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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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浩瀚的海洋孕育着几十万种不同门类的生物种群，全球

生物生产力的 88％来自海洋。据有关资料显示，海洋每年

可为人类提供 30 亿吨海产品(如鱼类、贝类、藻类、虾蟹类),

可满足 300亿人对食物蛋白质的需求。同时，海洋生物体内

蕴藏着各种各样的结构新颖、活性特异、应用潜力巨大的生

物活性物质，是人类开发药品、功能性食品、化妆品、农用

制品、环保制剂、生物新材料等多种生产生活用品的重要来

源。提高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发展海洋健康食品、

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新兴产业前景广阔。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重点

领域，“十三五”期间，全国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增加

值年均增速高达 11%，发展态势好，创新活跃度高，新技术、

新产品不断涌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

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为充分发挥我

市海洋生物资源优势，提高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能力，推

动全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更好更快发展，使之尽快

成为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依据《关于传承

弘扬“晋江经验”支持泉州建设 21 世纪“海丝名城”的意

见》《福建省“十四五”海洋强省建设专项规划》《泉州市

“十四五”海洋强市建设专项规划》《泉州市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十四五”专项规划》等制定本规划。本规划基期为

2021 年，近期规划至 2025 年，中期至 2030 年，远期展望

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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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现状

第一节 发展基础

经过多年培育积累，我市在水产品加工综合实力、海洋

休闲食品特色集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培育、关联行

业延伸拓展等方面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

水产品加工综合实力居于全省前列。我市水产品加工企

业数量、加工总量和品类均居于全省前列。据不完全统计，

现有各类水产品加工企业 200 多家，2021 年全市水产品加

工产值超 200 亿元，其中产值超 1 亿元的企业 15 家、超 5

亿元的 8 家、超 10 亿元的 4 家。全市水产品年加工总量约

为 70 万吨，加工品类覆盖鱼虾贝藻，较为齐全，以大宗海

捕鱼类、紫菜、鲍鱼为主。产品涵盖初加工冻品、鱼糜制品、

调味紫菜、海洋休闲食品、鲍鱼深加工产品、腌制（干）品

等多个品类，符合多样化的市场消费需求。

海洋休闲食品加工特色和优势较为突出。已集聚了力

绿、阿一波、渔家翁、力诚、福广家、金丰味等众多龙头骨

干型企业，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16 家（国家级龙头

企业 4家）。初步形成了以海苔系列休闲食品、鱼虾贝类罐

（袋）装系列即食产品为主的海洋休闲食品产业集群，产品

“休闲化、健康化、便利化”特色明显，市场竞争力良好，

预估年产值总规模在 150亿元左右。培育形成了一批知名品

牌，“晋江紫菜”“泉州金牡蛎”“崇武鱼卷”“安海土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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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等被列入全省十大渔业品牌，其中晋江紫菜精深加工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国家，占据了全国坛紫菜加工品

7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全国最大的坛紫菜生产加工基地。

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开发势头良好。我市海洋生物医药

开发虽然起步较晚，但海洋原料药生产、海洋中药、新型海

洋生物材料研发等高新领域开始兴起、成效逐步显现，发展

势头良好。目前已培育华宝、恒达、中益、海星、安提夫、

海珍等一批创新型企业，涌现出氨基葡萄糖、壳聚糖、蚝贝

钙、昆布散、石决明散、胶原蛋白肽、防污损生物涂料、海

洋调味料、藻胶等一大批创新性产品。

关联行业“向海”延伸拓展潜力大。食品、新材料、医

药是我市重点支柱产业，集聚了一批龙头企业，“有资本、

有技术、有市场”，且与海洋食品、海洋生物制品、海洋药

物等领域关联性较强，具备“向海”渗透、拓展的能力，挖

潜空间大，因此我市通过“引陆下海”带动海洋生物资源综

合利用产业加快发展的潜在优势明显。

第二节 存在的突出问题

产业链层次依然偏低。目前我市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仍然以冷冻、简单冷冻加工等初级产业链为主，资源利用方

式较为粗放、产品附加值低、市场也趋于饱和；海鲜预制菜，

产业链中端层次的鱼糜制品、海洋健康食品等精深加工比例

不足 35%；高端层次的海洋药物、生物制品则处在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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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上市产品屈指可数。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优化。

资源自主供应受限。目前我市鱼虾类加工原料主要来自

海捕，本地海捕回运量约为 50 万吨，扣除餐厅和居民日常

消费，自捕捞量远不能满足加工企业现有产能所需，鱿鱼、

墨鱼及各类杂鱼需大量外购。海藻方面，我市紫菜加工量大，

本地供应不足，以外购为主，来源地为霞浦、漳州、莆田和

浙江等地。另外，我市海上可养空间小，加之国家规范近海

捕捞、压缩传统养殖空间等政策影响，依靠“自捕自养”的

海洋生物资源自主供应渠道受到较大限制。

龙头带动能力不强。目前，我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

领域产值超 1亿元企业占比不到 20%，大部分企业产值不到

5000万元。整体上企业综合实力不强、资源整合能力有限，

在细分市场领域较难形成有较大影响和市场竞争力的拳头

产品，龙头带动能力有待提升。

创新发展支撑薄弱。我市具备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技

术研发、中试、成果转化孵化等专业功能的创新服务平台几

乎处于空白状态，龙头企业建有研发队伍的比例不到 50%，

导致生产技术与产品更新升级，产业转型较慢。

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相比发达地区，我市涉及海洋水产

精深加工、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创新人才、工匠型技能

人才等专业技术人才比较匮乏。懂企业经营、熟悉行业技术、

了解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交叉型、综合型的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更是稀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创新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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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重要论述，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和《关于传承弘

扬“晋江经验” 支持泉州建设 21世纪“海丝名城”的意见》

精神，把加快发展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作为落实市委

市政府推进“海上泉州”建设的重大举措。按照“1551”战

略总思路：即围绕打造国内先进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研

发、孵化和生产基地城市 1个战略总目标，系统布局海上牧

场（另行规划）、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制品、海洋健康食品、

初加工和预制菜等 5大领域，实施资源供应扩增、企业引育

发展、园区孵化集聚、创新转化示范、品牌创建提升等 5项

工程，持续增强产业发展动力源，至 2030 年基本构建现代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体系，海上牧场与海洋生物资源

综合利用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规模突破 1000 亿元大关，力争

打造成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为建设创新型

城市、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第二节 基本原则

高点定位，统筹规划。以国内先进、省内先进水平为对

标，高起点做好规划。统筹规划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和配套

政策举措，明确近期、远期发展目标，分步实施，推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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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创新驱动，科技引领。补好创新短板，加快构建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

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突破，彰显特色。发挥本土优势，通过龙头企业培

育和重点项目带动，集成资源和力量，在最有基础、最有条

件的优势领域率先突破，有效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主导产品

和专、精、特、尖产品，大力彰显发展特色。

优化布局，集聚发展。打造特色产业园区，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引导企业和项目向园区布局，促进上

下游产业协作发展，加快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改革增效，开放带动。创新体制机制，破解制度制约瓶

颈，增强发展动力；面向国内外广聚各种要素资源，积极推

进开放合作，加强与行业龙头、科研机构和行业组织的合作

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节 发展目标

扎实有序推进海洋生物资源综合高效开发能力建设，尽

快取得突破性进展。到 2025 年，初步形成全产业链布局、

创新创业环境明显改善、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体系。到 2030 年，实现产业

发展规模大幅提升，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和市场拓展能力明显

提升，初步建成国内先进的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研发、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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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生产基地城市。具体指标是：

产业规模明显提升。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产值年

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市工业增速，到 2025 年，产值总规

模达到 500 亿元以上；到 2030 年，达到 850亿元。

企业培育成效显著。到 2025 年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 5-8

家，产值过 15亿元的企业 3-5 家、过 5 亿元的企业 7-10家；

到 2030 年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 12 家以上，产值过 30 亿元

的企业 1-2家、过 20亿元的企业达到 5家以上。

品牌地位更加突出。到 2025 年，形成 5 个以上具有明

显市场竞争优势的特色品牌；到 2030 年，品牌产品的市场

渗透能力显著提升，培育形成 1-2 个国际知名品牌。

产业集聚发展成效凸显。在全市统筹规划打造 5-7 个特

色集聚区，促进企业、项目、创新资源快速集聚。到 2025

年争取园区产值占全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产值的

比重达到 60%以上，到 2030 年力争达到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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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领域

围绕海洋生物资源“全值化、高值化”综合利用和产业

布局“全链条、高级化”导向，以市场为牵引，着重“补链、

延链、扩链、强链”，加快突破，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细分领

域，提升产业发展整体能级。

第一节 海洋药物

重点开发功效明确、市场需求量大的海洋原料药、海洋

药用辅料和海洋现代中药，提升海洋生物技术药物规模化生

产能力，发展海洋中药材人工培育技术和特色养殖项目，积

极引进海洋创新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项目。到 2025 年，争

取 5 个以上产品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1-2 个品种市场占有

率位进入国内前列，带动行业产值规模实现新突破，达到 5

亿元，初步形成海洋原料药和海洋中药产业化基地。

专栏 1 医药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和代表性企业

海洋生物原料药：氨基葡萄糖盐酸盐、氨基葡萄糖硫酸钾盐、氨基葡萄

糖硫酸钠盐、N-乙酰-D-氨基葡萄糖等氨基葡萄糖系列衍生产品; 壳聚糖、鲨

鱼软骨粉、高纯度海洋胶原蛋白、藻蓝蛋白、虾青素微胶囊等海洋生物多糖、

海洋生物蛋白、海洋生物脂类产品；海藻酸纤维、琼脂等药用辅料产品。

海洋中药：海蛇天麻酒、海蛇痹宁、蚝贝钙咀嚼片、昆布、石决明配方

颗粒等海洋现代中药；海洋中药经典方昆布散、石决明散制剂等海陆结合药

房药剂；积极引进抗肿瘤、抗肾衰及治疗糖尿病肾病类海洋现代中药和名贵

海洋中药材人工培育项目。

海洋创新药：积极引进抗脑缺血、抗凝及抗心脑血管疾病、抗动脉硬化、



- 9 -

专栏 1 医药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和代表性企业

抗肿瘤类、抗老年痴呆、抗病毒等海洋创新药物成果转化孵化项目。

代表性企业：华宝海洋生物化工、中益制药、中侨药业、恒达制药、雷

恩生化等；积极引入修正药业集团、福和医药等国内知名药企。

第二节 海洋生物制品

重点开发具有可自然降解、防污损、杀菌消毒以及再生

修复、防腐保鲜等特殊功能的海洋新型生物材料；具有调味、

增塑等功能的海洋食品添加剂；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疲

劳类、增强免疫力等健康调节作用的海洋功能性食品；以及

海洋农用生物制品、海洋化妆品等。到 2025 年，争取实现

5-8个产品规模化生产，产值达到 7亿元。

专栏 2 生物制品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和代表性企业

海洋功能性食品：降血糖类：高含量 DHA/EPA 甘油酯；降血脂类：海

藻饮料、虾油、海藻多糖等；免疫类：虾青素、活性海藻粉、活性肽等；抗

疲劳类：海藻膳食纤维饮料、特医食品等。

海洋生物材料：防污损海洋生物涂料、海洋生物材料防腐保鲜剂；海洋

生物可再生环保塑料制品；海藻纤维开发利用，培育“海陆结合”的新型纺

织材料；可食用包装膜；软组织修复海洋生物多糖、可吸收止血生物胶；医

疗用手消毒液、物体表面消毒剂、空气消毒剂等。

其他：蚝油、海鲜酱油等调味料；藻胶、海藻多糖等食品添加剂。积极

引进养殖饲料生物添加剂、集约化水产品养殖用微生物水质净化剂、海洋生

物肥、农药等农用制品和美容、护肤、生发等特殊功能海洋化妆品等项目。

代表性企业：海星食品、威达调味、海珍食品、新合发、绿格新材料科

技、安提夫海洋科技、旭丰粉体等；积极引入山东、青岛、厦门、广东等地

海洋生物制品研发生产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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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海洋健康食品

突出“健康化、休闲化、便利化”特色，重点开发海洋

休闲食品、鱼糜制品以及营养配餐、代餐食品等海洋特色健

康食品。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紧跟食品行业发展趋势，

不断挖掘海洋食品潜力市场，持续丰富我市海洋健康产品谱

系。到 2025 年，争取新开发一批符合市场需求、实现规模

量产的新产品，带动产值达到 300 亿元，初步成为国内知名

的海洋健康食品研发和生产基地。

专栏 3 健康食品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和代表性企业

海洋休闲食品：即食藻类：原味海苔、调味海苔片、夹心海苔卷、寿司

海苔、海苔饼干，即食海带片、海带结产品等。鱼类、贝类休闲罐（袋）装

类即食休闲产品、鳕鱼肠制品；虾（蟹）条、虾（蟹）片等即食膨化食品；

海藻添加类饮料、糖果、果冻、蛋糕、布丁等具有海洋特色休闲食品。

鱼糜制品：鱼（虾）丸、鱼肠、鱼豆腐等火锅食品；鱼糕、鱼面等清真

食品；模拟蟹肉、模拟虾肉、模拟贝柱等模拟产品；鱼柳、鱼饼、鱼卷、鱼

排、鱼签等油炸产品、烧烤串系列产品。

营养配餐（代餐）食品：鲍汁米饭系列、贝（虾、蟹）肉拌饭系列、紫

菜拌饭系列、海鲜配面（粉）冲泡系列等。

代表性企业：闽南水产、力绿、东方海洋食品、阿一波、美味强食品、

福广家、双骏食品、渔家翁、力诚、华恒、洋洋食品、港顺海产品精加工食

品、纯福“派绅”食品等。

第四节 初加工和预制菜

重点优化水产冷冻初加工、做大海鲜预制菜、开发特色

腌制品（干品）。推动冷冻加工领域构建“一条鱼、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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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业、一条产业链、一个品牌”的集聚化发展模式。引导

初加工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改造投入，提升生产线自动化和智

能化水平、改善生产作业环境，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鼓励各地针

对家庭小作坊式加工，进一步规范生产作业环境要求，加强

食品安全管理。到 2025 年，形成 5 条以上集聚化冷冻加工

链，海鲜预制菜产品种类显著增加，带动海产品初加工行业

产值达到 190亿元。

专栏 4 初加工和预制菜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和代表性企业

水产冷冻加工：重点建设鲭鱼、巴浪鱼、鲅鱼、鱿鱼、墨鱼等 5 条具有

一定优势的大宗水产品冷冻加工链；扩大冷冻加工品类和产业规模。

海鲜预制菜：重点打造调味紫菜、紫菜饼、冲泡紫菜等产品；海带和烤

鳗鱼系列产品；帝王鲍螺、芥末海参、鱿鱼须、黑鱼片等火锅食材系列；鲍

鱼花胶鸡、佛跳墙系列、杂粮花胶肚系列、一品鲍系列、小米海参系列、汤

汁系列等产品、“大盘菜系列”；开发礼盒装、盆装、罐装等套装产品。

腌制品（干品）：虾皮、虾干、鱼干、干贝、鲍鱼干、鱼翅、鱼胶、花

胶筒等品类；开发特色伴手礼系列产品。

代表性企业：深沪海洋科技、碧江食品、渔豪汇食品、长发其祥食品、

东升冷冻加工、昶益食品、新正源海洋科技、百香顺食品、康瑞御膳食品、

天马科技、鸿兴海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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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点推进工程

围绕产业发展关键支撑要素，突出抓好“资源供应带动、

企业引育带动、孵化集聚带动、创新转化带动、品牌提升带

动”等五方面增效工作，不断增强动力源，推动海洋生物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加快突破。

第一节 资源供应扩增工程

扩大资源供应渠道。支持搭建“渔联网”等网络服务平

台，多地域整合水产资源市场信息，拓宽企业原料采购渠道。

支持实力较强的企业投资境外远洋渔业基地，促进更多水产

资源回运我市。编制深水养殖专项规划，大力发展深海养殖

和海洋牧场，提高养殖水产品自我供应能力。探索建立水产

资源进口采购需求目录，培育专业化采购服务商，加大对水

产进口运输、通关、检验检疫、关税等关键环节的支持，引

导企业扩大进口采购规模。支持精深加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

构建“企业+养殖基地”“企业+捕捞船队”“企业+渔业合

作社”、订单渔业等生产经营模式，逐步建立稳定的原料产

地供应链体系。争取到 2025 年，供应加工业海洋生物资源

量扩增 40%以上，突破 100 万吨，形成多渠道供应格局。

提升原料冻储能力。支持加工企业根据产能规模，合理

扩大配套冷库规模。培育专业化冷冻服务商，支持建造标准

化、超低温、智能化“大型共享冷库”，发展冻库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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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龙头企业投资运营海上大型冷冻运输船，打造“海上移

动冷库”，提升水产资源“冻、储、运”综合能力。

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市水产精

深加工企业原料采购流贷资金投放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

根据水产资源采购资金需求特点，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利率

和偿还方式，配套定制信贷产品，创新“一企一案”服务模

式，做到“量体裁衣，精准服务”。鼓励各地针对企业原料

采购贷款出台贴息扶持政策，以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带动

加工企业增强原料资源获取能力。

第二节 企业引育发展工程

壮大龙头企业。一是打造领军型企业。鼓励力绿、闽南

水产、华宝、福建闽台农产品市场有限公司等实力较强的企

业以资金、技术、市场为纽带，开展跨地区、跨行业重组与

兼并，围绕主业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使之成为具有较高知名

度、综合实力雄厚、带动力强的领军型企业。到 2025 年，

年产值过 15 亿元的龙头企业争取达到 3-5 家。二是鼓励企

业上市。引导有条件的企业，从体制、机制上夯实上市基础，

提高对企业上市的服务效率，降低企业上市成本。到 2025

年，力争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领域企业上市实现零的突

破。三是加强招商引资。制定招商目录，瞄准综合实力强、

产业链拉动作用明显的行业龙头企业，创新“以商招商”“成

果转化招商”“一企一策招商”等方式，到 2025 年，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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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健康食品、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领域引进龙头企业或

重大合作投资项目 4-6个。

做强中小企业。一是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计划。重点引导、扶持绿格新材料科技、深沪海洋科技、海

珍食品、渔豪汇食品等一批成长性高的企业围绕细分领域

“做精、做强”，逐步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地位。到 2025 年，

年产值过 5 亿元的企业达到 7-10 家。二是促进企业技术创

新。指导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申报国家、省、市技术开发中

心；引导企业在技术突破、新产品开发、生产线改造提升、

标准制定、研发团队建设等领域加大投入，推动龙头骨干企

业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和消费市场发展潮流。

发展初创企业。一是加大扶持力度。对初创型企业按规

定减免孵化场地租赁费和税费。二是加强创业指导。为初创

型企业开展创业辅导、企业诊断、信息咨询、经营管理、技

术开发、市场营销、知识产权等培训服务。三是优化融资服

务。通过举办投资推介会和项目路演等形式，搭建初创企业

与天使（创业）投资基金的对接平台，帮助创新创业团队、

孵化项目等获取资本关注；放宽贷款条件，规范民间借贷，

解决初创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推动“引陆下海”。鼓励引导我市食品、新材料、医药

等关联领域重点企业向海洋领域渗透拓展，投资开展海洋健

康食品、海洋生物制品、海洋药物等领域技术创新、产品开

发和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壮大我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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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体规模。重点支持我市纺织新材料、包装新材料、涂料、

中药等领域创新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海陆结合”的

新型纺织材料、可再生材料、环保涂料和特色海洋现代中药

等创新性产品。

第三节 园区孵化集聚工程

石狮海洋生物科技园。规划总占地约 11100 亩，目前园

区道路、集中供热、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

已入驻涉海企业近 70家。重点发展海洋原料药、海洋中药、

水产精深加工、冷链物流服务、海洋生物科技研发、海产电

商服务等领域，全面构建从产业技术研发服务、成果转化到

企业孵化、生产加工、市场推广等各个环节功能。到 2025

年，争取通过园区建设发展带动石狮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

用领域产值达到 190亿元。

晋江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138500 亩（其中食品园区

17760亩）。落户的重点涉海企业有：力绿、阿一波、闽南

水产、华恒食品、新合发、渔家翁等众多龙头企业，已初步

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重点发展海洋休闲食品、鱼糜制品、

海洋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积极引进海洋生物科技创新平台、

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产展销中心等项目，促进研发、生

产、市场服务等要素资源集聚，推动晋江打造国内知名海洋

健康食品产业基地和海洋生物制品生产基地。到 2025 年，

争取通过开发区建设发展带动晋江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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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产值达到 240亿元。

永春生物医药产业园。规划工业用地总面积 775 亩，储

备用地 57 亩，已出让 718 亩，目前集聚了修正药业、雷恩

生物、克里贝尔生物、瑞迈舒等重点医药企业，拥有药物及

医疗器械研发、中试、成果转化、产业化等综合性服务平台。

依托研发平台，积极引进海洋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孵化、产业

化项目，延长园区生物医药产业链。扶持促进海洋现代中药、

海洋医用材料等，扶持海洋中药材活性成分提取利用、特色

海洋中药新药和海洋创伤再生修复材料等海洋生物医用材

料产品的研发、转化与生产项目。到 2025 年，争取园区新

引进涉海产业化项目 1-3个。

惠安崇武产业园区。规划建设水产加工区，现有瑞芳食

品、曼玲食品、海乐食品、客记食品等区域品牌。依托崇武

国家级中心渔港发展渔获交易、水产品加工和冷链冷藏产

业，发挥渔获优势，积极引进加工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鱼

糜制品产业，培育做强水产品牌。结合地方特色海洋资源和

惠女文化，发展集加工交易、旅游住宿、餐饮美食多产业融

合产业。

泉州开发区医药产业园。泉州开发区规划总面积 14250

亩，其中医药产业园已引入太平洋制药、恒达制药、亚泰制

药、国脉生物等众多龙头企业。发挥园区药企集中和区位优

势，发展海洋中药制剂、海洋生物制品等，培育新型海洋特

医食品、特膳食品等健康疗养产品。到 2025 年，争取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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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海领域产值超过 5亿元。

泉州台商投资区德润产业园。前期规划总面积 500 余

亩。加大园区规划拓展，发挥园区对台合作优势，加强与台

湾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对接，重点围绕海洋药物、海洋基因资

源开发以及海洋保健品、化妆品、体外检验试剂的研发、生

产等领域，积极引进台湾以及全球的企业来泉投资。到 2025

年，争取园区新引进涉海产业化项目 3-5 个。

南安北部新城水产预制菜产业园。园区立足水产产业基

础、渠道优势、研发潜力，规划总占地约 292亩，预计总投

资 20 亿元，建设功能食品研发、预制菜加工、中央厨房等

功能区。现有 30 家企业意向入驻北部新城水产预制菜产业

园，预制菜产品种类多达 32 种产品，包括佛跳墙、小米海

参、鲍鱼捞饭等深加工的水产预制菜产品。代表性企业洪梅

水产同国内外知名酒店、商超和各类线上平台建立了深度合

作关系，以“加工+销售”的运营模式延长预制菜产业链条，

构建供销一体化运营体系。

泉港现代海洋产业园。天马产业园项目选址于界山镇北

侧、国道 G228 线东侧潘南盐场周边区域，投资总额约 30

亿元，规划用地、用海面积约 5000 亩。第一产业方面含现

代工厂化绿色生态养殖基地、海水绿色生态养殖基地、海洋

湿地观光农业体验区、农业创业园等；第二产业方面核心驱

动，建造高附加值的工业产业园区，含现代水产食品精深加

工产业园、深海鱼油产业园、高端饲料预混料和动物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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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等；第三产业方面配套建设冷链仓储物流中心、现代

智慧渔业管理中心、天马学院、现代渔业文化产业园、产业

研究院、种苗交易中心等。峰尾产业园主要依托诚峰一级渔

港、诚平二级渔港发展大型渔获交易、冷链冷藏产业，发展

峰尾古城民宿、特色餐饮、休闲垂钓与渔旅结合产业。

第四节 创新转化示范工程

构建产业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重点支持福大（晋江）

科教园、泉州师范学院近海资源生物技术省重点实验室、华

侨大学分子医学教育部工程中心、海西纺织新材料研究院等

科研单位围绕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新材料

等领域技术创新发展整合资源、加强合作，建设海洋功能基

因与活性物质开发、海洋生物新材料研发等产业发展亟需的

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医药龙头企业和研发机构联合共建

“泉州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

进一步做好柔性引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

资源开发中试孵化技术服务平台”工作，带动更多新技术、

新成果在我市孵化、转化和产业化应用。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重点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加强与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以及国内相关重点科研机构合作，共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加快培育创新团队，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到 2025 年，

争取龙头企业技术研发队伍建设比例达到 80%以上。建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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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对入库企业在政策扶持、科技立项、融

资贷款、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适度倾斜，按照“科技型中小

企业—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省高培育库入库企业—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梯次，加快打造一批创新型海洋高

新技术企业。

加强技术研发攻关。重点开展抗血栓海洋药物、牡蛎壳

纳米钙制剂研发攻关；氨基葡萄糖、软骨多糖、氨基酸系列

等原料药产品深层次开发药物标准品、保健品和食品添加剂

等高端产品技术研发；海洋中药高效炮制加工技术、配方颗

粒和药方制剂制备工艺技术研究。支持水产下脚料和低值鱼

类高值化利用、海洋食品口味调配、口感优化、低损耗加工、

绿色包装等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加强海洋健康食品加工质量

控制标准研制和推广。

创新技术服务模式。面向我市加工企业征集技术需求，

建立“企业出题、政府助题、院校解题”的创新服务模式，

助力企业技术攻关。推动“院士/专家工作站+基地”创新，

鼓励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发挥高端智

力资源的引领带动作用，面向加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为企业提供问题诊断、技术咨询、系统解决方案设计、工艺

优化等服务。依托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鼓励引导科研人员

一线辅导企业创新发展。到 2025 年，争取建立企业院士专

家工作站 1-2个、科技特派员 30人以上。

实施创新转化示范项目。围绕技术研发、生产线改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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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成果产业化和增资扩产等，每年至少滚动推进 20 个重

点项目。通过项目建设，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扩大产品规模、

培育主导产品、增强企业发展能级。

专栏 5 近期重点实施示范项目

技术研发攻关：安提夫（泉州）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海洋生物防污涂料研

发、福建优势藻类资源高值利用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阿一波）、专

用海洋壳聚寡糖研发项目、福建纯福食品有限公司海带降脂功能食品开发研

究项目等。

生产线改造提升：力绿海苔系列营养代餐食品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示范项目、苏迪（福建）生物科技海苔生产线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海苔产

业化示范项目、紫菜全产业链协作创新及产品升级示范项目、渔家翁扇贝休

闲食品的研制与应用示范项目等。

成果产业化：深沪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海洋生物制药（上海六院）项目、

功能性海洋生物质复合包装材料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示范（海洋三所）、海

洋中药材配方颗粒研究及其产业化示范项目（海洋三所）等。

增资扩产：闽南水产高品质鱼糜的产业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基于海洋藻

类多糖的休闲食品规模化生产项目等。

第五节 品牌创建提升工程

打造特色品牌集群。发挥我市品牌之都优势，着重加强

区域性公用优势品牌的认证和经营管理，做响“晋江紫菜”

“深沪鱼丸”“崇武鱼卷”“泉州金牡蛎”“安海土笋冻”

“洛阳桥牡蛎”“古浮紫菜”等一批特色地理标志性品牌，

做到一个品牌带动一个特色产业发展，探索建立品牌产品目

录管理制度，不断延伸公用品牌价值内涵和适用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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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小企业开展新品牌创建工作，鼓励欢乐禧禧、阿一波、

明祥、亲口奇、渔家翁、地球鱼、碧江、渔豪汇、康瑞御膳、

百香顺、渔福堂、派绅等品牌“龙头”拓展新市场，带动资

本向品牌集中、技术向品牌集成、人才向品牌集合、资源向

品牌集聚，增强品牌综合竞争优势。

发挥中介服务功能。支持行业协会、联盟等组织以产品

质量为核心开展品牌宣传、标准研制与推广、区域品牌形象

维护等公共服务，引导企业建立以质量为基础的品牌发展战

略。支持晋江、南安、石狮建设海产品展销中心、水产云平

台、海产电商基地等营销服务平台，引导专业销售或创意团

队入驻开展包装设计、产品定位与设计、直播销售、广告宣

传等服务，支持培育一批职业型“海产品经纪人”，助力加

工企业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扩大品牌产品市

场份额占有率。

拓展品牌产品国际市场。突出侨商祖籍地优势，引导我

市龙头企业与泉（闽）籍、海外侨商、商会等加强合作，拓

展品牌产品海外营销渠道。鼓励企业完善出口产品 Haccp质

量体系、国际质量认证联合机构（IQNET）等认证，申请

FDA（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CE（欧洲统一）、WHO

（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及其他国际市场准入认证，开展优势

产品的国际注册，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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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第一节 体制机制保障

成立专家咨询智库。依托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成

立产业发展智库，开展政策研究、项目策划、动态评估和宣

传推广等工作。同时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企业家和政府管

理人员，建立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创新服务专家组，

为产业发展提供专业化技术咨询服务。

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围绕全产业链，形成以企业为主体、

以技术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非营利性、非实体性协同创

新体系。支持联盟成员单位之间开展资源共享，政策咨询、

联合攻关、成果转化、人才交流、品牌共建等务实合作，通

过定期举办交流会、技术研讨会、成果与需求对接会等多种

形式的交流活动，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第二节 投融资支持保障

加大财政投入。调整优化海洋与渔业等专项资金使用结

构，推动财政资金向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相关的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攻关、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

园区建设以及产业智库、联盟、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建设发展

等方面重点投入。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项目

和重点企业资金的投放规模。创新“助保贷”“科技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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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融资”“知识产权质押”等融资模式，完善融资担保和贴

息奖补机制，引导市内各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公司积极为中

小微海洋生物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建立上市企业培育名录库，支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鼓励企业开展股权融资及发行

企业债券等融资产品，积极鼓励社会工商资本参与。

第三节 政策扶持保障

强化专项扶持政策。围绕资金扶持、税收优惠、要素保

障、污染治理等方面完善激励措施，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在产

业布局、政策、重大项目、资金等方面支持，鼓励企业和社

会资金投入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保障产业发展用地。实施用地优先政策，将海洋生物医

药、海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化项目纳入重点项目库，保障用

地需求。保障园区建设空间，引导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项目和配套服务集聚发展。

优化市场服务环境。支持市场主体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利

用行业信息咨询、产品注册、研发与成果转化服务外包、人

才培训、知识产权保护等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优化市

场服务生态，助力企业加快发展。

第四节 人才队伍保障

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重点瞄准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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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关键急需方向，突出引进一批高水平研发团队和领军

型创新创业人才。支持符合条件的优秀企业予以自主认定高

层次人才权限。创新“项目引才”“园区引才”“成果转化

引才”“杰出专家举荐引才”等方式，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培养职业技能人才。做强泉州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支持

其打造海产品供应链管理、水产品精深加工、海洋生物医药

等特色优势专业。鼓励泉州师范学院、华侨大学以及厦门海

洋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等单位与我市相关

企业共建海洋人才培养实训基地，联合开展创新创业培训和

企业急需技能人才定向培养，以壮大职业技能人才规模促进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创新发展。

锻造企业家队伍。保护和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通过举

办培训班、专题调研、树立先进等方式，帮助我市企业家开

拓思路，提升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理念和经营能力，强化

其使命担当，锻造一支优秀的创新型企业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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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立规划实施机制

第一节 建立工作机构

依托海洋经济产业发展小组，建立海上牧场与海洋生物

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工作专班，全面统筹我市海洋生物资源综

合利用产业链布局和培育。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日常工

作，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各部门职责，细化产业链分

工，制定具体方案抓好落实。

第二节 协调推进机制

统筹协调本规划与渔业、医药、工信、科技等其它专项

规划及相关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的衔接。市发改、工信、科技、

卫生、药监等部门要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指导和服务，促进规

划有效实施和产业快速发展。做好与企业的对接，促进企业

和政府联动，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参与规划实施。

第三节 项目开发机制

以规划确定项目、以项目落实规划，建立项目策划、滚

动生成、动态管理、持续推进的项目开发机制，重点围绕资

源供应链、产业园区、创新平台建设发展以及产业技术研发

攻关、成果产业化、提能扩产等方面，持续策划实施一批优

质项目，发挥项目对“补链、延链、强链、扩链”的支撑带

动作用。强化项目跟踪推进和协调服务，加快项目落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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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监测评估机制

加强全市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监测评估，准确及

时掌握全市产业发展情况，研究分析产业、企业和园区发展

的新情况、新变化，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精准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建立规划动态评估机制，对规划目标和实施举措

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适时进行调整，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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