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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1期） 

 

烟台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3年 6月 1日 

 

 

本期内容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市工商联近期走访调研了部

分民营企业，现将企业反映意见建议汇总整理呈领导参阅。 

 

领导批示： 

工商联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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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商联走访民营企业意见建议 

 

关于依靠龙头企业产业链，在开发区创建海洋食品产业园的

建议 

海洋食品加工业是三产融合的主要带动力，是优化海洋经济

发展布局，延伸海洋产业链条，实现海产品高值化发展与应用的

重要途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拥有海洋食品加工企业 190 余家，

占涉海单位比重 5.6%，加工总量达 105万吨，实现产值 180亿元。

其中在开发区大季家有约 50家加工企业，形成具有规模的产业园

区，年加工能力 30万吨，约占全市海洋产品加工的 3成，具备较

完善的面向远洋、近海水产品加工和出口能力。但是由于现阶段

园区技术、集群松散、环境条件等限制，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园区企业多以海洋食品粗加工为主，技术原始，缺乏精

细加工提升附加值。园区内企业目前多以鱼类和贝类分解、包装

等粗加工为主，虽加工量可达 30万吨/年，但是利润不足 6亿元。

对于产品的精细加工也停留在简单的熟食包装食品加工，高端营

养品、医药和工业原材料方向的新型产品加工能力不足。 

二是园区产业集群连接松散，没有明显的龙头企业带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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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发展。园区的聚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企业以

自主加工单线发展为主，没有利用园区优势进行广泛的内部合作，

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无法发挥龙头企业优势。 

三是园区老厂房居多，生产设备较落后，生产环境亟需更新。

园区内企业厂房许多建设于上世纪 90年代，很多企业的厂房条件

难以满足新型生产设备要求，并且在企业排污、环保等方面压力

日增。 

为使我市的海洋食品加工业良性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

带动作用，激活开发区的区位优势，建议在开发区兴建海洋食品

加工产业园区，促成产业链的良性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政府与龙头企业一起建设高标准海洋食品加工产业园

区。在开发区择地重新规划园区，园区以生态、科技、互联的现

代化产业园区发展思路建设，重点突出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带动、

孵化作用，实现水产品加工一站式资源配备，内外双循环商贸服

务，加工设备共享等，促成全产业链的海洋食品加工模式。 

二是突出产业文化内涵，借助新园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增

强烟台海洋文化深度和厚度。充分发挥海洋食品加工的“烟台特

色”，利用开发区的机场、公路交通和距离景区位置优势，在新园

区设立工业旅游项目，将参观现代化水产园区、感受海洋食品文

化与海产品购买结合，促成具有烟台特色的旅游打卡景点。 

三是利用园区与会展中心优势，打造海洋食品加工展会品牌。

园区的全产业链和一站式采购模式，吸引外来海洋食品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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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同时，也为开发区举办海洋产品全球展会提供了新的契机。

通过新园区与八角会议中心联合，在烟台举办世界海洋产品加工

产业展会，将开发区建成世界海洋产品加工的技术交流中心、贸

易中心和集散地。 

四是园区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园区建成后，年产值预计可达

100亿元。吸收就业 3000人以上，纳税可超 1亿元，吸引外来投

资 2亿美元以上，促成多个海洋生物科技项目落地。 

 

 

 

 

 

 

 

 

 

 

 

 

 

 

 

 烟台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3年 6月 1日印 

报：市级有关领导。 

送：驻会领导班子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