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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蓝色经济”的绿色发展路径选择

伍湘陵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厦门海洋优势突出，发展蓝色经济有着 良 好 的 条 件 和 扎 实 的 基 础。大 力 发 展 海 洋 高 新 产 业，代 表 了 未

来厦门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并 作 为 重 点 发 展 的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写 入 了 厦 门 海 洋 经 济 “十 二 五”发 展 规 划。

另外，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优化海洋产业 资 源 配 置，促 进 产 业 结 构 升 级，走 出 一 条 蓝 色 经 济 绿 色 发 展 之

路是厦门市加快建设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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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厦门蓝色经济绿色发展的背景

蓝色经济，又称海洋经济，是指充分利用海洋

资源的特色，并以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同

时以海洋优势产业为主导，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新

型临海经济。进入２１世纪，蓝色经济已成为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增长极。而绿色发展则强调人与

自然的平衡协调发展，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
在实现经济 复 苏 和 应 对 气 候 异 常 变 化 的 双 重 压 力

下，蓝色经济已成为各国实现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

选择。同样在我国，蓝色经济也已被提高到绿色发

展的战略高度。而厦门市作为我国沿海主要经济特

区之一，其 因 台 而 设，发 挥 着 对 台 工 作 的 窗 口 作

用，因此其更应注重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以绿色

发展来优 化 社 会 发 展 环 境。通 过 鼓 励 发 展 绿 色 产

业，促进产业转型，优化区内环境，是厦门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最根本途径。为有效促进绿色发展的实

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厦门所享有的海洋资源，
优化海洋产业资源配置，大力发展蓝色经济，从而

发挥比较优势是厦门市 “十二五”时期发展方式转

变与产业转型的关键。“十一五”期间厦门蓝色经

济就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蓝色经济增加值年均

增长率达１３２１％。到２０１１年，厦 门 蓝 色 经 济 增

加值为２８４３７亿 元，占 全 市 ＧＤＰ的１１２％，蓝

色经济已成为厦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福

建省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 （下称 “《规

划》”）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获批，其拟将包括福州、厦

门、漳州、泉 州 和 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 在 内 的１９万

ｋｍ２ 区域作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将加快海洋经

济发展作为福建发展的重要战略。厦门作为福建省

海峡蓝色经济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中更是

明确了其未来绿色发展的方向。那么就蓝色经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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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来说，其实是目的与途径的问

题，一方面绿色发展是蓝色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

方面蓝色经济的发展是在绿色发展的理念指导下，
采用科学合理的措施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来促进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２　厦门蓝色经济绿色发展的优势

厦门因 海 而 兴，近 年 来 蓝 色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增

长，已经成为厦门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产业转型升

级的 “十二五”时期，厦门大力促进蓝色经济的绿

色发展，享有众多优势。

２１　区位优势

厦门地处东海和南海交接水域，毗邻台湾，南

距香港２５１ｎｍｉｌｅ（海里），东距高 雄１６５ｎｍｉｌｅ，
台中１３５ｎｍｉｌｅ，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是我国重

要的海上门户。另外在厦门所临海域内，海湾资源

和景观优势突出。其拥有３９０多ｋｍ２ 的海域面积，
包括３０多个大小岛屿、２３０多ｋｍ的海岸线和上千

种丰富多样的珍稀海洋生物，同时其海域内深水岸

线达４３ｋｍ，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７０个［１］。可见，
优越的区位为厦门蓝色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雄厚的

基础。

２２　政策优势

厦门市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特

区之一，又是唯一经中央批准实施自由港政策的城

市和首批海峡两岸货运直航试点口岸，区域内基础

设施和产业环境良好，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法制框

架完善，海洋经济发展条件良好。目前厦门市已将

海洋高新产业纳入厦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予以

扶持，组织编制了 《厦门市海洋战略性产业十二五

规划》，将海洋高新产业列为全市六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还编写了 《厦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目录》，包含海洋生物产业、邮轮游艇业、海洋

工程装备业、海水利用业和海洋可再生能源业等５
大类近３０项产业指导目录。另外，近几年厦门先

后制定了 《厦门市海洋功能区划》、《厦门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厦门海域使用规划》、《厦门无居民海

岛保护与利用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厦门

湿地保护规划》、《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建设规划》等１０多个涉海规划，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海洋规划体系，为海洋资源开发的科学化、
规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厦门市在２０１２年

也被纳入到福建省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这将其蓝

色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到国家层面，从而为以后发展

提供了更多条件。总的来说，完善的海洋经济开发

发展政策为厦门蓝色经济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保障和

方向。

２３　海洋科技创新优势

厦门的科技创新能力很强，区内有国家海洋局

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福建海洋所等一批涉

及海洋科学的科研机构，有着一批富有实力的海洋

科学家队伍，这为厦门市有效地利用海域内的资源

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厦门市对其区内各科研单位

中海洋生物资源技术进行了整合，并同时加大了对

相关科研项目的投入与扶持，其海洋生物利用开发

技术在国内已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海洋新型功

能基因的收集与利用、海洋生物种质资源与遗传改

良、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提取与利用方面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另外为加强海洋生态建设，厦门市专门

成立了市海洋专家组，对海洋规划、海域开发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工作进行咨询和论证，为市

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２］。科技

兴海是厦门市推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转变海洋经

济增长方式，壮大海洋经济规模，提升海洋经济增

长质量的重要力量。

３　厦门蓝色经济绿色发展的路径

在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厦门市大

力发展蓝色经济，应更注重其本身发展的质量，在

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时应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
实现其绿色发展的目标。具体来说，厦门蓝色经济

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３１　积极打造海洋旅游精品

凭借其区位优势，厦门可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

有影响力的海洋文化名城，并突出发展海洋文化产

业。首先，厦门市海域内沙滩与港口优良，可大力

发展海洋旅游，加快建设邮轮母港，引进世界先进

技术，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邮轮港，是其实现蓝色

经济绿色发展的必选之路。其次，目前作为海洋大

省的福建，却没有一个的海洋馆，厦门可以借机打

造一个集科普、旅游、文化等于一体的海洋馆，全

面提升 “海峡旅游”品牌。此外，厦门还可建设滨

海休闲旅游度假中心，整合利用海湾、海岸线、沙

滩、海岛等资源，发展休闲度假、海上运动、游艇

帆船、海岛观光等特色旅游业，发展对台、对金旅

游。旅游业本身为 “无 烟 产 业”，因 此 海 洋 旅 游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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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更是提升厦门 “蓝色经济”绿色发展层次的

一个重要方式。

３２　加快厦门港口建设

港口主要为货物的集散枢纽中心，因其不占用

陆地面积，被称为现代物流中的低碳物流。而厦门

海域内的港口位于台湾海峡西岸，同时大部分处于

九龙江入海口，东望宝岛台湾，南北承接珠江三角

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圈，是连接东北亚和西南

太平洋 航 线 的 重 要 节 点。港 内 水 域 宽 阔、水 深 浪

小，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因此在厦门大力发展蓝色

经济的过程中可以整合优化厦门港各港区资源，加

快构建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具体来说，在厦门港

口资源整合过程中，其应重在提升港口自动化、信

息化水平，努力增辟航线，发展国际中转业务，同

时探索与泉州港、福州港和内地无水港联动协调发

展，不断 拓 展 港 口 腹 地，增 强 港 口 竞 争 力 和 辐 射

力。另外厦门加大港口建设也是其减轻公路运输压

力的重要方式，同时还可减少公路运输的碳排放。
因此可以说，加快港口建设是厦门蓝色经济绿色发

展的一个重要选择。

３３　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完善海洋产业链

厦门蓝色经济的绿色发展，一方面要构建现代

海洋产业体系，如重点推动海洋生物制药、保健制

品、游艇邮轮、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和信息服务

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完善

海洋产业链条，就目前厦门海洋产业链条的建设来

说，其已基本形成了生物制药、保健制品和海洋物

种资源开发为主线的海洋生物产业链；以邮轮母港

建设，游艇设计、研发、制造、展销中心和消费服

务为主线的邮轮、游艇产业链；以海水淡化整装设

备开发、淡化工程示范为主线的海水综合利用产业

链；以潮汐能和波浪能开发为主线的海洋可再生能

源产业链；以海上试验场建设、海洋新型防波浪设

施、海洋工程设备、防腐防污损材料等为主线的海

洋高端装备及新材料产业链等５条产业链。现代海

洋产业体系的构建实现了海洋资源的集约化开发利

用，而完善的海洋产业链条又提高了海洋产业生产

各环节附加值的实现。

３４　依托海洋信息技术，实现海洋产业的集聚式

发展

　　依托海洋信息服务公共平台，利用现代通信技

术，建设海洋数据库，实现海洋资源、环境、经济

和管理信息化，从而实现海洋产业发展资源共享，

节约产业发展成本。同时以海洋产业园区与产业基

地建设为载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海洋

产业研发技术、金融服务、行业中介等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引导海洋产业集聚式发展［３］。具体就厦门

市海洋信息技术的发展来看，其目前已开展的 “数
字海洋”的信息技术平台与 “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

测系统”建设，保证了对其海域２４小时动态监视

监测平台，由此为海 洋 产 业 的 发 展、海 洋 （海 岸）
工程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信息及技术咨询

服务［４］。海洋信息技术的利用可以说一方面促进了

海洋产业的集聚式发展，同时也实现了海洋环境的

保护。

３５　加强厦台两地蓝色经济合作

厦台两地海洋经济互补优势非常明显，台湾海

洋开发技术相对厦门来说成熟，而厦门有着巨大的

海产市场，同时也是台湾海产品进入大陆的主通道

之一，因此两岸加强蓝色经济合作空间大。就目前

来说，两地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合作，一个

是产业方面，如在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方面，两地

可以在两岸港区对接、电子口岸互通、信息共享取

得合作；在两岸运输业、仓储业、船舶和货运代理

方面深度合作，提升双方海洋现代物流业的水平。
同时两地也可在海洋文创产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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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两

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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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

可以在合作开展台湾海峡资源调查、环境监测和放

流增殖活动以及共同开展两地海域垃圾治理和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合作。厦台两地加强蓝色经济

的合作，同时开 展 海 洋 资 源 环 境 方 面 的 “协 同 保

护”，这是一个实现双赢的选择。

３６　坚持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同步

在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时势必会对海洋环境产

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就要求树立生态海洋、和谐

海洋理念，科学开发岸线、滩涂、海岛、近海等资

源。同时为尽可能的降低蓝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

境产生的副作用，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

济，推进低碳海岛建设，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

洋生态特别保护区建设，维护海洋生态安全，打造

生态良好、环境优美、人海和谐的文明海区［５］。近

年来，厦门有计划地实施海洋生态修复，比如大力

开展海堤开口、东西海域清淤整洁、沙滩保护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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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无居民海岛生态修复、滨海滩涂生态修复、生

物资源及珍稀物种的保护与修复等。在不断深化对

海洋资源 的 开 发 和 利 用，促 进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的 同

时，要切实加大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力度，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

４　结语

厦门拥有优质的海湾资源与全国领先的海洋科

技力量，以及毗邻台湾的区位优势，在海洋经济上

潜力巨大。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厦门加快蓝

色经济的 绿 色 发 展，一 方 面 可 优 化 其 经 济 发 展 质

量。另一方面，蓝色经济的绿色发展对于厦门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设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也具

有重大意义。总的来说，在国家海西战略及厦门市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的良好机遇正是其

实现蓝色经济绿色发展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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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０

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发展 “家庭农场”

　　２０１３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
“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解释说，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

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近年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

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３３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

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６６７０多个。
这位负责人表示，发展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的重要途径。由于刚刚起步，家庭农

场的培育发展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业部将按照中央要求，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

原则和实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指导地方稳步培育家庭农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
保险等扶持政策。

［摘自：福建农 业 科 技 信 息 网 （２０１３－０２－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ｊａｇｒｉ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ｎｙｘｗ／ｘｘｋ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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