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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江苏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摘要：南京审计大学高升研究认为，当前江苏海洋经济快速

发展，但也面临规模经济不突出、优势产业不明显、区域支撑较

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生态承载压力变大、统筹管理有待加

强等难题。对此，建议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资源

开发、环境保护和统筹管理等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着力打造经

济高效、产业多元、科技高端、资源集约、绿色内涵丰富和管理

统一有序的海洋经济体系，不断提升江苏海洋经济系统风险防

范、应对和化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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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效率

与保护水平，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等涉海要求，

再次凸显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近年来，江苏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空

间布局，加强海洋经济开放合作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在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成效显著，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系统脆弱

性的潜在制约。南京审计大学高升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研究”，分析江苏

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剖析制约因素，提出应对海洋经济系统脆弱

性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1.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自2009年实施沿海开发战略

以来，江苏海洋经济实现较快发展，年均增长12.4%，海洋生产

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8%以上。2019年，江

苏海洋生产总值达8073.4亿人民币，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结构比为6.5：47.7：45.8。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江苏海

洋生产总值略微下降至7828亿元，但海洋经济结构进一步向具有

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以及具有绿色涵养的第三产业迈进，三产结

构比优化为5.6：48.2：46.2。可以看到，随着江苏海洋经济的

稳定增长，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正加速构

建。

2.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特色彰显。近年来，江苏海洋经济发

展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

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迈进，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

驱动嬗变，呈现出总量提升、结构优化、动力增强的稳健发展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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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空间格局上，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和江苏“1+3”功能区战略的深入推进，江苏海洋经济发展江海

联动特色明显，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纵轴、沿江两岸为横轴的

“L”型特色海洋经济带，沿海区域协同发展优势进一步显现，

海洋经济正快速成长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海洋经济政策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一方面，江苏先后制定

并出台《江苏省“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江苏省海洋生

态红线保护规划（2016-2020年）》《江苏省海洋经济主体功能

区规划》等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战略指向；另

一方面，《关于新的起点上推进我省沿海地区开发开放的决议》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海洋经济推进沿海经济带建设的意见》《江

苏省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江苏省海洋经

济促进条例》等决议、意见、办法和条例的落地，为江苏海洋产

业合理布局、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海洋经济功能区和经

济带建设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依据。

二、江苏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规模经济不突出。与沿海其他省份相比，江苏海洋经济总

量、位次、占比等有明显差距，省域资源优势没有很好地转化为

海洋产业优势。例如，江苏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业、海洋

渔业和滨海旅游业等在主要海洋产业中占比较高，但其规模仍小

于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份。同时，江苏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突出，面临较大转型压力。

2.优势产业不明显。近年来，江苏海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但仍未能形成“三二一”的海洋产业布局，新增项目偏重传统产

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服务业比重偏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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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江苏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较

快，但仍然存在规模经济短板，对海洋经济的总体贡献不明显。

依靠资源投入的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转变，传统海洋

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攀升面临较大压力。

3.区域支撑较薄弱。作为江苏海洋经济的载体，沿海三市经

济实力亟待提高，如沿海城市要素集聚辐射功能偏弱，海域投资

强度和效用产出明显不足，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不够。同

时，沿海城市的海洋产业布局还存在同质化问题，区域之间特色

发展、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明显；涉海企业和项目散布于沿海沿江

地区，集中度不够，难以形成集聚效应；沿海港口布局与建设上

布点多，容易造成多个港口的非良性竞争。

4.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江苏人才总量优势形成鲜明对比，

海洋科技人才面临较大缺口，海洋科技平台与载体薄弱，科技力

量分散，核心技术自给率较低，海洋高科技产品缺乏。涉海教育

及科研投入有待扩充，与江苏整体教育资源不匹配，产学研合作

缺乏有效机制，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不高，海洋科技领域的“发

现-技术-工程-产业”一体化的链条有待巩固和拓展。

5.生态承载压力变大。一方面，海洋污染物排放较集中，入

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减排降污和污染损害生态补偿工作推进缓

慢。另一方面，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需求加剧、生态承载压力与日

俱增，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凸显，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人地关系紧张、灾害频发、污染加剧、生态环境退化、生物多样

性下降等风险加剧。

6.统筹管理有待加强。在港口码头建设监管、陆源污染物排

海控制、沿海陆域内污染企业整顿、海洋环境监测、海洋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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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监测和定期评估、海洋功能区划动态管理、海上执法协调机制、

涉海行政审批责任追究、深化海洋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海洋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的统筹管理能力都有待加强。

三、应对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1.推动发展模式由“数量型”向“高效型”转变。一是促进

海洋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贯彻江苏“十四五”发展规划和海洋经

济建设蓝图，树立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理念，明确现代海洋经济建

设目标、重点、路径及要求。二是坚持陆海统筹与江海联动。深

入推进海陆资源集成和产业联动，促进沿海区域协同、融合发展。

重点打造“一带两轴三核”的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升“L”型

海洋经济带促进沿海产业集聚和沿江产业提升，培育“两轴”推

动腹地海洋经济成长，做强“三核”促进海洋经济升级集聚。

2.推动产业结构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升级。一是优化

海洋产业结构。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培育和壮大海洋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海洋服务业，不断提升海洋产业附加值和竞争

力。二是促进海洋产业集聚。加快北部重化工业板块、中部生态

产业板块和南部船舶及装备制造业板块三大海洋经济区建设，坚

持错位发展，合理分工，促进优势互补，优化海洋产业空间布局。

壮大沿海沿江“L”型多节点临港产业，形成“一带三区多节点”

的海洋经济新格局，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与规模。

3.推动科技创新由“初级化”向“高端化”跃迁。一是巩固

海洋科技创新基础。建设海洋创新生态系统，制定科技兴海规划，

加大研发投入，强化科技创新力度；发展海洋教育，加强海洋人

才培养。通过海洋科技创新引导海洋经济实现资源节约、绿色导

向和协调运转。二是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聚焦人才建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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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高水平创新团队，聚力关键技术，形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新优

势；实施海洋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统

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提升产业耦合度，打造产业科

技共建共享平台。

4.促进资源开发由“粗放型”向“集约型”优化。一是创新

资源配置机制。探索建立海洋资源收储制度，完善资源市场化出

让配套制度，推动海洋资源的配置市场化、管理精细化和使用有

偿化；建立合理的海洋资源产权分配制度，强化资源配置管理以

及沿海用地的功能定位。二是提升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按照整体、

优化、协调和循环的思路，提高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水平，修

正粗放式、掠夺式海洋资源开发老路，确保海洋资源开发同海洋

经济发展速度与规模相适应，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海洋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

5.促进环境保护由“外延型”向“内涵型”发展。一是保护

和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树立尊重海洋、保护海洋的生态文明理念，

提高海洋经济活动的“绿色内涵”；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划定

海洋生态红线，建设“蓝色经济区”。二是加快海洋环境保护体

系建设。加强海陆污染综合防治和生态建设，建立健全入海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推进海岸线生态建设和整治修复；完善海

洋灾害、突发性事件预报预警系统和应急反应机制，加强对主要

海洋环境风险源和环境敏感点的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

6.推动统筹管理由“分割型”向“协作型”转变。一是提升

海洋综合管理服务能力。立足省情，科学制定和有序落实各项海

洋经济发展规划；加强财税金融优惠政策与产业支持政策，为海

洋经济发展提供专业化融资服务；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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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搭建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二是创新海洋统筹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和完善海洋经济发展考核评价体制和海洋综合管理

的科学决策体制；建立海洋综合治理能力评估、反馈及调整的动

态、长效机制，探索构建统一、有序、有力的海洋管理体系。

（作者高升，系南京审计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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