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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沿海发展模式推进射阳开放开发

顾强生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政府射阳224300)

摘 要2009年8月，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射阳县作为江苏沿海中部的

土地资源大县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创新发展模式，走开放开发、港产联动、三港并进之路，在

破解资金瓶颈制约、推动新型产业崛起、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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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出台后，关键就

是抢抓历史机遇，加紧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尤其是

在创新发展模式、破解资金瓶颈制约、推动新型产

业崛起和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必须加强研究、

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射阳县根据国家战略规划要

求，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提出了“一年全面加速

推进、二年建成商港渔港、三年综合实力增强”

的近期发展目标，围绕“争取扶持、立足自我、

突破重点、形成特色”，积极创新思维模式，走开

放开发、港产联动、三港并进之路，着力谋求江苏

沿海中部率先崛起。

1 以多元投入模式促进开放开发

沿海开发投入大、周期长，离不开政府的强力

推动，但更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基础性作用。射阳县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后发县

份，大胆探索，建立了多元化投入机制，主动吸引

各类资本加盟，加快推进沿海开放开发。

1．1吸纳民资建港口

近年来，射阳县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的思路，采取政府主导、借力开发，实行市场化运

作，以土地、岸线资源换投资，招引战略投资者。

成功引进中国星宝集团投资扩建射阳港和临港经济

园区，投资20亿元的进港航道整治工程已于2009

年8月8日开工建设；成功引进上海三盛集团投资

lO亿元综合开发黄沙港，着力打造江苏沿海区域

性国家级中心渔港。

1．2争取国资促基建

用足用好国家、省相关扶持政策，规划建设河

海联运、临海高等级公路、射阳港铁路支线等沿海

基础设施工程。以港口为龙头的沿海集疏运体系已

搭建框架，投资6．6亿元、连接沿海高速公路和港

口的通港一级公路年内全线竣工，利用中央扩大内

需项目资金新上马的污水处理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贯穿射阳县境的连盐铁路和临海高等级公路已经立

项并于2010年开工建设⋯。

1．3招引外资上项目

2008年以来，射阳县相继建成投资8 000万美

元的筑宝机械、投资3 500万美元的益海粮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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篓!．苎量紫2薹鉴，擎翟，竺至苎元竺妻2．2重型机械产业
滨高尔夫等项目；继续围绕“日资快突破、韩资 一一⋯⋯一

新拓展、台资上水平、港资扩规模”目标，紧盯 以江苏筑宝机械公司为龙头，着力招引船舶机

日本三菱丽阳、旭硝子株式会社、法国阿海法等世 械、起重机械、风电机组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项

界知名企业，快速提升沿海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目，打造江苏沿海先进临港制造业基地。

1．4大力融资抓配套 2．3石化产业

射阳县充分利用沿海土地、海域和海堤两侧等

各类资源资产，放大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搭建融资

平台，建立县沿海开发投资公司，破解建设资金瓶

颈，迅速完善临港工业区、黄沙港经济区基础设施

配套水平，已形成可供落户重大项目的工业用地超

万亩。

2以“港产联动"模式加速产业集聚

沿海经济薄弱，关键是产业相对薄弱；加快沿

海开发，核心是加快发展产业。纵观东部沿海，江

苏最“心痛”的就是沿海地区的新型产业“断链

地带”。由于没有重大产业支撑，这里每平方千米

的GDP只有广东的1／6、山东的I／5。随着江苏沿

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沉寂多年的数百千米

海岸线风生水起，必将成为吸引各类新型产业聚集

的强磁场口J。

射阳县将射阳港定位为产业港、配套港和园区

服务港，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港产联动”

开发之路，加快产业发展推动港口建设，依托港口

建设发展临港产业。射阳港临港工业区以发展新型

能源、重型机械、大型石化、船舶修造和粮油深加

工等产业为重点；黄沙港经济区以发展高档造纸和

渔业经济为重点，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基地。

发展大型重油催化裂解产业基地，利用船舶修

造产业打造江苏沿海万吨级至十万吨级船舶修造产

业基地。

2．4粮油加工产业

以世界500强企业新加坡丰益集团投资的益海

粮油公司为龙头，在一期投产的基础上，全力加快

二期工程推进力度，逐步形成江苏沿海一流的集仓

储、加工、物流于一体的粮油产业基地。

2．5高档造纸产业

以胜达双灯公司为龙头，以博士后工作站为依

托，到2013年底形成一期36万t产能、销售

25亿元的造纸集中区规模，最终打造百亿元产值、

百万吨规模的现代化沿海生态造纸基地、中国包装

与生活用纸生产研发基地。

2．6渔业经济

以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为载体，打造区域性的

专业水产品市场，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业，3年内

形成产业规模30亿元以上，5年内形成集加工、

商贸、休闲、旅游于一体的20 km2黄海综合渔业

经济区。

2．1新型能源产业 3 以“三港并进”模式实现良性互动

以射阳港电厂为龙头，全力推动2×60万kW

三期工程建设，年内实施投资20亿元的20万kW

陆上风电项目，20M W太阳能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已经奠基，计划完成总投资240亿元、一期投资

40亿元的120万kW海上风电项目测风塔架设，为

打造江苏沿海能源产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港口是沿海发展的龙头，是产业发展和城市建

设的重要依托。从沿海发展趋势看，经济发展的重

心正在由现在的交通带向临海的城市带转移。射阳

县城距离港口在盐城市是最近的，新港城距港口仅

10 km，有利于港口、港城及港镇“三港”联动开

发、同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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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突出打造两大港口

射阳县港口资源得天独厚，同时拥有国家二

类开放口岸和国家级中心渔港，两港互动、优势

叠加，必将成为沿海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射阳

港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构想，围绕

“近期3．5万吨级、中期5万吨级、远期10万吨

级梯次提升”的目标，2009年年内在完成北侧陆

上导堤建设的同时，实施海上导堤工程，开工南

侧导堤。到2011年形成3．5万吨级通航能力，同

步建成2座3．5万吨级码头；到2015年形成5万

吨级通航能力，最终打造10万吨级深水大港。

黄沙港国家级中心渔港年内建成码头工程和核心

区主干道，2010年建成渔港核心区，3年建成海

水产品和渔需物资交易市场，到2015年形成聚

集渔船5 000艘、市场交易量达30万t的水产品

交易集散中心。

3．2启动建设崭新港城

射阳县将县城东侧新城区定位为现代服务业集

聚、水绿特色宜居、生态旅游休闲的沿海新港城。

新老城区同步发展，规划城市规模至2015年达到

26万人，2020年达到32万人，2030年达到50万

人左右，规划面积50 km2。2009年下半年，启动

新城区“一园区三中心”(科技服务园区和文体、

教育、医疗中心)和五星级酒店建设，推进配套

工程迅速到位。科技服务园区规划为全县新的科技

孵化基地和新型服务业基地；文体中心已落实投资

主体，规划建设万人体育场、千人游泳馆、4 000

人体育馆、千人剧场等设施；投资2．2亿元的教育

中心已正式开工，2010年9月前将建成24轨高

中、12轨初中各一所；医疗中心计划投资1．5亿

元，2年内建成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

3．3加快发展配套港镇

射阳县海通镇、黄沙港镇已聚集近8万人口，

沿海人气较旺。该县已将海通镇、黄沙港镇分别作

为临港工业区、黄沙港经济区配套港镇，纳入大城

区统一规划、统筹发展，合理规划城镇布局，注重

完善功能，提升服务水平。筹备省级经济开发

区——射阳沿海经济区，建设沿海经济区服务中

心，直接为临港工业区和黄沙港经济区提供便捷的

工商、财税、海关和商检等综合配套服务。通过

“一城(新港城)、一中心(沿海经济区服务中

心)、两镇(海通镇、黄沙港镇)”的空间布局，

不断强化沿海各组团之间的功能联系，形成多极互

动的沿海城镇架构。

4结束语

沿海发展风起潮涌，加快推进时不我待。只要

紧紧抓住江苏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机遇，扬长优势，

错位发展，射阳必将崛起一条以新型工业、生态旅

游、现代农业为主导的沿海特色产业带，在江苏沿

海中部率先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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