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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经济目前已成为备受世界各国重视的国家发展主要领域。连云港作为我国第一批沿海

开放城市,想要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崛起腾飞必然要重视海洋经济,特别要优先发展海洋文化产

业,充分挖掘利用自身沿海城市的优势和特点,将海洋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推手,完成高

质发展,争取后发先至的目标顺利实现。文章运用SWOT分析对连云港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基本条

件进行剖析,并提出科学架构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体系、以制度设计吸引挽留专业人才、以科技引

领塑造海洋文化产业品牌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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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economyhasbecomeamajorareaofnationaldevelopment,whichhasattracted

worldwideattention.BeingoneofthefirstbatchofopencoastalcitiesinChina,Lianyungangmust

attachgreatimportancetomarineeconomyifitwantstoriseandtakeoffunderthebackground

ofhigh-qualitydevelopment.Inparticular,itshouldgiveprioritytothedevelopmentofmarine

cultureindustry,fullyexploittheadvantagesandcharacteristicsofitsowncoastalcities,takema-

rinecultureindustryasthemaindrivingforceofurbandevelopment,andcompletehigh-quality
distribution.Developandstriveforthesuccessfulrealizationofthefirst-comegoal.Basedon

SWOTanalysis,thispaperanalyzedthebasicconditionsforthedevelopmentofmarinecultural

industryinLianyungang,andputforwardsom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suchasscien-

tificallyconstructingthemarineculturalindustrysystemofLianyungang,attractingandretaining

professionalsbysystemdesign,andshapingthebrandofmarineculturalindustrywiththe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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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ofscienceand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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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历史上海洋的发展对国家和区域发

展都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经

济发达地区多数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在世界六大

都市群中,有5个是由滨海城市群组成的[1]。我国

的经济GDP占位前五的长期为广东、上海、北京、江

苏和浙江(排名不分先后),其中除了北京是全国的

政治中心以外,其余皆为沿海省、市。因此,海洋经

济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比以往更受

世界关注。

我国自“十一五”以来,海洋经济平均年增长率

均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速。数据显示,海洋产业已

成为带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有力支撑。

连云港作为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更有理由

要重视海洋产业,特别要优先发展海洋文化产业,

充分挖掘利用自身沿海城市的优势和特点,将海洋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推手,完成高质发

展,争取后发先至的目标顺利实现。

1 海洋文化产业的内涵

海洋文化产业是最近10余年学者们关注的一

个新兴产业,学者对其概念的界定都有自身的思考

和理解。如,张英[1]认为海洋文化产业是指为满足

社会公众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以海洋文化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为基础,以产业化为手段,从事涉海文

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孙建松[2]

提出海洋文化产业是海洋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结合,

其中海洋文化是基础性要素,产业化是结构性要

素。李刚[3]则认为海洋文化产业是以海洋文化为主

要内容和载体。

本研究认为海洋文化产业是指基于海洋产业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相关文化产业。海洋文化产业

包含海洋旅游业、涉海休闲渔业、涉海休闲体育业、

涉海庆典会展业、涉海历史文化业等。在高质量发

展背景下就连云港目前而言,海洋文化产业更是指

以海洋渔业养殖捕捞为基础产业,以港口发展为重

点,以海洋文化特别是西游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

及其相关文化产业的集合。

2 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SWOT分析

2.1 优势S
2.1.1 地理位置优越

连云港市是国家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地处

亚欧大陆桥东端,因面向连岛、背倚云台山,又因海

港,得名连云港。拥有海域6677km2,标准海岸线

162km,21个岛屿,其中东西连岛为江苏第一大岛,
面积7.57km2,基岩海岸为江苏省独有。连云港拥

有广阔的海洋活动空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丰富的海

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优势潜能巨大。

连云港地处我国沿海中部地区,气候四季分

明,冬暖夏凉,空气清洁度在全省排名第二,具有适

合居住旅游的良好条件,对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十分

有利。

2.1.2 港口服务条件成熟

连云港港目前拥有包括集装箱、散粮、焦炭、煤
炭、矿石、氧化铝、液体化工、客滚、件杂货在内的各

类码头泊位35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30个;与

1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建立通航关系,至欧洲、

美洲、中东、东北亚、东南亚等集装箱和货运班轮航

线40余条,并开通了至韩国仁川、平泽两条大型客

箱班轮航线。连云港港正在形成由海湾内的连云

主体港区、南翼的徐圩和灌河港区、北翼的赣榆和

前三岛港区共同组成的“一体两翼”总格局。成熟

的港区服务条件可以为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助力。

2.1.3 海洋文化历史悠久

连云港前身海州朐港自秦汉时就开始通过远

洋航船同越南、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往来,因
此连云港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有海洋文化底蕴的城

市。徐福文化已经有五千年历史,孔望山上的万年

摩崖石刻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花果山都在连云港。

连云港的传统文化始终紧密地与海洋文化联系在

一起,无法割舍。

2.2 劣势 W
2.2.1 人才缺乏

由于受到城市环境及经济基础的影响,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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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一座人才匮乏的城市,每年人才流动的频

率很高,特别是优秀人才流失严重。海洋文化产业

本身就是新兴行业,全国目前都处在人才匮乏的境

地,连云港也不例外,加之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体

系尚不健全,对海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人才的吸引

力严重不足,因此专业的海洋文化产业人才缺乏是

当前连云港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一大“瓶颈”。

2.2.2 海洋文化开发水平低

虽然连云港自古以来就有海洋捕捞的传统,城

市发展也一直与海洋紧密相连,但至今仍然以原始

资源的直接采用为主,产业链短,深加工不够。对

海洋文化挖掘利用的范围狭窄,局限于粗放经济的

范畴,开发利用的水平较低。特别是与周边沿海发

达城市上海、宁波、青岛等地在海洋文化发展方面

存在较大差距,海洋文化产业体系构建尚未完成。

连云港本地知名海产品缺乏品牌意识,存在地方性

海产品品牌缺失等问题。

2.2.3 城市整体经济实力薄弱

连云港虽然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沿海开放城市,

但是在国务院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整体排名一直落

后;在江苏省GDP排名中也处于倒数的位置,连云

港城市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目前连云港的海洋文

化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5],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等支持,而连云港经济实力薄弱会对产业进一步发

展壮大形成较大障碍。

2.3 机遇O

2.3.1 国家对海洋产业的重视与支持力度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对海洋的重视

程度不断凸显,因此海洋在全球中的战略地位日趋

突出,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早已纷纷

制定各项制度来发展海洋经济,近些年海洋经济已

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我国党的十八

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

力,发展海洋经济,并将建设海洋强国确立为国家

战略。连云港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是对国家这一重

大战略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持。

2.3.2 一带一路交汇点城市建设的契机

2019年2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高质

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意见》,重点以“五

大计划”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并提

出构建江苏各地协力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

的新格局,连云港被确立为“一带一路”交汇点支点

城市。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和示范项目,目前连

云港中哈物流基地已累计进出口货物1500万t余、

集装箱量超100万标箱。上合物流园已累计完成投资

32亿元,注册企业达45家,完成物流量4000万t余,

实现物流收入近7亿元。近5年来,连云港国际班列

稳定运行,累计开行4500余列,2018年中亚东行班

列同比增长60%。连云港市与“一带一路”沿线

65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累计达到103.2亿美元,占

全市进出口总额的26.1%。

2.3.3 江苏自贸区建设

江苏自贸区总体方案已经通过国务院批准,涵

盖南京、苏州、连云港3个片区。其中连云港片区

20.27km2[6](含连云港综合保税区2.44km2)。这

对连云港的发展又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机遇。

方案中对连云港片区的定位是将连云港建设

成为亚欧重要国际交通枢纽、集聚优质要素的开放

门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交流合作平台。

主要是立足港口核心资源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

廊,探索服务“一带一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新模式、新路径。在支持产业发展方

面,连云港片区将优先发展具有现实和潜在优势的

医药健康产业,打造“中华药港”和国家新材料产业

基地,实现综保区封关运作,建设集聚优质要素的

开放门户。

2.4 威胁T

2.4.1 周边沿海城市发展迅速

我国沿海城市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排

头兵。特别是上海、宁波、青岛等城市在海洋文化

产业发展方面早已起步,且城市整体经济环境好,

在产业结构布局、产业技术、资金实力、人才培养及

制度配套设计等方面都已经有较为成熟和成功的

做法。青岛市出台了《青岛市海洋文化产业规划》,

对全市的海洋文化产业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统筹,

舟山以宁波舟山港的快速发展为支撑,以海岛度假

旅游为抓手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上海则在临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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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海洋装备、港口发展、海洋主题旅游等方面全面

出击,均衡发展。

连云港目前与上海、青岛等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较快的城市之间已经存在较大的差距,且这些城市

的海洋文化产业得到当地政府重视,正在赶超国际

发达国家,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和生存

对连云港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是较大的威胁。

2.4.2 海洋文化产业的趋同性

连云港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的中间位置,在海洋

文化、海产品种类、海洋捕捞方式等方面与沿海北

部及南部城市都存在相似之处,因此要建立依存于

本地海洋文化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是有一点难度

的。从全国到长三角的海洋产业来看,海洋文化产

业的趋同性始终是存在的,这也是当前沿海城市发

展普遍存在的问题。文化产业容易被复制,可替代

品易于出现也对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

制约。

3 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科学架构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体系

目前连云港海洋文化产业尚未形成体系,建议

要充分调研合理规划来完成整体架构。一个产业

的培育与高质量发展与科学合理的全面布局是分

不开的,怎样在趋同性严重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形

成别具一格的自身特色就要依靠对本地文化的充

分调研和挖潜。在连云港传统文化中徐福文化和

西游文化是两大亮点,特别是西游文化在我国乃至

世界民众心目中都是耳熟能详的,因此连云港海洋

文化产业的构建要以此为根本,并不断吸取其他城

市的发展经验,构建起完善的科学的海洋文化产业

体系,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

目前连云港的海洋文化产业还处于低端的发

展阶段,以传统捕捞养殖销售海产品及海景旅游为

主,离完善科学产业形成尚有较大差距。连云港要

在产业链上下功夫,改变产业粗放的格局,积极引

进海洋生物生产企业,多与海洋技术相关科研单位

联系沟通学习,延长海洋文化产业链,充分利用海

洋资源,结合本地医药行业全国领先的优势,积极

发展海洋生物制药等。

3.2 以制度设计吸引挽留专业人才

人才是发展的根本,任何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

人才,连云港也不例外。连云港地处经济发达的江

苏,但是在省内又相对经济落后,对人才吸引和挽

留都存在难度。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想办法,通过

政策制度设计,给优质人才提供一个可靠的落户环

境,为人才解决后顾之忧,才能吸引并留住人才。

在当前全国海洋文化人才缺失的大环境中,特别要

考虑年轻人才生活中的困难,从他们的需求出发,

为他们量身打造一些优厚的待遇,来留住人才为连

云港的发展提供“能源”。

3.3 以科技引领塑造海洋文化产业品牌

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技术,因此连

云港要想在海洋文化产业中突出地方特色,不仅要

紧密结合本地的传统文化,还要重视科技的引领作

用。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

学习,并注重与科研院校的合作,把先进的技术引

进来。尤其要注重对地方海产品、海洋主题产品的

品牌塑造,对已有海洋文化产品的品牌维护,力争

在相关领域达到知名驰名的效果。在招商引资中

要固定对海洋文化产业的占比投资,真正将海洋文

化产业作为一个主导产业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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