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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海城市能级
亟待提升

江苏省临海拥江，区位优
势独特，海洋资源禀赋富有特
色，管辖海域面积约3.75万平
方公里，海岸线长954公里，
沿海滩涂面积约占全国滩涂总
面积的1/4，近海风能资源丰
富，滨海湿地面积居全国首位。

江苏沿海地区拥有如此
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其海洋
经济发展却不突出。“靠海不
亲海”一度成为第二大经济强
省江苏的标签。

《2020年江苏省海洋经济
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江苏
省海洋生产总值7828亿元，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7.6%，占全国海洋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8%。

和同期广东省数据相比，
江苏省不免黯然失色。《广东
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
示，2020年广东省海洋生产总
值1724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15.6%，占全国海洋生产
总值的21.6%。广东省海洋经
济的体量是江苏省的两倍多。

即使和经济总量排在江
苏省之后的山东省、浙江省和
福建省相比，江苏省海洋经济
仍有差距。公开数据显示，
2020年山东、浙江、福建三省
海洋生产总值分别为 13187
亿元、9200.9 亿元、11500 亿
元，均明显高于同期江苏省。

再将目光聚焦江苏沿海
地区。数据显示，2020年江苏
沿海地区（南通、连云港、盐
城）海洋生产总值 4116.4 亿
元，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52.6%。从中不难看出，
江苏沿海地区在海洋经济发
展中发挥的主力作用并不明
显，非沿海地区占据了江苏海
洋经济的“近半壁江山”。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在一
定程度和江苏沿海城市能级
有关。数据显示，南通、连云
港、盐城3个沿海城市经济总
量并不突出，分别位列江苏省
第4、8、12位。其中，只有南
通市在2020年刚刚以1.08万
亿元总量，挤进GDP“万亿元
俱乐部”。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
广东省深圳市、浙江省宁波

市、福建省厦门市等地纷纷布
局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国际海
洋科技创新、海洋新兴产业制
高点争夺激烈展开。江苏省
缺少竞争力强的海洋中心城
市，在集聚涉海优质要素方面
面临着很大压力。”中国区域
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
耀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沿海优势缘何成软肋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
政策所（区域现代化研究院）
所长、研究员张春龙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江苏沿海地区
发展及海洋经济成为“软肋”，
是相对于江苏经济“整体强”
和苏南地区经济“超级强”而
言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十三
五”期间，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
交出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万亿
元级台阶，由71300亿元跃升
至 102700 亿元，人均达 12.5
万元，居各省、自治区之首。

为何江苏沿海地区没能
搭上发展“快车”？张春龙认
为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张春龙介绍，江苏沿海地
区开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
年代，连云港、南通被列入全
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
不过多种原因导致这两个沿
海港口城市的发展明显落后
于其它省份沿海开放城市，与
苏州、无锡、常州等苏南城市
发展相比也明显滞后。江苏
沿海地区发展错过了当时发
展的黄金阶段，不仅发展缓
慢，也成为江苏发展的短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
了促使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弥补沿海经济发展的短
板，江苏省提出建设‘海上苏
东’和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
构想。不过由于当时江苏省
发展的重头放在格外耀眼的
苏南，‘海上苏东’构想没能
转化为实际行动。”张春龙介
绍说。

在陈耀看来，长三角的中
心城市上海对周围区域的经
济发展具有强有力的辐射带
动作用。江苏沿海地区总体
处于苏中、苏北地区，距离上
海较远，接受中心城市辐射带
动效应较弱，因此整体上发展
相对滞后。

此外，陈耀还提到，江苏
沿海地区面积广阔的滩涂制约
了港口建设，不利于大型产业
项目的实施。数据显示，江苏沿
海海堤外滩涂面积达750 万
亩，占全国滩涂面积1/4以上。

要形成一种
良性的竞合关系

2009年6月，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江苏沿海地区
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开发上
升为国家战略。

“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
江苏的苏中、苏北以及横跨苏
中苏北的沿海区域，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张春龙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

数据显示，2020年江苏沿
海地区生产总值达19300亿
元，占全省比重从2009年的
16.6%提高到 18.4%；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超过东部地区平
均水平。

在此过程中也面临一些
挑战。陈耀认为，江苏沿海地
区在海洋产业上存在同质化
竞争现象，没有形成产业链配
套体系，企业相互之间也没有
在产品生产环节上形成更加
细化的分工与合作。

以港口业为例，陈耀介
绍，江苏沿海地区的港口分属
多个集团，在这种建设模式
下，容易形成“一城一港”的情
况，区域港口容易面临同质化
竞争激烈、公共资源配置不优
等问题，港口大而不强。

陈耀建议，江苏省省级层
面加强统筹规划，优化港口总
体布局，从功能定位上加大宏
观调控力度，审慎、有序发展
新港区，严格港口岸线使用审
批，推进港口群之间、港口群
内部、港口间分工合作与协调
发展。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原
副院长何建华则建议，江苏沿
海地区应当形成一种良性的
竞合关系，强化沿海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思维，推动公路、铁
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协同建

设，进行产业与科技创新合
作，构建科学、高效的协同发
展机制，实现社会发展领域、
生态与环境保护等全方位协
同发展，在促进要素自由流
动、贸易自由畅通、投资交融
互利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使
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多样性相
融共生。

事实上，2020年 7月，中
共江苏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
提出，要抓紧制定江海河湖统
筹发展规划，沿海作为其中一
个子系统，要放到全省江海河
湖整体布局中来谋划。2021
年4月，江苏召开全省沿海发
展座谈会，会上更指出“沿海
地区是全省发展的重要轴线，
事关全局和整体”。

在张春龙看来，相比2009
年版的《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
划》，最新发布的《规划》是将
江苏沿海地区融合在长三角
地区一体化、共建“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之中，是
从全国发展的层面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具有更高
的站位、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大
的格局。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关于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规划》提到，全面接轨上海和
苏南地区，加快沿海三市一体
化进程，增强对苏北和皖北地
区辐射带动。

以加快沿海三市一体化
进为例，《规划》具体提到，统
筹江苏沿海港口功能布局，加
强分工协作，提升港口群整体
竞争力。优化江苏沿海石化、
钢铁、船舶等产业布局，建设
高水平产业基地。支持三市
建立涉海重点领域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和海洋产业创新联
盟。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系统加强入海河流污染防治，
联合开展大气污染综合防
治。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江苏沿海地区如何江苏沿海地区如何““靠海又亲海靠海又亲海””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迎来重要时间节点！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21-

2025年）》（下称《规划》），为江苏沿海地区中长期产业发展擘

画蓝图。

《规划》提出，到2025年，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实力稳步提

升，经济和人口集聚能力进一步增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速快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占全省比重力争达20%左右。

2021年12月31日，江苏连云港港口一片繁忙景象，大批集装箱等待装船出口海外。

中新社发 耿玉和摄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总体布局。

来源：《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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