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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海洋发展局
关于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98 号

代表建议的答复
威海发字〔2023〕97 号

曲晓章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海洋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

现答复如下：

我市海产品年产量超过 300 万吨，年加工量 365 万吨，是全

国最大的冷冻调理海洋食品、海带食品、海产品罐头生产基地。

2023 年，威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特色预

制菜产业，推动海洋食品加工业扩链延链”，将海洋预制菜产业

发展列入全市重要工作进行推动。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培育龙头企业。支持海洋预制菜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转型，强化优质中小企业培育，打造“专精特新”“小巨

人”“单项冠军”企业。截至 2022 年底，全市拥有规模化以上海

洋预制菜生产企业 143 家，营业收入超过 150 亿元，其中收入过

亿元的 44 家。赤山集团鱿鱼集散加工量位居全球第一，鑫发集

团的金枪鱼加工和好当家集团的海参产品稳居全国前列。

（二）延伸产业链条。为推进海洋预制菜产业发展，聚焦海

洋特色预制菜产业全线发力，引导培育构建海参、牡蛎、海带、

鲍鱼、金枪鱼及低值鱼等细分品类的产业链，推动海参、牡蛎、

海带等产品实现突破式发展。近 70 家海洋预制菜企业加入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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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产业联盟、20 多家企业加入省预制菜产业联合会，促进

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目前，全市海

洋预制菜企业超 400 家，产品品类超 1000 种，集中力量打造了

石岛高端海洋预制菜产业园，产品畅销日韩、欧美等 89 个国家

和地区，初步形成了上游原料丰富、中游加工精细、下游需求强

劲的海洋预制菜产业链体系。

（三）打造创新平台。全市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技术

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院士工作站等涉海创新平台发展到

367 家（国家级 11 家、省级 147 家），其中涉及海洋预制菜的有

138 家。与威海市建立产学研协作战略联盟的国内大学和科研院

所达到 60 多家，已引导本地企业与 60 多家涉海高校院所建立了

产学研合作关系，围绕海洋食品原料升级、技术创新和设备迭代

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自主攻关，实施海洋产业链协同

创新等关键技术项目 50 多个。

（四）优化产业生态。威海海洋资源丰富，盛产对虾、海参、

鲍鱼、贝类、藻类及经济鱼等主要海产品 300 多种，是刺参、牡

蛎、海带、鲍鱼等多种海产品的原产地和主产区，享有“中国海

鲜之都”“中国海洋食品名城”“中国海参之都”“中国海带之都

（荣成）”“中国牡蛎之乡（乳山）”“中国鱿鱼之乡（荣成）”“东

北亚水产品交易中心”等美誉，是全国最大的海产品精深加工物

流基地和全国最大的海洋食品生产基地。3 月 20 日，我市被授

予“中国海洋预制菜之都”区域特色品牌称号。

二、下步推进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吸纳您的建议，不断加强海洋预制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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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打响“中国海洋预制菜之都”金子招牌。

（一）聚焦项目建设发力。研究制定支持石岛高端海洋预制

菜产业示范园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支持产业园区式发展。梳理

2023 年市级重点项目，服务好 20 个海洋预制菜产业项目建设，

在政策、用海、金融等要素方面做好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年

度工作计划。依托海洋预制菜产业优势，对接盼盼集团、山东海

洋集团等大企业，开展海洋预制菜产业招商引资，吸引相关项目

签约落地。

（二）聚焦产品研发发力。抢抓预制菜产业窗口期，引导和

支持企业扩建、转产生产海洋预制菜。鼓励预制菜企业与江南大

学等高校院所进行合作开发，加快新技术、新成果向海洋预制菜

领域转移。支持海洋预制菜企业建立科研机构，研究开发新产品、

新工艺、新设备，生产“口味区域化、形式多样化、包装国际化”

各式各样、美味便捷的海洋预制菜品种。

（三）聚焦市场开拓发力。加强海洋预制菜市场体系建设，

支持企业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营销传播预制菜产品及品牌信息。

组织企业参加高档次展会，组织在北京、上海、重庆、西安、济

南等城市开展推介活动。加强品牌宣传，支持企业申报海产品预

制菜相关区域公用品牌、商标等，打造海产品预制菜知名品牌。

组织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开发针对性的特色产品，

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四）聚焦质量保障发力。实施海洋预制菜标准化，围绕产

品类别、原料生产、产品供应、加工生产与食品营养及功能等方

面，支持有关社会团体协调市场主体制定团体标准，构建具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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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色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构建海产品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强化“从产地到餐桌”全程监管。

威海市海洋发展局

2023 年 6 月 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