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区域示范成效显著
山东省财政厅

合作常态化对接制度、海洋经济信贷需

求与投放信息双向反馈制度、涉海企业

信息统计报送制度、银企供需见面会制

度等，为区域内海洋经济企业开辟金融

服务“绿色通道”，确保授信额度科学合

理落实到位，并有效开展绩效监管与服

务。自合作协议签订以来，仅中国银行

就已放贷72亿元，有效推进了海洋经济

创新区域示范工作的开展。

努力加强政策引导。为充分发挥财

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山东省全方位集成

政策资金，不断加大海洋经济投入，积极

改善投资环境，推动建立和完善以政府

投入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其他经

济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投融资体制。自

2012年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工作

开展以来，累计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5.2亿元，省级配套3亿元，支持了168个

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项目。同时，

山东省还统筹自主创新、科技研发、节能

减排、工业结构调整、两区建设资金等，

重点向海洋经济示范项目倾斜。如省财

政设立10亿元自主创新专项资金，每年

安排约1亿元重点支持海洋新兴产业；

设立20亿元蓝黄两区建设专项资金，每

年安排6亿元支持海洋资源开发与产业

建设。在此基础上，尤其注重开展金融创

新。如省政府出台了《金融支持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意见》 《对金融机构支

持蓝色经济区建设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及《海域海岛使用权抵押贷款实施意见》

等，与国家开发银行等18家金融机构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在全国率先开展

无居民海岛和近海滩涂使用权抵押贷款

等业务；省政府设立了规模为300亿元

的蓝色经济区产业基金，建立了蓝色经

济区产权交易中心，并鼓励民生银行成

立海洋渔业金融中心，为50余家养殖企

业提供信贷资金20亿元；设立了规模为

100亿元的海洋渔业中小企业金融债，携

山东是海洋大省，海岸线约占全国

的1/6，具有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的

优越条件。自2012年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区域示范政策实施以来，山东省创新体

制机制，完善工作格局，积极发挥财政

政策导向作用，扎实开展海洋经济创新

发展区域示范工作，在推动现代海洋经

济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

省示范区内海洋生物产业年产值达1597

亿元以上，增加值占全国的比例超过

30%。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工作

在国家中期考核中取得了优秀成绩。

积极创新体制机制。为确保示范工

作扎实开展，山东省先后建立了联席会

议合作协调机制、财银合作机制、第三

方科技与服务支撑机制,切实加强了组

织领导，有效提高了海洋经济科技创新

及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了财政政策的引

导作用。为落实财银合作机制，省厅出

台若干服务保障措施，建立了市县财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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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发起成立总规模

为100亿元的“蓝色民生海洋产业投资基

金，投资覆盖海洋渔业产业链中各个领

域,已满足7家远洋造船企业10亿元的

资金需求；同时，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共同设立了海洋联合基金，每年

投入1亿元用于提升海洋自主创新、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

集中支持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环

节。自2012年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

范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按照国家总体

部署，结合地方资源和产业优势，确定

了以工业用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为主

体，以海洋生物医药制品与海洋工程装

备为两翼，以海洋公共平台建设为支撑

的指导思路，注重产业链条分类设计，

推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加快

发展。在扶持环节上，坚持把提高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完善海洋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的关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

开放式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引进领军人

才及团队、培养企业高端人才、引进高

新技术成果、制定和建设国家或国际行

业技术标准体系等关键环节，最大限度

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力促海洋经济高端产业链聚集发

展。为实现国家下达的 2015年度实现海

洋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超过

25%的目标，省厅立足本省海洋产业优

势，科学把握现代海洋经济产业发展趋

向，在积极支持海洋生物高效养殖业的

同时，努力培育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

海洋装备两类高端产业链加快发展，推

动海洋经济实现腾飞。2014年，山东

省海洋生产总值达1.04万亿元，同比

增长7%以上，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

17.6%。一是海水健康养殖业居全国领

先地位。完成了水产业“海水超过淡水、

养殖超过捕捞”的两大历史性转变，为

我国水产品总量居世界第一做出巨大贡

献。已先后培育出36个国家认定的海水

养殖新品种，认定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国家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前

10个海水养殖新品种，全部源自山东。

养殖工程技术与装备进入规模化推广

阶段。养殖模式初步实现了“虾贝并举、

以贝保藻、以藻养珍”的良性循环，取

得了一批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陆海

接力”养殖新模式示范作用明显，深水

网箱养殖水体达152万立方，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水体889万立方；成功探索了

“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规模经营、

全生态养殖的“泽潭模式”，并在全省范

围内复制推广。二是海洋生物医药与制

品业异军突起。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快速

发展，成为全国海洋药物研发和海洋药

物产业最集中的省份，海洋药物产值占

全国的1/3，形成了一批海洋药物产业

聚集地，构建了海洋生物医药企业与高

校、科研机构组成的海洋药物与保健品

研究开发产业体系，仅威海市就已拥有

多项独立知识产权和“示范基地”荣誉

称号；海洋功能性食品及化妆品产业再

攀新高，通过海洋生物资源精深加工、

综合利用和高值化技术研究，改进水产

传统制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高海

洋海产品附加值。全省海藻胶产量达2.8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0%，全球总产

量的50%。三是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蓬勃

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借助自我

有利优势，瞄准国际发展趋势和市场需

求，形成一系列围绕海洋工程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形成了以青岛、烟台、威海、

东营为主的产业集群，船舶与海工装备

制造业实现年产值637亿元、销售收入

622亿元，出口交货值222亿元，同比均

成增长趋势。同时，不少科研院所与企

业联合，围绕海洋环境监测、海洋资源

勘探、海洋可再生能源和水下安全防护

四大方向的产品研制和产业化，优先推

进成熟产品、优势技术向产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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