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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闽台海洋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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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福建省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具有 “五缘”优势，经济互补性强，在海洋

经济发展方面可以相互交流合作，实现双赢。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赋予福建许多对台交流

与合作先行先试政策，福建海洋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海洋经济总规模保持在全国前列，海

洋经济已经成为福建经济的主要增长极。然而，福建海洋经济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

存在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海洋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海洋综合

管理体制机制滞后等困难和问题。为此，笔者通过调查分析，提出了４点合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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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与台湾省隔海相望，经济互补性强，

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可以相互交流合作。福建

应发挥对台合作的独特优势，全面推进闽台在

海洋经济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构建两岸海洋

开发深度合作平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赋予

福建许多对台交流与合作先行先试政策，包括

批准福建省设立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

台轮停泊点、对台小额贸易口岸，开辟 “小三

通”、 “大三通”海上直航通道，以及给台湾农

产品、水产品特殊优惠的关税政策等。这些政

策大大促进了闽台之间包括海洋经济在内的各

方面的合作与发展。

１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福建位于台湾海峡西岸，海坛岛与台湾岛

新竹仅隔６８ｎｍｉｌｅ，北接长三角，南联珠三角，

扼东海与南海之交通要冲，是我国的一个重要

海洋省份。可作业的海域面积１３．６万ｋｍ２，比

陆域面积大１２．４％，拥有优越的海洋区位条件，

拥有 “港、渔、景、油、涂”五大海洋资源优

势，拥有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具有较强的海

洋环境承载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着力实

施 “大念山海经”、 “山海合作，建设海峡西岸

繁荣带”、 “建设海洋大省”、 “建设海洋经济强

省”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海洋经济获得长足发

展［１］。２０１２年全省人口３７４８万
［１］，海洋生产

总值 ５２２０ 亿元，占全省地区 生产 总 值 的

２６．５％。海洋经济总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五位；

产值比上年增长１８．１％，增幅位居全国前茅，

海洋经济已成为福建经济的主要增长极［２］。

“十一五”末到 “十二五”初，福建已着手

优化海洋经济布局，突出海峡、海湾、海岛和

海洋优势，逐步推进海岸、海岛、近海和远海

开发，开创一带 （打造海峡蓝色产业带）、双核

（福州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简称提升海洋经济

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区）、六湾 （开发环三都澳、

罗源湾、闽江口、湄洲湾、泉州湾、东山湾六

大海湾区域）、十岛 （探索平潭、东山、湄洲、

琅岐、三都、大嵛山、西洋、南日、大嶝、浒

茂１０个海岛的开发模式，建设各县特色的智能

岛和低碳岛）的海洋经济开发新格局。

１１　取得的成效

１１１　海洋经济贡献率日益提升

从海洋经济总量来看，海洋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５年１４９６．４亿元提高到２０１２年５２２０亿元，

位居全国第５位，年均增长１９．５％。海洋生产

总值占ＧＤＰ比重由２００５年２２．８％提升到２０１２

年２６．５％。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

提升。

１１２　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海洋产业结

构也得到不断优化。全省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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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的９．７∶４０．２∶５０．１调整到２０１２年的

８．０∶４４．７∶４７．３，呈现出一产比重下降，二产

比重上升的良好趋势，但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

福建海洋经济一产所占比重仍显较高，二产比

重偏低。

１１３　海洋主导产业和区域布局基本形成

２０１２年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与仓储、

滨海旅游、船舶修造、海洋建筑五大主导海洋

产业增加值达１６５２亿元，占全省海洋经济总量

的７０％以上。以环闽江口、湄洲湾和厦门湾等

海洋产业集聚区为代表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迅

速，２０１０年三大海洋产业集聚区海洋生产总值

之和约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的８８％。由环三都

澳、闽江口、湄洲湾、泉州湾、厦门湾以及东

山湾构成的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已经基本形成。

１１４　闽台海洋产业进一步融合

福建在东山、霞浦、连江等地规划建设了

两岸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闽台渔业合作已涵

盖苗种繁育、水产养殖、远洋渔业、渔工劳务

合作及渔业科技合作等领域。覆盖沿海６个设

区市的８个港口率先开通对台海上直航，率先

开通对台海上直航客滚航线，率先实现两岸间

双向旅游，两门、两马等 “小三通”航线成为

两岸人员往来的黄金通道。

１２　存在的问题

１２１　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轻型化特征明显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全国水平，缺

乏有规模的海洋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和名牌产

品。海洋生物制药和保健品制造业等新兴产业

发展较快，但基础弱，起点低，规模小，在海

洋经济中的比重较低。

１２２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

偏低，与发达国家７０％的贡献率相比还有很大

差距。海洋科学和技术装备处于劣势，在关键

领域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对进

口依赖大。同时，福建海洋人才优势尚未完全

发挥。海洋研究力量雄厚，但由于体制原因未

能形成合力，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人才制约问

题日益显现，海洋人才队伍的现状难以满足海

洋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１２３　海洋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海洋生态保

护任务艰巨

　　近年来，随着沿海区域发展规划的陆续实

施，新一轮的沿海投资和建设热潮异常迅猛，

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沿海临港

经济发展出现了 “工业滨海化，滨海重化工”

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海域使用管理法》实

施以来，全省围填海面积达１７３１７．５３ｈｍ２。

２００２ 年 全 省 围 填 海 ３１．２３ｈｍ２，２０１１ 年 为

１２６７．５７ｈｍ２，年均增长率５０．９％；近岸海域

生态环境特别是海湾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１２４　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机制滞后

海洋资源利用管理职责划分过细，不利于

对海洋实行统一管理。目前，福建实行综合管

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

洋既作为一个区域由海洋与渔业部门统一管理，

又根据行业分工由交通运输、水利、国土、环

保、林业、科技、旅游和海事等部门分别对海

洋港口和航运、沿海堤防、海洋矿产资源、陆

源污染物排海、滨海湿地、海洋科技、滨海旅

游和船舶安全等实行行业管理，存在一定程度

的职责交叉，如在海洋资源开发上，对海洋矿

产开发企业，海洋与渔业部门承担开采海砂、

海洋油气的海域使用许可职责，国土资源部门

承担海矿和海洋油气开采许可职责。海洋公共

服务总体上比较薄弱，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灾

害预警预报及防御能力面临着很大压力。

２　台湾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台湾省包括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

湖列岛，面积约３．６万ｋｍ２，其中台湾本岛

约３５７９８ｋｍ２，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０％以上，

是我国第一大岛。人口２３３４万
［３］，主体民族

为汉族。

台湾的经济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

济体系，６０多年来，通过经济恢复，进口替

代和出口替代战略、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自

由化、不断更新的重大经济计划发展轨迹，

台湾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３　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工作及其政策

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试点省建设，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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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积极推进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在政策、体制机制

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１） 《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

划》及 《福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方案》

获批，使福建海洋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２）创新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福建成立

了加快海洋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由省长任组长，

副省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福

建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主任由省发展改革委主

任兼任，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兼任办公室第一副

主任，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沿海市县也

相应建立了组织协调机制，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

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同时，明确职责分工，制定

评价考核办法，把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和试点工作

情况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范围。

（３）出台多项政策，构筑海洋经济发展良

好环境。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

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

意见》”）及 《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

九条措施》。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了 《福

建省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 《福建省现代

海洋服务业发展规划》。同时省直有关部门出台

了 《福建省海洋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福建

省海洋产业示范园区认定办法 （试行）》 《福建

省海洋产业龙头企业认定评选办法 （试行）》

《福建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

（４）成立了福建省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

估中心。该中心将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

海洋经济运行监测网络、海洋经济数据中心及

相关应用平台、系统等，开展海洋经济月度监

测、季度监测、半年度监测、年度监测、不定

期监测，并对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的热点和重点

问题进行评估，为政府制定海洋经济政策提供

决策依据。

（５）积极开展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

工作。编制完成了福建省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

域示范的相关实施方案，主要包括：《总体实施

方案》《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实施方案》 《海洋公

益性行业科研任务需求实施方案》《海洋产业公

共服务平台实施方案》《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实

施方案》。相关实施方案已通过国家评审，并获

得国家批复的２０１２年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

范启动资金２．８亿元 （其中，厦门０．９亿元），

下拨资金总额位居全国４个试点省份 （山东、

浙江、广东、福建）首位。

（６）组织２０１２年度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补

助资金政策落实。根据省政府 《关于支持和促

进海洋经济发展九条措施》，经过审核，共有１５

个项目符合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批海洋经济发展补助

资金的补助标准，共获得补助资金８１０万元。

目前，正在组织申报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批海洋经济

发展补助资金。

４　探索闽台合作新机制，推进海洋经

济合作发展

４１　全面推进闽台海洋开发合作

闽台海洋开发合作可以涵盖海洋经济全部

三次产业。

（１）闽台海洋新兴产业领域合作蓄势待发。

在努力推动现有闽台传统产业电子信息、石化、

机械装备、汽车、能源、船舶、钢铁等重大项

目向临海高端产业基地集聚的同时，今后闽台

工业合作的重点应更多地转向海洋生物医药、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新

材料和深层海水利用等新兴产业方面。

（２）闽台渔业合作前景广阔。台湾在海洋

生物育种、海洋生态养殖、海产品深加工方面

有技术优势，而福建拥有丰富的海洋渔场资源，

两地合作可以优势叠加、优势互补，更上一层

楼。福建应按 《若干意见》的要求，加快在全

省海洋渔业发展条件优越的地方，比如漳州、

莆田、宁德、平潭等地建设一批两岸现代渔业

合作示范区。

（３）闽台现代海洋服务业合作潜力巨大。

两地可以在两岸港区对接、电子口岸互通、

信息共享领域，以及两岸运输业、仓储业、

船舶和货运代理领域深度合作，提升双方海

洋现代物流业的水平。在两岸旅游合作方面，

在继续保持目前闽台双向旅游发展良好势头

的基础上，共同打造 “海峡旅游”品牌，抓

住厦门、福州列入台湾旅游 “自由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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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机，进一步提升诸如武夷山－阿里山、

大金湖－日月潭、鼓浪屿菽庄花园－台湾林

本源园邸、漳州火山岛－澎湖列岛等重点旅

游景区对接合作水平，更多地发展海洋休闲

旅游、海洋文化旅游。同时应按 《若干意见》

要求，加快建设一批两岸合作的文化产业园

和文化产业合作中心，提升福建海洋文化创

意产业的质量与水平。

４２　构建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域

依托平潭综合实验区特殊区位与政策优势，

积极打造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域，为海洋

经济强省建设创造新经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

体发展规划》围绕建设两岸共同家园的总目标，

对平潭与台湾共同发展海洋经济做了规划，其

中包括按 “五个共同”原则共建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业、海洋产业、旅游业等内容，还包括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

平潭综合实验区可以在以下３个方面发挥

它的特殊优势：① 加快实施分线管理的特殊通

关模式，按 “保税区”或 “自由贸易港”的模

式，探索两岸海洋产业合作，实行贸易、投资、

货物、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将平潭建设成为

两岸 “自由贸易岛”。② 落实平潭方便台湾同胞

就业政策，大力引进台湾海洋经济方面的高层

次人才，充分利用台湾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方

面的资源，在平潭高起点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

教育，创办两岸合作的高等学校，培养更多海

洋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③ 充分利用中央赋予

平潭综合实验区的７项２８条优惠政策，在海洋

经济建设领域先行先试，扩大政策效应，在取

得成功的经验后，向全省推广。

４３　加强闽台海洋环境协同保护

闽台两地分处台湾海峡西岸和东岸，保护

海峡资源环境的生态安全，双方都肩负着重任。

（１）加强闽台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

交流与合作，加强在厦金海域、两马海域海漂

垃圾治理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合作，比如互花

米草的治理、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增殖放流

等，推进海峡两岸共同关注区域的环境监测合

作和资料共享。加强对现有监测网络、监测基

础和仪器设备的建设和改造，实施台湾海峡环

境、生态及重大自然灾害等进行动态监视监测，

全面掌握台湾海峡海洋环境质量状况，努力减

轻海洋灾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２）加强溢油应急协作，提高台湾海峡的

船舶溢油应急处置能力，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

愿。两方都建立了溢油应急体系，制订了应急

计划，且都按照ＴＭＯ指南的格式编制，基本可

以对接，多次搜救协作成功的案例都证明海峡

两岸已具备了实施油污应急协作的基础。海峡

两岸关于油污应急协作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研

讨，在许多问题上已取得共识。当前应当尽快

制定 《台湾海峡海上溢油应急协作计划》，通过

双方签署备忘录的形式认可，分步实施，逐步

推进。海峡两岸有识之士应共同努力，抓住机

遇，共同推进两岸应急协作。

４４　深化闽台海洋综合管理领域合作

在加强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建设方面，闽

台都有紧迫性。今后应加强闽台海洋与渔业

执法交流合作，积极与台湾海洋、渔业管理

部门开展对口交流，寻求实质合作，尝试建

立台湾海峡海洋、渔业联合执法机制；建立

闽台海洋与渔业案件的通报和协查制度，联

合开展司法互助专项行动。另外，台湾在海

洋灾害预警、防范、搜救等方面有许多经验

值得福建借鉴。今后应开展台湾海峡防灾减

灾与救助合作，推动建立两岸渔业搜救沟通

协调机制，主动为两岸渔民服务。同时，应

加强台湾海峡海事专业搜救能力和海上搜救

辅助能力建设，形成全面覆盖的搜救网络，

构建海、陆、空立体式的海难救助体系。强

化台湾海峡搜救预报信息沟通交流，建立两

岸海难事故联合救助机制。

参考文献

［１］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

验区发展规划辅导读本［Ｍ］．福建：福建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　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Ｍ］．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２０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