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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评价目标层、准则层和要素层的发展水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

议。研究结果表明: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5个准则层指标、10个要素

层指标和38个具体指标;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提高,但仍有较大

的提高空间;其中,创新水平、绿色水平和共享水平不断提高,协调水平基本稳定,而开放水平大幅

降低并成为主要制约因素;与2010年相比,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

展的平衡性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短板”;未来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完善海洋科技创新

体系、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布局、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及提

高海洋经济共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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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aluationandCountermeasuresofHigh-quality
DevelopmentLevelofMarineEconomyinJiangsu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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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Jiangsu'smarineeconomy,thepa-

perintroducedtheevaluationindexsystembasedonthe“FiveDevelopmentConcepts”ofinnova-

tion,coordination,green,openandsharing,toanalyzethedevelopmentlevelsofthetarget

level,thecriterionlevelandtheelementlevel,andcountermeasuresforexistingproblemswere

propos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evaluationindexsystem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

levelofJiangsu'smarineeconomyincluded5criterion-levelindicators,10element-levelindica-

tors,and38specificindicators.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levelofJiangsu'smarineeconomy
from2010to2018showedarisingtrendinthewave,buttherewasstillmuchroomforimprove-

ment.Amongthem,thelevelofinnovation,greenlevel,andsharinglevelcontinuedtoincrease,

thelevelofcoordinationwasbasicallystable,andthelevelofopennesshaddropped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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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hadbecomeamajorconstraint.Comparedwith2010,thebalanceofJiangsu'smarineeco-

nomicinnovation,coordination,green,open,andshareddevelopmenthadimprovedin2018but

therewerestillshortcomings.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Jiangsu'smarineeconomyinthe

futurethemarinetechnologyinnovationsystemisurgentlyneededtobeimproved,andtheindus-

trialdevelopmentlayoutbereasonablyplanned,thegreendevelopmentbepromoted,newdevel-

opmentpatternbothinternationalanddomesticdoublecycleandmutualpromotionbebuilt,and

thelevelofsharingincreased.

Keywords:Marineeconomy,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dus-

trialstructure,Openingup

0 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这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尤其是我

国发展 条 件 和 发 展 阶 段 变 化 作 出 的 重 大 判 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

的重要指示,凸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国家经济

发展的重要作用,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

增长极。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

略,这是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打造强劲活跃

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

时提出“着力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

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

江苏沿海3市地处中国沿海、沿长江和沿陇海

兰新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会区域,区位优

势显著。江苏拥有3.75万km2海域、954km海岸

线以及超5100km2滩涂,其中可建万吨级泊位的

深水岸线为130km,海洋资源禀赋极其优渥。江苏

经济总量居长三角地区第一位,但海洋经济仍处于

“洼地”。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江苏来说意

义重大。

1 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自2018年起逐渐关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且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研

究主要集中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2个方面。

在指标体系方面,学者们大都基于“五大发展

理念”构建指标体系,但对于各理念下的具体指标

设置存在不同观点。廖健聪[1]采用涉海高校和科研

院所数量以及单位海域面积产出率评价海洋经济

创新能力,采用港口码头泊位数量、港口旅客吞吐

量、沿海货物吞吐量和地区口岸进出口总额评价海

洋开放程度;刘俐娜[2]将海洋科研人员数量、海洋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和海洋投入强度等指标作为评价

创新能力的依据,在开放层面更看重外资投入额和

外国旅客数量;赵巍[3]认为人均绿地面积和单位

GDP废水排放量可体现地区的环保情况;俞恬雨[4]

认为涉海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是反映海

洋经济共享程度的正向指标。

在评价方法方面,学者们根据选取数据的特性

选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廖健聪[1]和刘俐娜[2]采用熵

值法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分析;刘波等[5]

采用线性加权模型测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化规律;王泽宇等[6]采用模糊物

元模型测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核密度

探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化规律,并引入

空间聚类分析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梯队划分;赵

晖[7]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天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进行综合评价。

雷小武等[8]、鲁亚运[9]、俞恬雨[4]和王泽宇等[6]

从国家层面研究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而

关于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极

少。其中:赵巍[3]通过1~3个指标分别评价江苏的

经济结构、协调程度、开放程度、环保情况和创新能

力,但选取的人均拥有绿地面积、科研机构数量和

专利发明授权数量等指标与海洋的关联度不大,虽

然数据来源于沿海城市,但并未明确专利等指标属

于海洋类;刘波等[5]构建的指标体系更为完善,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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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维度上将经济系统分为陆地和海洋,可能因陆

地经济发达致使其得分较高,而忽略陆海协调的问

题,且较注重对实证结果的描述,而对数据背后存

在的问题挖掘和梳理不足。

因此,本研究基于“五大发展理念”,遵循指标

选取的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等原则,

紧扣海洋经济发展特征,构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当的评价方法,综

合评价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制约

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以期为江苏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2.1 指标体系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转变海洋

经济发展方式,即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增长格局从“区域竞争”向
“区域协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绿

色低碳型”转变、经济增长形态从“封闭型”向“外向

型”转变以及经济增长目标从“非均衡”向“包容共

享”转变[5]。基于此,本研究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

构建指标体系(表1)。

(1)创新视角。创新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动力。从创新环境(宏观)和创新成果(微观)

2个方面评价江苏海洋经济的创新发展水平,共涉

及11个指标。

(2)协调视角。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

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对平衡经济发展结构有重大

意义。从产业协调和地区协调2个方面评价江苏海

洋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共涉及8个指标。

(3)绿色视角。经济发展不止要看眼前,更要

看长期。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生态环境和污染治理(环

境改善)2个方面评价江苏海洋经济的绿色发展水

平,共涉及7个指标。

(4)开放视角。市场的开放程度从一定程度上

映射地区的开放水平,而发展海洋经济是提高市场

开放程度的重要抓手。从外向程度(资源流动)和

国际旅游(人员流动)2个方面评价江苏海洋经济的

开放发展水平,共涉及5个指标。

(5)共享视角。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检验发展质量也须从民生角

度考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民生改善和城市发

展。从民生改善和城市发展2个方面评价江苏海洋

经济的共享发展水平,共涉及7个指标。

2.2 数据处理

2.2.1 数据来源

指标体系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海洋

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以及江苏沿海3市的统

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个别

缺失数据采用插补法处理。

由于9个指标未见单独统计,由计算得出。

①江南和江北协调度=长江以南城市GDP之和/长

江以北城市GDP之和;②沿海城市和乡村协调度=
(城市人口数×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人口

数×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③由于沿江地区的化

肥施用最终影响入海水质,沿海和沿江化肥施用量

为沿江7市和沿海3市化肥施用量之和;④沿海

和沿江外贸吞吐量为沿江7市和沿海3市外贸吞

吐量之和;⑤进出口额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进

出口额/海洋生产总值;⑥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

额为沿海3市实际利用外资额之和;⑦沿海地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南通人口数×南通人均

可支配收入+盐城人口数×盐城人均可支配收

入+连云港人口数×连云港人均可支配收入)/沿

海3市人口数;⑧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沿海3市

城镇人口数/沿海3市人口数;⑨沿海地区城市人

口增长率=沿海3市城市人口数/上一年沿海3市

城市人口数。

2.2.2 正向化和标准化处理

对部分负向指标和中间型指标进行正向化处

理。为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对已正向化的矩

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的评价矩阵Z。

具体过程参考文献[10]。

2.2.3 熵权法赋权处理

根据标准化后的评价矩阵Z,计算概率矩阵P
及其对应的每个元素;计算信息熵和信息效用值,

并对信息效用值进行归一化,最后得到权重向量

Wa=(W1,W2,…,Wm)。



第12期 顾云娟,等: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和对策研究 35   

表1 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海

洋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水

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创新视角

(A1)

创新环境(B1)

海洋劳动生产率(C1) 0.0198

高级职称人员占海洋科研人员比重(C2) 0.0190

海洋科研机构数量(C3) 0.0360

万名涉海就业人员中海洋科技人员数量(C4) 0.0209

海洋科技R&D经费支出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C5) 0.0255

创新成果(B2)

海洋科技R&D人员数量(C6) 0.0229

海洋科技课题数量(C7) 0.0273

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业增加值(C8) 0.0260

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C9) 0.0320

海洋科技论著发表数量(C10) 0.0176

海洋科技专利授权数量(C11) 0.0225

协调视角

(A2)

产业协调(B3)

海洋第二产业占比(C12) 0.0248

海洋第三产业占比(C13) 0.0263

海洋第三产业增长率(C14) 0.0159

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C15) 0.0359

地区协调(B4)

江南和江北协调度(C16) 0.0267

沿海城市和乡村协调度(C17) 0.0190

海洋生产总值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18) 0.0128

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C19) 0.0169

绿色视角

(A3)

生态环境(B5)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面积占比(C20) 0.0217

涉海地区湿地面积(C21) 0.0337

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数量(C22) 0.1249

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尾数(C23) 0.0200

污染治理(B6)

单位岸线工业废水直接入海量(C24) 0.0102

沿海地区污水处理率(C25) 0.0270

沿海和沿江化肥施用量(C26) 0.0187

开放视角

(A4)

外向程度(B7)

沿海和沿江外贸吞吐量(C27) 0.0200

进出口额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C28) 0.0270

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C29) 0.0212

国际旅游(B8)
沿海地区旅游外汇收入(C30) 0.0234

沿海地区接待海外旅客数量(C31) 0.0597

共享视角

(A5)

民生改善(B9)

涉海就业人员数量(C32) 0.0177

沿海地区接待国内旅客数量(C33) 0.0239

渔民人均纯收入(C34) 0.0193

人均海洋水产品供应量(C35) 0.0195

沿海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36) 0.0284

城市发展(B10)
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C37) 0.0214

沿海地区城市人口增长率(C38) 0.0145

  注:R&D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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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TOPSIS处理

在标准化后的评价矩阵Z 基础上,确定加权的

评价矩阵R。将评价矩阵Z 的每一行与其相应的

权重Wj相乘,得到:

R=H ×W,R=

r11 r12 … r1m
r21 r22 … r2m
︙ ︙ ︙

rn1 rn2 … rnm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式中:H 表示标准化后矩阵Z 的行向量;W 表示权

重矩阵。

令R+ 和R- 分别表示最偏好的方案(理想解)和

最不偏好的方案(负理想解),以评价矩阵R 中各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作为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则有:

R+=(R+
1,R+

2,…,R+
m)

R+
1 =max{r11,r21,…,rn1}

R+
2 =max{r12,r22,…,rn2}

R+
m =max{r1m,r2m,…,rnm}

R-=(R-
1,R-

2,…,R-
m)

R-
1 =min{r11,r21,…,rn1}

R-
2 =min{r12,r22,…,rn2}

R-
m =min{r1m,r2m,…,rnm}

  分别计算每个评价对象到理想解的距离D+
i 和

到负理想解的距离D-
i :

D+
i = 

m

j=1
(R+

j -rij)2

D-
i = 

m

j=1
(R-

j -rij)2

  计算贴近度,得到第i个(i=1,2,…,n)评价对

象未归一化的得分Si:

Si=
D+

i

D+
i +D-

i

  0≤Si≤1,且Si越大,D+
i 越大,即越接近最

大值。

在计算各要素层的评价值后,再以各评价对象

下一层次的贴近度组成上一层次的评价矩阵数据,

依次计算准则层指标和目标层指标。

3 实证结果

3.1 目标层

计算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贴近度,以此作为当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评价依据(图1)。

图1 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贴近度

由图1可以看出: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贴近度整体呈 W 型趋势,其中

2010—2011年提高,2011—2013年出现较大幅度

降低,2013—2018年在波动中提高;2018年的得分

比2010年小幅提高且居第一位,2013年的得分最

低;各年份贴近度的平均值为0.4648,表明江苏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3.2 准则层

分别评价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视

角的准则层指标(表2和图2)。

表2 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准则层各指标的贴近度及其平均值和排名

年份
创新视角 协调视角 绿色视角 开放视角 共享视角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2018 0.7121 1 0.5102 5 0.9826 1 0.3335 4 0.6856 2

2017 0.6249 3 0.5636 3 0.8676 2 0.2610 5 0.6855 3

2016 0.5348 5 0.6055 2 0.7303 3 0.2304 6 0.6894 1

2015 0.6615 2 0.4974 7 0.6339 4 0.1883 7 0.5923 4

2014 0.5529 4 0.6126 1 0.5842 5 0.1634 8 0.5669 5

2013 0.3545 6 0.4405 8 0.5158 6 0.1499 9 0.50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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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年份
创新视角 协调视角 绿色视角 开放视角 共享视角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2012 0.3296 7 0.4289 9 0.4338 7 0.8572 1 0.3959 7

2011 0.1826 8 0.5206 4 0.3227 8 0.7955 2 0.3091 8

2010 0.1336 9 0.5067 6 0.0174 9 0.6619 3 0.2242 9

平均值 0.4541 - 0.5207 - 0.5654 - 0.4046 - 0.5167 -

图2 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准则层各指标的贴近度

  从总体来看,2018年创新视角、绿色视角和共

享视角的得分较高,因此其综合得分最高;2018年

协调视角和开放视角的“短板”导致其综合得分未

与其他年份产生明显差距,即提高幅度不大;从平

均值的角度来看,创新视角和开放视角的发展潜力

较大。①从创新视角来看,2010—2018年得分呈波

动提高的趋势,其中2018年得分为0.7121且居第

一位,2010年得分为0.1336且居第九位;平均值为

0.4541且居第四位,表明创新对江苏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贡献度较小,但近年来有不断提高的趋

势。②从协调视角来看,2010—2018年得分的波动

区间为0.42~0.62,变化幅度不大,其中2014年得

分为0.6126且居第一位,2018年得分为0.5102且

居第五位,尤其是2016年后得分呈降低趋势,表明

江苏亟须加强对产业和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视程度。

③从绿色视角来看,自2010年起得分不断提高,至

2018年得分达到0.9826,平均值为0.5654且居第

一位,表明江苏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方面取得很好

的成效。④从开放视角来看,2012—2013年得分大

幅降低,2013—2018年得分虽有所回升但幅度过

小,至 2018 年 得 分 也 仅 为 0.3335 且 远 低 于

2010年,平均值为0.4046且居第五位,表明开放水

平已成为制约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

素,这与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单边主义的抬头

密切相关。⑤从共享视角来看,2010—2016年得分

不断提高并于2016年达到峰值即0.6894,之后出

现微 小 降 低,由 快 速 提 高 转 向 稳 定,平 均 值 为

0.5167且居第三位,表明共享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水平、绿色水平和共享水平不断提高,

协调水平基本稳定,而开放水平大幅降低。根据

2018年的得分和排名,创新水平和绿色水平是江苏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协调水平和共享

水平对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有待加

大,而开放水平已成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要“短板”。因此,未来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应在稳定保持创新水平和绿色水平的基础上,进一

步共享发展成果以及协调产业和地区发展,同时持

续提高海洋经济开放水平。

3.3 要素层

分别评价10个要素层指标(表3)。

(1)创新环境水平不断提高,但支撑力度不足。

江苏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均提出科技兴

海的发展方向,并在此期间稳步推进科技兴海基地

和平台建设,组建多个海洋产业技术合作联盟,成

立一批海洋科研平台和机构。此外,江苏是科教大

省,丰富的科教资源为包括海洋经济在内的经济转

型提供必要的创新支撑。但从创新环境得分的平

均值(0.5065)和峰值(0.7443)来看,江苏尚未形成

创新驱动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海洋科研机构以及

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数量较少,相应地承担

课题数量、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数量以及获专利



3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1年 

授权数量较少,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支撑能力有待 提升。

表3 2010—2018年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要素层各指标的贴近度及其平均值和排名

年份
创新环境 创新成果 产业协调 地区协调 生态环境 污染治理 外向程度 国际旅游 民生改善 城市发展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贴近度 排名

2018 0.7443 1 0.7080 1 0.6223 3 0.4950 6 0.8222 2 0.9999 1 0.6452 1 0.2925 4 0.9927 1 0.6374 2

2017 0.7279 2 0.6101 3 0.4551 6 0.5786 3 0.8218 6 0.8681 2 0.6119 2 0.1965 5 0.8275 2 0.5231 6

2016 0.6867 3 0.5125 5 0.3646 8 0.6468 2 0.8221 4 0.7295 3 0.5373 3 0.1786 6 0.6784 3 0.7062 1

2015 0.5284 4 0.6772 2 0.3669 7 0.5266 4 0.8223 1 0.6324 4 0.4968 6 0.1470 7 0.5458 4 0.5728 4

2014 0.5122 5 0.5578 4 0.4626 5 0.6502 1 0.8221 3 0.5823 5 0.5190 4 0.1073 8 0.4418 5 0.6357 3

2013 0.4241 6 0.3452 6 0.0331 9 0.5241 5 0.8220 5 0.5133 6 0.5106 5 0.0848 9 0.3319 6 0.5682 5

2012 0.3766 7 0.3231 7 0.5030 4 0.4168 9 0.0078 9 0.4362 7 0.4406 7 0.9999 1 0.2279 7 0.4525 8

2011 0.2977 8 0.1627 8 0.8841 1 0.4612 7 0.1782 7 0.3237 8 0.4325 8 0.8731 2 0.1076 8 0.4905 7

2010 0.2608 9 0.0924 9 0.8644 2 0.4582 8 0.1777 8 0.0001 9 0.4001 9 0.7074 3 0.0001 9 0.4149 9

平均值 0.5065 - 0.4432 - 0.5062 - 0.5286 - 0.5885 - 0.5651 - 0.5104 - 0.3986 - 0.4615 - 0.5557 -

(2)创新成果水平在波动中提高,但提高幅度

不大。2010—2015 年 创 新 成 果 得 分 提 高 较 快,

2014年江苏成为全国第二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

范区之一,不仅带动相关产业的集聚,而且激发涉

海企业的创新动力。2016年创新成果得分降低,

2017—2018年得分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通过对

原始数据进行分析,2016年海洋科技R&D人员数

量和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

科研成果减少。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统计口

径发生变化,此外江苏海洋科技R&D人员的平均

收入(包括住房、医疗和交通等福利)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排 在 上 海、北 京、广 东 和 山 东 之 后 且 差 距

较大[11]。
(3)产业协调水平在波动中降低。江苏海洋产

业结构已由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二和第三产

业为主转变,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

比重不断提高,但海洋第三产业占比仍低于海洋第

二产业,这是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的省情和江苏海

洋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2017年江

苏海洋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国9.5个百分点,而海

洋第二产业占比高于全国7.9个百分点,表明江苏

海洋第三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仍待提高。

(4)地 区 协 调 水 平 较 低。地 区 协 调 得 分 在

0.41~0.66波动,且2016年后有降低趋势。江苏江

南和江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加大,沿海3市

的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

少许下降。究其根源,江苏长期以来形成以沿海和

沿江地区为主的L型海洋经济空间结构并延续至

今,沿海和沿江地区仍是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的“主
战场”,而非沿海和沿江地区的海洋经济基础较为

薄弱。相对而言,江苏尚未形成全国一流的海洋经

济核心区,海洋经济空间布局相对分散,缺乏国内

领先的海洋经济中心城市,制约海洋经济的地区协

调发展。

(5)生态环境水平较高。2013年后生态环境得

分均超过0.82,源于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江苏

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

理”,同时积极调整沿海工业布局,使生态环境得分

的平均值达到0.5885且居第一位。
(6)污染治理水平显著提高。江苏在海洋污染

治理方面开展大量工作,包括修订完善《江苏省海

洋环境保护条例》、编制实施各类近岸海域规划、控
制陆源污染排放、加强涉海工程管理、科学规划海

水养殖、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和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等,2018年污染治理得分接近于1,平均值仅次于生

态环境居第二位,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7)外向程度水平提高较慢。2010—2018年外

向程度得分不断提高(除2015年),从0.4001提高

至0.6452,但至2018年仍处于中等水平。主要原

因包括:国际方面,欧洲债务危机和贸易冲突加剧

等因素导致发达国家经济低迷,进而导致国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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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国内方面,生产成本的增加和人民币的升值

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
(8)国际旅游水平劣势明显。国际旅游得分在

2012年达到峰值(0.9999)后出现断崖式降低,至

2018年得分也未突破0.3,平均值仅有0.3986且居

后位,导致沿海地区旅游外汇收入大幅减少,成为

制约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之一。主

要原因包括:入境旅客数量的统计口径有所调整,

2013年后按过夜入境旅客数量统计;人民币升值导

致入境旅游成本增加;环境和食品安全等负面事件

频发,不全面和不客观的负面宣传增多;签证政策

收紧,入境旅游手续复杂;周边地区旅游业竞争激

烈;海洋旅游产品陈旧、特色弱化且对新兴旅游业

态不够敏感。
(9)民生改善水平显著提高。2010—2018年民

生改 善 得 分 逐 年 提 高 并 于 2018 年 达 到 峰 值

(0.9927),沿海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海

洋水产品供应量、涉海就业人员数量和沿海地区接

待国内旅客数量均明显提高,更好地促进了江苏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0)城市发展水平稳定,但动力不足。2010—

2018年城市发展得分有所提高但仍较低,源于沿海地

区城市人口负增长和城镇化放缓,表明江苏沿海地区

在教育、医疗、交通和其他民生建设方面还处于中等水

平,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内陆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

2010年和2018年各指标得分的占比如表4
所示。

表4 2010年和2018年各指标得分的占比 %

指标 2010年 2018年

创新环境 8 11

创新成果 3 10

产业协调 25 9

地区协调 14 7

生态环境 5 12

污染治理 0 15

外向程度 12 9

国际旅游 21 4

民生改善 0 14

城市发展 12 9

由表4可以看出:2010年各指标分布不均匀,

其中产业协调、国际旅游、地区协调、城市发展和外

向程度对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度较

大,生态环境和创新成果占比极小,而污染治理和

民生改善可忽略不计;2018年各指标分布更加均

匀,其中污染治理和民生改善对江苏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力度较大,国际旅游和产业协调退步

明显。上述现象表明2010-2018年江苏在发展海

洋经济的过程中,“五大发展理念”的平衡性有所改

善,但“短板”依然存在。

3.4 存在的问题

在创新方面,创新驱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

率低。近年来江苏海洋科技R&D人员数量和海洋

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有下降趋势,同时科研投入不

足,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造成海洋科技创新能

力不强,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较弱。

在协调方面,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较慢,地区协

调程度较低。从总体上看,江苏海洋第三产业增速

低于海洋经济整体增速,海洋产业结构在多元化方

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江南和江北的发展差距进一

步拉大,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发展形成竞争且沿海城

市的发展动力不足;沿海城乡发展不协调,乡村发

展滞后于城市。

在绿色方面,2010年江苏海洋经济为粗放型发

展,绿色发展未得到应有重视。随着国家政策的引

导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江苏对海洋生态环境的

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但仍存在海岸线整治修复缓慢

和海洋保护区监管不力等问题,此外海洋重工业的

发展存在产业绿色化标准不明确、企业执行成效不

明显以及全流程的绿色生产细节不清晰等问题。

在开放方面,出口贸易能力不足,开放程度不

高。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江

苏海洋经济发展的开放水平有所退步,表现在进出

口总量、国际旅客数量、外汇收入、港口吞吐量和船

舶订单量等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开放水平对

海洋经济的支撑不足,成为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短板”。

在共享方面,城市发展进度放缓且后劲不足。

近年来江苏沿海地区出现城市人口负增长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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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增速放缓的现象,内陆城市发展对沿海城市发

展的带动作用不显著,城市发展对乡村基础建设和

农民生活水平的带动作用也不显著;沿海城市对高

层次和复合型人才的吸引力远低于内陆城市,科研

人才较为分散[12]。

4 对策建议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围绕海

洋强国和海洋强省建设的重大需求,基于研究结果

和江苏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5项对

策建议。

4.1 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明确中长期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和主要任

务等,以顶层设计统领江苏海洋科技创新发展。进

一步加大海洋科技研发投入,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

化,搭建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引导海洋科研机构与

各类涉海企业联合,走产、学、研一体化和科、工、贸

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构建市场导向的海洋科技成果

转化机制,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应用的通道。

4.2 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布局

通过引进或研发智能化和信息化生产线,向智

能制造转型升级,提高渔业和工业生产效率。针对

海洋新兴产业规模较小的问题,大力提高海洋工程

装备的总装集成能力,积极打造海洋药物和生物制

品的完整产业链条,加快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

业,在更高站位形成江苏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

优势。合理规划城镇和产业发展布局,提升沿海中

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拓展海洋经济新轴

带,构建海洋经济多元化发展空间。

4.3 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

强化政府监督职能,加快船舶工程和海洋化工

等重污染产业的绿色转型,强化能耗、水耗、环保、

安全和技术等标准约束,细化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具

体标准。完善绿色发展相关的检测、考核、激励和

政策支持等,调动政府、企业和高校等一切力量,

产、学、研合力推进绿色化生产。严控围填海,做好

湿地和岸线的生态修复。

4.4 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强与周边

地区的产业协作、区域协作、项目协作和管理协作

等,积极参与涉海领域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建

设,深度对接全球海洋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和物

流链,更好地开发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和2种资

源,在科技、文化和产业等多领域开展合作。

4.5 提高海洋经济共享水平

加强科教人才支撑,加快江苏海洋大学建设,

推动涉海高校和海洋科研机构的国际国内合作,创

新产、学、研合作方式,为海洋经济发展培养具备国

际视野的复合型高端人才。推进沿海乡村城镇化

建设,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扩大

公共财政覆盖范围。重视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

作用,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共享发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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