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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下
海门临江模式的探索及启示

摘要：南通大学杨凤华、成长春研究认为，南通市海门区临

江新区注重把自身发展融入到时代大局、把资源要素整合成创新

活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走出以打造上海大都市

周边科技小城为定位、以“产业+平台+资本”为架构、以“四区”

融合为路径的新模式，应在沿江镇域经济转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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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镇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江苏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

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石。重难点在于如何摆

脱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吸引特色产业和高层次人才集聚。这方

面，海门临江新区探索的“产业+平台+资本”发展架构和“四区”

融合发展路径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南通大学杨凤华承担的江苏

省社会科学基金长三角专项项目“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上海都市

圈城市功能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实地调研，深入总结了海门临

江新区镇域经济转型的模式及启示。

一、海门临江新区基本情况与发展定位

2008 年 8 月，原为传统农业乡镇的海门临江镇，为承接周

边化工企业的搬迁安置，与毗邻的灵甸工业集中区合并组建临江

新区（现与临江镇“区镇合一”，以下简称“新区”），定位为精

细化工园区。新区总面积 74.78 平方公里，拥有长江岸线 25 公

里，与上海崇明生态岛隔江相望。

新区原本地理位置偏僻，且多为江边滩涂，经济基础十分薄

弱。2008 年崇启大桥开工建设，为新区接受上海经济北向辐射

提供了新的契机，新区领导班子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

势和沿江生态优势，改变安全环保隐患和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的

“加工厂+税收”传统化工园区发展模式，选择走国际大都市周

边特色科技小镇的发展新路。2009 年初，新区按照新思路确立

了“国际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理念，并以距洛杉矶 1 小时

的尔湾小镇为样板，将发展定位优化为努力将新区打造成为上海

大都市周边科技卫星小城，即着力集聚融入上海、创新发展的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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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特色产业，着力建设生态环境优美的宁静欧风小镇，着力培植

具有国际化和现代化人文气息的高尚品质社区。

二、海门临江新区发展模式与创新路径

1.以生物医药为主导产业，确立“产业+平台+资本”的发展

架构。

一是集聚特色产业。2010 年起，新区暂停对化工企业招引，

转而在长江边 10 平方公里滩涂上另起炉灶，打造以生物医药为

主导产业的创新发展先行区——海门科技园。园区聚焦新药研发

及服务外包、精准医学与服务、特医食品和营养保健、医疗器械

四大板块，全面构建产业生态，加快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话语权。

目前已集聚超 200 家科技创新型企业、2 个省级重大产业项目，

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应税销售年均增幅超 40%。

二是搭建功能平台。为适应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和发展，新区

建设了生物医药科创园、国际中小企业科技园、公共技术服务中

心等项目孵化空间载体平台，实验动物分析检测、国家级临床前

药物安全评价、药效实验研究及成药性评价、精准医疗-基因检

测分析、生物大分子制药 CDMO、特殊医学配方食品研发转化、

国家药监局辅料重点实验室海门转化中心，神猴藏医药创新研究

院、高端纳米制剂技术平台等产业功能平台。国家级四大新药安

全评价中心目前已有两家在新区落地。

三是设立创投基金。新区与时代伯乐、蓝桐研究院等合作设

立了投资合作基金，作为构建产业生态、实施产业深耕的强力引

擎。目前各类基金规模约 22 亿元，已投入超过 18 亿元，引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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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了澳斯康、百奥赛图、益诺思、冬泽特医等一批行业头部企业。

其中，澳斯康集团旗下的健顺生物在新区建设的细胞培养基研发

及工业化生产线，将成为全球工业化规模最大的培养基生产基地，

可大大缓解国内生物制药培养基产业“卡脖子”问题。

2.以生态、绿色为导向，形成“生态景区+科技园区+创业校

区+高尚社区”四区融合的发展路径。

一是打造宜居宜游生态景区。新区坚持生态保护、人文景点、

滨江生活相融合，整体规划沿江岸线生态景观带，先后关停转型

化工企业 12 家，实现辖区沿江 1 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全部

退出，同时以丰富的水系和绿色景观贯穿产业园区、居民小区、

商业街区，塑造中西传统建筑结合现代艺术的小城板块风格，将

整个园区打造为一个生态景区。

二是建设产城融合科技园区。新区在建设海门中兴智谷、长

三角药物创新中心、海门健康谷等产业功能平台的同时，规划建

设了滨湖花园一期、二期、绿地悦享湾等居住小区以及玲珑商业

街、诺迪国际幼儿园、现代医疗卫生中心等城市配套设施，现已

形成东布洲科学城与海门科技园、市民农庄、临江新镇的“一城

三镇”发展新格局。

三是构建高层人才创业校区。新区通过建设玲珑湾创客中心、

药物创制众创社区、生物医药企业孵化器等孵化平台，将整个科

技园打造为一个无围墙、开放包容、专家学者齐聚、创新创业氛

围浓厚的校区。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共建的海门长三角药物

高等研究院，联合高校在新区内将培养专业硕士和服务企业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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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与 7 所大学达成合作，在册学生近 200 人，被认定为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项目。

四是培植人文滋养高尚社区。新区积极营造科技与人文交融

的文化环境，建设 4000 平方米东布洲国际动画孵化创作基地，

作为东布洲国际动画周的永久性举办地，着力打造“东布洲动画”

品牌；建设卞之琳艺术馆、东布洲短视频基地、黑匣子剧场、美

术馆、艺术家街区等文创载体。每年举办长三角新药创制高峰论

坛等各类行业活动，常态化举办音乐会、足球赛等科教文体活动，

致力于打造校园式科创空间。

三、海门临江模式的启示

1.注重主动融入时代大局。新区能从融入苏南、对接上海、

走向世界的大格局出发，以“区域一盘棋”思想和国际化视野，

优化顶层设计，推进错位发展，实现与上海大都市圈建设有机融

合。中国民营企业家先贤张謇曾说过，“办一县的事要有一省的

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的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一镇的事也要有博大胸

襟和世界眼光，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担当。

2.注重整合资源释放活力。新区能从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的大战略出发，通过推进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变革，积极稳妥腾

退和化解旧动能，精心务实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新区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

动力。镇域经济的发展需要着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 6 —

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

优势，因地制宜引导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3.注重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区从提升小城生活品

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情怀出发，通过推进“四区融合”，

把沿江镇域良好区位优势和丰富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实现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镇域流动集聚。优化自然生态环

境，提升公共服务功能，打造幸福生活空间，是吸引高端要素流

入、激发镇域活力的关键。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新阶段，沿江镇域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速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资源

集聚，以高水平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带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作者杨凤华，系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教授；成长春，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兼首席

专家，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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