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海洋经济，宁波有港口
区位、海岛岸线、海洋生物资
源、海洋油气资源和海洋旅游五
大基础优势。宁波舟山港2016年
完成货物吞吐量 9.22亿吨，已连
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宁波海域
渔场密集，象山石浦港是全国六
大中心渔港之一。距宁波 350 公
里的东海海域，蕴含春晓、平湖
等大型油气田。宁波还拥有韭山
列岛、渔山列岛 2 个国家级海洋
自然保护区和象山花岙岛、渔山
列岛2个国家级海洋公园。

2011年年初，浙江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宁波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
遇，在全国较早制订实施 《宁波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之后，随
着一系列规划、区划的制定实
施，逐步构建了“一核引领、两
带拓展、三湾联动、多点支撑”
的空间发展格局。此外，市委市
政府还出台了包括海洋产业发展
基金、开发性金融支持海洋经济

试点 、“3315 人才计划”等一
系列资金、产业和人才政策。同
时，随着“中国制造 2025”试点
城市、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区等一批国家试点政策聚焦宁
波，为宁波海洋经济创新示范注
入了强大活力。

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
期间，全市共推进实施47个国家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工作
项目，获得中央财政 3.67亿元资
金支持，获得各类创新成果 311
项，转化成果32项，建成了一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平台和产
业基地，直接拉动企业投入22亿
元，带动效应达16。

在示范项目的带动下，“十
二五”期间，宁波海洋经济规模
稳步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海洋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年 均 增 速 达
12% ， 已 初 步 形 成 了 海 洋 新 材
料、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
药三大新兴产业。启动建设了宁
波新材料科技城、宁波 （海洋）

生物产业园和宁波国际海洋生态
科技城三大涉海新兴产业园区，
其中梅山已获批国家科技兴海产
业示范基地。目前，全市已拥有
7家海洋相关科研机构，4家涉海
高等院校，2 个国家级海洋重点
实验室，具备了较强的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

2016年，全市海洋经济增加
值达到 1337 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 15.8%，成为拉动全市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海洋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结构为
84547，呈现“三、二、一”发展
格局，符合海洋经济现代化总体
特征。全市已初步形成了具有区
域特色的三大产业发展优势，培
育出一批行业的龙头企业。其中，
以东方电缆、欧佩亚等为代表的
海洋高端装备企业，以墨西科技、
裕隆化工等为代表的海洋新材料
企业，以美康生物、今日食品为代
表的海洋生物企业，已在国内外
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

集聚资源优势
高起点打造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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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国际海洋日”前夕，经过严格评审和现场答辩，宁波从13个沿海申报城市脱
颖而出，成功跻身“十三五”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行列。

日前，《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进一步明确了浙江海洋经济的战略
定位。核心示范区的宁波，如今迎来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历史新机遇。

在最近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首先
提到宁波，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古港和“活化石”之一，应在新一轮开放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

在打造世界级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龙眼”的征途上，宁波充
分发挥“港口经济圈”优势，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做大做强海洋经济，为区域发
展提供新动能。

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宁波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宁波海洋经济“十三五”规划》，今年又制定了《宁波市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
总体实施方案》，明晰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路径，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
市”的战略性转变，“我们有信心当好创建示范标兵，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创新提供更多
宁波经验”。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搭载创新发展引擎的宁波巨轮砥砺前行，书写海
洋经济大发展的壮丽篇章。

“十三五”期间，宁波将以产
业链协同创新和集聚创新发展
为主要途径，着力推进海洋高端
装备产业链向国际化拓展，全力
促进海洋生物产业链向高端化
延伸，努力打造和完善具有宁波
特色的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体系。

总体目标：在海洋高端装备
和海洋生物产业领域，推动上下
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聚
程度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具有
国际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体系。
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国发
挥引领示范作用。到 2020年，全
市海洋经济发展实力得到显著
增强，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
为推进全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在分项目指标上，通过示范
项目推动直接投资39.7亿元，其
中研发投入近 4亿元；新增涉海
龙头企业 18 家，中小微企业 70
家，省级以上高技术企业 13个，
上市企业 4家；形成的涉海中高
端产业链 21条和涉海产业聚集
区数量 5 个。拉动社会投资 450
亿 元（拉 动 效 应 1 8 左 右）。
新增就业 4000 人以上，带动面
上全行业新增就业人数 4 万人
以上。

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大力推进体制机制
创新，努力为示范引领形成一些
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和模式。其
中包括以“扶强扶优扶重点”为
特色的“优先发展模式”，“政银
保企合作”的多渠道融资“金融
创新模式”，以企业为主体的“成
果转化模式”，政策和服务合力
推进的“集聚发展模式”。通过示
范创建，在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征
途上，逐步凝练“先进制造引领”

“科技引智支撑”“民营资本拉
动”“区域辐射带动”的宁波特
色。

为保障示范创建工作的有
序推进，宁波将在管理体制机制
创新、集聚要素、政策支持和坚
持可持续发展四大方面进一步
优化思路。

——强化组织领导，创新管
理体制。成立市领导挂帅的领导
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组成
专家委员会和项目推进工作小
组，开展评估、督查和指导等工
作。制定《宁波市推进国家海洋
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建设实

施意见》，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
和市县两级分级考核办法，建立

“三上三下”和“三落实三到位”
等项目全程监管和跟踪服务制
度。

——搭建创新平台，加速集
聚要素资源。融合周边城市海洋
科技创新资源，重点扶持本地科
研院校，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搭
建多元化海洋科技创新平台。通
过建立海洋智库、产学研联盟和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等，优
化创新服务环境，统筹科技创新
资源。通过集聚孵化，积极探索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和模式，形成民间资本投入
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热潮。

——实施资金、人才、投资
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以及海洋
产业发展基金的放大作用，创新
海洋产业金融产品，加大对海洋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力
度。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贯彻
落实“3315 人才计划”等政策，
努力打造高端人才荟萃、创新要
素集聚的“蔚蓝智谷”。进一步鼓
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消
除影响民间资本公平进入海洋
经济的各种障碍，鼓励民营企业
投资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秉承海洋生态保护原
则，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坚持“协调、开放、绿色”发展理
念，不断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
和产业结构；坚决保护海洋环
境，坚守海洋生态安全红线。

“十三五”期间，宁波计划实
施一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产业
链协同创新项目和孵化集聚创
新基地项目，合计申请中央财政
资助3亿元，项目总投资约25亿
元。主要内容归纳为“2422”。第
一个“2”是重点发展海洋高端
装 备 和 海 洋 生 物 两 大 领 域 。

“4”是重点拉长提升 4 个方面
的 产 业 链（海 洋 装 备 防 腐 材
料、海洋油气工程装备、海洋
生物功能食品和海洋生物制
品四大板块）。后面两个“2”分
别是重点打造两个公共服务
平台（海洋工程材料服役评估
评价平台、海洋生物高值化利
用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两个孵
化集聚创新基地（宁波海洋高
端装备孵化集聚创新基地、宁
波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孵化集
聚创新基地）。

创新管理机制体制
唱响海洋经济

创新发展“宁波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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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格局

海洋经济年均增速为8.1% 海洋新兴产业年均增速达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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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国家海洋生态科技
城梅山三创基地

◀宁波（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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