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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00亿元绿色航运基金落地后，深圳海洋经济再次迎来蓝色“加速器”。

近日，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专项基金（下称“大湾区生
态基金”）在深圳市宝安区揭牌，挂靠在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记者获悉，该基金将在海洋产业园、海洋生态公园、海洋工程中心建设，海洋重大
问题研究以及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提供有效的社会资金支持和服务。

近年，深圳海洋产业整体进入发展加速期，生产总值占全市10%左右规模待“爆发
”，在此情况下，当前深圳海洋融资有哪些特点？又面临着哪些难题？

初步构建了双向发力的金融服务体系

记者了解到，大湾区生态基金将以深圳为支点，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国。

此前，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与深圳的“蓝色”互动极为频繁。近年来，该基金会联
合有关单位已在深圳成功举办“首届中欧蓝色产业合作论坛”“蓝色经济企业家国
际论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论坛”等国际活动。

以这些活动为基础，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看好深圳的海洋发展势能。据海洋基金会
理事长吕滨、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介绍，该基金重点支持海湾、海岸、海滩生
态保护与修复；支持国家用海工程项目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支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建设相关的海洋生态建设项目；支持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国际交流、展览、
展示、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项目。

“这将为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技术开发等注入发展动力，还将促进海洋
生态修复、海洋环境监测、船舶清洁能源改造等相关产业发展。”中国（深圳）综
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周菁向记者表示。

记者在梳理深圳此前落地的涉海基金时发现，深圳在海洋产业投融资领域，初步构
建了政府和市场双向发力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海洋产业基金方面，2017年国家海洋局和深圳市委市政府达成共识，深圳设立了
深圳市海洋产业发展基金。随后，深圳陆续设立了前海中船智慧海洋创新基金和深
圳绿色航运基金等海洋专业基金，一个助推涉海龙头落户，另一个投向现代航运服
务业，总规模均为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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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海洋产业集群被列入20大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之一后，同年11月，深
圳银保监会等4部门下发《关于印发深圳银行业保险业推动蓝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
见》，鼓励银行理财资金、保险资金积极参与海洋产业政府引导基金，鼓励保险资
金投资设立海洋产业投资基金。

根据“20+8”产业集群的“一集群一基金”的理念，记者了解到，深圳目前已经
在开展海洋产业基金组建工作，研究起草基金设立方案。

周菁告诉记者，该基金的设立将重点扶持海洋新兴产业领域，包括海洋电子信息和
大数据、海洋新能源、海洋高端智能装备以及深海网箱、智能渔业设施等，同时将
重点支持海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建设、重大项目培育和引进等，最
大程度的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 

专业性海洋金融机构能力薄弱、人才队伍不足

整体来看，我国洋产业生产总值仍较小，其后续的增长离不开蓝色金融的扶持。据
自然资源部发布初步核算，202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8%，占比与上年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都在加强支持力度。去年，青岛、深圳等
地都陆续出台了蓝色金融扶持政策，银行和保险机构也开展了“海域使用权抵押融
资”业务、推出“鲍鱼价格指数保险”等海洋特色产品。

从债券市场规模来看，去年国内发行蓝色债券16支，发行规模达111亿元，主要投
向海上风电、海水淡化和深海养殖等领域。

“海洋产业融资具有资金需求量大、融资期限长、风险与回报较高的特点。”周菁
表示，目前涉海投融资主要包括银行贷款、股权和债券融资、基金以及融资租赁等
，市场化项目的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

对于深圳来说，据周菁观察，目前海洋融资仍以银行信贷为主，整体投融资体系还
不够完善，且专业性海洋金融机构能力较为薄弱、人才队伍不足。

“深圳海洋产业融资仍面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与国际海洋金融中心还存在
一定差距。”周菁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张春
宇曾表示，“海洋金融是深圳最有潜力的部分。”张春宇认为，深圳要想成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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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海洋金融中心，必须要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再加上大
型的金融机构为推进。

在2023年，深圳海洋产业将重点完成国家下达建设国际海洋开发银行的任务。周菁
建议，依托这一重点项目，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蓝色金融专业部门，采用“
引入＋培育”专业金融机构相结合的模式，引导金融主体开发海洋创投、海洋信贷
、海洋保险、蓝色债券等海洋金融产品。

同时，今年深港合作频繁，海洋经济交流也迎来新机遇。“建议以前海为中心创建
蓝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借助香港金融业优势，探索深港海洋金融跨境业务试点。”
周菁称。

此外，针对海洋细分产业的不同融资需求，深圳可分业施策，创新开发海洋金融产
品。周菁表示，可探索形成以银行信贷、上市融资为主体，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为
特色，以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为补充，以海洋信用担保和政策性保险体系为辅助的
多元化融资模式。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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