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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起鸿

厦门国际海洋周云集世界

海洋精英，展示海洋高新发展成

果；招才纳贤，南方海洋创业创

新基地孵化海洋创新企业，提供

“拎包入驻”等系列服务；筑巢引

凤，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积极招商引资，建设如火如荼

……前景可图、未来可期，厦门

海洋经济正化身“蓝色引擎”，为

厦门市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能。

当下，厦门海洋经济发展又

迎来一项利好——《厦门经济特

区海洋经济促进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今起正式实施。《规

定》以加快建设海洋强市、打造

国际特色海洋中心城市为目标，

立足厦门市海洋经济发展实际

需求，围绕发挥厦门市海洋经济

独特优势和显著特色，着力解决

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

厦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切实有效的法治保障。

前景
全市海洋生产总值

朝3000亿元目标迈进
厦门海洋经济基础扎实、科

技实力雄厚、生态环境优美、海

洋特色鲜明，在促进区域协同、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

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方面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如今已初步形成以海洋药物与

生物制品、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

料、海洋信息与数字产业、现代

海洋渔业、高端滨海旅游、海洋

新能源产业、海洋服务性产业等

为主导，以海洋研发创新载体、

海洋总部经济为支撑的厦门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期间，

厦门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预期可

达1000亿元，全市海洋生产总值

将达3000亿元左右，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达30%，新兴产业成为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

色引擎”。制定海洋经济促进法

规，将进一步发挥厦门海洋经济

独特优势和显著特色。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厦门市

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

问题，包括海洋产业分散、竞争

力不强、科技优势有待进一步发

挥、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较大

等。通过制定相关法规，解决海

洋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应对

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挑战和冲击，

是实现厦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手段。

落实
市海洋局多措并举
为“蓝色引擎”添动力
目前厦门海洋经济发展建

设已卓有成效，但在海洋产业规

模、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等方

面仍存在广阔的发展前景。下

一步，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将持续

贯彻落实《规定》细则，为厦门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市海洋局将多渠道拓展海

洋经济增长点，持续依托国家海

洋经济示范区、示范市建设，加

快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建设，谋划和推动一批海洋优质

招商项目签约落地，尽快发挥园

区集聚效应。市海洋局还将高

质量开展海洋产业招商引资工

作，强化项目引领，围绕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一批示范项

目建设，建设一批“全球海洋生

物产品供应基地”，打造一批海

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同时，市海洋局将推动海洋

科研创新载体培育，充分发挥厦

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协调功能，

加快推动新型海洋大学、海洋科

技福建省创新实验室、部省市共

建海洋三所等新型创新载体建

设，提升企业科技成果研发转化

能力。在此基础上，市海洋局将

全方位打造海洋人才高地，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引进海洋人才支

持和保障措施，推动涉海校企联

合创办海洋专业人才创新实践

基地与海洋职业培训班。

未来，市海洋局将持续聚焦

国际视野，推动提升厦门海洋城

市知名度，深层次拓展海洋合作

空间，办好2024年厦门国际海

洋周与2024年东亚海大会，推

动厦门海洋国际合作持续发展；

并加大海洋文化宣传力度，提升

海洋文化嘉年华活动的内涵和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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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解读】

记者了解到，《规定》共35条，以促进海洋经济产业发展为脉络，串联
起行政管理、产业布局、生态环境、区域协同、要素支持、服务保障等内容。

亮点1
突出特色 促进成果转化

《规定》支持海洋药物和生

物制品、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

等重要产业发展，并加大对列入

指导目录海洋产业的要素保障

力度；将重点推进海洋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建设，建设集科研、创

新、孵化、产业为一体的海洋产

业规模化集聚区，促进海洋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创新发展；还将加

强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国家级海

洋生物遗传资源基地建设，推动

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

亮点2
扩大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厦门

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和国际

邮轮母港建设，推进厦门港国际

中转、海铁联运，建设中欧中亚

班列、丝路海运为载体的东向陆

海新通道。同时，深化海洋产业

对外合作机制，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构建高水平开放型海洋经

济体系。

《规定》提出，深化厦台融合

发展，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强化区域协同，推动厦漳

泉金共同制定规划，促进海洋资

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加强海洋产

业协作，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

补、融合发展的海洋产业集群。

亮点3
强化保障 构建支撑体系

《规定》要求，集中安排使用

财政资金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加

大融资支持力度，促进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同时，培育海洋科技

服务机构，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

海洋资源勘察等专业服务；健全

人才体系，建立海洋专家智库，

完善海洋人才认定、培养、引进、

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开展海

洋科普宣传教育，培育海洋文

化，支持文化创意产业与海洋产

业融合发展；完善海洋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海洋基础设施共建、

资源共享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改

造升级。

亮点4
生态为本 保护海洋环境

立足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

保护协调发展，根据海洋环境保

护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政策精

神，结合厦门市有关海洋环境保

护的法规规定，《规定》对海洋生

态产品、海洋碳汇、海域海岛开

发、海洋生态补偿等方面进行细

化和补充。

《规定》提出，将开发海洋生

态产品，探索建立海洋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完善海洋生态产

品交易规则，促进海洋生态产品

依法有序流动。同时，完善碳汇

交易机制，探索建立海洋生态系

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推动海洋

碳汇市场基础能力建设，在红树

林、海草床等方面开展增汇试点。

同时，合理利用海域海岛资

源，划定海洋功能立体分区，推

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探索建立

海域资源收储和交易制度，建立

健全海岛开发利用约束制度，促

进海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健

全完善海洋生态补偿，采用实施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或缴交海洋

生态补偿金的方式，对依法从事

海洋开发利用活动造成的海洋

生态损害进行补偿。

“厦门国际海洋周”吸引众多外宾参与。（资料图）记者许晓煜摄

海洋高新设备走进现实，改变生活。记者许晓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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