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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苏东是江苏沿海一个新开发

的经济区域。包括南通、盐城、连云港

有海岸线的13个县市。面积

22080km2，占全省21．5％；人口1283

万人，占全省18％；海域15万km2，为

全省内陆1．5倍；滩涂47万ha，占全

国的1／4，居于我国沿海省市区的首

位。这一区域，位于我国沿海经济带与

长江经济带、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

结合部，资源丰裕，物产富饶，区位优

越，是江苏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开放以

来，尤其是1995年区域结构和布局重

组以来，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民经济

大幅度上升，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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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江苏从海洋大省走向海洋强省

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海上苏东建设

工程逐步展开，其结构性的矛盾和问

题也日渐显露。对此，本文从系统论和

发展战略学的视角，就苏东区域产业

结构的演变轨迹、重点选择、优化原

则、调整对策，作一研究。

1．苏东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轨迹

任何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

优化程度，对加快现代经济进程，推进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协调各产业

关系，最大限度释放经济潜能，都是一

个导致性因素。让我们顺沿苏东区域

产业结构演变轨迹，就不难证实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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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个时序段的结构变化

第一个时序段，从1978年的区域

局部开放到1985年的全面开放，是农

村改革广泛展开时期。这一时期的产

业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占主

导地位。所不同者，农村和农业改革极

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单一的农业经

济逐步向农工商综合发展。作为第一

产业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迅速上升，三次产业的比重为59：27：

14，在这里曾经出现过两个皮棉百万

担的县(市)。区域农业的发展为缓解

市场农产品的供需矛盾起了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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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第二个时序段，从1986年到1995

年海上苏东建设的启动，是乡村工业

五轮齐转时期。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

特征，基本上打破了城市工业、农村农

业的二元经济格局，沿海农村工业有

了长足进步。这个时序段的三次产业

比重为36．7：35．7：27．7，农村工业较

区域全面开放时上升8．6个百分点，

反映了资源配置向第二产业倾斜，产

业间的结构比例得到极大改善，为苏

东区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创

造了条件。结构的改善，也为拉动全省

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助了一臂

之力。据苏东沿海13个县市统计，

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704．99亿元，

较之1985年全省三次产业总和

651．82亿元，还高出8个百分点。

第三个时序段，从。九五”期初到

期末和今后一段时期，是苏东区域产

业布局进入科学定位发展时期。这一

时期产业结构的特征，基本上是以市

场化、外向化、现代化、城镇化的互动

来推进产业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

设施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一批重点项

目陆续进区。如田湾核电站、新长铁

路、大丰港、射阳港的启动施工和黄淮

海四期工程顺序推进、十万公顷滩涂

围垦工程陆续开发，使第二、第三产业

比重迅速上升，第一产业虽有所回落，

但产业素质和产出效益却依然提高。

据《江苏年鉴}1999年资料，沿海13个

县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17．66亿元，

较海上苏东新区开发敲定时的1996

年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三次产业比重

为30：38：32，这反映了苏东区域社会

经济产业结构，先后花了20多年时

间，就实现了由第一产业主导型向第

二产业主导型的转换。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产

业结构调整，苏东区域的社会福利随

之水涨船高，群众生活不断改善，并从

全面小康向富裕小康演进。这一区域，

到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652．19亿元，较苏东新区刚建立时净

增296亿元。预测本世纪初叶，区域产

业瓶颈的制约，如能从根本上解除，则

产业升级大有可能，第三产业必将伴

随第二产业主导地位而明显改观。

(2)产业结构的瓶颈问题

从产业内部关系来看，本区域产

业结构不顺问题依然突出。表现在土

地出产率在低水平层面徘徊，多数县

市尽管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省，但农

民的纯收入增长不快，主要原因在于

本区域的农业生产仍滞留于低层次的

传统农业阶段，高效农业体系发育不

全。尽管国家花费10多亿元，而苏东

沿海实施“百万滩涂围垦工程”，总体

讲，粮棉有所增量。由于新垦土地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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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化过程，加之粗放式经营和市场价

格步步下跌的困扰，每亩平均农业收

入不高。近几年，富余劳力向非农转移

渠道狭小、速度放缓，更影响了农民增

收。据调查，沿海13个县市，1999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只2

家，3000元以上的10家，3000元以下

的1家，区域人均纯收入为3479元，

与全省持平。如与苏(苏州)、锡(无

锡)、常(常州)绝对值比较，则分别低

1559元、1647元、835元。占人口总数

70％的农民增收不快，制约了工业和

服务业市场，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顺畅

循环。

从产业间关系来看，失衡问题更

应关注。主要表现在海洋产业的支柱

地位尚未形成，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尚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了海洋大

省优势发挥。沿海三市除南通外，其余

都处于江苏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心城

   



市布点有所断层，带动能力不强，临海

工业发育不全，交通、通信、电力等基

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水平与技术水

平都较低，投资环境不够宽松。据统

计，1999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额401

亿美元，而苏东沿海三市只有3．73亿

美元，占全省1％还不到，由此可见，结

构失调已影响资源有效配置和产业要

素的流动。特别是科教兴海(兴产)的

实力不强，纵观沿海三市现有生产力

布局，缺少拥有较强实力的科研院所，

更没有一所国家重点高等院校，从事

海洋经济开发的专业技术人才奇缺；

海洋管理机构缺乏统一调控手段，海

洋开发仍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渔盐业，

抢占资源，滥采酷捕现象时有发生，新

兴的海洋产业尚未形成气候；苏东区

域的加工工业产业不仅质量效益水平

低且规模不大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或海

淡水产品的深加工都无力而为，只能

以初级产品投放市场。从这些方面不

难看出本区域产业结构性矛盾的严重

存在。

2．苏东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重点

根据江苏。十五”计划纲要精神，

今后一段时期，苏东区域的产业结构

的调整重点，应放在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上。通过

调整发展，使沿海13个县市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前超过全国的

平均水平，通过深度开发使这一区域

成为全省的海洋现代渔业基地、海洋

科技转化基地、临海工业生产基地、海

滨旅游观光基地和沿海绿色农业示范

基地，我们重点选出。五海篇”文章的

主要理由是：

——苏东区域海洋资源富集程度

较高。突出发展海洋渔业，海洋其他产

业的开发前景也非常广阔。拥有

954km长的海岸线，沿海拥有5100kin2

潮间带和2．44万km2的水深在15m

以内的浅海，全省管辖的海域面积

3．75万km2都汇集在这一区域。海域

蕴藏的动植物资源和海水化学、海底

矿产、再生性能源及旅游资源均具开

发价值。海洋资源丰度指数列全国第

六位、密度指数列全国第二位，综合指

数居全国第四位。海洋捕捞业的发展

要走出近海，向远海进军，坚持捕捞与

养殖并重，稳定提高常规养殖，加速发

展贝、藻养殖，积极开拓海珍品养殖，

尽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上牧

场。

——后备土地资源充裕亟待深度

开发。江苏是一个人口大省，又是一个

陆地资源小省，人多地少是制约经济

发展瓶颈，而开发滩涂则是缓解这一

矛盾的重要手段。目前，苏东沿海已形

成的滩涂面积区65．3万ha，占全省现

有耕地1／7，每年还以0．13万ha的速

度增长。省和国家在这里实施的百万

亩滩涂工程，是建立绿色现代农业的

试验场，利用现有基础设施，跳出平面

垦植，走向综合开发新阶段，可望成为

全省新的农副产品、绿色保健食品的

生产基地。
’

——苏东区域的海洋经济发展，

应采用现代高新技术，使之尽快实现

产业化，并在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药物

开发、海洋捕捞装备、海上油气勘探、

海上交通运输等方面，逐一加以实施，

使海洋资源优势，迅速转变为现实海

洋产业优势。

——大力挖掘和利用海洋旅游资

源，建立海滨旅游观光带。苏东区域旅

游资源，从北向南的千里海岸线上，分

布有海滨河滩、岛屿、岩岸，又有丹顶

鹤、糜鹿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多样

化的生物物种，具备很好的旅游观光

条件，只要在若干风景点周围，修建新

增一批集旅游、观赏、休憩、会议等多

功能为一体的硬软件设施，就能为全

省经济繁荣提供新的产业支撑。

——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

化，如果没有苏东区域的现代化，将是

难以为继的。而苏东沿海走向现代化

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临海工

业。包括港口火电、沿海核电、石油化

工、盐化工、钢铁和造船等，并逐步形

成连云港、灌河口、大丰、洋口、吕泗、

南通的临海工业基地布局。同时，抓紧

港口群建设和沿海大交通网络的构

建，在苏东区域形成现代工业经济新

的增长点。

3．苏东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原则

①整体原则。产业结构的调整优

化是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苏东区域是海陆相连的特殊国土单

元，在进行结构优化时，要始终把三个

资源经济开发区的调整运作纳入到国

家和省市总体目标，将海域陆地划分

为不同开发类型，使其充分发挥各海

区和岸段的自然、经济、资源、科技优

势，合理布局产业，优化整体产业结

构，达到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有机

结合，促进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从

而满足江苏社会经济需求和总体发展

战咯需要，使各产业因素依一定法则

构成有机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

组合的整体功能。

②生态原则。苏东区域有近

1000km的海岸带，海洋资源富集程度

较高、丰密度分别占全国的1／5、1／6；

沿海陆地的形成，长则300来年，短则

一二十年，是一块生态净土，又是生态

环境脆弱区。海上苏东建设，是依赖于

良好海洋陆地生态环境和对资源科学

开发利用为基础的，在进行结构优化

时，应根据不同的环境容量、资源开采

度及再生能力，强调寓产业发展于生

态环境之中，如果忽视这一点，将后患

无穷。据渔业部门调查资料，由于掠夺

性的采捕，江苏近海特有的大黄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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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无鱼汛，被称之为“软黄金”的鳗

鱼苗，捕捞量也逐年锐减，珍稀贝类

。西施舌。更是濒临绝迹。从海洋生态

失衡的告诫和任何一项产业结构的调

整看，都必须以优化生态环境为先决

条件，才能赢得可持续发展。

③导向原则。苏东区域的产业结

构和布局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影响因

素较多，又相互作用。因此，在产业结

构优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不同影响

因素的综合作用，更要注重产业导向

要素的突出，以形成产业导向结构。这

类导向结构的要素类型较多，有资源

型的、资金型的、市场型的、生存型的、

技术型的、景观型的等等，通过要素的

导向作用，就能形成不同地区的产业

特色和开发模式。就以连云港而言，苏

东沿海的岩基岸集成于此，加之有深

水港湾，历史上是我国东方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点。它作为大陆桥，突出。以

港兴区”这一产业主导因素，可将内陆

1 1个省区与西欧、中亚和太平洋沿岸

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就能为西部

大开发起着产业链的作用。与此同时，

这里具有的各种地理、气候、生物、人

文等资源条件，通过国际大型枢纽港

的龙头产业建设，实施兴港优产发展

战略，就不难带动国际商贸、海滨旅

游、临海工业和渔业养捕加工等产业

的兴旺发达。

④动态原则。苏东区域的产业经

济和其他地区一样，是一个动态大系

统。而通(南通)盐(盐城)连(连云

港)则是三个分区的子系统，系统内

各产业、各因素均会随着不同方向、不

同程度发展变化，形成产业经济的不

平衡性、不合理性、经调整而重建新的

平衡系统。但时不久这种平衡又可能

被新的平衡运动打破，由此，周而复始

推动产业的发展。以苏东沿海中轴段

的东台市而言，历史上是全国的知名

农业大市，开放后，让第二产业的农村

工业优先发展。进入了初期工业化社

会；九十年代，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结

构，从发展多种经营突破，形成“粮一

经一饲’开发模式，使农林牧渔产值跃

居全国第四位；近几年，在城市化进程

中，坚持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把发展

第三产业放在优先地位，当作重拳出

击，使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三次

产业结构，由。九五”初的43．4：29．2：

27．4调整到期末的35．3：34．6：30．1，

为。十五’实行结构优化升级打下良好

基础。从东台实证看出，产业调整是一

个动态过程，按不平衡法则，只有坚持

动态性的结构优化，才能推动产业升

级和协调发展。

⑤协调原则。苏东区域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不仅要顾及产业内部结构

各因素变化发展的相互协调，而且要

顾及产业外部环境的相互协调。这里

的所谓协调并不是要求各部门要一拥

而上，而是要求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处

于使系统整体求得最大功能和效益。

这里举一个成功范例，很能说明问

题。国家在苏东地区进行生产力结构

和布局调整时，将地域相邻、自然条件

相似、人文相亲、资源相配的四县(市)

即东台、如东、大丰、海安组成一个新

的产业单元，建立了国家级“大东海”

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这一园区的设

置，是在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

通条件、服务设施状况和海域与陆地

的联系程度而采取的调整策略，有效

地协调了海陆间的产业关系，社会经

济效益明显提高。由于结构关系协调，

这里已建成一批农产品规模生产基

地，并成为苏区区域创汇农业、订单农

业、品牌农业的集散中心。

4．苏东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

议

建议之一，根据江苏。十五”计划

纲要，应进一步修编“海上苏东工程”

规划，提出重点产业项目的可操作意

见，并分区明确目标任务和时效要求，

逐项推进到位。

建议之二，苏东区域产业资源的

深度开发和利用，必须加大资金、技

术、人才、项目工程的投入。在资金投

入上，笔者建议，应走。国家引导扶持、

社会力量参与’的市场化运作路子，实

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一齐上，以大

投入带动大产业。在科技人才投入上，

应发挥江苏人才大省的资源优势，在

现有高等院校中，强化和增设与海洋

开发有关的院系或专业，培养急缺人

才，以解决科技力量严重不足的问

题。继续鼓励海洋专业人才归队搞海

洋产业，促进“以海兴区。事业的发

展。在项目工程上，应作倾斜安排，视

苏东开发先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农业

产业化的经营项目、大交通网络项目、

海洋科研试验和成果转化项目及城市

群的布局也要优先给以布点列项。

建议之三，发展苏东沿海产业经

济，应继续坚持两个根本性的转变。即

从传统开发方式向市场化转变，从粗

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没有这

两个根本性的转变，要发展现代海洋

产业优势是不可能的。

建议之四，要对苏东区域实行统

一管理。目前，政出多门的现象还不能

杜绝，为此要设置具有权威的海上苏

东工程专管机构，并明确其规划、协

调、监督、管理职能，创造全新的海洋

产业经济开发管理模式，处理好专管

与统管的关系。同时，对区域分工、海

疆界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采捕力

度、兴海富民等在政策、措施上都应逐

一加以明确要求，以促进苏东区域有

序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