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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长三角

该联盟将着力搭建交
流平台，推动保险行业与
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合作与
交流，并开展国内国
际交流。

互联网保险
第三方平台专家联盟

前不久，长三角协调会办公
室第 45 次工作会议举行。由市经
合局和宁波大学浙江省海洋文化
与经济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长
三角海洋经济合作机制研究”课
题获得 2016 年度长三角合作课题
一等奖。

该课题由宁波市牵头承担，
盐城、南通、舟山、台州四市参
与，旨在通过海洋资源-科技-经
济的城际协同配置提升长三角海
洋经济国际核心竞争力，实现长
三角海洋经济转型升级，逐步实
现海洋产业中高端化发展，从而
实现长三角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课题提出，长三角经济合作
的首要目标是提升长三角海洋经
济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海洋产业
联动，建立长三角海洋经济合作
机制，提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如何有效实现长三角区域城
市 间 的 海 洋 产 业 联 动 ？ 课 题 建
议，应优化布局，建立长三角海
洋产业联盟，提升国际竞争力；
围绕优势海洋产业谋划资源整合
利用，实现上海港、宁波舟山港
为首的港口群错位发展，提升港
口群对长三角临港工业与腹地的
带动力；围绕新兴产业与传统产
业改造，统筹海洋科技合作，设
立 长 三 角 “ 科 技 兴 海 ” 专 项 资
金，用于资助海洋科技攻关。

合作新常态，区域资
源－科教－经济协同与提升

新常态下，长三角海洋经济
增长将成为陆域经济增长转向中
高速的重要补充。同时，海洋经
济增长动力将从直接依赖利用海
洋资源增量扩能转向依靠科技创
新 深 层 次 、 多 方 位 利 用 海 洋 资
源，海洋科技创新将成为海洋经
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国家海洋战略持续聚焦长三
角的舟山、宁波和上海，着眼于
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海洋
资源、海洋科教，全面提升区域
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显然，如
何整合、优化长三角海洋资源、
科教机构，实现海洋科技创新流
动 ， 提 升 海 洋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效
率，成为助推长三角海洋经济整
体提升的关键。

资源、科教、经济是区域合
作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
区域不协调性最突出的要素。课
题提出，这种不协调性也为实现
优势互补的城市合作发展带来可
能，并成为长三角海洋经济一体

化发展的动力来源。这预示着海
洋经济合作将成为长三角参与全
球竞争的新制高点。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长三
角区域合作已经进入新阶段。积
极探索海洋经济合作，尤其是以
海洋科技合作为核心的滨海城市
海洋资源－科教－经济的协同与
整体提升，实践国家海洋战略与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探索创新驱
动海洋经济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海洋产业联动，提升长
三角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有
效途径

长三角海洋经济合作的首要
目标就是提升区域内优势海洋资
源环境 （岸线港口） 及其利用效
率，推动长三角地区在我国，甚
至全球海洋经济中价值链升级。
核 心 路 径 是 整 合 连 云 港 、 南 通
港、苏州港、嘉兴港、温州港、
台州港等，服务于上海港、宁波
舟山港国际竞争力与合作网络，
共同推进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
国际竞争力。

课题提出，未来长三角海洋
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就是海洋
产业联动。即通过优化布局实现
产业联动发展。长三角海洋经济
合作的实质是通过构建以产业网
络关系为支撑的城市合作发展路
径，实现运行有序、紧密协作的
长三角海洋产业群。

如何实现海洋产业的有效联
动？首先，要坚持海洋产业布局
统筹，提升长三角海洋经济综合
竞争力，建立由政府为主导，长
三角沿海工业园区和企业为主体
的产业联盟，通过产业园区品牌
延伸，实现上海在长三角产业发
展中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还要围
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
设 、 连 云 港 东 中 西 示 范 区 建 设
等，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做
到陆海、江湾(杭州湾)、湖(太湖)
统筹，合理分工、错位互动，形
成相对完整的海洋产业链。

其次，围绕优势海洋产业谋
划资源整合利用。各城市在发展
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评估
自身的海洋资源特点，谋划地区
之间错位发展，加强海洋产业整
合；应重点围绕滩涂、港口，谋
划海洋渔业、滩涂农业、海洋制
造 业 和 滨 海 旅 游 业 ， 实 现 上 海
港、宁波舟山港为首的港口群错
位发展，提升港口群对长三角临
港工业与腹地的带动力。

最后，以海洋产业升级统筹
海洋科技合作。围绕新兴产业与
传统产业改造，统筹海洋科技合

作。包括充分利用上海、杭州、
宁 波 、 舟 山 的 海 洋 科 教 资 源 优
势，提升海洋养殖品种培育、海
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海
洋信息服务、海洋新能源等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长三角海
洋产业向高端发展；设立长三角

“科技兴海”专项资金，全额用于
资助海洋科技攻关，突破长三角
地区的海洋生物工程技术、海水
综合利用技术、海岸工程技术、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海岛与海岛
带 资 源 综 合 技 术 、 深 海 工 程 技
术、海洋信息服务等领域。

实现“人－海”和谐，亟
待建立海洋经济合作机制

长三角海洋经济合作虽然取
得了阶段性突破，如政府主导的
港口群分工体系与集团化发展、
海洋污染治理等，但实践中仍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合作领
域忽视制度藩篱、海洋经济割据现
象依旧存在、“九龙治海”“各自为
政”状况仍未改变等。

如何解决长三角海洋经济发
展过程中海洋资源-科教-经济之
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最终实现“人－

海”和谐发展？该课题提出，长
三角区域城市需建立海洋经济合
作机制。

长三角海洋经济合作机制是
一 个 由 政 府 、 企 业 、 科 教 、 中
介、环境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发展
路径，亟须构建与各行为主体相
对应的行为标准。其主要核心环节
在于：优化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
寻找比较优势，坚持错位发展；积
极对接产业发展瓶颈，提高科技转
化率；创新金融产品，大力拓展信
贷市场；资源环境一体化。

课题建议，长三角区域应加
强海洋科技资源共享，技术联合
攻关，创建区域海洋科技网络。
鼓励创建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服务
平 台 ， 支 持 三 省 市 涉 海 高 等 院
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化产学研
合作。加快成立专门的航运服务
科 研 、 培 训 机 构 及 各 类 海 事 组
织，打造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发
展坚实的科技、人才支撑。

实施面向政府、社会的资本
联合应用 PPP 试点，跨界联合推
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新兴
产业科教研发、海洋资源环境综
合利用技术的资本投入试点，积
极加强各城市政府间的组织协调
与合作。

记 者 张正伟
实习生 金 鹭

“雾霾险”“汽车摇号险”“股
票跌停险”……购买便捷、迎合市
场需求、新颖的互联网保险产品层
出不穷。然而，时下互联网保险第
三方平台却是数量众多，质量参差
不齐，缺乏统一的组织来加强行业
自律与交流。

近日，中国互联网保险第三方
平台专家联盟成立大会在宁波召
开，正式成立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
台研究中心，并落户宁波国家保险
创新综合试验区。据介绍，该研究
中心将为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

“订规矩”“建规范”，以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

“公司成立第一年便盈利，其
中74%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于互联
网保险第三方平台。”易安财险负
责人说，“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
为公司快速连接客户、让产品更快
进入大众视野提供了便利。”据
悉，易安财险与摩拜单车平台合作
推出“降雨险”，客户在用车前投
保，可根据使用期间的降雨阈值获
得即时赔付。在与阿里体育平台的
合作中，易安财险从马拉松大赛等
赛事活动切入，不仅增加了营业收
入，还通过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保
险需求，获得了大数据支持。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互联网保险
第三方平台专家联盟将着力搭建交
流平台，推动保险行业与互联网相
关行业的合作与交流，并开展国内
国际交流。同时，该联盟将开展教
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
服务水平，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强
化行业自律规范。此外，联盟还将
开展互联网金融与保险研究，鼓励
产品创新、渠道创新、营销创新和
业务流程创新。该联盟的成立也将
有助于打通保险行业与政府部门和
监管机构的沟通渠道，以更好地反
映行业合理诉求，并提供政策建
议，协调各方推动行业资源共享与
合作共赢。

中国互联网保险
第三方平台研究
中心落户宁波

携手挺进“深蓝”
跑出长三角一体化“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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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是开
展保险业创业创新的重要推手。”
市金融办副主任王勉说，宁波国家
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将积极引入比
价网站、健康管理、智能投资顾问
等领域的互联网保险第三方平台，
通过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推进互
联网保险的转型升级。据介绍，目
前已有包括车联网、特种设备、安
全生产等共性技术基础平台在内的
多个保险科技、保险实验室与大数
据中心等第三方服务平台项目落户
宁波。

互联网与保险的跨界融合将是
今年及“十三五”期间宁波金融业
发展的重点。今年，宁波国家保险
创 新 综 合 试 验 区 将 通 过 “ 互 联
网+”，引进、设立一批专业型、
功能型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服务机
构，大力发展保险创新孵化器、保
险共性技术服务平台、风险实验室
等第三方专业平台，带动智能制
造、保险科技、健康医疗、长期护
理、生物医药等新产业、新业态的
发展。

从宁波舟山港出发的集装箱货轮抵达乍浦港。 （朱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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