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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犛犠犗犜分析

张芸，秦洁，简慧兰，邓鹏
（南通市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６）

摘要：文章运用ＳＷＯＴ方法系统分析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在此基

础上从陆海统筹、改善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创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推动海洋经济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促进南通海洋经济强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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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ＳＷＯＴ分析法即为态势分析法，由美国旧金

山大学国际管理和行为科学教授海因茨·韦里

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是战略管理中常用

分析工具，４个字母分别代表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劣

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机 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和 威 胁

（ｔｈｒｅａｔ）。这一方法通过较全面、系统分析与研

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与劣势、外

部机会和威胁，得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结论与

决策。本研究从整体出发，对南通海洋经济发展

内部条件以及所处环境等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

和概括，运用ＳＷＯＴ分析法客观分析其优势、劣

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并对以后海洋经济的发

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２　南通海洋经济发展内部优势

２．１　地区区位独特

南通东临黄海，南靠长江，与上海隔江相望，

拥有２０６ｋｍ的海岸线和２１８ｋｍ的长江岸线，是

江苏唯一的滨江临海的城市，处于《江苏沿海地

区发展规划》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发展规划》

两大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叠加区，区位优势显著。

２．２　海洋资源丰富

南通沿海自然资源丰富，种类齐全。沿海

滩涂资源广阔，后备土地资源丰厚。海洋渔业

资源丰富，拥有全国著名的吕四渔港，是大小黄

鱼、银鲳、梭子蟹、海蜇、带鱼等繁殖、生长的理

想场所，沿海滩涂盛产文蛤、西施舌、泥螺、沙蚕

等，长江口地区又是富饶的水产种质资源宝库。

沿海滨海旅游资源独特，启东圆陀角、海门蛎岈

山、如东滩涂踩文蛤、放风筝等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旅游。南通风电资源优越，是全国风电发

展区域，至２０１２年年底沿海龙源、华能、华启、

华元、龙海、东凌等风电场累计并网电量达

５５．５２亿ｋＷ·ｈ
［１］。

２３　社会经济基础扎实

随着沿海的大力推进，南通经济进入健康稳

定较快发展的新阶段，可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

强的资金支持。初步核算，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５０３８．９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１．８％；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

术和新医药、智能装备和节能环保等六大新兴产

业完成产值３４０４．２亿元，增长２５．０％，占规模

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３０％，同比提高４．１个百分

点；金融机构新增贷款６６６．２亿元，年末各项贷

款余额４６７２．８亿元，比上年末增长１６．６％
［２］。

３　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的劣势

３．１　沿海区域缺少总体规划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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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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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滨海园区）、启东、海门的地区总产

值高于如东、海安。目前南通海域和海岸带的开

发，大多是沿海各县市、各部门根据各自的利益

进行的，缺乏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区域分工不明

确，海洋功能综合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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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从产业经济结构看，南通沿海地区呈现

“二三一”的结构，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的比重突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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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洋产业内部看，南通海洋经济产业体系

由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滨海旅游、海洋工程

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电力业、海洋生物

医药等组成，其中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是海

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海洋产业发展规模

小、比例低、分布散现象较为突出，海洋产业多元

化发展特征并不明显。初步核算，２０１３年南通海

洋生产总值为１４０７．４亿元，约占全市生产总值

的２７．９３％，海洋渔业总产值３２５．７亿元，海洋船

舶工业总产值１５５５．６亿元，滨海旅游业总产值

达３６０．６３亿元
［３］。目前海洋渔业经济规模总量

居江苏首位；海工装备产业规模全国第二，市场

份额占全国１／３。主要原因为：一是主要海洋产

业多以船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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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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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海洋高技术产

业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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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较小。新兴产业刚刚起步，产业升级较慢，影

响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后劲。

３．３　海洋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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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问题依然

不容乐观。《２０１３年南通市海洋环境质量公

报》［４］显示，南通近岸海域海水环境较２０１２年有

所好转，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沉积物

质量总体良好；陆源入海排污河口达标排放率

６９．４％，重点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旅

游娱乐休闲区、农渔业区海域环境质量符合功能

区要求；港口航运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部

分海域环境质量符合功能区要求；工业与城镇用

地区海洋环境质量不符合功能区要求，主要污染

物为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海洋环境污染将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南通海洋经济的更大发展。

４　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的机遇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５月和２０１３年８月国

务院依次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长江

三角洲地区区域发展规划》，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南通处于国家级发展战略的交汇区，

位于长江经济带的出海口；２０１２年十八大首次提

出“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现实和战略意义；２０１３年

７月３０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指出，努力使海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产业。

近年来，南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海洋经

济发展。２０１０年丁大卫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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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南通积极制定了《“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

规划》《“十二五”沿海滩涂围垦及开发利用规

划》；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发了《南通陆

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随

即南通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对以陆海统筹发展

综合配套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作出

全面部署。从国家到市，一系列海洋经济发展决

策的实施为南通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政策条件支撑。

５　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的挑战

南通海洋经济的挑战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目前，全球经济前景尚不明朗，金砖四国经济增

速显著下滑，中东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加剧，主

要国家央行政策走向尚难预料；国内经济形势也

不容乐观。２１世纪将是人类挑战海洋的新世纪，

人类社会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向海洋进军，海洋已

成为沿海地区提高经济实力和争夺长远战略优

势的重要领域，海洋竞争日趋激烈，就南通周边

环境来说，区域竞争激烈，南通海洋经济的发展

面临省内有连云港和盐城产业资源争夺，省外有

上海、浙江等的竞争。

６　推动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６．１　抢抓陆海统筹机遇

海洋是蓝色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统筹

把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陆地空间的结构调整、

产业布局及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在推进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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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建工作的过

程中，南通应抢抓机遇，注重统筹陆海资源配置，

统筹陆海经济布局，统筹陆海开发强度与利用时

序，统筹近岸开发与远海空间拓展，更大力度推

进海洋经济建设，全面提高综合开发水平。

６．２　改善海洋经济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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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统筹协调海洋经济区域布

局和发展，发挥海域使用整体功能与整体效应有

效发挥的综合体现。沿海五县（市、区）发展海洋

经济产业，对港口建设需处理好县与县之间资源

共享关系，对临港产业布局需处理好海洋产业的

发展规模与相互间的分工协作的关系，从整体

性、长远性和战略性布局，促进海洋资源有序开

发、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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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创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美丽南通离不开美丽海洋，美丽海洋也是蓝

色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推

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南通具有重要意

义。一是坚持“五个用海”的总体要求。坚持规

划用海，严格实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坚持集约

用海，单位岸线和用海面积的强度，提供用海效

率；坚持生态用海，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式开

发利用海域；坚持科技用海，提高对海洋资源环

境变化规律的认识，大力推动海洋关键技术转化

应用；坚持依法用海，坚决查处违法用海、违规用

海。二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有效

控制入海污染物排放，加强围填海大型用海项目

的动态监视监测；强化海洋环境监测评估，有计

划、有重点开展受损海域环境的整治与修复；通

过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促进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的形成。

６．４　推动海洋经济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十一五”期间，南通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

沿海开发、江海联动战略，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由“十五”期末的２８８亿元

到２０１３年超１４００亿元，为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继续推动海洋经济平稳快

速发展是未来南通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

一是继续发展传统海洋产业。提升改造现代海

洋渔业、船舶工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

等传统产业。二是加快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

业。大力发展以海洋医药与生物制药业、海洋高

端装备制造业等为代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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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构建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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