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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厦门海洋经济
占地区生产总值

23.4%
“十三五”时期，厦门海洋经济保持平

稳较快发展，海洋经济规模持续壮大。
2020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1405.29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22%，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处
于全国发展前列。2021年，厦门海洋经济
生产总值达1645亿元，同比增长17.1%，占
厦门地区生产总值的23.4%。根据《厦门
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
在2025年全市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30%，2035年达到35%，将努
力建成全球特色海洋中心城市。

推动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设国际特色海洋中心城市

市政协举行专题协商会议，与会市政协委员围绕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助力经济转型发展”建言献策

▲厦门是中国大洋深海生物基因资源
研发的发源地与研发基地。从1998年起
布局发展深海基因产业，通过二十多年的
发展，建立了世界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菌种
资源库。图为中国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定期移植保藏海洋微生
物菌种。 （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建立海洋生态治理行
政司法联动机制。建立海
洋生态治理的行政司法联
席会议制度，统一办案标

准，协调个案处理。建设并完善海洋生态治
理行政司法协同办案平台，在违法信息提示、
案件线索移送、协同调查取证等方面实现信
息共享和联动治理。明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刑事案件立案的标准和程序，持续规范海事
行政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行使，杜绝“以罚
代管”“以罚代刑”。

形成打击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犯罪的工
作合力。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侦查职责，有
效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积极发挥人民
法院的审判职责。力争为全国海洋生态环
境行政司法协同保护创设厦门样本。大力
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实践。鼓励社
会公益组织积极举报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
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健全海洋生态环境
修复基金规则，资金来源应当从政府拨款为
主向损害赔偿为主转变。

（按大会发言先后排序）

我市努力构建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我市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创

新发展示范市、智慧海洋典范城市为目标，
持续推动高质量海洋经济发展，目前有海
洋龙头企业26家，涉海上市企业11家，年
收入超1亿元海洋经济企业20家，年收入
超10亿元海洋经济企业2家，正在加速形
成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港
口物流、滨海旅游、临海工业等为主体的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构建海洋研发创新
载体，打造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区、厦门
现代水产种业园区和翔安火炬双创基地、
沙坡尾海洋经济服务中心和欧厝海洋院
士工作站，充分发挥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
心作用，打造23个海洋公共服务平台，推
动促进海洋科技成果孵化育成落地。

厦门“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作为全国首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
范区，厦门要建设国际特色海洋中
心城市，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厦门发
展的支柱产业，发展蓝色经济潜力

巨大。
9月5日，市政协举行“大力发展

海洋经济，助力经济转型发展”专题
协商会议，各政协界别活动小组、各
民主党派以及湖里、集美、翔安三区

政协代表在会上做重点发言，围绕建
设国际特色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海洋
高新产业园、壮大海洋经济产业集
群、打造海洋文化新地标、做大做强

“智慧厦门港”等方面建言献策。

坚持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国际特色海洋中心城市

●陈善昂（市政协委员，代表民建界别活动小组发言）

树立地缘背景下陆海
统筹的“大海洋”发展观，
聚焦建设国际特色海洋中
心城市，强调发挥海洋的

通道、资源和文化优势，使海洋成为城市的核
心竞争力，成为在海洋关键领域具有较强吸
引力、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城市。

把准海洋经济跨越发展的方向，构建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以海洋电子信息、海洋工
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为重
点，培育海洋新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

业，推动航运服务、滨海旅游、海洋渔业等海
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海洋金融等高端服
务业为核心，重点推动海洋信息服务业、海
洋科技教育等极具临港特色的蓝色经济产
业协同发展，建设海洋战略新兴产业基地，
打造海洋特色产业园区。

明晰海洋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建设海
洋科技创新高地。努力将厦门港建成“世界
一流港口”，“丝路海运”成为“一带一路”国
际航运服务的重要平台。成立厦门市国际
特色海洋中心城市发展委员会。

前瞻布局加强国际合作
建设海洋资源平台型中心城市
●林涛（市政协委员，代表民盟厦门市委发言）

建设国际特色海洋
资源交易中心城市。建
设厦门海洋资源交易中
心，可从码头建设、航线

运营、使用权转让、经营权租赁等项目中选
出一批有海洋资源代表性的项目，制定交易
规则，以点带面；建设海洋碳汇交易中心。

建设国际特色海洋治理合作中心城
市。依托厦门市海洋国际合作中心，加强与

“海丝”国家的国际合作。依托海丝中央法
务区建设，探索建立联合仲裁机制，加强国

际海洋法律服务创新。推动设立专业化涉
海金融机构，吸引各类涉海金融服务企业落
户厦门。

建设国际特色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城
市。建设“数字海洋”大数据中心，推动采用
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建立海洋大数据平
台。建设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建成以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平台、技术交易平台、科技公共
服务平台等为主要内容的海洋科技服务平
台体系。建设国际海洋科技创新金融平台，
考虑设立政策性国际海洋科技发展银行。

推进龙头企业创新发展
壮大海洋经济产业集群

●缪朝炜（市政协委员，代表民革界别活动小组发言）

实施海洋经济龙头
企业发展战略，重点培育
海洋新兴龙头企业。建
议针对现有优势产业，以

延伸海洋产业链和提升产业配套能力为切
入点，加大科技投入，打造一批全球海洋高
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

助推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借助
军工科技发展海洋装备龙头企业。促进军
民融合发展，孵化具有市场前景的战略新兴
产业集群，成为华南区域海洋装备龙头高

地。助力海洋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在科研
和科技产业项目立项方面予以支持；打造突
出以涉海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海
洋技术创新体系；政府牵头，联合企业、高校
和研究机构打造实验室、监测中心等公共服
务平台。我市重大项目建设应优先采购本
地龙头企业产品。拓展海洋龙头企业区域
合作空间。加强闽西南协作，应在闽西南区
域一体化发展中担当“领头羊”的角色，联手
打造全国领先的海洋经济示范区。加快海
峡两岸海洋新兴产业的对接与融合。

加快建设海洋高新产业园
助力构筑经济发展新支柱

●吴旗荣（市政协委员，代表翔安区政协发言）

海洋高新产业园区
对标“全省唯一”的定位，
尽快建立高效运转的机
制。打造海洋高新技术

产业的集聚区，即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与制
品、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信息与数
字产业、渔港经济与海洋种苗业、海洋文创
与高端滨海旅游、蓝碳与海水综合利用，以
及海洋研发、海洋总部经济等“6+2”高端产
业体系。打造新型要素集聚的高地，努力做
到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必需的相关要素，

包括科研、人才、优惠政策等相互贯通，充分
发挥园区引领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

突出统筹平衡的导向，促进园区开发早
出成效。在开发过程中，突出三个平衡：在
公共配套上“专块平衡”、在开发时效上“积
极平衡”、在项目用地上“紧张平衡”，充分发
挥园区示范带动作用。注重开放兼容，打造
要素充分流动有效供给的产业高地。建议
面向产业需求构建系统化的政策体系，打造
开放式科研和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吸引世界
各地人才和科研成果向园区集聚和转化。

强化海洋科技创新发展
促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陈昌萍（市政协委员，代表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发言）

构筑海洋科技人才
高地。加快推进厦门海
洋职业技术学院建设成
为厦门海洋工程大学，打

造全国第一所具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本科层
次海洋职业大学。引进一批中科院、双一流
大学建设高水平海洋研究院、分院等机构，
加大力度支持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高校建
设优势特色海洋学科。建设两岸海洋教育
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打造海洋科技创新平台。集中力量支

持国际一流、国内先进水平海洋类科研创新
平台，培育建设国家或省部共建实验室；争取
国家实验室在我市落户，加快海洋创新实验
室建设，谋划打造国际海洋科技城；在翔安、
海沧等海域建设国际一流的海洋综合试验
场；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国家级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区。加快海洋科技政策创新，力
争海洋研发经费达到海洋生产总值的3%。
落实国家、省、市科技创新政策，鼓励科研机
构和人员采取技术转让、成果入股、共同开发
等形式，畅通、完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数字赋能优化港口生态
做大做强“智慧厦门港”

●蔡冬梅（市政协委员，代表集美区政协发言）

大力推动数据的交
换和共享，打造国际智慧
港口、绿色港口的典范，
推动厦门港的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提升厦门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建
设国际一流港口。

全面部署港口感知系统，夯实数据基
础。建议依托航标、灯塔、码头、桥桩等基础
设施，加大对港口环境数据的采集，形成全方
位的实时感知系统，为打造智慧港口和绿色
港口夯实数据基础，为航行安全保障、船舶进

出港引航、码头生产调度、港区内事故处置提
供有力的支撑。多维度数据共享融合，提升
港口航运服务效率。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建
立统一的信息流转平台，建立一套集泊位、船
舶、航标、航道以及立体感知体系等多数据融
合交换，深度挖掘数据价值的大数据交换与
共享平台，形成信息按需分配、多部门业务联
动、企业提升生产效率的智慧生态。发展港口
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借助
国际海洋周影响力，发力海洋港口经济。建议
每年国际海洋周在厦门港设置分会场。

发挥金砖创新基地优势
推进海洋装备产业国际化

●杨军（市政协委员，代表农工党界别活动小组发言）

厦门应充分发挥金
砖创新基地政策优势，进
一步推进厦门海洋装备产
业国际化发展。

加大对金砖国家海洋装备产业、资本及
人才“引进来”力度。着力引进其海洋装备产
业企业及其检验检测认证企业在厦落户，鼓
励引进其他金砖国家海洋装备创客项目。在
厦举办金砖国家海事展，吸引其他金砖国家
海洋装备企业来厦参展。支持其他金砖国家
符合条件的投资机构，通过合格境外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业务试点，对海洋装备企业进行
投资。加快厦门海洋装备企业“走出去”步
伐。加强金砖创新基地服务中心建设，支持
厦门海洋装备企业参加其他金砖国家海洋装
备展会，拓展其他金砖国家市场业务。加强
技术合作转化，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举办金
砖国家海洋装备技术创新论坛，搭建相关科
研创新交流合作平台。加速海洋装备产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建立与其他金砖国家海洋装
备数字化转型合作机制，建设金砖国家海洋
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强化数字赋能。

构建海洋碳汇交易平台
助力厦门发展海洋经济

●李冠华【市政协常委，代表特邀二（港澳）界别活动小组发言】

制定出台推动海洋
碳汇交易的相关政策。
建议成立我市海洋碳汇
交易工作领导小组，进一

步从体制机制上助力海洋经济发展。完善鼓
励措施，推动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大活
动和经营场所碳中和项目都优先采用海洋碳
汇进行碳中和。建议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与国
际合作伙伴联手，共同帮扶外贸企业，市政府
给予财政支持，同时带动蓝碳交易。

连接大湾区走向国际。打造全国蓝碳

交易城市名片，通过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碳中
和与碳交易集中服务平台，力争将我市建设
成为全国海洋碳汇登记、科研、交易、结算等

“一站式”蓝碳要素聚集区，打造蓝色碳汇经
济“厦门样板”。发挥金砖国家机制作用，尝
试率先与金砖国家展开合作，以此作为“全
球蓝碳交易”的起动点。依托香港走向全
球，建议厦门与香港共同建立“蓝碳产权交
易市场”。加强海洋碳汇交易交流合作。厦
门与香港可先考虑以民间渠道建立“蓝碳产
权交易协会”。

打造海洋文化新地标
促进高崎渔港片区升级改造
●王秀珠（市政协委员，代表湖里区政协发言）

建议从促进高崎渔
港片区升级改造入手，建
设海洋文化主题园区，把
高崎渔港从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渔港，打造成名扬海内外的海洋文
化地标新名片。

建设最具闽南海洋文化特色的国家级
海丝馆。把国家海丝文化和闽南文化及华
侨文化等区域性文化元素充分融合在一起，
进一步构建与海丝国家的沟通平台，促进文
化交流和商贸产业投资并行的开放性发展

格局。建设海事博物馆，展示厦门港口辉煌
发展史。建设国家级海上科考综合保障服
务基地和海洋科普基地。打造文旅结合的
沉浸式体验渔港小镇，成为集文化熏陶、科
普教育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的
城区新名片。打造以西海域为腹地的海洋
水上运动产业。完善提升以帆船和游艇为
代表的海洋文化及运动休闲，创新性发展厦
门帆船和游艇运动产业链，建设帆船学校及
青少年培训基地，建设国家级帆船运动员人
才培养基地。

建立行政司法联动机制
完善海洋生态治理

●陈立（市政协委员，代表台盟厦门市委发言）

探索海洋碳汇交易
厦门取得多项成果
近年来，厦门在推动海洋碳汇交易方

面做了不少工作：2017年参与制定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议碳中和项目方案，在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议历史上第一次实现“零碳排
放”；2021年设立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
平台，与院士团队合作成功开发完成中国
首个红树林海洋碳汇方法学；2022年1月，
完成全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15000
吨海洋渔业碳汇交易项目，标志着我国海
洋渔业碳汇交易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2022年2月，运作建设了全国首个运用海
洋碳汇实现社区碳中和的“零碳小区”，创
新了“海洋碳汇+文明创建”的新模式；与
兴业银行合作设立全国首个“蓝碳基金”，
探索逐步开展蓝碳金融等。

（引自会议发言材料）

繁忙的厦门港繁忙的厦门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协云王协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