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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了南通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候船厅、钢质趸船是无

数中老年南通人的美好回忆，高耸的吊机见证了南通港与

世界上65个国家和地区的密切通航往来。目前，狼山港务

公司、集装箱码头公司等沿江企业已大多搬迁，如何还原

自然生态景观，又能合理保留沿江既有设施，为打造避免

千城一面、具有南通特色的滨江片区提供了挑战和契机。

南通滨江片区利用生态资源

促进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五山景区拥有较好的生态绿化及旅游资源，但是

面临整体客流不足问题

限流前，狼山风景区在小长假和春节期间，能够达

到五六万人的日均接待量，2015年启用限流措施后，节

假日达到两万人次左右的日均接待量，正常日均接待量在

3000人左右，客流总体可观。但五山地区其他景点，如南

通植物园、军山森林公园等景区的客流量相对较少。疫情

之后，五山景区客流大幅减少。目前，景区客流量回升缓

慢，盘活片区既有优质旅游资源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2、长江虽提供水路交通优势，但交通集聚能力不强

长江虽然造就了滨江临海的优势，但也把南通与上

海、苏南板块在地理上隔开，南通港尚未真正融入以上海

港为龙头的国际航运中心，南通港通州湾港区江海联运作

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滨江片区是市区交通的末端，

在南通港客运班轮停运后，除各企业的物流运输和员工流

动，沿江片区与主城区的联系并不密切。

3、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进一步调整加快步伐

按照行业前景、企业能力、安全评价、环保评价、政

策影响等维度指标，评价现有滨江片区企业，目前仍然存

在部分落后产能和污染企业。影响了滨江片区的土地整理

和生态修复，压缩了片区内的土地使用指标调剂和产业转

型升级空间，制约了区域内产业链、创新链双向融合以及

新兴产业发展。

南通滨江片区生态资源利用促进高质量发展路径

滨江片区要积极实施“生态+”发展战略，增加生态

资产，减少生态负债，发展生态经济。沿江港口生产岸线

实现有序转移，城市生活、生态功能向长江岸线逐步推

进。[3]借鉴上海外滩等发展经验，如何利用优势资源，打

造利于长江经济带、面向世界的城市界面是南通滨江片区

的首要任务。

1、发挥滨江片区绿水青山生态优势，彰显滨江城市

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展现南通的工业辉煌与记忆

发挥滨江片区生态优势，进一步抓好长江生态保护建

设。健全完善滨江片区生态环境维护机制，专人专项，加

强沿线环境治理和水源地保护等常态化管养。发掘南通滨

江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形成滨江片区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内核，打造城市会客厅，打造南通现代化的新地标和

新名片，打造五山景区和周边森林融合的文化旅游胜地和

产业发展高地。

2、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中重塑产业功能定位

发挥现有沿江地区的产业优势，加强高新技术产业

转型升级，优先发展航运服务、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高

端服务业。[4]积极抢抓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链协同创新、

上海大都市圈功能外溢和苏南、沿江地区产业升级转移机

遇，推动与上海、苏南的跨江融合和区域一体。融入电子

信息、纺织服装、高端装备制造等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

业集群，加快构建江海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和重大产能转型

升级，布局“一盘棋”全方位推动沿江片区高质量发展。

同时，进一步落实相关协议，夯实南通沿江科创生态和创

新基底。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空间格局，完善与主城区、

苏南及上海等周边区域内外互联互通的交通体系

明确滨江片区各分段的功能特色、相关配套设施、开

发建设要求，强调滨水空间营造与有序规划建设相结合，

动静结合，重视方案的可参与性，提供安全、富有特色的

活动场所，使市民不仅能够观江赏景，也能体验参与。在

城市总规和综合交通规划中对滨江片区进行统筹考虑。进

一步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提高滨江片区和主城区的交通便

利性，加快现有快速路改造，引入轨道交通，打造主城区

与滨江片区的观光线路。加快北沿江高铁通道、崇海复合

型过江通道建设，不断推动上海铁路网向南通延伸和辐

射，逐步形成多种轨道交通方式全面对接的交通网络体

系。推动滨江片区对内对外（苏南、上海等地）交通模式

研究，保持与周边地区顺畅的交通联系，使南通融入“轨

道上的长三角”和“上海1小时经济圈”。合理组织各类交

通流线和停车设施，营造有序的交通环境。完善立体步行

系统，有机串联城市公共交通和主要活动场所，为行人提

供安全、便捷、舒适和富有趣味的步行环境。

4、深度挖掘融合江海文化和旅游资源，厚植生态底

色，提升沿江生态旅游产业

呼应上海生态廊道建设，共同维护长江北支生态廊道

建设。生态廊道构建不应仅局限于景观设计、文化休憩等

方面，应该与生态旅游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5]借鉴深圳

太子湾邮轮、上海徐汇滨江等案例，南通滨江片区应充分

利用城市文化、历史记忆和滨水区位优势，合理保留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