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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苍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卢成标 ，吴发德 ，黄亦真。 
(1．浙江省苍南县发展和改革局 苍南 325800；2．宁波大学建筑：12程与环境学院 宁波 315211) 

摘 要：文章阐述了苍南发展海洋经济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分析了苍南发展海 

洋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自身的优势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沿海产业带规划的编制对苍 

南发展海洋经济指导作用和建设苍南海洋经济强县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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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苍南发展海洋经济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浙江南部海洋经济重点县。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 

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 的总和l】]。随 

着我国海洋技术取得 突破性进 展，海洋经济 已 

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数据显示，2009年 

海洋生产总值跃升为 31 964亿元，2001--2009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6．35 ，高 

出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传统海洋 

产业不断优化升级，新兴海洋产业蓬勃兴起， 

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海洋产业体系l_2]。浙江 

省海域面积为 2 600万 hm ，是陆地面积的 2．5 

倍 ：海岸 线长 达 6 486 km， 占全 国总长 度 的 

20．3 ，居全国第 1位 ；面积500 m。以上 的海 

岛3 061个，占全国海岛总数的2／5；全省 11个 

地级以上城市有 7个连接海洋 ，沿海或海 岛县 

(市 、区)有 37个[3]。因此，浙江 省发展海洋 

经济具有得天独厚 的 “渔、港、景、油、涂” 

资源组合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近年来，国务 

院先后做出了天津滨海、辽宁沿海、江苏沿海、 

上海 “两中心”、海峡西岸和北部湾等区域开发 

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 全国新 一轮沿海再 

开发格局已经拉开。在此背景下，浙江亦着手 

在沿海打造大平台，加快形成海洋经济等具有 

较 强 竞 争 优 势 的 大 产 业 。苍 南 作 为 具 有 

168．8 km 海岸线的浙江省海洋大县 良好 的区位 

条件决定 了苍南的发展离不开海洋经济 的发展。 

苍南只有做大海洋经济，形成海陆经济互动协调 

发展的局面，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建设成 

2 苍南发展海洋经济所面临的机遇 

2．1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带来的机遇 

海西经济区全称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 

建为主体，涵盖浙、粤、赣相邻地区，东接台 

湾，南北承珠三角、长三 角的区域经济综合 

体 ]。“海西”的定位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 

先试区域 、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 的对外开放综 

合通道、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和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 ]。 

苍南县位于 “海西”、长三角和台湾 3个区域 

的交汇点，有山有海，有地域上的优势；有 50多 

万闽南语系人口，还有妈祖文化有对台优势；最 

重要的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现有 8O多个专业市 

场，年成交额 120多亿元，辐射浙南闽北地区。 

借助这些优势，苍南沿海产业带将面向 “长三角” 

和 “珠三角”，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依托浙南闽 

东北经济中心，建成具有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 

市化发展的产业新城、统筹和谐示范区。 

2．2 沿海高速铁路的通车带来的机遇 

苍南县地处浙江省的南大门 ，是 “长三角” 

和 “珠三角”的联结点，是东南沿海南下北上 

的交通要塞；原来连绵起伏的南部山区阻断了 

连接福建的快速交通网络，现在时速 250 km的 

沿海铁路大通道，缩短苍南与福州的行车时间。 

依托这一 “黄金通道”，苍南为全面融人海西经 

济区打下了 良好 的基础 。同时 ，苍南正与 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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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深度合作 的战略平台。实现 “海上苍南” 

的战略构想 。 

2．3 浙江实施海洋经济强省战略所带来 的机遇 

浙江作为海洋资源高度密集、海洋经济居于 

全国前列的省份，率先发展海洋经济，是大势所 

趋 ，势在必行 。根据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 院的调 

研报告显示，2009年浙江海洋经济总值为2 809亿 

元 ，占全省 GDP比重超过 12．5 。预计 2015年， 

浙江海洋经济总值将突破 6 000亿元，占全省 

GDP比重超过 15 ，占全国海洋经济比重超过 

1O 。当前省、市高度重视温台沿海产业带建设， 

把温台沿海产业带作为浙江省三大产业带之一，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给苍南县加快海洋经 

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 。 

3 苍南县发展海洋经济自身的优势 

3．1 港口资源条件 

苍南县港 口资源得天 独厚 ，沿海 除了龙港 

综合型港区外，还拥有国家一级渔港 的霞关港 ， 

巴曹、炎亭 两个 二级渔港 ，以及大渔 、石砰和 

中墩等渔港 。港区沿岸共拥 有 100～1 000吨泊 

位 33个 。2009年全县港 口吞吐量 达 216万 t， 

逐渐成为温州南部经济区域 的重要出海通道。 

3．2 交通运输条件 

苍南县位于东南沿海 ，至温州机场约有 6O多 

km，距离福州 350 km，104国道、甬台温高速公 

路和时速为 250 km／h的温福铁路横贯全境，以 

港口为依托的交通运输网络 日臻完善，具有 良 

好的对台直航 交通条件。沿海快 速通道 即将 开 

工建设 ，苍南县 已经成为温州 融人海峡西岸 经 

济区的前沿阵地。 

3．3 水产资源条件 

2009年全县海洋渔业 产量达 20万 t，海洋 

经济总产值大于 55亿元 。目前，渔业产 业结构 

逐步优化 ，建成一批 上规模 、上 档次 的养殖 园 

区和养殖基地，是 “中国紫菜之乡”“浙江省虾 

皮之乡”和 “浙江省红鱿之乡”；培育了温州宏 

达利水产品加工有限公 司等一批加工 出 口龙头 

企业 ，年成交额超过 2O亿元 的浙闽边 贸水产 品 

市场已成为浙南闽北最大的水产品集散中心 。 

3．4 滨海旅游资源条件 

滨海旅游 资源得到进一 步开发 ，基 础设施 

渐趋完善 ，尤其是龙 金大道和金 乡至霞关环海 

公路的建成 ，把滨海 景区连 成一体 ，一 条北起 

龙港、南抵霞关 的滨海 旅游 带 已初步形 成，并 

打响了渔寮景 区、炎 亭景 区两大 “金字号”滨 

海旅游品牌。据统计 ，1998年 以来滨海景 区旅 

客量年均增长率达 1O％以上 ，2009年滨海旅 客 

量达 179万人次，滨海旅游业综合产值为 14．5亿 

元 ，占苍南县 GDP的 6．62 ，滨海旅游业作为 

苍南经济新的增长点已日益凸显。 

3．5 海涂围垦资源条件 

苍南县地处 浙江最南端 ，大陆海岸线 长达 

168．8 km，具有多港湾沙滩优势，拥有江南海 

涂 、大渔湾海 涂 和沿浦 湾海 涂 三大 围 垦项 目， 

可围垦滩涂面积达 9 700 hm ，具备开发建设沿 

海产业带的客观条件。 

3．6 能源资源条件 

苍南县充分利用沿海地理优势和丰富的风 

能优势，大力发展风力发电产业，苍南县可开 

发风能总装机容量约 80万 kW，是温州风电资 

源的主要区块之 一。今后 ，苍南 风电主要 由陆 

上风电发展 到海上风 电，届 时风 电将有更 大的 

发展空间。除了风能之外，核能、潮汐能和水 

能等清洁新能源项目还将在苍南各地落户。这 

些新能源项 目的规划，使苍南县对清洁能源的 

开发进入了一个 “追风逐浪”的新阶段。 

3．7 贸易条件 

苍南具有对接海西经济 区的独特区位优势 ， 

它地处浙闽两省交会 处，与 台湾隔海相 望，素 

有浙江 “南 大 门”之 称，是浙 江距离 闽台最近 

的县。其中，霞关对台小额贸易园已完成规划、 

选址 ，并将进入全 面建设 阶段 ；台北小镇 (台 

商创业 投 资区)也 已进入 合作 开发建 设 阶段。 

另外，苍南县还规划了建设浙台农业合作实验 

区、浙闽台农产 品交易 物流 中心、浙闽旅 游经 

济合作区等项 目，借 由 “黄金通道”之力，为 

全面融人海西经济 区打下 良好基础。 

4 建设苍南海洋经济强县的战略思考 

4．1 重点发展 临港产 业 ，做大海洋经济 总量 

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将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给 

苍南海洋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苍南县应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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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 km的黄金海岸线及江南海涂、大渔湾海涂 

和沿浦湾海涂等三大围垦项 目加快沿海产业带建 

设，苍南海洋经济重点突出 “临港产业”，目前临 

港产业基地规划面积 3 000 hm2，主要依托苍南发 

电厂和恕艚港区建设 ，发展精细化工、电力工业、 

船舶制造业、港口物流和海产品深加工业，依托 

龙港筹建民营科技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构建 

产业创新提升平 台。其次是打造规划面积为 

2 110 hm 的台湾农民创业园。按照现代农业核心 

区、对台小额贸易园、农副产品加工园、滨海休 

闲观光园、民俗风情园和古文化观光园等 “一区 

五园”进行规划和布局，引进台湾农业科技成果、 

现代休闲观光特色农业和资金、技术和种源等为 

重点，打造国家级高新生态绿色农业生产示范基 

地。在发展苍南临港产业时，必须注意的是 “临 

港产业”在海洋产业体系中要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要代表海洋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或趋势。如果主 

导产业缺位，那么海洋经济整体运行就失去了核 

心和引擎，就会 出现发展方 向分散和多变的无序 

现象。根据苍南自身特点和条件应优先发展海洋 

渔业、水产品精深加工业、精细化工、电力工业、 

港I：1经济和滨海旅游等主导产业，做大海洋经济 

总量。 

4．2 滩涂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苍南三大海涂围垦建设，启动临港产业新 

城、“台北小镇”等重点区块建设，主动对接海 

西经济 区，是苍南海洋经济区综合优势 的一个 

亮点，为该区域解决陆域面积狭小提供了新的 

开发思路。而在滩涂资源开发利 用过程 中，重 

点是要综合考虑环境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因 

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到 “科学规划，合 

理开发，动态保护”，致力于保护人类生存的最 

基本要素，实现对沿海滩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3 调整规划布局 ，为空间和产业谋划新平 

台，以实现集聚效应 

做好 “黄金海岸线”规划编制和衔接 ，在 

沿海产业带规划建设 的实践过程 中，坚持 以规 

划编制为龙头 ，以平 台打造 为载体，以大集 团 

引进为动力、以大项 目推进为重 点工作，突 出 

工作重点，坚持示范带 动，实行统筹推进，有 

力地推进沿海产业带规划建设 。 

4．4 合理规划。发展大滨海旅游产业群 

苍南县的滨海 自然景区众多。滨海旅游业 

发展中，其 区位优势 十分 明显 ，以炎 亭、官 山 

岛、蒲城、渔寮和岱岭为支点，形成 自然、民 

俗、文化多功能时 尚 “观光带”。借助炎亭、渔 

寮和官山岛景区，由北向南依次布设垂钓主题 

园、水网游乐园和渔家乐，打造大渔湾渔寮雾 

城滨海休闲观光农业园；借助蒲城乡国家保护 

文物人文景观，全方位开展民俗和文化领域的 

对台交往 ，着力打造对 台文化交 流基地 ，形成 

蒲城古文化观光园的旅游线路布局。 

4．5 强化绿色海洋意识，促进海洋经济可持 

续发展 

苍南 县作 为发展海洋经 济强县 ，必须站在 

战略的高度认识海 洋，强化绿 色海洋意识 ，保 

护海洋生态，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 ， 

必须加快建立海洋综合信息服务、海洋生态环 

境监控与预警系统，完善海洋综合管理制度，对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等实行规范化、 

科学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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