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加快建设海丝战略支点城市路径研究
———基于海上合作视域

黄 驰

( 福州市社会科学院 经济所，福建 福州，350007)

［摘 要］海上合作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福州建设海丝战略支点城市的重要方向。伴

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共建，福州设施联通加速推进，蓝色经济向好发展，但也面临海洋产业价值链还需提

升、海洋科技创新短板较为突出等问题。福州应充分把握战略契机，以海上合作为切入点，通过强化涉海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海丝枢纽功能; 调整优化港区功能布局，培育壮大港口经济圈; 完善现代海洋渔业体系，深度拓展渔业

合作; 加强海洋科教服务，提高海洋经济合作层次; 发挥侨乡优势，密切经贸人文交流等路径，加快打造海丝战略

支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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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人类生存的宝贵财富，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战略空间，世界各国在海洋资源、海权等方

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以海洋为载体的技术、信息等

交流合作也日益紧密，发展蓝色经济已逐步成为国

际共识。伴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海

上合作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地位日益突

出。2017年 6 月，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

想》发布，再次提出支持福建建设 “海丝”核心

区，彰显福建在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中的重

要地位［1］。近年来，福州加快建设海丝战略支点城

市，并入选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当前应

充分把握这一契机，大力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深化

与海丝沿线国家地区的海上合作，进一步促进福州

的高质量发展。

一、福州建设海丝战略支点城市的成效

( 一) 设施联通加速推进，海丝战略支点作用

显现

近年来福州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

互联互通网络。一是海上通道加快拓展。目前，福

州港共有生产泊位 178 个，万吨级以上泊位 55 个，

其中江阴港已建成我国 “一带一路”航线占比最高

的港口，货源集聚力不断增强。已开通东南亚、西

非、日韩、美西等 12 条集装箱外贸航线，通达 16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一带一路”航线已达 10 条，

直达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的便捷海陆通道已

经建立; 二是空中通道不断加密。福州加快拓展境

内和境外航线，目前拥有通航航点 96 个、航线 119

条，已通达东盟、欧美、日韩、港澳台等多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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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并持续推进长乐国际机场

二期工程建设。出台 《关于支持民用航空加快发展

的意见》，支持民航客运发展、货运发展和通关便

利化; 三是联运通道逐渐完善。福州大力提速合福

铁路、京福高速、沈海高速等重点交通设施建设，

并发展海铁联运，除辐射中西部内陆省份之外，还

将串联其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往

来，实现“海丝”与“陆丝”的有效衔接。

( 二) 政策效应逐渐发挥，蓝色经济产业向好

发展

目前福州拥有全国唯一的 “五区叠加”政策机

遇，并获批全国 “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

城市，入选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有力推

动了蓝色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是海洋经济产值逐年

增加。据福州海洋与渔业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市

海洋生产总值 1 983 亿元，增长 14. 9%，约占 GDP

总值的 28%，增速位居全省第一［2］; 2018 年海洋生

产总值约 2 240 亿元［3］，且 “十二五”期间年均增

幅超过 15%［4］，远高出 GDP 增长率，可见海洋经济

已成为福州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二是海洋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2015－2017 年福州海洋三次产业比重已

由 19. 3∶41. 2∶39. 5调整为 13. 2∶36. 8∶50，呈现

“三、二、一”倒金字塔型，在临海化工、海洋新

能源、海洋工程制造、滨海旅游等领域具有一定优

势，部分海洋工程装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批量

出口东南亚、欧洲、南美洲等地区; 三是渔业经济

实力持续提升。据福州海洋与渔业局统计，2018 年

全市渔业经济总产值约 1 130 亿元，占全省 35%，

水产品总产量 258. 4万 t，渔业产值 485 亿元，均持

续位居全省第一［5］。渔业产品的知名度及竞争力明

显提高，多个品种荣获 “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

理标志”等称号。

( 三) 对外经贸交流迈向纵深，海上合作日益

深化

福州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基础良好，尤其

是建材、纺织服装鞋帽、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颇受

欢迎。随着海丝核心区建设的加快推进，福州对外

开放格局不断拓宽。一是对外贸易稳步增长。据

2018年福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8年全市累计进出口总额 2 425. 7 亿元，同比增

长 5. 0%，其中出口 1 654. 8 亿元，进口 797. 9 亿

元［6］。据市商务局统计，近年来福州与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地区保持良好贸易增长趋势，2018 年 1－9 月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677. 6 亿元，其中出口 457. 3 亿

元，进口 220. 3 亿元，分别增长 14. 7%、20. 1%、

4. 8%; 二是企业 “走出去”步伐加快。福州围绕

“一带一路”布局，以非洲、东南亚、南亚为重点

对象，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据市商务局统计，

截至 2018年 10 月，全市 ( 不含自贸区) 境外投资

备案涉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有 31 个、

企业 81家、投资项目 100个，协议投资总额达 28. 5

亿美元，主要流向批发业、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

业、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等; 三是远洋渔业合作开

发有力推进。2018年全市远洋渔业产量 25. 56 万 t，

产值 21. 76亿元，均占全省 55%以上。目前全市投

产远洋渔业企业 13家，已在缅甸、印尼、毛里塔尼

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 5 个境外远洋渔业

综合基地、7 个境外水产养殖基地，数量和规模均

居全省首位［7］。其中宏东远洋渔业公司已发展成为

中国重要的远洋力量; 四是海上合作平台作用不断

加强。福州成功举办了九届渔业周·渔会，目前已

发展成为规模全球第三、全国顶级的大型渔业专业

展会。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5·

18”、UCLG“21世纪海上合作委员会”、海丝沿线

商协会等平台，扩大招商引资，有力促进了与海丝

沿线国家地区的投资贸易和海上交流合作。

( 四) 搭建多元化交流平台，人文合作成效

显著

近年来，福州积极融入海丝核心区建设，对外

合作平台持续拓宽，人文交流渐入佳境。一是着力

推动海丝国际交流平台建设。成功举办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海丝国际旅游节、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博览会等文化交流活动，讲好福州故事，传播海丝

文化。牵头成立了 “9+9”国际旅游合作联盟，助

力旅游外交; 二是打造福州特色人文交流品牌活动。

成功举办“福州日” “榕情四海”等特色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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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悉尼、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等地开展

友城交流，宣传 “海上福州”投资环境，推动与

澳、新等海丝南线国家、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与

务实合作。多次举办 “中国寻根之旅”华文教育夏

令营，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国和家乡的认同感;

三是教育文化产业加快向外拓展。福州网龙公司连

续三年荣获 “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称号，教育产

品已覆盖包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全球

100多个国家、240 万名教师和 3 000 万名学生用

户，搭建起涵盖学前教育等六大部分的全球化教育

版图。

二、福州建设海丝战略支点城市面临的主要

问题

( 一) 海洋产业价值链还需进一步提升

当前福州海洋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

成由近海养殖捕捞、水产品深加工等传统产业向海

洋生化、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现代服务业等新

兴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但与全国相比，福州海洋第

二、第三产业比重略低于全国水平; 与厦门、青岛

相比，海洋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三次产业结构还不

够优化，存在一定差距 ( 见表 1) 。一是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不足。一方面传统渔业占比较大，多集中于

海岸带和近海，远洋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8］，产品

附加值较低，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资源整体利用

率不高。另一方面海洋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服务、海洋环

保、海水综合利用等前沿领域发展基础较弱，尚未

形成规模集聚效应，经济增长贡献不足; 二是临港

工业产业链还需完善。福州临港工业产业链较短，

配套能力不强，产业间关联度较弱，未能形成上、

中、下游的完整产业链，对区域内外其他工业带动

作用不明显，产业结构布局还需继续优化。且临海

化工、海洋装备制造等产业除部分龙头企业具有一

定技术优势外，多数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下端，

拉动经济作用有限。同时临港产业受腹地发展空间

制约，港城联动效应不显著，也产生了一些海洋环

境污染问题，对传统近海养殖业造成负面影响，亟

待转型升级。

表 1 2017年全国与沿海部分城市海洋产业结构情况
Tab. 1 The structure of marine industries in some

coastal cities and across the country in 2017

国家 /地区 海洋三次产业所占比重

全国 4. 6 ∶38. 8∶56. 6

福州 13. 2 ∶36. 8∶ 50

厦门 0. 5 ∶31. 1∶68. 4

青岛 3. 6 ∶ 52 ∶44. 4

资料来源: 《201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及相关网络数

据［2］［9－10］整理得到。

( 二) 海洋科技创新短板较为突出

随着“海丝战略支点城市”和 “国家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不断推进，福州海洋科技创新

的短板日益显现，阻碍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

及与海丝沿线国家地区开展高水平海上合作的进程。

一是海洋科技创新机制尚不健全。与青岛、上海、

大连、广州等海洋科研相对发达的城市相比，福州

海洋科研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科技资源管理水平不

高，海洋人才培养和服务保障机制还需加强，且产

学研合作机制成效不够显著，海洋研究成果转化与

产业化程度较弱，导致投入产出规模效率偏低，整

体差距还较大; 二是海洋科研创新力量紧缺。据

《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评价报告》显示，

青岛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新欧亚大陆桥经

济走廊的重要支点，聚集了全国 30%以上的海洋教

学和科研机构、50%的涉海科研人员、70%的涉海

高级专家和院士、5 000 多名各类海洋专业技术人

才，拥有 18个省级及以上海洋类重点实验室，占领

海洋科技“龙头”地位［11］。相比之下，福州目前尚

缺乏高水平的海洋产业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研

发基地、技术中心等，重点研究项目少; 开办海洋

经济相关专业的高校很少，高层次海洋专业人才短

缺、分布失衡; 涉海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较弱，海洋

产品科技含量低，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数量有限，

缺少核心竞争力。

( 三) 海洋渔业产业格局有待优化

根据《福建省渔业统计年鉴》统计，在渔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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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面，2016年福州水产品总产量 238. 5 万 t，占全

省 31. 1%，位居全省之首。其中，海水养殖水产品占

比 59. 3%，其次海洋捕捞占比 22. 2%，淡水养殖占比

10. 5%，远洋渔业占比 7. 3%，淡水捕捞占比最低，

仅为 0. 6%; 在渔业加工方面，水产品加工总量为

155. 2万 t，占全省 44. 2%，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淡

水加工产品占比仅为 2. 9%，海水加工产品占比高达

97. 1%; 在渔业贸易方面，2016 年福州出口水产品

16. 6万 t，占全省 18. 1%，位居全省第三，同比增长

71. 0%; 贸易额为 13. 2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3%。可

见福州海洋渔业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生产—加工

—出口”的产业格局基本成型，其中渔业加工能力最

为强劲，渔业出口贸易能力较弱，与其生产和加工竞

争力的地位不相匹配，影响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

渔业生产方面。福州以近海养殖捕捞为主，长此以往

会造成海水污染、养殖渔业病害、渔业资源衰竭等问

题，产品呈现“低值化、低龄化、小型化”趋势; 二

是渔业加工方面。目前福州水产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

仅有 120多家，缺乏龙头企业，整体呈现“小而散”

特点，且多数仍处于粗放型加工模式，精深加工及高

附加值产品少［12］，竞争力不足。整体来看，海洋渔

业的生产和加工水平决定了渔业产品的品质，进而影

响渔业出口贸易，需进一步优化海洋渔业产业格局，

形成渔业经济的良性循环。

( 四) 城市整体竞争力存在不足

从外部环境看，区域竞争的加剧对福州建设海

丝战略支点形成多重压力。一是在城市竞争力方面，

相比周边海丝沿线城市，福州 GDP 值、外贸依存

度、实际利用外资额、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四项指标

在 6个城市中排名第 5 位，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

指标上居末位 ( 见表 2) ，表明其经济发展实力偏

弱、外向经济程度较低，城市整体竞争力还有较大

差距; 二是在海上港口建设方面，福州港口货物吞

吐量在 6个城市中排名最后。其中宁波舟山港尤为

突出，吞吐量连续 9 年位居世界第一，并与 100 多

个国家地区的 600 多个港口实现通航，2017 年宁波

口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进出口 4 629 亿

元，充分凸显港口贸易优势; 三是在海洋经济方面，

福州 2017年海洋生产总值为 1 983 亿元，主要集中

于海洋渔业、临海化工、海洋装备制造等传统领域。

相比之下，青岛和广州遥遥领先，位于全国前列，

2017年海洋生产总值分别为 2 909 亿元和 2 363 亿

元，在海洋先进制造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交

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新兴领域优势突出，海洋

经济动能持续释放。从省内环境看，福州与厦门、

泉州相比，在城市竞争力、港口竞争力方面存在不

足，厦门“海陆空”交通网络通达程度、海洋产业

结构、科技人才资源总体优于福州，泉州海丝文化

影响力、民营经济发展强于福州。福州面临省内外

多方竞争压力，还需进一步补足短板，探索有效路

径，积极融入海丝核心区建设。

表 2 2017年福州与部分海丝沿线城市指标对比
Tab. 2 Comparison between Fuzhou and some cities along the route of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in 2017

地区
地区生产
总值 /亿元

对外贸易
依存度 /%

实际利用
外资 /亿美元

城市综合经济
竞争力排名

城市可持续
竞争力排名

港口货物吞
吐量 /万 t

福州 7 104. 0 32. 9 19. 9 34 26 11 984

厦门 4 351. 7 133. 7 23. 7 19 19 21 100

泉州 7 547. 8 20. 8 15. 9 28 40+ 12 986

广州 21 503. 2 45. 2 62. 9 5 5 59 012

宁波 9 846. 9 77. 2 40. 3 24 13 101 000

青岛 11 037. 3 45. 6 77. 4 17 11 51 000

资料来源: 根据各市 2018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 16次报告 ( 分项报告) 》整理得出。

06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9年第 6期



三、福州建设海丝战略支点城市的基础优势

( 一) 地理区位优越

福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中

心城市之一，是连接台湾海峡东西岸的重要通道，

是太平洋西岸航线南北通衢的必经之地，处于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作为对外开放交流的重要窗

口，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中战略

地位突出。近年来，福州逐步完善海陆空立体枢纽

网络建设，为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海上合作奠定

联通基础。

( 二) 历史文化渊源深厚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

从唐宋到明清直至近代，福州都是海上丝绸之路最

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福州甘棠港、长乐太平港

都曾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福州两千多

年的历史孕育了船政文化、昙石山文化、陈靖姑文

化等特色海洋文化，拥有邢港码头、圣寿宝塔、迥

龙桥、怀安窑等众多海丝遗存，与海丝沿线国家地

区的经贸文化交流渊源深远，海洋文明是福州最重

要、最独特的元素［13］，形成了如今 “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的城市精神［4］104。福州现有海外侨胞 400

多万，其中 80%集中在东南亚，还有在台乡亲 80余

万，文脉相承的 “五缘”优势与丰富的侨资源是福

州融入海丝建设的独特软实力，民心相通优势也为

海上合作搭建稳固桥梁。

( 三) 海洋优势明显

福州大陆海岸线长，沿海河口、岛屿众多，拥

有较多优良港湾，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海洋资源禀

赋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在海产捕捞与养殖技

术、水产深加工技术、综合渔港建设方面具有良好

基础，特别是远洋渔业发展势头强劲，居全国领先

地位; 在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冶金建材、石油化

纤、轻工食品等领域逐步形成产业集群，为发展临

港工业打下基础。随着 “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建设的不断推进，福州大力扶持培育海洋新兴

产业，为与海丝沿线国家地区的蓝色经济合作注入

新动力。

四、海上合作视域下福州加快建设海丝战略支

点城市的主要路径

( 一) 强化涉海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海丝枢纽

功能

涉海基础设施是海上合作的基本要素，也是福

州建设海丝战略支点城市互联互通的首要条件，应

注重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提高海洋经济综合开发

保障能力，并推动福州成为 “一带一路”海陆衔接

的中转集散枢纽中心。

1. 加快港口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一要完善港口

法规体系建设，提高执法服务能力，发挥海监、海

事、渔政、边防等部门联动作用，推进港口管理的

法治化、规范化; 二要以 “互联网+港口”模式构

建港口管理服务数据库，与港航企业、物流服务商、

有关口岸管理部门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

互助，在水路运输、船舶检验、船舶动态管理等各

环节形成有效管控。并推动与海丝沿线国家地区港

口、能源通信等设施联通，实现口岸通关和物流贸

易信息共享，推进港口管理的智能化、自动化。

2. 完善港口配套设施建设。一要结合福州石

化、汽车产业基础与新区、自贸区规划，大力推进

液体散货码头区、集装箱及滚装码头区专业泊位工

程建设，重点推进福州将军帽作业区散货码头项目

进程; 二要完善化工品仓储运输、跨境电商、投资

贸易、金融租赁等业务的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港

口服务效能。

3. 加强海陆空网联动发展。一要以港口为重要

支点，依托江阴港区，打通南北沿海运输通道，加

快高速公路、铁路集疏运、航道网络和多式联运体

系建设。深化国际转运和港际合作，扩大与台湾地

区、东南亚、东北亚、欧美、西非等海丝沿线国家

的近远洋航线，拓展与广东、浙江及江西等中东西

地区的海铁、海公联运业务，加快开通 “榕欧”班

列，不断集聚货源与拓宽经济腹地; 二要持续加密

长乐国际机场与港澳台地区和东盟、东亚、非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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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沿线国家的日常航线; 三要充分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加快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大数

据中心及其服务体系，加强沿线信息产业合作，打

造“21世纪海上数字丝绸之路”［14］。

( 二) 调整优化港区功能布局，培育壮大港口

经济圈

福州应坚持适度超前、错位发展原则，根据各

港区腹地、发展条件、产业基础，进一步加强分工

合作，构建江阴湾、可门港、松下湾、罗源湾、环

兴化湾五大港区协同发展机制，推进整体连片开发，

加快形成海丝港口经济圈。

1. 推动临港产业链升级。一要重点依托江阴港

区，着力打造千亿化工新材料产业专区，围绕煤化

工、盐化工、石油化工三大产业链条，着力推进福

能 ( 江阴) 化学园、中景石化产业园建设，并拓展

生物化工、有机化工、精细化工等领域，完善中下

游加工产业链，培育一批配套项目和企业。并加强

与京东方、冠捷电子等企业的合作，加快形成液晶

面板、集成电路等精密制造业及其衍生服务的综合

工业基地; 二要依托可门港区，建立集石油化工、

能源中转、物流仓储、金融商贸为一体的临港工业，

着重引进国际航运物流特别是台湾大型物流龙头企

业，推进南方石化、神华罗源湾港储中转发电一体

化项目进程; 三要依托松下港区，建立邮轮旅游产

业基地，并以元洪国际食品产业园为载体，打造集

粮油仓储、水产集散、肉类加工、冷链物流为一体

的食品加工产业基地; 四要依托罗源湾港区，拓展

以冶金建材、海工装备为主导的产业链集群，重点

扶持船舶研发设计、先进船舶制造、装备工程制造

的高附加值产业，优先发展如大型集装箱船、深海

潜水船、海洋救助船、远洋捕捞及加工船、中高档

游艇等产品，提高船舶产业竞争力; 五要依托环兴

化湾港区，以闽台 ( 福州) 蓝色经济产业园为载

体，重点推进中铝东南沿海铝精深加工基地建设，

着力延伸完善铝精深加工、核电装备制造产业链，

加快推动海洋新材料、轻型海工装备、临海精密仪

器制造等产业组团集聚。

2. 健全港口互动合作机制。一要重点加强省内

厦门港、泉州港与长三角区域的宁波港、上海港及

粤港澳珠三角港区、台湾港区的联动协作，加强相

关部门互动，尤其要深化港口航运、口岸通关等领

域的跨区域合作，构建两岸物流网络，共同开拓市

场; 二要主动与海丝沿线国家建立港口合作机制，

成立港口联盟，争取设立丝路基金港口专项发展子

基金，促进海丝沿线国家港口人员交流和培训，推

动在港航服务、临港产业、跨境电商、境外工业园

区的合作。

( 三) 完善现代海洋渔业体系，深度拓展渔业

合作

1. 大力扶持远洋渔业。应继续完善落实 《进一

步加快发展远洋渔业十条措施》，促进远洋渔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一要加快老旧远洋渔船技术更新改

造，推动滞留渔船转场生产，推动与东盟等沿线国

家合作建立现代化、专业化远洋渔业船队; 二要鼓

励引进外地远洋渔业在福州落户，支持远洋企业在

海丝沿线合理规划布局，新建、扩建一批境外远洋

渔业综合基地，形成集捕捞、运输、加工、养殖、

育苗、交易于一体的海外渔业发展体系。持续推进

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印尼三宝垄、马来西亚等

境外渔业基地项目建设，推进深海时代产业园和宏

东远洋渔业产业园建设; 三要加强 “海洋牧场”建

设，拓展远洋渔业产业空间，推动新渔场、新鱼种

开发探捕，与东盟、南亚、西亚、西非等国家建立

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

2. 促进养殖与水产品精深加工高效发展。一要

大力推广生态循环水养殖、海水网箱养殖等新型模

式，以福建宏峰泰、福州南国风等多家企业为主体，

加强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渔业企业的经验交流

合作，重点培育鲍鱼、海蚌、海参等经济价值高的

品种，促进深远海养殖业高效生态发展; 二要深化

水产品保鲜技术、酶技术、海洋活性物质等精深加

工技术的合作研发，综合应用到海洋医药、海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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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海洋功能产品中，提高水产品的利用率和竞

争力。

3. 推进渔业品牌共建。一要依托渔业周·渔博

会、5·18、6·18 平台，并通过举办一些特色鱼种

竞赛，吸引渔业供应商和专业采购商集聚，开展产

品推介和合作洽谈，加大对海丝沿线国家地区名优

水产品的宣传力度，扩大品牌效应; 二要进一步健

全会展市场运营机制，积极引入海丝沿线展览机构

合作办展; 三要加快推动渔业与旅游业融合，培育

一批名品体验、名企考察、名村度假的特色渔业品

牌线路。

( 四) 加强海洋科研教育服务，提高海洋经济

合作层次

1. 拓展深化海洋科教交流合作。海洋科教服务

是海上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海上合作迈向高质量

的保障和支撑。一要加大海洋科研经费投入。筹建

福州海洋经济研究院，依托福州大学、闽江学院、

中科院海西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围绕福州海洋经济

产业链及发展趋势，与厦门、青岛、广州等地科研

院所合作申请设立重点项目和研究基地，强化前沿

应用研究。借鉴先进海洋城市经验，进一步完善海

洋科研创新机制，提升成果转化率; 二要加强 “海

丝”人才教育培训。启动海丝人才智库工程，完善

人才引进、培训、培养、保障、激励等一系列制度

机制，重点吸纳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经济政治视野、

熟悉沿线国家政策法规和风俗人情，掌握多学科知

识和多国语言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并大力发展海

洋专业、职业教育，推动本地高校赴山东、浙江、

广东等海洋强省学习先进的办学经验，优化人才培

养方案，强化师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组建一批符合

“海上福州”战略需要的实践性人才队伍; 三要建

立“海丝”科创合作平台。借助中国—东盟海洋合

作中心，推动海洋科教合作园区建设。成立智库联

盟，设立常态化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加强与东南亚、

台湾等海丝沿线地区官员、学者、人才互访交流，

积极开展有关海岛开发利用、海洋生态治理、防灾

减灾、海上联合执法等科研项目和区域海上安全等

方面的合作，提升海洋公共服务能力。

2. 着力推进海洋新兴产业协作。一要依托丰富

的海洋生物、风能资源，重点吸引海洋可再生能源、

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四

类新兴产业集聚，培植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积极

向沿线国家开展产业链招商。并充分发挥福建三峡

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福州新北生化有限公司、福

州东南造船厂、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引领作用，

推动“产学研用”相结合，打造海洋经济新的增长

点; 二要加强对日韩、台湾、新加坡等地海洋生物

医药企业的重点项目引进，加快榕台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技术对接，推动与沿线国家在海洋高端领域的

合作，建设一批创新研发基地和产业园区，吸引一

批配套服务机构入驻，扶持一批重点企业和重点品

牌，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 三要依托数字福建 ( 长

乐) 产业园、中国国际信息技术 ( 福建) 产业园等

基地，吸引一批海洋信息服务企业和机构落户，推

动北斗导航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打造 “智慧海

洋”示范中心。

3. 加快推动涉海金融服务创新。一要依托自贸

区，建立涉海金融专业服务部门，借助物联网、大

数据技术，建立专业信息服务平台，提升为海丝沿

线国家涉海金融贸易投资的服务水平; 二要完善财

政金融制度，探索设立 “海上银行”创投发展基

金，采用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注资、民企融资结合

的市场运作模式，争取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丝路

基金的资金扶持，为物流金融、跨境电商、海域使

用权融资、渔业保险、海洋信息服务等新兴业态提

供支撑; 三要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作

用，进一步完善跨境交易、结算、交收及海产品标

准体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推动在印度尼

西亚、泰国等国设立分机构，打造海上丝绸之路蓝

色海洋经济大数据服务平台。

( 五) 充分发挥侨乡优势，密切经贸人文交流

1. 促进经贸往来与合作。一要联动 “海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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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力量，进一步完善国际闽商网络、华人华侨社

团网络，加强对接与互动，因地制宜策划一批 “海

丝”重点招商项目，开展点对点推介，并制定适当

的创业扶持和财税金融政策，积极引导外资 “引进

来”。并充分发挥“侨力”，利用华侨华商的人脉商

缘关系，与当地政商建立良好沟通渠道，加快政府

合作项目和侨资项目落地投产; 二要发挥自贸区投

资便利化优势，扶持渔业、纺织鞋服、建材、机械

等具有良好基础及对外投资经验的产业，推动企业

对海丝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进行投资布局，

推进一批民企、侨企项目合作; 三要健全境外投资

信息服务体系，重点发挥海外榕籍商会、行业协会

组织作用，常态化提供沿线国家时事动态、投资政

策、项目进展信息等，开展专题研究和投资风险研

判，及时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并组建一支外资政策

专家队伍，为赴福州投资外商提供咨询服务; 四要

推动资金融通，依托自贸区平台，构建两岸金融合

作试验区，加快建立侨商银行，为企业 “走出去”

提供境外项目贷款、内保外贷等资金保障［14］150。

2. 深化人文交流载体构建。一要深度挖掘海丝

历史文化内涵，做好海丝遗存保护与修复，并加快

出台“海丝”文化扶持政策，做大做强海丝文化品

牌。依托福州博物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推动

与沿线地区合作举办海丝文化成果展、华侨 “海

丝”贡献展，推进海丝文化传播与交流; 依托福州

优秀的民间艺术馆，加强与沿线区域关于 “海丝”

元素的文艺精品创作和推广; 依托福州艺术院团，

打造具有福州特色 “海丝”题材的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推动其在沿线国家举办文艺展演; 二要持续推

进高校、智库、文化企业、媒体等非政府组织之间

的友好交流，促进与海丝沿线特别是东南亚、台湾

地区在华文教育、宗教文化、技能培训、人才培养

等方面的合作，通过校际合作、学术研讨、 “海外

榕籍精英故乡行”活动等形式，为海丝建设凝聚

“侨智”; 三要继续推动缔结友城关系，做大海丝朋

友圈，办好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旅游节、海

丝博览会等系列活动，借助 “闽茶海丝行”等平

台，进一步扩大福州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 四要建

设榕籍华人华侨综合服务平台，推进侨村族谱收集、

侨情数据库建设、海外华裔族群寻根回乡、海外侨

团交流合作等工作，为海丝建设聚拢“侨心”。

3. 加快构建海丝旅游经济圈。一要进一步提升

滨海旅游业，整合优化旅游资源，推动 “旅游+”

融合发展，依托船政文化、郑和下西洋文化、海神

信仰文化、海丝遗存等，加强海丝景点内部串联，

提高旅游产品的品位度和丰度，开发一批海丝邮轮、

宗教祭祀、文化研学等主题旅游线路，构筑福州—

台湾—港澳—东南亚邮轮旅游圈，并加快发展海洋

文化创意产业; 二要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旅游合作，设立海丝专项旅游基金，扩大旅游合作

联盟，构建常态化合作模式。推动共建海丝旅游专

线、产品宣传推广、渠道开发营销、旅游往来便利

化，并推行“海丝线路优惠行”等活动，提高线路

知名度，拓展旅游客源流，促进海丝旅游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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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Fuzhou to Accelerate Its Construction 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itime Cooperation

HUANG Chi

( Institute of Economics，Fu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Maritime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Construction，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Fuzhou to build .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the facility connectivity of Fuzhou has been accelerated，and the blue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well. However，it is still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the need to upgrade the value

chain of the marine industry and the shortage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zhou should take

advantages of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function

of maritime hub;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functional layout of the port area，and cultivate and expand the port

economic circle; improve the modern marine fishery system and deepen fishery cooperation; strengthen marine

science and education services and enhance marine economic cooper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cultural advantage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aiwan，strengthen economic，trade-cultural exchanges，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ition of the

pivot city of the Maritime Silk Ｒoad.

Key words: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marine economy; maritime cooperation; 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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