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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函字〔2025〕82 号

答复类别：B 类

民进界别活动小组：

《关于完善海洋高新区建设 产研融合高质量筑造海洋产业

的建议》（第 20252058 号）收悉。我局作为主办单位，现结合市

科技局、工信局等会办单位意见，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民进界别活动小组分析了海洋高新区建设存在基础设施建

设尚未完善、规划调整及土地转用影响项目进展、园区规模小，

产业带动效应有限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加快完善海洋高新

区各项基础设施、加紧标杆性龙头企业招商、加强产研融合高质

量筑造海洋产业、加强文旅产业布局等建议。我局及会办单位高

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认真组织相关业务处室深入研究，形成办

理意见。我局与庄楠菁委员充分沟通，汇报提案办理情况，相关

做法和成效获得庄楠菁委员的肯定。

二、措施与成效

（一）加快完善海洋高新区各项基础设施。园区总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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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个建设项目（包括完工项目 3 个，续建项目 9 个，2025 年新

建项目 17个，前期项目 12个，储备项目 10个），总投资约 127.85

亿元。截至 2025 年 6 月已完工项目 3 个，涉及投资约 2.1 亿元；

2025 年计划完成投资 10.24 亿元，截至 6 月底已完成投资 4.36

亿元；2025 年底前预计可建成项目 11 个，实现投资约 7.16 亿

元；2026 年底前预计可建成项目总计 17 个，实现投资约 15.32

亿元。建设推进情况具体如下：园区共 29 个基础设施项目（其

中完工项目 1 个，续建项目 7 个，2025 年新建项目 11 个，前期

项目 8 个，储备项目 2 个），总投资约 36.76 亿元。2025 年计划

完成投资 5.29 亿元，截至 6 月底已完成投资 1.95 亿元。2025

年 11 个新建项目要求全部开工，包括鼓锣水系海沟生态整治工

程、欧厝东水系海沟生态整治工程、鼓锣水系北侧市政道路工程、

鼓锣水系东侧市政道路工程、欧厝-蔡厝沿岸海域生态修复项目、

欧厝对台渔业基地渔港工程等项目；计划 2025 年完工项目 9 个，

包括欧厝对台渔业基地东侧防波堤延伸段工程、九万堂路南段、

九万堂路(前线路-金翔大道)、彭厝路东段、浦滨路、前线路(鸿

翔南路-浯江道)、庆元路(前线路-浦滨路)、欧厝路(洪钟大道-

九万堂路)、海洋三所翔安基地一期用电工程等项目。

（二）激活创新动能，打造企业创新矩阵。构建“科技型中

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分层培育体系，设立总规

模 20 亿元的厦门海洋高新产业发展基金，培育海洋龙头企业 30

家，涉海上市企业 15 家，形成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高端装备

等为支撑的海洋新兴产业体系，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

总值近 40%。硫酸氨糖、辅酶 Q10、微藻 DHA、香兰素等一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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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物制品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立体观测、

船舶通信导航等领域多个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

结合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NCE 计划），推动“国际

海洋负排放组织”设立，并依托厦门国际海洋周、APEC 海洋中

心等平台，强化与金砖国家、东盟等区域的科技合作。通过中国

国际投洽会、ONCE 开放科学大会等活动，向国际推介厦门海洋

科技优势，吸引全球龙头企业参与产业链合作。

（三）加强产研融合高质量筑造海洋产业建设。推进“大黄

鱼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功重组“海水养殖生物育种全国重点

实验室”。实验室聚焦种质创新和良种选育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开

展产学研合作攻关，为海洋生物制造产业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支持院士团队牵头科研项目/科研平台：厦门大学焦念志院士牵

头开展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NCE）；戴民汉院士牵头成

立福建省海洋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鹭江创新实验室）；赵振

业院士牵头成立集美大学海工高端装备技术转移转化研究院；朱

蓓薇院士牵头筹建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海洋生物制品开发利

用研究院。部省市共建“海洋三所国家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

发展中心”，建成全球最大深海微生物菌种库。“海洋生物碳泵与

营养盐循环研究”成果入选全国十大海洋科技进展。以基础支撑

应用、需求牵引原创，全力打造海洋经济创新高地。

海洋人才方面，一是发挥海洋科技优势，汇聚戴民汉、焦念

志、赵振业等院士，计划联合朱蓓薇院士团队，与厦门海职院、

集美大学共建厦门市海洋生物制品开发利用研究院，以建设高能

级平台为载体，不断加强海洋科技力量。二是完善海洋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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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市海洋专家组已任期届满，目前正对成员进行更新调整，

构建覆盖成果转化全链条、年龄结构更优化的决策咨询队伍。三

是实施《厦门市海洋经济人才项目实施办法》，计划至 2030 年共

评选 100 名海洋经济人才，7 月 1 日已正式对外发布公告，启动

申报、评选工作。同时，结合海洋高新园区发展需求，以产业聚

集和政策配套为契机，更有效的吸引外地海洋人才来厦创业就

业，使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同频共振，推进产业链与人才链精准

对接。

（四）加强文旅产业布局。园区聚焦“产城融合”,建设宜

居宜业环境。积极推进环东浪漫线（会展中心-澳头段）及园区

内海沟生态整治工程实施，提升园区整体环境形象。同时积极依

托海洋高新区内澳头、欧厝社区深厚的南音文化、华侨文化、渔

村文化及闽南民居古宅、南洋华侨别墅等地方文化特色和旅游资

源，打造澳头特色文旅小镇，为产业园区配套休闲、文化、旅游、

餐饮等产业，创建宜居宜业的现代产业园区。

三、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目前，我市海洋生物制造业在发展进程中，海洋生物在相关

产业占比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深海遗产资源开发利用层面，技术

研发力量较为薄弱，海洋产业层次有待提升，海洋新兴产业规模

体量偏小，海洋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不够强，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有

待完善。下一步，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落实提案提出的宝贵

意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速动能转换。加快鹭江创新实验室、海洋药物和生

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海工高端装备技术转移转化研究院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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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建设，打造高能级海洋创新平台，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二）强化要素保障。一是加强资金保障。发挥厦门海洋高

新产业基金作用，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投向海洋产业项目。二是组

织实施“群鹭兴厦”海洋人才计划，引进我市急需的海洋人才，

调整更新市海洋专家组，完善海洋智库建设。

（三）加强产学研联动。依托现有优质企业，借助厦门大学、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联动，推动

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研发、制造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形成海洋

医药与生物制品产业格局。

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领导署名：王 宇

联 系 人：李延龄

联系电话：0592-2853905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2025 年 7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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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