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参与国际交流
加强持续创新能力
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

士张卫：2023年福建省海洋生产总值

居全国第三，其中海水养殖产量、海

水养殖种业规模居全国首位，水产品

出口额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厦门海

洋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蕴藏潜

力巨大，未来可以聚焦海洋新兴产

业，包括海工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

制品业、海水利用业等，充分激活厦

门的创新活力。

此外，厦门还可以充分利用自身

的国际知名度，加强与世界海洋强国

的互动交流，学习世界前沿技术。如

今，福建省海洋创新实验室正在加速

建设中，厦门可以进行深度参与，共

同探索未来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加强

可持续创新能力和自我造血功能。

发挥创新联合体优势
推动高端海洋装备制造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业：厦门具

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发展海洋经济

的天然条件，发展高端海洋装备制造

产业，是推动厦门海洋经济发展，落

实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抗疲

劳制造技术是发展高端海洋装备制

造业，提高实体经济韧性的有效手

段，可以为厦门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

强市的建设赋能。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三位一体”

的创新联合体，发挥创新联合体优

势，建设抗疲劳制造一流学科，把一

流的科研机构建起来，把高端制造的

跨国企业建起来。在政府确定的高

端装备制造目标引领下发展，实现中

国海洋装备制造领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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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满满的内容分享、学用结合的

参观实践……17日上午，“做大做强海

洋新兴产业 加快实现海洋强市目标”专

题培训班正式开班。为期三天的培训，

共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相关部门以及

高校科研院所和涉海企业的学员，共谋

海洋产业未来发展，大家收获满满。

据了解，本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

学员理论和实践水平，做大做强厦门海

洋新兴产业，从而加快实现海洋强市规

划目标。

开班动员的仪式上，厦门市海洋发

展局局长曾东生表示，海洋是厦门未来

发展的战略空间，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符合厦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关

系到厦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贴近实际专家学者登台分享
本次培训在课程设置上既兼顾宏

观视角，又注重贴近实际，精心安排了

专家讲座和现场教学，6场理论授课搭

配1场现场教学、1场分组讨论。讲座

内容涵盖国家层面宏观政策解读，以及

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等板块。

放眼全球，在浩瀚的蓝海，中澳合

作将擦出何种火花？围绕这一主题，澳大

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张卫用翔

实的统计数据、深度的行业解析，收获

台下学员的阵阵掌声。“课程内容很有

深度，对于我们学习、研究有非常大的

启发。”厦门市海洋新兴产业专家组成

员、集美大学教授徐轶群点赞道。

张卫的分享是本次培训高质量宣

讲的一个缩影。本次培训共有六位专

家学者、行业大咖登台分享，包括2位海

洋领域顶尖院士、2位长期从事海洋管

理实践的行业人员以及2位科研院校和

优秀企业家老师。

学用结合亲身感受高新科技
本次培训注重学用结合，学员先后

参观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园区、厦门汇盛

生物有限公司、中船重工七二五研究所

等，亲身感受厦门海洋发展成果。

翔安海畔，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落址于此，吸引众多海洋新兴产业

慕名而来。作为全省唯一的省级海洋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学员们来此近距离

感受着厦门海洋创新发展的强劲动

能。“这次的参观让我大开眼界，了解到

很多海洋高科技的现实应用。”太阳树

（厦门）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裕感慨道。他还表示，近年来，太阳树

（厦门）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布局海洋生

物的开发利用，本次培训与业界同行相

谈甚欢、收获颇丰，对公司未来长远发

展大有裨益。

汲取蓝色智慧 发展新质生产力
“做大做强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实现海洋强市目标”专题培训班成功举办

聚焦海洋经济发展难点
专门立法给予保障
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刘

超：厦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制度保障。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的《厦门经济特区海洋经济促进

规定》，就是一部针对厦门市海洋经

济发展中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回

应厦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

色法治需求的法规。

《厦门经济特区海洋经济促进规

定》明确了海洋经济促进工作职责分

工，系统构建了海洋产业规划与发展

制度体系，完善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丰富了对外开放合作制度，强

化了综合服务与保障制度，为厦门市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富全面、

切实可行的法治保障。

强化产业战略引领
发挥海洋文旅优势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研究

员 崔晓健：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海洋

经济发展优势显著。一方面，厦门可

聚焦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强化

海洋产业战略引领与产业链协同，包

括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

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部

署、统筹推动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提

升海洋产业集群化发展水平等。另

一方面，厦门可聚焦强链接促融合，

补齐海洋科技转化与应用短板。其

中包括强化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

部署、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突出涉海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

此外，打造特色鲜明的现代海洋

城市，包括加强海洋文化科普教育、

打造海峡两岸旅游特色项目等。

集中多种产业优势
发展新质生产力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原副局长 邱

章泉：厦门在海洋渔业领域发展新质生

产力具有明显优势，大有可为，应顺势

而为。

在海洋渔业领域，厦门可以推进实

施水产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加强原

良种资源保护，加快生物育种技术应

用，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渔

业种业龙头企业。在海洋工程装备上，

厦门可发展用于深远海养殖、海底采

矿、水下打捞、海上救援、海道测量、港

口航道施工、深水勘察等海洋重大装

备。在智慧海洋产业上，厦门要支持海

洋数字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发

展海洋卫星应用产业，建设智慧海洋大

数据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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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加快建设“蓝色粮仓”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黄建联：海洋生物产业是“蓝

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海洋

生物产业的一员，企业要响应国家加

快建设“蓝色粮仓”的号召，更多关注

自身的“蓝色”元素，积极构建自主创

新和产学研融合的创新体系，嫁接高

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科研优势，

将其转化为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安

井多年来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

期待在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开发利

用、海洋预制食品研发方面有进一步

的拓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健康、

更安全、更美味的食品，引领行业发

展，凝聚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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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共谋海洋产业未来发展。记者唐光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