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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规〔2025〕1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和海洋强市建设，经研究，制定《厦门市加快海洋新兴产业发

展若干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厦门市财政局

2025 年 6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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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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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洋渔业、深海产业等海洋新兴产业发

展，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措施。

一、支持关键技术攻关。围绕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制品、

海洋生物医用材料、海洋仿生材料、海洋生物育种、无人智能

装备、海洋观探测装备、深海开发配套设备、数字孪生海洋等

领域，鼓励产学研合作，以自主申报或揭榜挂帅的方式开展技

术攻关。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研发投入的 50%给予补助，单个

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鼓励多项关联项目整合后联合

攻关，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二、支持平台建设和运营。围绕技术创新、概念验证、产

品研发、中试放大、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试验推广等环节，

聚焦海洋生物制品开发利用、海洋装备高性能制造、海洋立体

观测等领域建设非营利性海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按照不超过

项目实际设备投入的 5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

海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对绩效评

估优秀的，按考核年度技术服务收入实际发生额的 15%给予绩

效奖励，单个平台最高奖励 150 万元；对绩效评估良好的，按



－3－

考核年度技术服务收入实际发生额的 10%给予绩效奖励，单个

平台最高奖励 100 万元。

三、支持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围绕海洋保健食品、海洋功

能化妆品、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观测监测设备、通信导航设

备、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防污防腐涂料等领域，扩大海洋应

用场景，支持科技成果（产品或服务）在涉海领域的应用，或

涉海科技成果在非涉海领域的应用，以自主申报或揭榜挂帅的

方式开展产业化。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总投资的 1/3 给予补助，

单个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四、培育重点领域特色优势。牵头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的海洋保健食品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的新食品

原料批文，在厦实现产业化的，给予 60万元奖励。牵头获得农

业农村部组织认定的海水养殖新品种，给予 50 万元奖励。取得

国际船级社协会会员认证的船舶海工配套产品，按照首次认证

和许可产生费用的 50%给予奖励，单个产品不超过 50万元，每

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

五、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参与制定（排名前五）涉海领域

相关标准，获得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别给予最

高 100 万元、50万元、40 万元奖励。我市多家单位参与制定的

标准，由排名最靠前的单位牵头申报和分配补助资金。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市海洋专家组及涉海专

家智库作用。实施“群鹭兴厦”人才计划，开展海洋经济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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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优秀人才评选工作，给予人才计划获得者相应资金补助。

附则

本措施第一条和第二条中平台建设项目采用“分阶段补助”

的方式，立项拨付计划补助资金的 50%，中期验收合格拨付 30%、

结题验收合格拨付 20%；第三条采用“分阶段后补助”的方式，

立项并完成计划总投资 20%及以上，拨付计划补助资金的 20%，

结题验收合格拨付 80%；第二条中平台绩效奖励和第四、第五

条采用“一次性后补助”的方式。

本措施财政奖补资金每年根据预算安排予以兑现，本市同

类政策与本措施不一致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各区

可参照本措施出台相应叠加扶持政策。

本措施由市海洋发展局负责解释，并制定相关操作文件后

组织实施。

本措施自 2025 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厦门市

海洋与渔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厦海规〔2020〕4 号）

同时废止。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