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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

迭代新平台
建设海洋经济新高地

综观全球城市体系，70%的大城市
集中于距海岸 100 公里的海岸带地区，
这些城市普遍经济发达、综合实力强、国
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大，牢牢占据世界城
市的第一序列。

在长三角区域中找准方位。象山在
《做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打造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重要功能区行动计划》中，对
自身发展给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重要
功能区”的定位。

从“由陆观海”到“由海观陆”，象山
全方位推进空间重整、产业重构、价值重
估，打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今年初，省政府为象山送来“大礼
包”，省发改委印发《关于支持宁波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象山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

象山县有了“量身定制”政策工具
箱，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做
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主体
区。政策明确“高水平打造海洋特
色产业集群，高起点推动海洋科
技创新，高效率开发利用海洋资
源，高品质建设海上‘两山’实践
地，高标准推进海陆基础设施建设”
五大重点举措。

如今，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对照新
形势新要求，象山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平
台的功能定位和目标任务迭代。“壮大
海洋经济，我们研究提出打造国家海洋
经济新质生产力先行区、世界一流强港
特色功能区、国家‘海上两山’创新实践
区三个发展目标。”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正
在加快推进平台功能化、专业化发展。
重点打造北部象山港临港装备产业区、
中部大目湾海洋科创产业区、南部石浦
港现代渔港产业区和南田岛清洁能源产
业区。

发展一个新平台，人才是支撑。前
不久，象山县和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联合发布公告，选聘高层次人才。在
象山县人社局最新出台的《象山县人力
资源服务增值化改革行动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中，提出迭代技能型人力资
本提升体系，聚焦“3+2”产业和“才能兼
备、余生有幸”海洋经济产业链，深入开
展职业学校、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机构与

劳动者全体多方联动产教融合。
如今，崭新蝶变的宁波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成为象山竞争未来的底气。当地
正以海洋资源为基础，进行深度和广度开
发，充分体现其海洋核心竞争力，形成具
有自身特色、实力较强的海洋经济结构、
海洋文化特色和海洋城市品质。

推动新产业
延伸海洋产业链条
前不久，亚洲首个采用 RAS（循环

水养殖）技术的陆基鲑鱼养殖项目——
北欧（中国）鲑鱼RAS陆基养殖基地，经
过两年多的精心培育，首批浙产三文鱼
喜获丰收。

这一批三文鱼首先供应上海市场。
这标志着挪威三文鱼在浙
江 象 山 陆 基 养 殖 获 得 成

功，每周供应量可达 70 吨，2024 年产量
预计可达4000吨。

象山“特产”三文鱼，一问世就“游”
进长三角市场。这也是象山加快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的已达成果。

一条三文鱼上市，带来一个崭新产
业，这是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今年
计划打造的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宁波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加快对接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加强产业对接，发展新材料、
新能源、风电装备等主导产业，加强产业
链招商，做大产业平台，形成百亿产业集
群。

推动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产业
迭代，因地制宜地发展海洋经济新质生
产力是关键。

细数象山的资源，海洋是当仁不让
的一张“金字招牌”：海岸线、海域面积、
海岛数量、滩涂面积分别居全省第一、第
二、第四、第二，堪称全省海洋资源第一
县。用什么样的产业匹配象山的资源？
从产业基础、资源优势、发展空间三个逻
辑起点出发，象山深挖家底，量身设计，
瞄准生态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积极
培育“才能兼备、余生有幸”——功能材
料、绿色能源、船舶建造、临港装备、现
代渔业、海洋生物、滨海旅游、海洋信
息 8 条目标产业链，全方位打造蓝色

产业体系。
围绕 8 条细分产业赛道，宁波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谋划对接海上风电、氢
能、绿色甲醇、东海海洋综合试验场、海
工装备、渔港提升、智慧算力中心等项
目。

加快建设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主体区，一批支撑项目正在全新布局。

在海岸线，象山县东海海洋综合试
验场（浙江象山）正式启动建设，建成后
将提升象山海洋产业创新能级和影响
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海上，象山 3 号海上风电项目将
于年底开建。项目规划装机容量为 40
万千瓦，计划安装 24台单机容量为 16.7
兆瓦的风电机组，总投资约60亿元。

迎来“双碳时代”，象山还在加快谋
划推进风光核储氢、源网荷储链等未来
产业，进一步打通“碧海银滩”向“金山银
山”的转化通道。

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力争通过5年努力，八大
产业赛道全面发力，创建形成国家级文
旅品牌、国家渔港经济示范区、长三角临
港装备制造基地、省低碳试点县，海洋经
济总量、海洋经济规上工业增加值、涉海
项目投资额、海洋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四
个倍增”，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超
过 40%，海洋领域 R&D 投入占海洋产
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3.6%，成为全省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创造新优势
探索特色发展之路
初夏时节，国内首座市域（郊）铁路

跨海大桥——宁波市域铁路象山港大桥
建设正酣，跨海大桥部分从水下桩基施
工全面转入水上作业阶段。

宁波市域铁路象山线是象山与宁波
城市交通的快速通道，将是改变象山交通
格局的重大支点，也让正在全力打造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的宁波更紧密地拥抱海洋。
在象山南部，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

及接线工程海上勘察作业在近期启动，
标志着这条海底公路隧道施工进入了新
阶段。该隧道是我国第二长的海底公路
盾构隧道。隧道通车后，石浦到鹤浦的
车程将从 50 分钟缩短至 5 分钟，极大地
提高交通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逐步改变象
山全域“交通末梢”的地位。而港口开放，
则让象山与长三角乃至世界走得更近。

去年，“硬核”强港建设，宁波再进一
步。象山港港区和石浦港区首次获批对
外开放，这标志着宁波港八大港区全部实
现口岸开放。这两个区域，可建万吨级以
上泊位52座、5万吨级以上泊位11座。

根据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新
定位，象山港港区、石浦港区正在努力成
为世界一流强港特色功能区。

北部象山港地处长三角南翼，为著
名深水良港，是发展临港装备、新能源装
备、配套物流等产业的最佳选择之一。
南部石浦港处于大陆东南沿海水路要
冲，是国家中心渔港，适合发展临港工
业、现代冷链物流等产业。

港口开放，带来产业新机遇。谁能
想到，盛产东海海鲜的象山会因为“帝王
蟹”而受到关注。

去年 2 月 10 日，载有 14 吨野生俄
罗斯活体帝王蟹的蒙古籍渔船“亚历山
大”轮靠泊象山石浦新港码头。帝王蟹
将从象山“爬”上长三角的餐桌，实现象
山口岸鲜活水产品进口贸易“零”的突
破。

如今，口岸正式开放，像一把钥匙，
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一个立足国内、
着眼全球的开放型现代渔业产业经济正
在形成。

临港产业，也有望迎来新机遇。作
为海洋产业大县，象山拥有船舶修造企
业 20 多家，造船基地和船舶配件企业
群已初具规模，可修造集装箱船、油船、
散货船等船型，是我省重要的修造船县
区。

当前，造船行业迎来新一轮景气周
期，而此前象山“地产”船舶无法在本地
交易。“过去口岸没有正式开放，造船企
业无法在当地实现船舶交易，需要转运
到外地进行交易，成本较高。”浙江东红
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蓥说。

象山港正式开放后，成为目前宁波
市唯一一个修造船开放口岸。“船舶出口
在本地就可以实现，减少了油耗和人力
成本，每一艘船出口成本可以节约许
多。”李红蓥说。

梁启超曾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
之雄心者也。”因海而生、凭海而兴的象
山，以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平台，
铸就经略海洋的硬核实力。

新乐造船 边少卿 摄

海洋经济“八大产业链”项目签约

诺谛臻鲑三文鱼上市

涂茨海上风电场 陈龙灵 摄

建设中的宁波市域铁路象山港跨海大桥 罗耀辉 摄

踏浪前行，坚定不移拥抱长三角；向海图强，示范引领高质量发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发展海洋事业已成为广泛共识。茫茫大洋、蓝蓝海波，蕴藏着人类对更好更快发展的共同愿望。

象山地处宁波、舟山和台州交汇处，兼具陆海之利。因海而生，向海图强，海洋经济是象山发展的基本盘。作为宁波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的主体区域，象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随海洋强国战略而兴，未来也必须更加深入地融入其中。

今年，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整体迭代，进入实体化运作新阶段，正在努力打造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先行区、世界一流

强港特色功能区、国家“海上两山”创新实践区。

如何找准在长三角的定位，走出一条具有引领性的特色发展之路，在新一轮海洋竞争中独占鳌头，是摆在象山、摆在宁波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面前的一道大课题。

拥抱长三角 向海谋动能

经略海洋铸就发展硬核实力
应 磊 金晓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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