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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闽台海洋经济合作

林 晖1，2，许珠华2

( 1.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厦门 361005;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资源环保处 福州 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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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n m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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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48 万［1］，海洋生产

总值 5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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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取得的成效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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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96. 4 亿元提高到 2012 年 5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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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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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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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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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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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存在的问题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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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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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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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317. 53 hm2。
2002 年 全 省 围 填 海 31. 23 hm2，2011 年 为

1 267. 57 h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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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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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798 km2 ，占 全 省 总 面 积 的 90% 以 上，是

我国 第 一 大 岛。人 口 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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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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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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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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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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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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