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墨市位于山东省沿海经
济开发区的中心地带，人口106

万，拥有183 km海岸线，2 500

余km2管辖海域，大小岛屿24

个，海洋资源丰富。近年来，随
着蓝色国土开发的不断升温，

即墨市委、市政府将“商贸兴

市”和“即墨渔业二次创业”纳

入重点发展战略，海洋经济已

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富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2002年，全市仅渔业一项就实
现总产值18．4亿元，海洋与渔

业经济已经成为即墨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一、发展基本情况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地理区位优势和正确的发

展战略决策，使近年来即墨的

海洋与渔业经济取得了一定发
展，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海洋渔业稳步发展

注重用科技改造传统产

业，南美白对虾设施化养殖等

多项新品种新技术得到大力推

广应用；注重发挥传统产业优

势，全市筏式养殖面积达到
533 hm2：li专，为群众增加收入数

千万元，对虾养殖产量3 973 t，

实现产值2．9亿元；注重开辟
生产新领域，设施渔业实现新突

破，全市建成212厂化养虾池
7．3 hm2，实现产量160 t；鲍鱼、

海参筑池养殖面积稳定在
133 hm2；海、
淡水养鱼车

间和大棚面

积达到3．5

万秆；注重探

索发展新思

路，园区建
设开辟渔业

生产新渠

道，先后投

资建设了青

来，全市已累计引进渔业合同外

资2亿1．余美元，实际到位1 000

余万美元，实际利用内资每年

都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

2．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投资上亿元兴建了东部环

海公路，新建了鳌山港、周戈庄

渔港码头，，维修和扩建了丰城

镇拦海大坝、女岛港码头，建设

苎昙妻兰掌 即墨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黄聿诚
科学研究中

心水产种苗产业化基地等五大

基地；注重借助外力促发展，招

商引资增添发展新活力。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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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水产种苗产业化基地、碧海水
产良种繁育基地。全市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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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育苗场24处，育苗水体

2．5万m，余，年育苗能力100

亿尾(粒)；有水产加工企业19
个，日速冻能力为360 t，库容

量4 000 t余；有农业部公布的

渔港码头10处。
3．二、三产业初具规模

水产加工业初步形成了安
科、建豪、北洋等水产加工骨干

企业，并引进日本、韩国、西班

牙、挪威水产企业落户即墨市；

滨海旅游得到大发展，三联集

团投资开发的田横岛旅游度假

区和鳌山卫沿海游、温泉健康
游融休闲、旅游、食宿、娱乐于

一体，成为远近闻名的海上旅
游景点；海上交通运输、海洋化

工、船舶修造等产业也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4．海洋管理逐步规范

重点加大了执法力度，强

化“以法治海”，在干部群众中

树立了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办证
的法制观。对少数无证、无度、

违法用海现象进行了严厉查

处，特别是配合国家海监总队

及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对即墨

市交通局柴岛码头、三联跨海
大桥及码头等海岸212程进行了

检查，起到了震慑作用，全市累

计发放海域使用证300余本，

收取海域使用金380余万元。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当

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产
业结构面临再调整。一、二、三

产业结构仍然不尽合理，传统
产业比重偏大，二、三产业比重

偏小。在养殖业内部，名优高效

新品种、新技术养殖未形成规

模，发展缓慢；捕捞业结构比例

失调，仍以近海捕捞为主，外海
捕捞发展缓慢，远洋捕捞举步

维艰。二是水产业质量和效益

不高，仍处于初级产品阶段，深

加工、高附加值、出口创汇产品
少、适应市场、占领市场的能力

和水平不够。三是产业带动能

力差，渔业发展仍然呈现零散

的，单打独斗式的发展格局，没

有规模效益，缺乏带动千家万

户，带动全局发展的主体，没有
形成产业优势，产业化、标准

化、国际化水平低。四是渔业整

体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即使
同周边市区相比，我们也存在

一定差距。例如，212厂化养鱼，
我们不如莱州。淡水大棚，我们

市领导在即墨察看高效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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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平度。

加32不如城

阳。整体档

次规模和发
展模式不如

荣成。尤其

是浅海开

发、网箱养

鱼等带有一
定风险性的
养殖新技术

发展较慢。

利用地下海

水进行工厂化、大棚养鱼形势

较好，但由于投资大，因此群众
行动不积极。

二、发展重点

今后几年，为全面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使海洋产业对即

墨市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发挥出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即墨的海洋与渔业工作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法治海、科技兴渔，围绕

“四个青岛”，抢抓五年战略机

，遇期，抢抓青岛市修建滨海大
道的新契机，以大项目建设为

突破口，以招商引资为生命线，

加快园区建设步伐，推进渔业

“三化”进程，积极实施“渔业二
次创业”，推动海洋与渔业生产

向高、精、深方向发展，抢占新

一轮“蓝色经济”发展制高点。
1．以养护渔业资源为重

点，加快捕捞结构调整。稳定近
海捕捞生产

随着中日、中韩渔业协定

生效，以及国家实行捕捞零增

长等一系列压船限捕政策的实

施，进一步深化捕捞生产结构
已势在必行。即墨的传统捕捞

业一直以近海生产为主，且渔
船数量多，马力小，远洋能力

差，渔业劳力转产就业难度大，

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必

须进一步做好渔民群众的思想
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

限制捕捞、鼓励养殖生产的有

关规定，对捕捞渔民的转产转

业实施政策倾斜。同时，在当前

转产转业难度比较大的情况

下，充分发挥自然海湾多的优
势，在贯彻执行国家捕捞渔船

转产转业政策，加快养殖业发

展的同时，积极探讨适合即墨

   



市捕捞生产发展的近期工作思

路，实施“渔业生态修复512程”，

争取有关部门支持，设立即墨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点，合理养

护、增殖渔业资源，稳定近海捕
捞生产，增加沿海渔民收入。

2．以优化品种结构和生产

技术为重点，加快养殖结构调

整，大力发展名优高效养殖业

总结近年来发展海水养殖
生产的经验教训，要保持养殖

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以调整

优化品种结构为重点，以改进

养殖模式为突破口，按照区域

化布局的要求，选择适应不同

海区条件的名优品种倾力开
发，形成既有规模，又有特色的

产业化格局，推动名优高效养

殖业发展，重点规划搞好四大

产业带开发：一是浅海多品种
养殖产业带开发。大力普及浅
海扇贝、贻贝、吊笼养殖，积极

推行贝藻兼养、贝贝兼养、贝藻

轮养及网箱养殖，努力改善海

区生态环境，提高综合产出效

益。二是潮间带精养海珍品产

业带开发。坚持划区精养与统

一规划相结合，提高海参、鲍鱼
等海珍品养殖的规模和效益。三

是滩涂虾池综合利用产业带开

发。积极推广南美白对虾、生态

调控健康养虾、虾池养参等新品
种新技术，提高虾池综合产出效

益。四是工业化养殖产业带开

发。以工厂化养殖大菱鲆、南美

白对虾为主导，以大棚养殖及其

他品种为补充，进一步扩大养殖
规模，形成产业优势。

3．以园区示范和市场建

设为重点，加快渔业载体建设，

持续提升生产档次和水平

近期内重点进行四建一

管：

扩建海

水鱼养殖示

范园。该示

范园是2001
年即墨市引

进的当时山

东省最大的

农业外资项

目，由挪威
庞裕水产

嚣≥雯 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拂D水产种苗繁育基地
合同外资4 000 zr美元，目前

已累计实际投入500万美元，

主要进行大菱鲆鱼的养殖、育
苗等。下步要重点进行二期512

程建设，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
带动即墨市工厂化养殖业的发
展。

续建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
究中心水产种苗产业化基地。

该基地由中科院海t--'-4研究所、

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省海水

养殖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青

岛三高大菱鲆研究所有限公

司、青岛长生中科水产饲料有
限公司、即墨碧海水产良种繁

育基地等科研单位共同出资建

设，建设目标是规模全国最大、

科技含量全国最高、建设标准

全国一流，形成集水产种苗、养

殖、培训等产、学、研项目为一
体的产业化基地。规划占地面

积66．7 hm2，目前，一期工程占
地面积29 hm2。下一步工作，要
协调、敦促入园的6家科研院

所、企业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按
照计划要求在2004年建设完

工；认真抓好国家“优良海水养

殖种苗高技术产业化示范512

程”项目的实施；做好碧海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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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繁育基地的育苗生产和经

营管理工作，启动水体5 0001_n3，

实现育苗10亿单位。

新建占地9．3 hmz的即墨

市鳌山卫工厂化生态养殖示范

园，树立生态健康养殖样板，创
建标准化示范点。

新建即墨水产品批发市

场，主要采取招商合作形式，现

已与一企业达成初步意向，选
址在烟青一级路与鳌蓝路交界

处，投资1亿元人民币，占地面
积16 hm2，建成后将形成一个
规模大、设施新、项目全的现代

化多功能水产品物流中心。

加强蓝村南美白对虾淡水

养殖园管理，提高技术含量，实
现精养高产，开辟群众致富的

新途径。

4．以深化加工为重点，推
进渔业三化进程，积极搞活流

通

按照渔业“产业化、标准

化、国际化”的要求，培育一批
机制灵活的育苗、养殖、加工企

业和市场，增强项目承载力，借

助国家的产业政策求发展：一
要争取建设女岛中心渔港，设

立水产保税库；二要争取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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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研部门、单位支持，实施一
批海洋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和

科研攻关项目，加强科技成果
在即墨市的转化；三要争取培

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尤其是要

发挥我市个体私营经济优势，

积极鼓励个体大户采取股份

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参与育

苗、养殖、捕捞、加工及其他领
域的开发和经营，解决好“钱从

哪里来”的问题，并树立公司+

农户模式样板；四要争取按照

标准化要求，增加对病害监测、

环境监测的投入，建议建立即
墨市渔业标准监测站，使水产

品逐步实现向无公害、绿色、有

机食品方向发展；五要争取建

立渔药和饲料生产基地，结束

即墨市渔药、饲料完全依赖进
口和从外地购进的历史；六要

争取进一步拓展水产品出口贸
易，利用加入WTO后国外水产

品进口相对便利的机遇，发挥
现有水产加工企业优势，做好

水产品的出口贸易。

5．以协调海洋三次产业

共同发展为重点，加大海洋资

源管理和保护力度，保障海洋
与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即墨市海洋与渔业局作为
全市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担负着对全市2 500 km2余

海洋国土及各类用海的管理任

务，因此，要站在全市的高度积
极搞好海洋与渔业开发总体规

划，组织、协调各涉海部门、沿

海各镇区围绕总体规划，有计

划、有步骤地搞好整体开发，促

进海洋旅游、休闲渔业、海洋运
输、海洋药物、海洋保健品、海

洋化工等各业协调发展，使海

洋与渔业经济发展成为一盘活

棋；要借助当前假日经济兴旺
的趋势，借助青岛滨海交通大

道规划建设的大好时机，借助

田横岛、温泉、鳌山卫沿海一线
开发的基础，因地制宜加快假
日旅游、观光渔业、垂钓业、特

色餐饮业的发展，构筑沿海旅

游新格局；要借助女岛港“一类
开放口岸”的优势，加快女岛

港、鳌山港港口经济发展。从强

化港口辐射功能和提高海上运

输能力两个方面入手，积极开
发海上运输航线，通过努力建

成辐射国内外航运市场的海洋

运输产业化体系，带动整个区

域经济的发展。要努力提高海

洋与渔业经济工作的地位，使
各级各部门，尤其是涉海部门

清楚地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要进一步加
强舆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

海洋国土意识，形成开发海洋，
利用海洋，发展渔业的良好氛

围；要进一步加大海洋资源管
理和保护力度，保障海洋与渔

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强化

海洋法制建设，提高执法水平，
通过强化海洋管理三项制度，

促进海域使用由“三无”转变为

“三有”，通

过强化渔

船管理，保

持良好的
渔业生产

秩序，从而

保护海洋

环境不受

污染，保护

海洋与渔
业资源不

遭破坏，逐

海捕捞强度，扼制近海资源的
衰退。

三、保障措施

1．明确发展思路，强化组
织领导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加快
海洋产业发展是即墨市实现产

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最大潜力

和最大的优势所在。尤其是北

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之

后，青岛市作为惟一的伙伴城
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即墨作

为青岛的后院，有着广阔的发

展空间。同时，我国加入WTO

之后，激发了新一轮外商来华
投资热潮，即墨也在基础设施

建设、旅游、商贸、运输等方面

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要实现

全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

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海洋水产业

的快速发展。首先，进一步强化
海洋与渔业工作的领导，搞好
海洋与渔业开发总体规划，组

织、协调各涉海部门、沿海各镇

区围绕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

骤地搞好整体开发，使海洋与

渔业经济发展成为一盘活棋；
其次，要提高海洋与渔业经济

步控制近 被当地渔民误捕的中华鲟，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并放归大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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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地位，使各级各部门，尤

其是涉海部门清楚地认识到发

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第三，加强舆论宣传，提高
人民群众的海洋国土意识，形

成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发展渔

业的良好氛围；第四，进一步完
善海洋与渔业鼓励政策，调动

社会各界参与海洋与渔业开发
的积极性。

2．依靠科技兴海，推进科

技进步

海洋科技是促进海洋产业

升级进步的原动力。为此，要狠

抓科技应用，进行实用生产技
术的研究和推广，并逐步改善

生产条件，提高养殖效益；要突

出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鱼、虾、贝、藻病害的防
治，并及时总结推广群众在实

践中创造发明的成功经验，尽

快改变渔业生产低效益的状

况。要进一步发挥和健全农业

“110”的科技服务功能，利用即
墨市临近海洋科技城——青岛
的优势，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紧

密结合；积极帮助养殖户引进

和聘请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的
专家、教授、技术骨干作为养殖

生产者的水产技术顾问，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要大

力培育水产科技带头人、带头
户、带头村和带头企业。

3．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外

向型海洋渔业经济

加快即墨海洋产业发展，

必须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对

海洋开发的投入。特别在当前，
要抓住加入WTO的良好机遇，

抓住青岛承办2008年奥运帆

船项目的良好机遇，借助外力

加快海f4-与渔业产业结构调

整，提升产业素质，扩大产业规

模，增大产业效益：要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x,l-夕l-开

放的优势，通过采取优惠政策，

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内外金融组
织、大商社、大财团的资金，引

导他们投向海洋基础设施建

设、海洋水产业开发、海洋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滨海旅游、临海
212业等重点海洋开发领域。要

积极地Yg#I-商提供优质服务，

坚定他们的投资信心和决心，

努力实现“以商招商”。要设立

专项财政资金，加快港口、码
头、园区、大坝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完善招商载体，广泛吸引外

资、企业资金及群众手中的闲
散资金，增加资金投入。要积极

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在基础设施

建设、新技术开发等方面的项

目资金，投人海洋开发。

4．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
增强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活

力

海洋与渔业产业是高投

人、高回报的产业。要增强海洋

产业发展后劲，必须拓宽融资
渠道，建立多元化投入新机

制。除了开展招商引资外，还要

千方百计拓宽其他融资渠道，

积极引进、发展、壮大带动力

强、辐射面广，实施渔、32、贸一
体化经营的水产加工企业，将

公司、渔户与生产基地紧密联

系在一起，实行“公司带农户”
的形式。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

经济，积极鼓励个体大户采取
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参

与育苗、养殖、捕捞、加工以及

其他领域的开发和经营，有效

解决群众在资金、力量、技术等
方面的不足。

园
2003．4

．嗽岛∥’
5．建立完善海洋与渔业服

务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服务
管理水平

随着“蓝色国土”开发的持

续升温，与之相对应的服务管
理体系也亟待加强，这已引起

国家的高度重视。即墨市作为
海洋与渔业发展重点地区，要

着重从六方面加以完善：一要
树立信息观念，争取建立市、
镇、村、企业相互联系紧密的海

洋与渔业信息传播网络；二要

强化资源与环保意识，增加对

病害监测、环境监测的投入，建

议建立即墨市渔业标准监测
站；三要按照新修改的《渔业

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进一步
整顿、规范苗种生产及进出口、

渔药和饲料市场秩序；四要加
强技术培训，提高生产者的素

质水平，尤其要发挥渔业带头

人的作用；五要逐步引导个体
私营业主树立现代企业观念，

引导生产大户逐步向公司化方

向发展，进一步壮大渔业发展
实力；六要加大海洋资源管理

和保护力度，保障海洋与渔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重点做好三

强化、两保护和一控制。三强

化：一是强化海洋法制建设，提
高执法水平；二是强化海洋管

理三项制度，促进海域使用由
“三无”转变为“三有”；三是强

化渔船管理，保持良好的渔业

生产秩序。两保护：一是保护海
洋环境不受污染；二是保护海

洋与渔业资源不遭破坏。一控
制：控制近海捕捞强度，逐步扼

制近海资源的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