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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海洋经济正处于蒸蒸日上的
向好势头，要多管齐下，千方百计推动其
高质量发展。项目是海洋产业发展的抓
手，要加快推动传统海洋经济转型升级，
助推粗放型用海、用地企业的升级版运
作，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利用海洋
高新区将专利技术就地实现产业转化；要

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增资扩产，加大扶持
涉海企业上市力度，培育高能级龙头企
业；要加快外引内联，做好服务助力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见效；要推广“两头在内、中
间在外”的总部经济模式，实行跨域合作，
开拓海洋经济圈，写好海洋经济文章，全
面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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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厦门市政协资源环境和农业农村
委组织委员调研了我市渔港经济和海洋产业发
展情况，为推进海洋渔业保护利用建言献策。

政协委员们考察了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
避险中心、夏商国际水产交易中心、杏林大桥下
船舶停泊点以及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并
在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召开座谈会。

近年来，我市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先后获批
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市、国家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等。2022 年，厦门海洋生产总值达
2322亿元，占全市GDP近三成，海洋经济已成为
我市经济全面提速的重要引擎之一。

2023年，厦门市渔港经济区列入农业农村
部“十四五”重点支持建设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
济区名录，经济区涉及高崎闽台中心渔港、欧厝
对台渔业基地和厦门现代水产种业园区。

虽然厦门海洋经济体量在全国不占
优势，但通过培育海洋经济发展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特别是借助厦门大
学、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集美
大学、福建海洋研究所等涉海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技术力量，坚持科技兴海、创
新驱动，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和全面
升级，走出一条厦门特色的海洋强市之
路。同时我们也看到，厦门自身也面临
较为严重的海域空间利用矛盾，受海洋
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明显。如何充分

利用现有海洋资源，将海洋产业发展与
海洋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
合、协调布局海洋产业是厦门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建议在
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陆海联动区域
融合等方面发力，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
并重，以建设海洋强市为目标，以市场
化为导向，让有限的资源汇入到最有优
势、积淀最深、动能最强的涉海领域，推
动海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厦门海
洋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发展海洋经济与厦门区位优势、资
源禀赋特点高度契合。近年来，我市海
洋经济迅速增长、规模持续壮大，海洋产
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深入推进。要充分发挥渔港经济区优势，
突出对台贸易、滨海休闲旅游等特色，吸
引社会资本投资经营渔港、系统性开发渔
港陆域区块和高附加值产业。要推进小
型船舶停泊点规划建设，综合开展停泊

点基础设施和景观建设，推进小型船舶
改造提升工作。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
时，还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地方优秀
传统文化，挖掘和保护渔村文化资源，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遵循保
护遗产本体及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和
保护利用的可持续性原则，改善人居环
境，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促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两个维度：
一是加快传统海洋渔业产业的高端化
转型升级，二是推动海洋新兴产业的发
展和产业融合。加快海洋产业高质量
发展必须把重点放在海洋新兴产业做
优增量上，要加快布局一批优质的重大
产业项目，发展壮大一批新兴产业集
群，培育一批产业新增长点。建议要加
大海洋人才培养力度，特别是要加快推

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类型海洋大学筹
建，填补目前在高层次技术技能型海洋
人才培养的空白。要充分发挥海洋科
技创新对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引领作
用，实现原创性研究成果、推进高水平
科研成果转化。要支持闽台海洋科技
与人才合作交流，积极开展海洋人才培
养与科技创新领域先行先试，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厦门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洋文
化、深厚的渔业产业和科技基础，发展海
洋渔业产业有先天优势，关系到民生和乡
村振兴。

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传统渔业的转
型升级上，重点引进海洋高端装备制造、
海洋新材料、新能源、海水综合利用、海洋
信息科技、海洋金融等高新科创产业，形
成具有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体

系。要强化海洋产业发展的要素保障，开
展海域使用详细规划编制，推动滨海资源
的合理利用。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厦门渔港
的规划，促进规划尽快落地落实。要充分
挖掘海域的潜力以及遍布各区小型船舶停
泊点的优势，让厦门的海“生动”起来，为市
民和游客提供优质的海洋休闲渔业体验。
要加大科技投入和海洋产业技术攻关，鼓
励科研院校深度参与海洋企业发展。

市政协委员、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吴国梁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抓手

市政协委员、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马英

让厦门的海“生动”起来

重点做优海洋新兴产业

市政协委员、厦门海洋职业学院院长、
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兼职副主委陈昌萍

市政协委员、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规划师侯利

保护和传承海洋文化

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

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云萍

南方海洋创业创新基地（沙
坡尾）暨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
中心于2020年12月揭牌，正式启
用。公共服务中心集展示交流、
招商对接、成果转化、众创孵化、
公众科普等功能于一体，是市海
洋发展局拓展海洋双创空间，打
造厦门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发展的
阵地和对外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
的重要举措。

公共服务中心分为三层，一
层展厅为对外交流展示空间，介
绍厦门海洋产业发展现状、发展
历程、海洋经济政策、空间布局、
重点招商领域、优势资源及海洋
科技成果和海洋高新产品，还特
别设置了电子沙盘区及VR展示
区；二层为众创空间，重点引进高
校及科研机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提供办公、实验等“拎包入
住”场所；三层为公共服务空间，
为涉海企事业单位提供评估转化
中心、交易中心等专用空间，以及
会议室、路演区、录音室、洽谈室、
休闲区等共享空间。

畅言渔港经济 激发蓝色动能
我市政协委员调研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为推进海洋渔业保护利用建言献策

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位于
厦门本岛西北部的厦门现代物流
园区内，总面积52万平方米，其中
水域面积38万平方米，陆域面积
14万平方米。1998年经农业部批
准，2000 年 9 月 28 日动工兴建，
2004 年建成。目前，该渔港可全
天候锚泊 300 艘 400 马力的外海
作业渔轮或 500 艘 200 马力左右
的渔船，台风期间可停泊12米以
下小型渔业船舶800多艘。

厦门夏商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是厦门市水产行业及海洋新兴产
业的龙头企业和重点“菜篮子”供
应企业，致力打造从基地到餐桌
安全、完整的水产品全产业链。
厦门夏商国际水产交易中心是厦
门夏商水产集团旗下厦门自贸片
区十四大交易平台之一，是福建
省重要的渔获集散中心、厦门市
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在厦门市各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现为国内水
产品交易品种最多样、交易业态
最具特色的知名大型水产批发市
场。厦门夏商国际水产交易中心
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含 2 万吨冷
库和 2.2 万平方米贝类加工厂），
总占地面积 18.2 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19.81万平方米，并配套有
637 间公寓、750 个停车位以及冷
库、水产品加工厂等功能区。

湖里区杏林大桥下船舶停泊
点位于渔港西路尽头，隶属殿前
街道，现有停泊乡镇船舶151艘，
整个港区可容纳船舶数量 170
艘。近年来，该停泊点推进智慧
海防建设工作，在辖区海岸线及
船舶停泊点周边安装了智能设
施设备，对进出岸线的人员船只
进行24小时监控；引进无人机巡
查手段，构建全方位的海陆空监
控体系；积极探索实名制登记、进
出港人脸识别和船东跟船等制
度；每季度召开渔船民大会，与船
主签订责任书，实行“村担保、船
联保”工作机制，包船到人、定人
联船，做到责任捆绑，有效破解辖
区船只多、管控难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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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
（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政协考察团参观厦门海
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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