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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千帆竞发共铸千亿海洋产业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如何保护好海洋、利用好海洋、开发好海洋成为沿海地区的一

大课题。厦门因海而生、因海而兴。如今，一个千亿元级的产业链逐渐铺开，海洋经济正

在成为厦门另一张耀眼的新名片——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陆地
资源日益趋紧，占地球 71%面积的海
洋 将 成 为 巨 大 的 宝 库 。 建 设 海 洋 强
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及
建设，使海洋经济发展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历史机遇。如何保护好海洋、利
用好海洋、开发好海洋成为沿海的一
大课题。

厦门因海而生、因海而兴。通商口
岸、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海上花园城
市等等，海洋赋予了厦门一张张耀眼的
名片，也铸就了厦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
特色的辉煌。如今，一个千亿元级的产
业链逐渐铺开，海洋经济正在成为厦门
另一张耀眼的新名片。

从零起步——

远洋渔业风生水起

10 月 29 日上午，一艘满载渔获的
远洋自捕渔船徐徐靠泊在厦门同益码
头。船上这批来自北太平洋西部的鲭
鱼共计 2230 吨、总货值 1118 万元，也
是 厦 门 口 岸 今 年 以 来 最 大 的 一 批 渔
获。今年 1 至 9 月，已经有 26 批大陆远
洋 自 捕 鱼 从 厦 门 口 岸 入 境 ，总 重
6481.92吨，全年有望达到 1万吨。

可是谁又能想到，2013 年之前，厦
门市的远洋渔业还是一片空白。

发展远洋渔业，厦门本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厦门地理位置优越，濒临台
湾海峡南端，与东南亚国家联络密切，
距北太平洋、中西太平洋两处世界重要
渔场仅 2 天航程，发展过洋性和大洋性
捕捞优势独特。厦门基础设施完备，具
有发达的海空运输，完备的冷链物流，
扎实的渔港基础，先进的批发市场，为
远洋渔船停靠、补给和卸货提供了便利
条件。远洋水产品市场前景良好，厦门
本市的水产品需求量与日俱增，随着地
区城市联盟的扩大，水产品交易还覆盖
了闽南地区，远洋水产品市场前景良
好。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制约，这些
优势并没有变成真正的生产力。

从 2012 年开始，厦门积极响应国
家加快发展远洋渔业的战略部署，借中
央和福建省加快远洋渔业发展一系列
政策措施出台的东风，提出加快海洋经
济强省建设，做大做强远洋渔业产业，
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

2013 年 12 月底，厦门市海洋与渔
业局会同财政局出台《厦门市海洋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远洋渔业
企业落户厦门、远洋渔船更新改造进行
资金补助。2014 年 12 月，厦门市政府
出台《关于加快远洋渔业发展八条措施
的通知》，鼓励更多远洋渔业企业落户
厦门。2012 年以来，已有 5 家远洋渔业
企业注册成立，获得农业部批准 67 艘
远洋渔船船网工具指标。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王春生
介绍，为扶持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厦门
市对外加强国际渔业合作，对内不断完
善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2014 年，厦门市进一步拓展与东
盟国家城市政府间交流合作的空间，推
动 一 批 海 洋 渔 业 项 目 达 成 协 议 或 意
向。推动印尼瑟兰岛远洋渔业基地建
设，推进厦门相关企业与东盟国家合作

开发远洋渔业项目，并与印尼巴淡岛、
苏门答腊及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就开
发远洋渔业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热情指导帮助企业申报项目、组建
船队和申请扶持资金是主管部门的主
要任务。为此，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积
极协调厦门海关、边防检查、检验检疫
等部门，简化远洋渔船出入境，减免相
关费用，为远洋水产品入厦开辟绿色通
道。厦门远洋渔业企业出境生产时，各
口岸单位联合进驻高崎渔港办理通关
手续。此外，还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
快高崎闽台中心渔港的升级改造，组织
对现有港池进行疏浚，以更方便远洋渔
船停靠。整合高崎渔港现有水产品批
发市场、冷库、加工厂区资源，拓展远洋
渔业产业链。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争取船网工
具指标，大力吸引外地企业带船来厦落
户，逐年做大船队规模，争取尽快达到
100艘以上规模。”王春生说。

占得先机——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随着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海鲜正走
上越来越多家庭的餐桌。不过吃海鲜
剩下的大量虾蟹壳如何处理也挺让人
挠头。在厦门蓝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林秀芬看来，这些虾蟹壳可不是垃
圾，而是海洋赐予人类的宝物。

“硫酸氨基葡萄糖是治疗和预防骨

关节炎的重要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应用，但是目前上市的硫酸氨基葡萄糖
主要是含 20%氯化钠或氯化钾的复盐
产品，对高血压、高钾症等疾病的患者
有一定的使用禁忌，而高纯度、不含钾
钠氯离子的硫酸氨基葡萄糖由于制备
技术较难，一直无法实现产业化。”林秀
芬不无兴奋地说，“不过，虾蟹壳所富含
的甲壳质，正是提取硫酸氨基葡萄糖的
重要来源”。

瞄准了巨大市场潜力和资源优势，
蓝湾科技和国家海洋三所经过多年的
艰苦研究，成功实现了高纯度硫酸氨基
葡萄糖规模化、低成本、绿色生产，产品
一上市就受到热烈欢迎。国内权威的
骨科医院，如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等的临床前研究结果
证明，“高纯硫酸氨基葡萄糖”对骨关节
炎的治疗有效率达到 96%以上。

林秀芬表示，“政府+研究院所+企
业”的合作机制是蓝湾科技取得成功的
根本原因，只有集中三方的优势资源，
协同合作，才能共同解决影响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难题，加快我国
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这种机制作用下，一个个海洋生
物企业从无到有、迅速壮大，而且一开始
就站在了产业的制高点上。

厦门汇盛生物有限公司采用物理
方法低温破壁裂壶藻、低温水提DHA粗
藻油，以取代传统的有机溶剂提取法，该
技术工艺为国内外首创。该公司生产的
DHA藻油 2014年获得欧盟新资源食品

认证，为亚洲首家、全球第四家。目前已
被修正药业、中国台湾味丹集团、美国
Source-Omega、荷 兰 FIS、比 利 时
INVE等国内外多家知名企业所采用。

辅酶 Q10 被誉为“心脏保护神”和
“神奇营养素”，能有效抑制线粒体的过
氧化，是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
厦门金达威集团通过海洋微生物黄色
隐球酵母发酵生产辅酶 Q10，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辅酶 Q10 原料供应商，占据全
球约 50%的市场份额。

“创新是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根
本动力。”王春生介绍，过去 5 年来，厦
门市共实施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
域示范项目 26 项，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3.65 亿元，带动投资 12.79 亿元。成立
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培育省级龙头
企业 22 家，市级龙头企业 15 家，并获批
准为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试点和
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

优化结构——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2015 年 接 近 尾 声 ，厦 门 海 洋 经
济也将交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全年海
洋产业总产值预计将达1782.96亿元，同
比增长8.97%；实现增加值479.72亿元，
同比增长 13.9%。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一、二、三产业比例由2014年
的0.7:29.2:70.1调整为0.3:28.3:71.4。

“当前的重点是要加快海洋产业的
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做强做大特色海
洋产业。”王春生表示，下一步厦门市将
大力推进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水淡
化和综合利用、邮轮游艇和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海洋新材料等海洋新兴产业发
展。要抓好海洋产业龙头企业培育，策
划生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前景
的大项目、好项目，加快推进现有优秀
科技成果及时转化落地，打造海洋经济
千亿产业链。同时，要大力推进厦门国
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试点、厦门海洋
生物产业—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
地和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基地建设，推
动海洋企业在基地内入驻。此外，要加
快发展海洋生态休闲产业，做好海域海
岛收储和首期开发大屿—大兔屿——
火烧屿—宝珠屿串岛游。

海洋信息体系建设也将是下一步
的工作重点。围绕“智慧海洋”“互联
网+”“物联网+”等战略的实施，厦门市
将推进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系统
建设，规范海洋经济统计口径，建立健
全海洋经济核算体系。

“增强科技支撑，激发海洋经济发
展活力是未来工作的着力点。”王春生
表示，厦门市将进一步做强厦门南方海
洋研究中心，加强南方中心顶层设计，
编制和实施 5 年建设发展规划。加快
南方海洋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积极推动
招商引资工作，探索设立南方中心专项
项目。同时要加快推动海洋产业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与开放共享，努力提高厦
门海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开放共享覆
盖面，提高平台使用效率。下一步，厦
门市还将加快海洋创投基金实施，做大
做强海洋“助保贷”业务，为海洋中小型
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扶持。

“十三五”期间，厦门将全面推进海洋事业“五位一体”发展——

建设美丽海洋典范城市
“十三五”是加快建设厦门海洋强市

的关键时期，是海洋与渔业发展大有可
为的战略机遇期。“十三五”期间，厦门市
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培育海
洋战略新兴产业为重点，以海洋科技发
展为支撑，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依
法治海为保障，全面推进海洋经济、海洋
生态文明、海洋科技、海洋文化和海洋管
控等海洋方面“五位一体”的协调、持续、
健康发展，努力把厦门建成中国美丽海
洋的典范城市。

今后 5 年厦门海洋与渔业的战略任
务主要是：

海洋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加快海
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全面建成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特色海洋产业集
群集聚发展。力争 5 年内实现主要海洋
产 业 增 加 值 800 亿 元 ，年 均 递 增
11.2%。全市每平方公里海域创造的海
洋生产总值为 2.18 亿元，每公里岸线海

洋生产总值达到 4 亿元以上，建成以港
口物流、滨海旅游、海洋新兴产业为重点
的海洋经济集聚区。

海洋科技创新驱动迈上新台阶。进
一步发挥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作用，
建成国家南方海洋研究中心。加快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完善创新要素，力争 5 年
内科技创新驱动成为引领海洋经济、海
洋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海洋科技对海
洋经济贡献率达到 70%以上。

海洋管控能力取得新提升。全面推
进海洋综合管理，形成市、区、镇政府、渔
区共抓共管共建共享的海洋资源综合治
理机制，海域、海岛、岸线资源开发合理
有序、科学规范，合理配置和优化布局海
洋空间资源，推动海洋环境与社会治理
联防联控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
平安海洋、和谐海洋。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加
强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海域岸线综合

整治达到 30 公里，建设红树林湿地公
园，整治海漂垃圾污染。加强海域排污
总量控制，逐步建立厦门海域污染物总
量控制实施计划，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以上。完善海洋水质、底质、生物等
环境监测监视指标体系。滨海休闲公
园、海岛公园建成，“海上花园”、“青山碧
海”基本实现，成为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典范城市。

海洋公共服务取得新进展。提升海
洋灾害预警预报、海洋环境监管和事故
应急处置能力，建成海洋监测、预报、应
急处置和海上救助服务体系。“智慧海
洋”基本建成，打造具有“高水平、应用
型、服务化、开放式”的海洋领域新平台。

海洋交流合作开创新局面。建成国
家海洋国际交流中心，全力推进习近平
总书记 2015 年 9 月访问美国的第 49 项
成果，“双方支持通过进一步双边努力开
展海洋合作，包括中国沿海城市厦门和

威海与美国沿海城市旧金山和纽约建立
伙伴关系，分享在减少流入海洋方面垃
圾的最佳实践”的贯彻落实，加强海洋保
护。推进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建
设，加快规划和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合
作基地，发挥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
方政府网络（PNLG）秘书处的作用，加
强 与 东 亚 海 环 境 管 理 区 域 项 目 组 织

（PEMSEA）的沟通协调。办好厦门国
际海洋周，力争 5 年内把海洋周打造成
中国海洋领域大型活动的第一品牌。

海洋文化建设实现新突破。加快发
展海岛生态游产业，形成海岛生态休闲
集聚区；加快推动海洋文化建设，力争 5
年内开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主题演
艺、展览活动 5 个；建设“海洋世界”“国
家级海洋公园”等项目 4 个；国际游艇帆
船展、海峡杯帆船赛等品牌赛事活动 10
个。社会海洋意识进一步增强，成为国
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海洋文化名城。

今年国庆黄金周，厦门市再度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旅游目
的地之一。除鼓浪屿、南普陀、厦门大学等这些传统景点外，
环岛路也成了厦门滨海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碧海蓝天交相辉映，沙滩绿地延绵不绝，亚热带特有的树
种高大挺拔，一年四季鲜花不断，这一切使得厦门环岛路成为
游客心目中的“中国最美自驾游海岸线”。

厦门之美还不止于此，环岛路只是正在建设中的厦门国
家级海洋公园的一部分。

2011年 5月，经国家海洋局批准，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成
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公园。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南起厦
门大学海滨浴场，沿环岛路向北延伸至观音山沙滩北侧及五缘
湾。公园总面积为24.87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0.76平方公里，
陆地面积 4.05 平方公里，岛屿面积 0.06 平方公里。全部建成
后，厦门海洋公园将成为我国最具风情的海洋盛景之一。

纵观近年来厦门海洋事业走过的每个阶段，无一不打上
了鲜明的“生态印”。早在 2013年，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就牵
头制定了《美丽厦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厦
门建成集魅力海湾、浪漫海岸、璀璨海岛和湛蓝海水于一体的
美丽海洋生态共荣圈。

水是海洋的核心，没有清澈湛蓝的海水，所有的海景都将
黯然失色。为此，厦门市近年来开展了大规模海洋生态修复
工程。几年来，先后对筼筜、钟宅、大嶝、马銮、高集、集杏、东
坑等 7 座海堤实施开口通海、破堤建桥、清淤还海等改造工
程。其中，集杏和高集海堤的破堤建桥，实现了 60 年来首次
东、西海域水体的自然融通，每年可增加 1700 万立方米循环
水量，水动力交换现状得到全面改善，海域水质大幅提高。

按照“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厦门海域整治工程正在全面
推进，全面清淤整治和海堤开口改造之后，还要围堰吹填造
地。比如从厦门大桥海域清除出来的淤泥经过专业处理后，
将被翔安大小嶝之间的海域再回收。根据厦门清淤整治方
案，厦门市把清淤与造地、沿海护岸整治有机结合，在大幅改
善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厦门今后的城市建设提供宝贵
的发展用地。未来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就将在一片“再生地”
上诞生。据统计，5 年来厦门海域累计清淤约 1.5 亿立方米，
造地约 11.2平方公里，投资额近 70亿元。

同时，厦门市还出台《近岸海域水环境污染治理方案》，开
展岛内 48 个雨（污）混排口截流和岛外 9 条入海溪流的同步
治理。同时，组织开展一批岸线沙滩修复、红树林重构工程，
修复岸线 30公里，建成人造沙滩 100多万平方米。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赞许，也得
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继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成为全国
第一批国家级海洋公园之后，2013 年厦门市又成为全国首批
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在农业部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考核中
厦门市连续两年位列总分第一，连续 5 年在全国水生野生动
物保护科普宣传月中成绩名列第一。

在厦门海域，还散布着 17 个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的无居
民海岛，这些海岛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环绕在厦门岛周围。
如能加以合理开发，“串岛游”将有望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新
型滨海旅游线路，成为厦门旅游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此，按
照保护与开发并重、生态与旅游结合的原则，厦门市将在最大
限度保留各个无居民海岛上原生自然特色的基础上，有序推
进“串岛游”各项设施的建设。

火烧屿是岛上旅游设施配备最完善的，以保护白海豚为
景观设计定位。在对现有植被、地质、道路、码头等设施进行
保护性改造开发后，火烧屿将成为无居民海岛“串岛游”的理
想集散地，同时岛上还将打造一个集文化、生态、教育、启智、
休憩、娱乐、健身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海岛公园。

大兔屿作为海岛旅游示范基地，以低强度开发与生态修
复相结合的生态休闲旅游海岛为设计定位，将现有山体、植
被、岸线、沙滩等自然景观进行低强度开发改造并增设节能设
施，打造成以自然景观体验为主的生态公园。同时，宝珠屿则
定位为以嘉庚文化为主题的海岛公园，建筑作为文化展示及
纪念缅怀等用途的配套设施，并对夜景和绿化进行优化，搭建
休息平台等为游客提供观光及短暂休憩的场所。

“山海一体、江海连城”的大海湾城市战略、“城在海上、海
在城中”的大山海城市战略、“青山碧海、红花白鹭”的大花园城
市战略——随着美丽厦门战略规划的逐步推开，有着古老历史
的“厦门海”将再次开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厦门国
家级海洋公园、“串岛游”、马銮湾、同安湾——随着一个个海洋
生态建设工程的建成，作为最美海滨城市的厦门将越来越美。

“三步走”推进海域整治

厦门市近年来开展了大规模海洋生态

修复工程，并按照“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全

面推进海域整治工程，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2013年入选全国首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厦门蓝湾科技有限公司和国家海洋三所经过多年的艰苦

研究，成功实现高纯度硫酸氨基葡萄糖规模化、低成本、绿色

生产。图为氨糖制备喷雾干燥设备。

① 厦门按照“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大山海城市战略，推进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图为厦门地标之一的五缘大桥。

② 厦门开展海域整治联合执法，确保海域开发利用健康有序。

②②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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