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榕政综〔2020〕173 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标准渔港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标准渔港建

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20〕2号）精神，加快我市标准渔港

建设，提高渔业防灾减灾能力，切实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推动海洋与渔业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

（一）沿海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渔港布局与建设规划要

求，合理利用岸线资源，统筹安排渔港建设。计划到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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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新建、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各类渔港 57 个，其中新建渔港

47个（中心和一级渔港 7个、二级渔港 15 个、三级渔港 20个、

避风锚地 5 个），提升改造及整治维护各类渔港 10 个（中心和

一级渔港 1 个、二级渔港 6个、三级渔港 3个）。同时建设连江

远洋渔业基地。逐步形成以中心、一级渔港为主体，二、三级

渔港和避风锚地为支撑，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管

理规范的海洋渔业基础设施体系。

（二）完善渔港功能，逐步把渔港建设成为集渔船安全避

风、渔货集散、渔业生产、加工贸易、运输补给、滨海旅游和

休闲渔业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港口，促进以渔港建设带动小

城镇发展，形成区域特色渔港经济。

二、加大财政投入

（三）渔港建设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对纳入渔港建设布局

规划的渔港，市级适当加大标准渔港建设补助力度，对中心渔

港补助 400 万元，一级渔港补助 300 万元、二级渔港和避风锚

地补助 200 万元、三级渔港补助 100 万元。对 2022 年底前符合

准时开工、项目建设按序时进度、满足设计批复要求的渔港项

目实行正向激励，正向激励补助金额不超过年度项目总投资的

2%，投资额比照省级审定数执行。省、市财政补助总额不超过

省级核定项目总投资的 80%，政策执行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四）沿海各县（市）区要设立标准渔港建设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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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渔港建设项目专项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保证资金及时足

额到位，确保全市标准渔港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渔港日常维护

由渔港经营和管理主体负责，渔港所在地政府可视财力情况予

以适当补助。

三、创新投入与管理体制

（五）渔港公益属性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渔港

公益性设施，是指经发改部门立项批复的相关设施，包括防波

堤、码头、护岸等水工基础设施及渔港管理用房、通讯导航、

渔船进出港身份自动识别监控系统、消防设备、公共卫生设施、

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安全环保、防灾减灾、应急处置等设施，以

及港区道路，避风锚地系缆构筑物等配套设施。渔港公益性基

础设施，应发挥公共服务功能，必须满足服务渔船避风、停泊

和停靠需求。

（六）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渔港公益性设施和经营性设

施。渔港经营性设施，是指为渔港基础设施配套的非公益性设

施，包括冷藏、加工、渔船维修、水产品交易、加水加冰加油

服务、休闲渔业等设施。社会资本控股、参股投资建设的，其

经营权由地方政府与投资者根据相关政策协商确定。政府投入

部分的经营收益，主要用于当地渔港改造维护。社会资本经营

收益，也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渔港改造维护，具体由地方政

府与投资者协商确定。鼓励县级政府按照市场化方式，引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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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强化渔港经营管理。

（七）完善渔港建设管理机制。新建渔港项目均要明确渔

港建设企业，负责项目的申报、建设和管理。国有独资的渔港

建设企业由县级政府或委托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组建，合资的

渔港建设企业由出资方协议组建。对二、三级渔港，鼓励采用

“工程包”形式，以县级为单位，通过渔港建设企业对本辖区

内渔港项目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报批、统一实施。对单个二级

渔港（避风锚地）、三级渔港，工可暨初设合并编制报告书，实

行一次性审批。对涉及用海的渔港项目，严格按照审批权限，

优化流程加快审批。

四、强化责任落实和服务保障

（八）明确县级政府主体责任。渔港所在地县级政府承担

项目建设主体责任，要将渔港建设和维护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

算，将渔港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行县

级政府一把手负责制，将渔港建设纳入“工程包”建设内容，

健全“一包一策”，抓好统筹实施，提升“工程包”整体推进实

施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效应，并作为年度政府工作任务考核指标，

加强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九）明确渔业主管部门责任。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渔港项

目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推进，履行渔港建成后的监督管理职责，

实现依港管船、管人、管渔获。县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新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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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渔港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审批，二、三级渔港提升改造和整

治维护项目实施方案审批（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视同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批复）、渔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等工

作。

（十）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发改部门负责新建渔港项目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工作；财政部门负责渔港项目总投资的

评审、财政投入资金筹措拨付和监管工作；自然资源、林业部

门负责用海、用地、用林等要素保障；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做好

渔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生态环境部门指导渔港项目环评

工作。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协同联动，加强渔港项目前期

工作。对“工程包”内渔港项目，要同步审查海域使用和海洋

环境影响评价、土地预审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相关报告，

进一步加快渔港规划实施进度。

（十一）明确渔港企业具体责任。渔港建设企业负责项目

申报、建设、管理等工作，严格执行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

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质量安全监督制、廉政建设责任制

等“六项制度”，规范程序运作，强化建设管理，做好运营保障。

（十二）做好渔港项目建设各项金融服务。推动建立渔港

项目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调度各方面金融资源支持渔港建

设。支持银行开展渔港项目抵押贷款业务。积极拓展渔港基础

建设保险，积极发展港口建设第三者责任保险、从业人员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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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等险种。鼓励风险投资机构参与渔港项目开发。

（十三）强化人才支撑。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渔港管

理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人员培训，提高人员素质，提升渔港建

设、管理和服务水平。

五、本实施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标准渔港建设的实施意见》（榕政综〔2009〕89 号）同时

废止。

福州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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