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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图强 深耕蓝色经济的台州路径
孙 俊 杨 迪

山海之间，蓝色经济扬帆起航，风劲潮涌，民营经济乘风破浪，这里是台州。

近年来，台州锚定“建设世界级大湾区”“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的目标，以“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的信心和决心，

全市上下奋力建设一流临港产业带，为浙江推进“两个先行”注入蓝色能量。山作笔，海为图，一张新时代“山海共富”的蓝色

画卷正铺展开来。

数读台州

产业之盛
五大产城并驾齐驱
台州将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要地，高位推动、系统谋划，构筑海
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在海洋经济工作
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以书记、市长
任双组长的临港产业带建设领导小
组，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和临港产业带
建设，形成“市领导领衔、牵头部门协
调、核心区负责、五城联动区协同”的
推进机制。同时，编制出台《台州市临
港产业带发展规划》及新能源城、新材
料城、新医药健康城、未来汽车城、精
密制造城规划。

当前，五大临港产业城建设正如
火如荼进行，加速形成创新、制造、服
务等功能集聚、可见可感的产业生态
圈层。

今年 7 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
“千项万亿”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其中位于临海市台州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荣盛台州年产 1000 万吨
高端化工新材料项目，是
全省集中开工的 99
个“千项万亿”重
大 项 目 中 体 量
最大的一个项
目，该项目总
投资 1480 亿
元 ，建 成 后
将带动形成
千 亿 级 新 材
料产业集群。

荣盛新材
料是五大临港产
业城中新材料城的
一个重大项目，其余
四城建设，也正加快进行：

新能源城以三门为核心，重
点推动“核、风、光、水”供能产业发展，
积极拓展光伏、储能等关联装备制造产
业，形成集“发电、储能、制造、研发”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打造全球绿色能
源和关联产业发展示范标杆；新医药健
康城以椒江口两岸为核心，北区打造原
料药产业生态区，南区打造高端医药制
造和创新服务集聚区，构建“双核”多点
的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打造世界级高端
医药制造中心；未来汽车城以台州湾新
区、台州湾经开区、温岭开发区北部为
核心，以新能源汽车为新赛道，大力发
展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全产业链配
套、汽车销售、产学研融合创新的全产
业链，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汽车
产业基地；精密制造城以温岭、玉环为
核心，大力发展精密机床、智能制造等
产业，打造全球精密制造标杆城市。浙
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台
州）经省政府批准建设。

科创之新
做优临港营商环境
台州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海洋事业
发展，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的临港营商
环境，海洋科创能力大幅提升，产学研
合作日益深化，涉海人才引进培养力
度不断加大。

科创走廊，梦想之地，走进台州湾
科创走廊椒江“首建区”，椒江科创谷
汇智园、台州光电产业创新中心、人工
智能及智能产品应用创新中心、椒江
智能卫浴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台州
医药健康协同创新中心等大批科创平
台的巨幅招牌，构成一道道美丽的科
创风景线，标志着主城区打造以科技、
人才为核心要素，以高端服务业支撑
临港五大城建设的“五城之城”目标正
在深入实践。在台州湾新区，科技创
新要素也正加快集聚。走进台州梦想
园区，共享展厅、健身房、和合书吧等
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台州湾新区出台

“1+4+X”产业政策及加快科技创新
32 条政策举措，并充分发挥中央创新
区在台州湾科创走廊建设中的战略优
势，狠抓高能级科创平台、高品质配套
服务机构招引，现台州梦想园区中已
入驻上海启迪之星浙东南创新中心等
8 个科创平台，构建了从“试验室”到

“厂房”的全链条全要素创业创新生
态。

在黄岩，从“制造带”到“科创带”，
“永宁江科创带”的大幕已徐徐展开。
黄岩将其作为推动黄岩创新发展的战
略支点和核心引擎，计划以永宁江为
轴，有机串联和融合浙东南工业设计
小镇、浙东南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多个
重要节点，集聚优质科创、人才资源，
强化区域科技分工格局，打造“一轴串
联、三区协同、多园推进”的创新空间
格局，为永宁江两岸后续的发展注入
活力。模塑工业设计基地扩容提质工
程一期开工建设，梦创园二期、科创园

（二期）等科创平台有序推进，举办首
届台州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应用高峰

论坛活动，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台州工作站成功揭牌。

谋划打造绿色能谷
小镇，中弘晶能、

清 陶 锂 电 池 等
重大产业项目
实 现 落 地 开
工。

除 了 科
创平台建设
进展顺利，产
学研合作也硕
果 累 累 ，黄 岩

以长三角地区智
囊平台为依托加强

科创引领，上海交通
大学·台州黄岩模具成形

制造联合研究中心持续服务黄
岩模具行业，举办“CAE技术与塑料产
品的成型成性性能”讲座、CAE软件功
能及操作培训；浙江中科创越药业有
限公司围绕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化
学研究所作为无形资产出资的 4 项核
心专利，实现10多个项目的小试、中试
及商业化生产，已实现营收 5995 万
元。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台州分中
心自 2023 年 4 月实体运营以来，持续
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和科技
成果转化，截至目前共走访企业 199
家，促成技术成果转化项目49项，项目
总金额 300 万元。浙大智能产品设计
中心、黄岩—博乐智能家居设计产业
化中心等与长三角地区合作共建平台
组织专家团队持续走访、调研黄岩及
周边企业。

除此之外，台州湾新区谋划在月
湖东侧岛链区块建设台州湾工程师小
镇，大力引育构建服务“五城十链”急
需的卓越工程师、青年科技人才和高
技能“工匠型”多层次人才体系。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实施规上制造业
企业研发“两清零一提升”行动，成功
通过国家级双创特色载体终期验收，
累计培育省新型研发机构 3 家、省级

企业研究院13家。
在三门，科创赋能、低效用海有机

更新试点工作成效显著。针对已投产
的低效用海船舶企业，三门开展船舶
行业专项整治，倒逼企业开展技术升
级，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提升双联
动。2022 年，通过技改提升后三门县
8 家规上船舶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0.7亿元，较2021年增长近60%。

开放之势
强港建设再攀高峰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台州加快一流强
港建设和海洋开放合作，助力畅通国
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激发
蓝色经济新动能。

走进头门港区，一派繁忙景象，一
艘 5 万吨级和另一艘 2 万吨级的货船
停在码头，工人们正使用 7 台门机对
货船上的货物进行装卸作业。目前头
门港已建成 3 个 5 万—7 万吨码头，近
期还将建设 10 个 5 万—10 万吨级的
码头集群，可匹配全球大多数港口。

今年 1—9 月，头门港区完成货物
吞 吐 量 774.61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7.92%，实现集装箱吞吐量 6510 箱，
保持高速增长。头门港区只是一个缩
影，临海瞄准开放平台建设，围绕头门
港口岸开放（海港）、综合保税区（保税
港）、铁路监管区（陆港）等 3 个港，完
成开放口岸验收项目建设。依托台州
湾公铁水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推进

“三港协同”大提速，打通海港、陆港、
保税港的数据壁垒，实现“一次申报、
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大幅提高通关
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海风吹来更多的好消息：玉环市
立足“浙东南重要枢纽港”目标，积极
融入全省五港合一进程，如今，大麦屿
港与宁波舟山港形成“喂给港”和“枢
纽港”的发展角色定位。该港区也交
出了亮眼成绩单：目前大麦屿港散装
水果进口量居全国第一，2022 年，大
麦屿港完成总货物吞吐量703.2万吨，

同比增加8.2%。
在不断完善港区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浙台（玉环）经贸合作区以拓展
对台直航、培育特色产业、立足“天然
良港”优势，抢抓 RCEP 生效机遇，加
强对接重点货源企业，优化报关订舱
等“ 一 站 式 ”服 务 ，进 一 步 拓 展 了
RCEP 进境水果航线。1—9 月对台直
航货运海上直航集装箱吞吐量 5622
标箱，初步建成浙东南集装箱货运枢
纽港、水果专业港。

生态之优
共建共享“蓝色循环”

台州深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必须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聚焦海
洋塑料垃圾、船舶污染物等废弃物的治
理难题，台州打造具有内驱力、可持续、
可复制的“蓝色循环”治理新模式，向全
球展示台州模式和治理方案。“蓝色循
环”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是继“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蚂蚁森林”之
后我国第3个获此殊荣的项目。

这天上午，出海多日的船老大黄
志伟返回椒江，他不仅带回了丰富的
渔货，也带回了一大袋塑料垃圾。除
了出海渔船，台州沿海村落的群众也
参与到海塑垃圾的回收工作中。

这并不是个例，台州与当地渔业
合作社、渔嫂协会等民间组织合作，共
发动沿海村落的低收入群众参与垃圾
收集清理，并利用他们自家庭院、码头
小店建设了垃圾分拣暂存点“小蓝之
家”。同时，在沿海渔港码头建设废弃
物智能收处设施“海洋云仓”，归集渔
政指挥、船港通等有关船舶信息建立
数据库，联网调度海上渔船与商船加
入海上船舶污染物回收行动。

台州打通塑料回收循环利用全产
业链，将回收的海洋塑料垃圾再加工为
塑料高值原料，重新制作成环保垃圾桶
等塑料产品，实现塑料垃圾变废为宝、
循环利用。提取20%海洋塑料高值利
用和碳交易获得的红利，设立“蓝色生
态共富基金”，重点反哺加入一线收集
群体，补贴收集活动。

依托良好的海洋环境，台州的海
洋养殖业走向“深蓝”。如椒江正匠心
打造大陈黄鱼养殖基地，该地先后制
定出台《大陈黄鱼养殖基地建设扶持
办法》《椒江区新兴渔业设施建设项目
扶持实施意见（试行）》等政策，精准扶
持大陈黄鱼产业发展；基地养殖企业
主动参与深水网箱抗风浪研究、大陈
黄鱼优质种苗筛选等技术攻关，加强
与中国工程院、上海海洋大学等科研
院所、高等学校的科研合作，大陈黄鱼
养殖技术的持续提升，支撑大陈黄鱼
养殖基地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目前，大陈黄鱼养殖基地已建设
成为全省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基地，列
为全国大黄鱼养殖优势产业带重点建
设区；基地培育起 14 家大陈黄鱼生态
养殖企业。大陈黄鱼年产量 8000 吨，
年产值近 10 亿元,约占全省大黄鱼养
殖规模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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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湾生态湾区台州湾生态湾区

五城联动、全域协同
今年全市计划实施300 个重大临港

产业带项目，年度投资 600 亿元以上。

1—10 月完成投资 618.5 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投资 103.1%，新开工项目 72
个，开工率80.9%。

科技创新、向优而行
2022 年台州湾科创走廊新引进重大

科创项目 12 个；积极筹建长三角（台
州）海洋产业技术研究院；出台“引
人留人”三年行动计划和院士创业
创新新政，2022 年落地院士创业项目

10 个，新增高技能人才4.1万人。

一流强港、开放高地
头门港经济开发区成功晋级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州湾新区成功入

选 省级高能级战略平台培育名
单。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台州联动创

新区加快建设，共复制推广各类改革试点

经验185 项、制度创新成果56 项。

蓝色循环、全国示范
截至目前，台州累计回收含油污水等

船 舶 污 染 物 8050 吨 ，海 洋 塑 料 垃 圾

2240 吨，“蓝色循环”成为目前全国

单体回收海洋塑料废弃物量最大项目。

“海上垃圾收集——陆地再生利
用——国际碳交易增值”的标准治理

体系，相关经验做法获生态环境部点赞，并
被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发文推广。

黄岩梦创园夜色 陈子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