。南通沿海

有吕四、洋口、东灶和协兴港等几个国家级中

心渔港。其中，洋口中心渔港已经投入运行，

促进了如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沿海县市具

有示范、带动作用；吕四、东灶港和协兴港3

个渔港正在加快推进中。4个国家级渔港的建设

将有利于海洋渔业相关产业的集聚，加快推进

渔港二、三产业的发展，全面推进南通特色海

洋养殖产业走向现代化、高效化之路，促进渔

民转产转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1．3重大用海项目建设将成为沿海经济重要

的增长点

近几年来，沿海海洋工程建设的投入逐年

加大，2003年洋口港建设完成投资0．5亿元；

2004年洋口港临港工业围堤工程、洋口外闸二

期围堤工程和洋口渔港等项目建设，完成总投

资2．07亿元；2005--2008年大唐电厂、洋口中

心渔港、洋口港一期、洋口港陆岛通道、启东

龙源风力和东灶中心渔港等项目建设，累计完

成几十亿的投资。随着LNG项目、如东化工园

区、龙源风电、海门滨海新区、通州滨海新区、

大唐电厂、吕四港物流中心和启东五金机电工

业区等重大用海项目建设的逐步完成，石油、

电力、造船、钢铁、化工和重装备等产业将逐

渐向沿海聚集，临海产业的聚集效应开始显现，

逐步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2南通市海洋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

2．1海洋生态环境瓶颈

随着海洋开发的不断深入，经济高速发展

和环境容量的矛盾日益尖锐，海洋污染的问题

也越来越突出，海洋生态功能逐步下降。《2009

年南通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3]显示，南通市近

岸海域及吕四渔场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海水中

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2008

年相比吕四渔场污染有上升趋势，已属于严重

污染海域；监测中的5个一般排污(河)口的

COD、总磷和氨氮超标排放仍较为严重，重点

监测的小洋口外闸已列为对海域环境造成的危

害或潜在危害最大的A级人海排污口；苏北浅

滩连续6年监测结果显示，苏北浅滩部分区域

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退，尤其是潮问带底栖

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等生态问题尚未得到有效

遏制；重大用海工程所在海域局部区域海洋环

境受到活性磷酸盐污染等。海洋环境污染与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衰退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南

通海洋经济的更大发展。

2．2海洋自然资源瓶颈

南通拥有滩涂与辐射沙洲和浅海资源、较

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港航资源和海洋旅游资

源等特色海洋资源，但由于开发利用不够科学，

资源瓶颈已逐步凸显出来，其中尤以海洋渔业

资源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近海渔

业资源开发过度。尽管近年来采取了许多控制

捕捞强度、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但实际捕捞

强度仍然较大，海洋渔业资源一直处于波动式

持续衰退，鲳鱼和小黄鱼等部分重要经济鱼类

数量陆续减少。②大规模海洋渔业灾害发生频

率较高。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

和2007年南通沿海都出现过贝类大面积暴死事

件，这对沿海渔民的生产和海洋天然种质资源

的保护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③部分沿海县市

滩涂湿地过度围垦。近年来，沿海滩涂围垦力

度逐渐加大，滩涂逐渐被港口、工业与城镇建

设等工程建设用海所取代，改变了原有的滩涂

湿地环境，对滩涂湿地上栖息生长的海洋生物

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毁灭性破坏。

2．3海洋科技瓶颈

2008年国家海洋经济结构为5：47：48c‘。，

海洋经济呈现出“三二一”结构；南通沿海地

区经济结构为10：64；39，呈现“二三一”的

经济结构，与国家海洋经济结构相比存在较大

的差异，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的比重突出，约

为56．3％，第一产业仍占有不小的比例，第三

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海洋科技在海洋经济中

的贡献率较低。主要原因为：①主要海洋产业

 



102 海洋开发与管理

多以船舶及海洋渔业等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

型为主，海洋产业所形成的产品还主要集中在

初级产品阶段，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在

海洋产业中的国际知名品牌不多。②海洋高技

术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低，2008年南通市

海洋生物医药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产值占主

要海洋产业产值的比重仅为0．21％。

3推动南通市海洋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和建议

3．1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目前，南通市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①加强对海洋工程实施

前、实施中、建设后的全程跟踪监测，及时掌

握工程建设对周围海域环境影响，如发现问题，

立即停止实施。②加强海域使用动态监管工作，

及时掌握沿海海域使用动态。③加大海域执法

力度，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保障沿海开发的有

序开展。④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建立在

线监测、视频监测和雷达监测等现代化立体监

测系统，提高监测水平。⑤建立海洋生态补偿

与修复机制，切实贯彻落实《中国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行动纲要》确定“谁开发谁保护、谁受

益谁保护、谁损害谁修复”的原则，扩大海洋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力度。

3．2统筹区域海洋产业布局
‘

南通沿海有5个沿海县市(区)，各县海区

的资源禀赋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东、启东两县

岸线长、滩涂广阔，海安、通州、海门岸线较

短、滩涂资源相对较少；各县的社会经济基础

又有所差异，通州、启东、海门的地区总产值

高于如东、海安。海洋作为资源，具有整体性、

流动性和使用多宜性等特点，合理的产业布局

不是诸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的简单相加，

而是海洋资源综合开发效果的总体反映，是海

域使用整体功能与整体效应有效发挥的综合体

现‘5I。跨县区海洋产业布局需要处理好县与县

之间的关系、海洋产业的发展规模与相互间的

分工与协作，避免忽视地方社会经济条件，盲

目发展海洋经济，造成海洋产业布局项目的恶

性竞争和重复建设。

3．3鼓励发展海洋低碳产业

深度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协助衰退产业顺利地实现产业规模

的缩减，促使其产业资源向新的产业部门转移，

鼓励海洋渔业等传统产业向生态、高效现代渔

业发展，大力发展以海洋生物制药业等为代表

的海洋高技术产业和以滨海旅游休闲业、现代

海洋物流业、涉海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海洋现

代服务业，逐步转向海洋低碳新型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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