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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陆海统筹　构建江苏海洋经济优势调查报告


成长春
（盐城师范学院江苏沿海开发研究院　盐城　２２４０５１）

　　摘　　　要：为了完成 “坚持陆海统筹　构建江苏海洋经济优势研究”的课题研究任

务，课题组成员调查走访了江苏省及沿海３市与海洋经济有关的部门，获取了第一手的数

据和信息，既为江苏海洋经济在 “十一五”期间取得的快速发展而高兴，又为江苏海洋经

济与兄弟省市存在的明显落差而着急。陆海兼备、滨江临海是江苏典型的地缘优势，也是

江苏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所在。放大地缘优势，统筹陆海，联动江海，是

实现江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选择。

关　键　词：江苏；陆海统筹；海洋经济

１　陆海统筹的内涵及提出的背景

所谓陆海统筹就是指把陆地与海洋作为一

个整体，统一筹划陆地与海洋两大系统的资源

利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和区域

政策，实行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优势产业统筹

培育、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生态环境统筹整治，

推动海洋经济加快发展，带动内陆腹地开发开

放。因此，陆海统筹的 “陆”不仅是指沿海地

带、沿海地区，也包括沿海腹地，陆海统筹的

“海”不仅是指领海，也包括大陆架和经济专属

区，陆海统筹的 “统筹”就是统一筹划的意思。

纵观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把

目光投向海洋，关注海洋经济发展。一些主要

沿海国家将 “陆海统筹的海洋战略”提升为

“国家战略”，如日本提出将海洋纳入国家大战

略和全球视野；韩国、澳大利亚提出以发展海

洋产业为核心，实现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美国、

俄罗斯提出以海洋经济和海洋安全为核心的海

洋战略。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很多国

家都先后发布海洋经济发展报告，美国总统奥

巴马签署的第一个关于海洋的决定就是要 “发

展海洋经济，保证美国在海洋经济领域占有领

先地位”，同时，为保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还要求美国政府尽快制定 “海洋空间发展规

划”。日本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陆海统

筹，它以沿海港口为依托，以拓宽经济腹地范

围为基础，海洋产业与陆地原有产业连为一体，

大陆经济成为海洋经济的腹地，海洋经济成为

大陆经济的延伸。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利

用海洋资源与港口优势，通过港口这个接口建

立园区来发展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取得

了巨大成功。正如国际海洋理事会执行董事长

所说的：“海洋经济就等于是全球经济，因为海

洋经济活动不是孤立的，海洋中的任何活动都

会对其他区域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是陆海兼备的国家。根据１９８２年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属于我国

拥有和管辖的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总

面积约３００万ｋｍ２，海洋国土相当于陆地国土的

１／３。但由于历史沿袭下来 “重陆轻海”思想的

影响，我国陆海发展是各自为政，在资源开发、

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战略政策制定等方面均

表现为 “陆海二元”的趋势，没有海洋国土意

识，缺乏推进陆海整体发展的战略思想或战略

思维，致使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滞后于陆域经济

发展，也滞后于其他陆海兼备的发达国家。为

此，不少海洋经济的学者专家广泛呼吁，建议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沿海经济低谷区港口、城镇与产业联动发展模式研究 （４１０７１０８３）；江苏省决

策咨询基地课题———坚持陆海统筹，构建江苏海洋经济优势研究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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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把 “海陆统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写入

“十二五发展规划”。胡锦涛总书记在２００７年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做好陆地规划的

同时，要增强海洋意识，做好海洋规划，完善

体制机制，加强各项基础工作，从政策和资金

上扶持海洋经济发展”。首次倡导将海洋发展提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全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在 “海洋经济”章节部分明

确提出了 “坚持陆海统筹”，这也标志着我国在

战略决策思维上由传统大陆国家向陆海兼备国

家转型。

２　江苏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陆海兼备、滨江临海是江苏典型的地缘优

势，也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所在。随

着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江苏沿

海地区，尤其是海洋经济面临着大发展的机遇。

尽管 “十一五”期间，江苏海洋经济有了长足

的发展，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２６．５５％，

远高于同期全省ＧＤＰ增长速度。但是，纵观我

国东部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仍滞后

于周边省市的发展，尤其是海洋经济的发展仍

没有走出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 “陆地”

与 “海洋”之间、 “沿海”与 “腹地”之间、

“沿海”与 “沿江”之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互动

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江苏区域均衡

发展，形成了纵向比发展迅速、横向比发展滞

后的江苏海洋经济的现状特征。

２１　纵向对比：江苏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潜

力巨大

２１１　陆海统筹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

借助江苏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

略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全省

各地尤其是沿海３市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链

为纽带，逐步实现 “陆”与 “海”的有机结合，

开始打造以沿海为纵轴，以沿江为横轴的 “Ｌ”

型海洋产业带。一批适宜临海发展的高端产业

向沿海集聚，一批海洋产业的产业链向内陆腹

地延伸，形成了以沿海港口群、沿海高速公路、

通榆河等主要交通通道为依托的汽车、船舶、

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优势临港产业，港

口、港城和临港产业联动发展已见成效；形成

了以沿江港口群、长江深水岸线为依托的海洋

交通运输、海洋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优

势产业；依托沿海腹地的科教技术优势，一批

优质海洋科教资源向沿海地带转移。南通中远

船务海洋工程研发中心、南通船舶海洋工程基

地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授牌，华锐国家海上风

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也落户盐城，省内一批高

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在沿海地区成立研究机构，

陆海统筹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

２１２　海洋经济规模逐渐扩大

“十一五”期间，江苏海洋生产总值逐年上

升。２０１０年江苏省海洋生产总值初步估算为

３２４１亿元，是２００６年１２８７亿元的２．５倍，海

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２６．５５％，高于同期全

国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尤其是２００９年江苏

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海洋生产总值

增长幅度很大，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为今后海

洋经济发展与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２１３　四大主要海洋产业增长势头良好

江苏主要海洋产业包括统计数据中１２个主

要海洋产业中的１０个产业，其中海洋油气业和

海洋矿业目前是空白。而１０个海洋产业中，江

苏省以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制造业、滨

海旅游业和海洋渔业等４个产业为主要海洋支

柱产业，“十一五”期间，４个支柱产业一直占

江苏海洋产业总量的７０％左右 （图１）。

２１４　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２０００年以前，江苏海洋产业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是从事养殖、捕捞等传统海洋经济生产，

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也很小。进入新世纪以

来，江苏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海洋第一产

业比重开始下降，海洋第二产业的比重快速上

升。海洋渔业占生产总值比重由２００６年的３０％

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４％，而海洋船舶工业由２００６

年的１６％上升为２０１０年的４９％。与发展飞速的

船舶工业比较而言，虽然滨海旅游业发展势头

良好，但所占比重由２００６年２７％下降为２０１０

年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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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江苏四大主要海洋产业产值

２１５　海洋经济对沿海地区经济的贡献逐年提升

“十一五”期间，江苏海洋产业总产值占全

省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表明海洋经

济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逐步增强，海

洋经济对沿海市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当明

显。２００６年，江苏沿海３市海洋生产总值占其

ＧＤＰ比重的２８．８％，到２０１０年上升４７．２７％，

尤其是２００９年江苏沿海开发实施后，主要海洋

产业总产值占沿海市县区域经济的比重增长较

快。２０１０年在南通、连云港、盐城３个沿海地

级市的经济发展中，４７．２７％来自于海洋产业

（图２）。

图２　江苏沿海３市海洋产业总产值占全省ＧＤＰ的比重

２２　横向对比：江苏海洋经济发展差距明显，

任务艰巨

２２１　江苏海洋经济相对滞后

“十一五”期间，江苏作为全国经济强省，

其ＧＤＰ基本处于全国第二的位置，落后于广东

省，领先于浙江省，小幅领先于山东省。但海

洋生产总值，江苏只占全国的第六位，与江苏

省的ＧＤＰ地位不相吻合。江苏与广东的差距就

在于海洋经济的差距，山东与江苏的差距也在

于山东的海洋经济优势。

而与江苏经济在全国地位极不协调的是江

苏海洋经济严重滞后。２００６年，江苏海洋生产

总值占全省ＧＤＰ比重的５．９２％，到２０１０年上

升７．８２％，而全国沿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

ＧＤＰ比重为２００６年８．４６％，２０１０年９．６６％，

江苏海洋生产总值占ＧＤＰ比重一直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２２２　江苏海洋经济总量远低于海洋强省

２００９年，江苏完成海洋生产总值２７１７．４亿

元，而山东、浙江和广东分别完成５８２０亿元、

３３９２．６亿元和６６６１亿元，江苏仅为山东的

４６％，浙江的８０％和广东的４０％。江苏海洋生产

总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７．９％，远低于山东、浙

江和广东的１７．２％、１４．８％和１６．９％。山东、浙

江和广东相继成为全国蓝色经济试点，这将进一

步促进这３个省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苏必

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才能保持经济强省地位不

动摇。

２２３　江苏海洋产业结构滞后于海洋强省

２００９年，江苏海洋产业构成中主要海洋产

业占 ４１．６％，海洋科研教育管理 服务 业占

１４．８％，海洋相关产业占４３．６％。而山东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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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占４５％，科教服务业占１６．５％，主要

海洋产业占３８．５％。广东海洋科教服务占到

２８．９％，海洋相关产业占３６．６％，主要海洋产

业占３４．６％。浙江海洋科教服务占１７．７％，海

洋相关产业占４２．９％，主要海洋产业占３９．４％

（图３）。分析可以看出，江苏海洋科教服务业的

比重最小，海洋经济结构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和

优化。

图３　２００９年沿海４省海洋产业构成

３　江苏实施陆海统筹的条件及优势分析

３１　江苏实施陆海统筹的条件分析

３１１　区位优势突出

江苏沿海北连环渤海经济圈，南接长江三

角洲，北部有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连云港，

是中西部地区最便捷、最经济的出海口岸，沟

通中西部，促进东中西协调发展的重要枢纽，

也是陇海兰新线地区出海通道的战略要冲。东

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南部沿海与长江相连，

具有江海兼具的独特优势。因此，战略地位重

要。随着苏通大桥、沪崇苏过江通道、宁启铁

路、新长铁路、连云港－盐城－上海铁路等的

建成，江苏沿海地区与上海、苏南以及浙江、

福建等地的联系更加快捷，为江苏沿海地区实

现与长江三角洲的融合，也为整个东部沿海地

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可能。

３１２　海洋资源丰富

江苏省海岸线长为９５４ｋｍ，管辖海域面积

为３．７５万ｋｍ２，一线海堤外的海涂面积５０万

ｈｍ２，占全国海涂面积的１／４。由于淤泥质海岸

和辐射沙洲内缘等复杂条件下建港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条件较好的海港港址有１４处。近海浮

游植物种类繁多，拥有海州湾渔场、吕四渔场、

长江口渔场和大沙渔场。沿海风功率密度较大，

而强台风出现频率较小，适合建设大规模海上

风电场，同时，潮汐能、波浪能等海洋能也十

分丰富。沿海拥有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海岸湿

地和独特的辐射状沙洲，设有两个国家级珍稀

动物自然保护区和两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花果山、狼山、范公堤等自然景观遍布沿海各

地，滨海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３１３　科教优势明显

江苏是教育大省，高等教育占据全国 “四

个第一”：２０１０年，有普通高校１５０所，居全国

第一；有在校本专科生１６４．９万人，居全国第

一；预计毕业生数４８．８万人，居全国第一；教

职工数１５．９万人，居全国第一。江苏也是科技

大省。２０１０年江苏省科技进步贡献率达５４％，

全年 申 请 专 利 ２３．６ 万 件，占 全 国 总 量 的

１４．４％。２０１０年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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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金项目１５８项，总投入１２．７亿元。全社会

研究与发展活动经费８４０亿元，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２．１％，约占全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支出１／１０。全省科研活动人员６８万人，其中研

发人员３８万人。全省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９８人。各类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６３００个。因此，江苏的教育和科技优势明显，

提供了江苏省陆海统筹的坚实的基础。

江苏海洋科技与教育也具有较强优势。

２００９年，江苏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数２９０２

人，仅次于山东，位居全国沿海第二位，而培

养海洋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人数７４７５人，也仅次

于山东，位居全国沿海第二位。

３１４　陆地经济实力雄厚

江苏经济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领头羊。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创造了举世闻

名的苏南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年均国内生产总值

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远高于全国平均发展

水平，江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了大幅提

高，江苏经济发展也为国家ＧＤＰ的增加作出了突

出贡献。“十一五”期间，ＧＤＰ总量一直名列全

国前三，人均 ＧＤＰ增速１２．４％以上。２０１０年，

江苏省实现生产总值４０９０３．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６％，位居全国第二，约占全国的１／１０；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４０７９．８６亿元，位居全国第

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１７４１８．９４亿元，全国第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４３０１．８５元，位居全国第一；

粮食产量３２３５．１０万ｔ，位居全国第四；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１３４８２．３２亿元，位居全国第三；进

出口总额４６５７．９３亿元，位居全国第二。从上面

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江苏的各项数据都名列全国前

列，显示了江苏陆地经济实力的雄厚。

３２　江苏实施陆海统筹，构建海洋经济优势

分析

　　江苏陆海统筹具有突出的区位特色、丰富

的海洋资源、明显的科教优势和雄厚的陆地经

济等基础条件，要立足沿海地区，面向全省，

统筹陆海，联动江海，实现资源要素统筹配置、

优势产业统筹培育、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生态

环境统筹整治，要着力培育海洋高端制造业、

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新能源产业成为江苏新

兴优势海洋产业，着力发展海洋大型船舶制造、

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旅游业成为

江苏海洋经济的强势产业，形成江苏海洋经济

的优势，促进江苏区域均衡发展。

３２１　培育海洋新兴优势产业

（１）依托现有船舶制造业的优势，大力推

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培育形成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和现代化技术水平的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业集群。

（２）依托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优势，做强光

伏、风电等两大新兴产业，延伸产业链，同时

加大核电和生物质能两大低碳新能源的开发力

度，积极开发和利用潮汐能，为今后新能源发

展和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３）江苏沿海生物资源丰富，要追踪国际

生物技术发展趋势，采用基因工程、生化工程、

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和现代合成技术，加快发

展高附加值的海洋生物医药新产品，加快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的产业化，培

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

新兴优势产业要做大、作响、做实，实现倍增

发展。

３２２　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海洋传统专业要围绕转型升级，推进传统

海洋产业集团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的步伐。

① 做强传统海洋渔业，大力发展现代渔业和远

洋捕捞业，形成以渔业为核心，包括捕捞和养

殖、渔船修造、渔港建设、渔具和仪器制造、

渔业物资供应、育种、饲料生产、药品生产及

水产品加工、零售和休闲渔业等多个环节的多

元化产业体系。② 江苏已成为我国船舶配套业

发展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产业集聚度，提高本土装船率和配套

率，推进建设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建成国际

上具有较强影响、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核心竞

争力突出的船舶产业体系。③ 积极发展高端海

洋旅游业，推进旅游产业整体上档升级，大力

发展海洋文化旅游，建设滨海旅游休闲基地，

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入国内

发达旅游经济圈和东北亚特色旅游文化圈。

④ 要积极推进海洋交通运输业转型升级，加快

打造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完善的世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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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群。海洋传统优势产业要做强、做精、做

长，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４　坚持陆海统筹，构建江苏海洋经济优

势的举措

４１　增强海洋意识

４１１　坚持科学发展观

要实现４个思想转变：从单一的陆域空间

转变为陆海一体的空间思想；从追求陆域经济

效益的大陆经济思想转变成多层次、陆海统筹

发展的现代海洋经济思想；从片面追求海洋经

济效益转变为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建设并

举的思想；从单纯发展海洋经济转变为海洋经

济与海洋科技并举的思想。要从省级层面开始，

树立海洋国土意识、陆海统筹意识和建设海洋

经济强省的意识，建立陆海统筹的长效机制。

４１２　加强宣传教育

由于受 “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影响，江

苏经济重心长期以来都在苏南，忽视了江苏沿

海地区的发展，海洋意识薄弱。要通过开展形

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海洋宣传与教育活动，增

强海洋资源合理利用意识，引导全社会树立关

注海洋、热爱海洋、科学利用海洋资源的理念。

要形成政府部门重视海洋，制订建设海洋强省

的专项规划，包括战略性长远规划和近期启动

工程，以及战略性措施；科研工作者勇于投身

于探索海洋、研究海洋的科学、开发海洋的技

术，在海洋领域建功立业；企业家抓住机遇，

开发海洋，开拓海洋国际市场；公众努力加深

认识海洋，保护海洋，享受海洋恩惠的全民海

洋意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４１３　弘扬海洋文化

要加强海洋知识的科普工作，加大海洋文

化传播、宣传力度，可以增加教科书中有关海

洋和海洋文化的知识篇幅，在新闻媒体和社会

宣传中，开辟更多的新闻信息、专题专栏，安

排更多时间播出等。要大力发展海洋文化博览

业、旅游业和生态业，举办一些海洋博览会、

海洋艺术节、海洋旅游节，建设集海洋文化观

光、体验、环保于一体的主题公园等。要加强

海洋文化的科学研究工作，加大国内外学术交

流和互动发展力度，形成有江苏特色的海洋文

化知识理论体系和研究传播普及机制。

４２　坚持陆海统筹，优化海洋开发空间布局

４２１　科学的战略定位是实施陆海统筹的前提

江苏沿海开发承载着统筹苏南与苏北、统

筹整个东南沿海、统筹东中西部、统筹沿海与

腹地及面向东北亚经济区等重要使命。江苏沿

海在苏北，苏北发展关键在沿海。要把陆海统

筹发展作为苏北发展的重要战略，进一步放大

沿海开发对苏北发展的作用。要发挥江苏省沿

江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的优势，加大南北共建力

度，促进生产要素向沿海、苏北集聚，向 “Ｌ”

形海洋经济带集聚。要发挥沟通沿海与苏北腹

地的便捷交通网络在转移生产要素上的积极作

用，发挥南通 “靠江” “靠海” “靠上海”的区

位优势，盐城的广阔滩涂和湿地的资源优势和

连云港的 “东方桥头堡”和 “东中西合作示范

区”的战略优势，把这些战略优势转变为现实

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从而辐射和带动

整个苏北地区的大发展，形成开发海洋、发展

沿海、联动全省的局面。

４２２　形成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是实施陆海统筹的

重点

　　要按江苏省 “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的要求，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优化海洋

产业布局，着力构建 “一带三区多节点”的海洋

经济空间布局。“一带”是指由江苏沿海与沿江

构成的 “Ｌ”形特色海洋经济带。要充分考虑沿

海地带、近海及远海区域的统筹发展，做到内

延外展，内向陆地更加高效集约，外向深海更

加生态环保，形成 “泛蓝”的涉海产业、 “浅

蓝”的临海产业、“深蓝”的海洋产业互补的海

洋经济带。“三区”是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３

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江苏北部海洋经济区、中

部海洋经济区和南部海洋经济区。“多节点”是

选择沿海地区重要临港城镇作为培育和建设对

象，对海洋经济起重要支持作用。要坚持海洋

经济与城市化互动发展，通过大力度的区域调

整和增强产业吸附力，做大做强３个沿海中心

城市和沿海地带的中小城镇，使陆域的资本、

技术、信息、服务等要素向海洋流动配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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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提升海洋经济，而海洋经济的发展，又会

带来城市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和陆域经济的发展，

形成海洋经济与城市化的双向互动发展。

４２３　探索推进陆海统筹的新方法是创新发展的

动力

　　进入２１世纪，海洋经济发展出现加速趋

势，它作为高科技含量、高成长性产业，相关

性、贡献度和带动力不断增大。要重新认识海

洋开发和沿海发展的新形势、新内涵，坚持陆

海统筹发展，促进江苏沿海开发建设上台阶。

要妥善处理省、市、县三级政府在滩涂围垦的

利益关系，省级层面要逐步放权放利，充分调

动各级政府滩涂围垦积极性。要设立滩涂围垦

综合开发试验区，享受省级开发区待遇。沿海

盐田的转型已是势在必行，要创新沿海盐田的

开发与利用机制，统筹盐田与所在县区的发展。

要研究制定引导和扶持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优惠政策，已出台的优惠政策要抓落实，

未出台的优惠政策要尽快出台。要加快设立沿

海产业基金，组建沿海发展银行，加快区域性

投融资平台的建设，鼓励民间资本依法平等参

与海洋经济开发。

４３　大力推进海洋载体建设

要坚持传统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新兴海洋

经济倍增发展的战略，紧紧抓住空间载体、产

业载体、港口载体及项目载体等４个方面的载

体建设，大力发展海洋产业。

４３１　传统海洋经济要转型升级

目前，江苏传统海洋产业仍以粗放式生产

为主，产业结构 “同质化” “低度化”现象严

重。而海洋产业的发展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

和核心。要紧紧围绕 “Ｌ”形海洋经济带和

“一带三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采取政策引

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引导相关产业向沿海地

区集聚，壮大和培育海洋经济优势。要强力推

进传统海洋产业集团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

的步伐，把传统海洋产业链 “做粗” “做长”。

要通过技术研发、资金保障、政策倾斜、市场

培育等手段，全力培育壮大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业、海洋新能源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

水综合利用和现代海洋商务服务业等新兴产

业，把新兴海洋产业 “做大”“做响”。

４３２　载体建设是构建海洋经济优势的重点

要加强包括陆海统筹的空间载体、产业载

体、港口载体和项目载体的建设，推进海洋经

济的发展。空间载体就是指海岸带综合管理。

海岸带是陆海统筹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区域，

其开发和利用要通过规划、立法、执法和行政

监督，对海岸带的空间、资源、生态环境及其

开发利用的协调和监督管理，以达到海岸带的

可持续利用。产业载体建设就是指海洋产业园

区的建设。海洋产业园是实现孵化海洋高新技

术成果、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企业、造就海洋产

业家和专门人才、创造海洋经济聚集的重要区

域。要制订出内陆地区海洋产业联动发展示范

基地建设方案，使沿海与内陆融合发展；要制

定相应的引导政策，加快提高园区、企业载体

集聚功能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传统海洋

产业和新兴海洋产业的集聚。港口载体建设就

是指临港经济区的建设。临港经济区是陆域要

素与海域要素配置最为活动的地区，也是实施

陆海统筹发展的重点。要重点建设海洋产业集

聚平台、港口物流平台、科技创新平台、海洋

对外开放平台和海洋开发投融资平台等，逐步

形成临港工业及物流业发达、综合运输体系和

港航设施完善、腹地经济广阔、产业发展配套、

港口运行机制协调的开放型港口经济体系。项

目载体建设就是要推进重点工程项目。要重点

建设六大海洋开发工程项目，包括：滩涂资源

开发工程项目、港口群建设工程项目、海岛开

发工程项目、滨海旅游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海

洋资源深度开发工程项目、海洋生态环境工程

项目。

４４　建立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４４１　构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是转变海洋经济

增长方式的关键

　　虽然江苏既是科教大省，也是科教强省，

但高校及科研院所大多集中在南京等地，离地

处苏北的江苏沿海距离较远，且对海洋经济的

聚焦度不够，没有形成合力。因此，科教优势

对海洋的支撑作用不强。要加大海洋科技创新

体系的建设，整合全省海洋科研优势，形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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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科研的合力，培植海洋产业的知名品牌和龙

头企业。要推动沿海３市高校结合自身优势和

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完善海洋学科设置，支

持海洋重点实验室、优势专业建设。要整合全

省海洋科技力量，增强海洋科技的聚焦度。要

积极开展海洋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支持高校与

国内外知名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海洋开发合作

院校、联合实验室和研究所，并在南通、盐城、

连云港等沿海３市，培育一批高水平的海洋工

程技术中心和产业化示范基地，打造２～３个海

洋科技示范园区，推动一批重大海洋科技成果

实现产业化，增强海洋产业自主创新的综合实

力，为江苏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４４２　建设创新平台是增强海洋自主创新能力的

重要基础

　　要根据系统集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

机制创新的原则，组织协调省内海洋科技资

源，整合国家海洋局 （江苏）海涂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南通）、江苏省 （连

云港）沿 海港口工程设计研究院、江苏省

（南通）海洋工程与装备研究院、江苏省 （盐

城）海上风电研究院、江苏 （盐城）沿海开

发研究院等一批国家级、省级海洋科技创新

平台，使其成为为科研开发和产业化提供基

础条件和公共服务、引领全省海洋科技创新

的重要平台。

４５　完善要素投入保障体系

４５１　理顺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

要健全省海洋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

期研究海洋经济发展重大决策，督促落实有关

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协调解决

重大问题。省有关部门结合职能分工，密切部

门协作，加强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和指导，完善

工作机制，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工作责任，相

互协调配合，积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体系，

增强江苏沿海地区对科技、资金、人才等产业

要素的吸引力。

４５２　健全海洋科技投入保障体系

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海洋科技创新的投入

力度，安排海洋科技创新专项经费，用于海洋

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对经济社会带动面

广的重大海洋科技项目攻关。要构建海洋科技

创新机制，实行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鼓励省内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尤其是大企业、

大集团参与海洋科技创新投资，与科研部门、

高等院校联合共建海洋科技孵化器、共性技术

研发平台、海洋工程实验室。要针对海洋科技

创新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建立政

府海洋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基金，以分散海洋科

技创新风险，形成海洋科技创新风险共担、成

果共享的投入支持机制。

４５３　制定海洋资金投入保障政策

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和推动涉海企

业在境内外资本上市融资。鼓励、引导、支持

基金主要投资于涉海新兴产业项目，加大对海

洋工程、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运输企业、海水

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等海洋经济领域的投资

力度。同时，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海洋经济重大

项目，鼓励民营企业融入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及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事业发展。

积极支持金融部门参与发展海洋经济，鼓励银

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海洋经济重点领域、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的信贷资金投放力度。搭建银

企合作平台，建立海洋融资项目信息库，引导

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项目贷款、银团贷款等多

种模式，优先满足海洋新兴产业、临港先进制

造业、港口物流等的资金需求。

４５４　建立海洋人才引进保障机制

要实施人才强海计划和海洋高级人才引进

工程，采取优惠政策，以多种方式吸引一批高

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领军人物、科技创新团

队。结合全省海洋重大项目的攻关，部署开展

海洋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采取重点扶持

与跟踪培养、人才引进与有序流动、团队吸纳

与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省内外海洋

人才资源，有目的、有重点地培养和引进一批

高层次的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坚持产学研联

合，鼓励和支持涉海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相

关企业建立起多渠道、多形式的紧密合作关

系，共同培养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强化人才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各类海洋人才科技创新的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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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完善海洋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

４６１　加快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体系建设是海洋

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重点

　　要开展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生态补偿和减排

降污试点工作，重视陆海污染综合防治和生态

建设，完善海洋灾害、突发性事件预警预报系

统和应急反应机制，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进行环评，尤其是要对布

局密集、规模庞大的炼油、化工、钢铁、火电

项目进行科学论证，以确保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项目选址要进行科学论证，制定严格的涉

海产业准入标准，严禁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在

临港地区落户，对污染排放经整治后仍达不到

标准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加强海洋环境监测系

统的建设，重点实施入海河口、临海直排口、

深海排放口以及港口区、养殖污水排放口等区

域污染物的在线监测，建成省、市、县三级入

海河口及直排口在线监测系统。实施海洋监测

结果报告制度，及时发布海洋环境质量报告。

４６２　滩涂资源科学开发机制是合理有序利用

滩涂资源的关键

　　要建立滩涂围垦红线制度，对滩涂围垦规

划和滩涂围垦项目进行严格的海洋生态环境影

响评估。明确海洋、环保、海事、水利、林业、

交通等各涉海部门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的职

责，实现海洋生态环境共建共保共享。建立江

苏省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涉海环境、海洋赤潮、风暴潮、海洋重大

污损事故的监测观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有

效监视监测海洋生态环境，建立海洋生态损害

补偿机制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

（上接第８５页）动物种类结构也发生变化。结

果表明：① 有１６种浮游动物种类共同存在于４

个海域，有７１种浮游动物种类分别存在于不同

的海域中。② 近岸、近海的海湾，由于海湾的

不同，其浮游动物种类也不同，如浮山湾与胶

州湾有１４种浮游动物不同。③ 近岸、近海的海

湾与较远的海域进行对比，其浮游动物种类更

加的不同，如浮山湾和胶州湾与南黄海和东海

的海域比较，共有４１种浮游动物不同。④ 浮山

湾共有的 （１６种）和独有的 （１７种）浮游动物

种类数量基本接近，说明在一定海域浮游动物

种类的共有和独有基本保持平衡。

通过对东海、南黄海、胶州湾、浮山湾海

域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从南

到北的浮游动物种类结构框架。研究认为，海

域的不同，一定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共有浮游动

物种类；不同的浮游动物种类数量随着不同的

海域面积的扩大，而随之增加；不同的海域均

有与其他海域共同的和独有的物种存在；在同

一个海域共有的物种和自己独有的物种数量基

本保持平衡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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