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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2020 年 5 月 6 日

关于推动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建议

摘要：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海洋经济大有可为。“十三

五”以来，江苏作为海洋经济大省，全面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加

快海洋强省建设步伐，现代海洋经济发展优势进一步显现，海洋

经济规模不断增长，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通过比较研究发

现，相比广东、山东等海洋经济强省，江苏海洋经济贡献率不高，

海洋优势产业显现度不高，海洋经济资源禀赋差。江苏海洋经济

发展应强调“离岸”与“远海”，突出“创新”与“科教”，全力

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滨海旅游产业、海工装备产业，促进海洋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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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江苏海洋生产总值在全国沿海省市中位列第五，海

洋经济贡献度为 8.4%，低于全国 9.3%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广东

（19.84%）、山东（20.92%）、福建（28.19%）和上海（28.1%）。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客观把握江苏海洋经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

差距短板。江苏科技大学陶永宏承担的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

洋强国背景下江苏海洋经济特色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选择了

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面积相近、地理地域相邻、外部

环境相似的山东和浙江进行海洋经济比较研究，力求扬长避短，

找出差距，借鉴先行先试经验，进行海洋产业定位，提出符合江

苏发展现状的海洋经济特色发展策略，为江苏现代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一定研究支撑。

一、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短板

1.海洋经济资源禀赋相对较弱。自然资源方面，江苏海洋资

源禀赋相对较弱（深水岸线少、滩涂纵深长、地质条件差等），

致使江苏海洋经济早期起步低、增长慢，经济规模低位徘徊。经

济资源方面，江苏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苏南经济

实力雄厚，苏北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江苏沿海三市（盐城、南通

和连云港）均位于苏北地区，经济总量小，工业和消费对海洋经

济的带动能力低。

2.海洋经济贡献度不高。近年来，江苏海洋经济贡献度（海

洋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例）在 8.5%左右，未达到全国 9%的平均

水平，贡献度偏低。2018 年，江苏海洋经济贡献度为 8.4%，低

于全国 9.3%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广东（19.84%）、山东（20.92%）、

福建（28.19%）和上海（28.1%），贡献度提升空间大。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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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实现生产总值 9.2 万亿元，如果提升江苏海洋经济贡献度

1 个百分点，则江苏海洋经济将增加 920 亿元，因此，提升江苏

海洋经济贡献度大有可为。

3.优势产业显现度不高。在列入海洋经济统计的 14 个主要

海洋产业中，江苏海洋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不够显现，仅有海

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业、海

洋交通运输业（含长江港口）在全国可以称为优势产业，进入第

一方阵。而海洋渔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洋药

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利用业在全国还处于落后状态。海洋盐业、

海洋化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旅游业仅为平均水平。

二、江苏、山东、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比较

本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教资源、

产业结构、主要海洋产业以及海洋相关政策七大方面对江苏与山

东浙江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比较。比较结论与启示如

下：

江苏省在海岸线、海洋面积、海岛数等自然资源禀赋上明显

弱于山东浙江（江苏海岸线及海域面积为山东的0.29和0.22倍，

浙江的0.15和0.14倍；海岛数及海岛岸线为山东的0.06和0.15

倍，浙江的 0.006 和 0.2 倍。），与这些资源禀赋密切相关的产业

发展也显著滞后。因此，江苏海洋经济无法单纯依靠资源优势取

胜。

江苏在经济基础（江苏 GDP 总量是山东的 1.14 倍，浙江的

1.6 倍）、人才培养、科研实力、海洋可再生能源以及技术含量

较高的船舶修造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新兴海洋产业领域颇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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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发展潜力较大。

江苏深水岸线少、滩涂纵深长，海港资源（江苏沿海港口数

量是山东的 0.58 倍，浙江的 0.34 倍）虽然没有山东浙江丰富，

但长江沿岸港口较为发达，江海联运特色明显，江海联运业全国

领先。

江苏沿海滩涂面积较大（江苏滩涂面积为山东的 1.56 倍，

浙江的 2 倍），且呈增长趋势，海上风电产业也获得较快增长，

保持全国领先，正逐步向近海扩展，并走向中浅海。做大做强海

上风电产业、打造海上风电全产业链大有可为。

政策层面，江苏需要多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从省级层面来

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新兴产业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弱势产业

更需要政策支持和引导。

三、推动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建议

加快江苏现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强调“离岸”与“远

海”，突出“创新”与“科教”，全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突破发

展滨海旅游产业，优先发展海工装备产业，促进海洋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1.强调“离岸”与“远海”。江苏在海岸线长度、管辖海域面积、

海岛数量、海港资源等方面远弱于浙江山东，而且江苏近海滩涂

纵深长、地质条件差、海水浑浊度高，因此，仅仅依靠现有海洋

资源禀赋，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江苏海洋经济，赶超广东、山东等

海洋经济大省，显然难度是相当大的。江苏只有实施“离岸”和

“远海”战略，才能实现江苏现代海洋经济量和质的双飞跃。因

为，就全球而言，江苏只有走向深远海，优先获取地球留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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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后的资源宝库，才是江苏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主线；

就全国而言，江苏率先走向深远海，就能克服江苏海洋资源禀赋

差的制约，获得开发深远海资源宝库的先手和优先权；就现代海

洋经济本身而言，对传统的海洋资源禀赋的依赖度越来越小，更

多的依赖于先进的海洋装备和海洋科学技术。

2.突出“创新”与“科教”。提升“创新”与“科教”在传统海

洋经济领域的贡献度，提升“创新”与“科教”对海洋新兴产业

的支撑度，提升江苏涉海科研院所对海洋经济的服务度，进一步

壮大涉海科技教育规模，助推江苏现代海洋经济上层次、上规模。

完善江苏涉海学科专业布局，进一步彰显各高校涉海学科专业优

势。比如，发挥河海大学在海洋技术、南京农业大学在水产养殖

学、江苏科技大学在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江苏海洋大学在海洋

科学的优势，形成海洋学科专业群，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完善江

苏涉海学科专业体系，实现对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

撑和科技创新引领。

3.全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传统海洋产业经济的附加值和贡

献度相对有限，产业链也相对较短，只有加快发展深远海海洋工

程装备、新兴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等海洋新兴

产业，才能走向深远海，才能提升产品附加值，才能拉长产业链

条，才能实现江苏现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大发展。

4.突破发展滨海旅游产业。海洋经济的第三产业主要为滨海

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江苏滨海旅游业要突破，仅靠现有旅游资

源和传统旅游项目无法支撑。要加快发展“远海”型涉海旅游业，

特别是豪华邮轮旅游业；要发展海上牧场和海上垂钓等“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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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型海上休闲旅游业；提高沿海三市涉海旅游资源的品

牌知名度和认可度，提升“渔家乐”规模档次和辐射半径。

5.优先发展海工装备产业。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是探索、开发

海洋的利器，是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现代

海洋经济装备先行。江苏是我国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基地之

一，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并形成优先发展的优良业态，具有

优先和加快发展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基础。近年来，新兴海洋工

程装备不断涌现，市场不断拓展，特别是海上风力发电装备、海

洋牧场平台装备、大型海上养殖装备、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

等）发电装备、海水淡化装备、海上核电装备、拆解平台装备及

其各自配套设备等发展强劲，呈持续稳定发展态势，应创新引领，

率先发展，做大做强。新兴海工装备绝大多数为近浅海装备，而

江苏在造船业、近浅海油气装备领域已经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竞争优势明显，加之新兴海工装备全球处于同一起跑线，江苏具

有抢先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6.促进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海洋渔业：在近海养殖领域

可发展生态、高附加值养殖业；选择性发展深远海捕捞业；拓展

深远海养殖业，大力发展海上牧场平台和深远海装备型养殖业及

其产业链。江海航运业：通过江海铁联动发展，进一步发挥海港

资源作用，推动海港航运业发展，促进沿海港口物流产业发展。

（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供稿）



— 7 —



— 8 —

本期送：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领导同志

中宣部、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室、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社

科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

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

本部各部领导、各处室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编 共印 360 份 苏简字 1003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