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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篇（二） 本报记者 王彩娜 马会 寇纪东 

伴随着嘹亮的汽笛声与翻腾的浪花，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鲁远洋”）奔赴远洋，挺进深蓝，一个个高质量项目扑面而

来，“耕海牧渔”的美好愿望渐成现实。 

作为中国远洋渔业的“拓荒者”之一，中鲁远洋砥砺奋进二十载，坚持规

模发展、创新发展、规范发展、优质发展，交出了一份成绩斐然的“中鲁答

卷”。 

http://jjsb.cet.com.cn/


“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远洋渔业产业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迎来高质量

发展的黄金时代。”中鲁远洋党委书记、董事长卢连兴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国有上市渔企，中鲁远洋在远洋渔业界占据重要一

席，在激烈的国际渔业市场中站稳脚跟，在残酷的竞争中实现飞速发展，在实

现规模和效益快速增长的同时，发挥国企作用，服务带动地区渔业发展，正得

益于企业近年来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靠的就是全产业链模式下“一内一

外”动能转换的双驱动战略。 

勇立潮头，抢占制高点 

秋冬之交，齐鲁大地上正不断掀起新旧动能转换的热潮。虽身为山东渔业

的“老班底”，中鲁远洋却是一直冲刺在前列，积极融入海洋强省建设。 

2018 年 1 月，位于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大经济区之间的山东省被中央寄予厚

望，创建了全国首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综合试验区，成为

积极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之一，力争一年全面起势、三年初见成效、五年

取得突破、十年塑成优势，逐步形成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为全国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面朝大海，是山东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未来所在。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就要把资源禀赋好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到极致，远洋渔业便是山东省

重要着力点和发展方向之一。 

“如果我们的发展方式涛声依旧，产业结构还是那张旧船票，就永远登不

上高质量发展的巨轮。”2018 年年初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山东省全面展开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境外建设一批海

洋特色产业基地和海外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带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尽快

抢占海洋产业制高点。” 

随后，利好政策不断加码，如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发布了《全省海洋与渔业

系统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支持建立综合

性的海外渔业基地，开展远洋渔业合作项目评估和远洋渔场资源研究，争取更

多的入渔许可，开辟优质新渔场，加快海洋生态牧场、水产品加工、贸易“走

出去”，拓展海外渔业发展空间。 

机遇抓住了就是良机，错失了就是危机。对中鲁远洋来说，新旧动能转换

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争”，“是必须要打赢的一场硬仗”。 

在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中，以坐不住、等不起的紧迫感，中鲁远洋拿出了

更大气魄，明确主攻方向，集中优势资源加快转型升级，实现了规模和效益的

飞速增长，走出了一条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齐头并进发展的效益倍增之

路，高质量发展势头愈加强劲。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在持续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渔业转型升级，尤其是远

洋渔业的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中鲁远洋对整个山东省海洋产业的发展都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带动引领作用，为中国渔业企业走出国门、开发远洋探索了有益

经验。 

来自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2018 年，山东具有农业农村部远洋渔

业企业资格的企业达到 41 家，投入专业远洋渔船 484 艘，实现产量 44.2 万

吨，产值 57.82 亿元，推动山东由渔业大省向海洋经济强省转型跨越。 

正是有了中鲁远洋等一家家企业的快马加鞭，如今，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全

面起势。 

刘家义日前在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表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进

入加速期，高端化工、现代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现代金融 5 大传

统优势产业正在浴火重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

海洋、医养健康等 5 大新兴产业正在积厚成势。 

数据显示，山东新动能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由 2016 年的 39%提高到 2018

年的 48%。静听，中鲁远洋正于碧波之上，奏响雄壮的蓝色进行曲。 

扬帆万里，打造新引擎 



耕海牧渔，驶向深蓝，其背后更多的是布局的优化，技术的比拼，实力的

对碰。 

自 2017 年以来，中鲁远洋充分发挥企业外向型优势，以海外项目建设为抓

手，转换发展动能、优化转型升级的节奏进一步加快，“走出去”发展的步伐

更加铿锵坚实，在扩大产能输出、资源输入、国际资源开发、国外渔业合作、

海外基地建设等方面皆已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在核心业务经营方面，卢连兴介绍称，要将过去以远洋捕捞为主体，以冷

藏运输和水产品加工贸易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经营模式，转变为巩固提升金

枪鱼远洋捕捞，稳定发展金枪鱼延绳钓捕捞和拖网捕捞，重点发展围网捕捞，

提高捕捞产量。做优做强冷藏运输，培育壮大贸易服务，提高金枪鱼精深加工

等高附加值系列产品在主营业务中的比重，实现经营业务由偏重作业型向综合

服务型转变，形成捕捞、运输、加工贸易等核心业务相互融合、多元并进的经

营发展态势。 

继续以自营、合作或租赁方式发展延、围、拖等多种作业形式相结合的远

洋捕捞，加强远洋渔场开拓，重点发展资源稳定、潜力较大的围网捕捞。 

随着国际远洋渔业行业形势的不断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面对中西太

平洋金枪鱼围网船“扎堆”的困局，市场嗅觉一向敏锐的中鲁远洋选择转场大

西洋。 

在多方考察和论证后，中鲁远洋认为，加纳当地投资环境较好、管理规则

完善、鱼类资源丰富、可持续性强、资源风险较小等有利条件，依托具有多年

从事金枪鱼围网渔业生产的经验，投资 2400 万美元全力建设大西洋金枪鱼围网

项目，实现了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大西洋捕捞作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国

际渔业话语权也进一步增强。 

在中鲁远洋加纳围网项目驻地特马港的卸载码头，“大西洋荣耀”号围网

船正在进行紧张有序的渔获卸载。据悉，这载渔获共 600 余吨，货值 90 万美元

左右，除了销往当地和欧盟等世界各地外，其中一大部分将运回国内，满足国

内优质高蛋白水产品市场的需求。像这样一载渔获，中鲁远洋大西洋项目每月

会有 4 至 5 次。 

据初步测算，整个大西洋金枪鱼围网项目运营下来，年新增产能可达 2.5

万吨，约占加纳总产量的 30%和大西洋产量的 5%，可实现产值 2 亿元，其中，

回运量达到 60%。 

经过两年的探索与实践，如今大西洋金枪鱼围网项目已经成为中鲁远洋新

的利润增长点。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中鲁远洋捕捞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9337.8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175.04 万元，同比增长 596.99%。 

在实现规模和效益快速增长的同时，中鲁远洋还积极服务带动加纳当地经

济发展，走出了一条既契合当地经济发展形势又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互惠共赢

之路。大西洋金枪鱼围网项目入驻加纳以来，为当地居民提供直接就业机会

276 个，间接就业机会约 600 个，在加纳当地市场的渔获销售极大缓解了加纳

居民的渔获供应不足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加纳居民渔获消费成本。 

因此，大西洋金枪鱼围网项目实施以来，获得了中国驻加纳经参处领导的

高度认可，也受到了加纳政府的热烈欢迎，展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政治效应。 

目前，中鲁远洋远洋捕捞生产范围已覆盖大西洋、印度洋和中西太平洋的

广袤深海，金枪鱼围网捕捞、延绳钓捕捞和拖网捕捞在内的各类专业渔船驶向

各大洋近远海从事捕捞作业，出品的渔获产品通过了欧盟认证，运输产品取得

欧盟准入许可，深受欧洲消费者喜爱，在日本，中鲁远洋渔获产品绝大部分被

鉴定为 A 类品级，成为“抢手货”，年捕捞能力从每年 1.5 万吨提升至 4 万吨

以上，金枪鱼围网年捕捞量可达到 3.5 万吨，延绳钓捕捞年产量在 5000 吨左

右。勃勃雄心的中鲁远洋渔业公司并不满足于此，“要大力加强远洋渔场开

拓，把五星红旗插遍五湖四海，成为国内外远洋渔业界一股不可小觑的力

量”。 



老树新枝，释放新动能 

一个企业，只有看清自己所走过的路，才能在千变万化的现实中不断校准

前进的方向。 

近日，在第五届济南电子商务产业博览会暨第二届泉城电商大会上，中鲁

远洋举行了蓝鳍金枪鱼解体秀活动，网络主播在线直播并不时穿插在线秒杀、

即时交易等环节，金枪鱼切片、麻油金枪鱼、五香金枪鱼等三款产品刚一上线

就被抢购一空。 

随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越来越注重营养与美味，对金枪鱼的需

求量也日益增长。虽然目前中国国内的金枪鱼刺身消费量不到全球消费量的

10%，但国内市场需求增长迅猛，近十年来，每年增幅都在 30%以上，大量中产

阶级家庭对金枪鱼兴趣浓厚，并且会经常食用金枪鱼。 

来自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从十多年前的超低温金枪

鱼零消费，猛增至 2018 年国内销售量过万吨，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涨。 

正是看中这一市场，中鲁远洋由原来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调整为国内外市

场并重，在继续巩固壮大国际市场的同时，着力开发国内贸易市场，逐步打开

销路，改变过去“重外轻内、外强内弱”的状况，减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扩

大内地市场份额，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走进山东省中鲁远洋（烟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鲁食品”）金

枪鱼加工车间，刚刚出库的金枪鱼还披着雪霜，趁着鱼体尚未解冻，流水线上

的工人们麻利地将一条条来自万里之外的金枪鱼切头、剥皮、去骨、分块、包

装……一系列的加工流程之后，变身为一块块鲜红美味的生鱼片。 

“从在海外出售渔获原料到优化产品结构，压缩高成本、低利润产品比

重，不断探索尝试精深加工开拓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是中国远洋渔业企业适应

时代变化的选择，既有助于做大国内市场，也有利于建立真正有竞争力的国际

品牌。”中鲁食品董事长孟凡勇告诉记者，加大回运力度，最大限度将渔获运

回国内加工销售，创造更多附加价值，为加工业务提供稳定的原料保障，缓解

市场受境外控制的被动局面。同时，让国内消费者都能享用到安全、高品质、

高营养的金枪鱼，为国人健康贡献力量。 

“现在国际资源越来越少，配额控制越来越严，失去话语权，就会在全球

渔业资源的争夺中被逐渐挤出市场。”卢连兴坦言。 

为提升中国国际渔业话语权，中鲁远洋早已开始布局。2009 年，中鲁食品

挂牌成立了“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随着国外市场的不断开发和国内市场的

日益繁荣，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已经成为集冷藏、加工、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

远洋渔业生产基地。 

在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记者看到一辆辆运输车正忙着将加工过的金枪鱼

产品运出冷库。据悉，这些金枪鱼产品将沿着“一带一路”不断向外扩张市

场，端上了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成立之初便拟设立金枪鱼销售中心、金枪鱼

渔需供应中心、金枪鱼拍卖中心、金枪鱼信息服务中心、金枪鱼冷链物流中心

等五大职能中心，对于增加国内市场消费量，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中国

远洋渔业行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的作用和优势如何实现有效发挥？孟凡勇强调，一是

确保远洋捕捞生产安全，保质保量为企业提供原料；二是建设好金枪鱼加工基

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金枪鱼加工流水线和加工技术；三是进一步完善海

上、陆上冷链物流配套和国内外贸易网络，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卢连兴认为，如果说市场重新焕发了“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这棵“老

树”的活力，而采取冷藏规模化、加工智能化、产品高端化、营销多元化等一

系列新旧动能转换措施主动适应市场，精准做好“加减”法，打造新设备、新

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淘汰落后、高耗、低效产能，才是浇出“老树新枝”

的关键“活水”。 



一船船渔获漂洋过海而来，经过低温冷藏、传统加工提升、精深加工研发

等，串联出一条捕捞、运输、储存、加工、贸易相衔接的全产业链，中鲁远洋

“捕全球、卖全球”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蓝色经济发展新动能澎湃。 

龙头担当，引领高质量 

海洋馈赠丰富，但需取之有道。 

决定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是产业上游的资源。目前，远洋渔业资源有

限，行业管理日益严格，资源空间被不断压缩。在公海渔业方面，受国际上既

有分配标准的影响，中国公海远洋渔业配额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可捕数量

与自有生产能力并不相称，时遇“无鱼可捕、无料可进”的尴尬；过洋渔业方

面，各沿岸国家设置层层壁垒，提高海洋捕捞门槛。 

作为远洋渔业龙头骨干企业，中鲁远洋多年来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牢记国

企担当，坚持互利共赢原则，自觉履行国际义务，在不加重资源开采压力的基

础上，严格遵守国际渔业组织规定和当地渔业政策法规，通过海外项目建设，

积极参与全球渔业资源再分配和国际市场竞争。 

在国内，中鲁远洋则不断加强自有基地建设，优化产品结构，提升资产规

模质量和产品附加值，同时倡导健康消费理念，创新经营模式，提高市场占有

率，提升品牌影响力。 

卢连兴希望，借助中鲁远洋上市公司的身份优势和影响力，整合山东省内

资源，构建山东省远洋渔业共同体，尝试建立山东省远洋渔业企业联盟，将松

散的外部市场资源内部化，进而以物美价廉的服务、灵活多样的交易模式更好

更多服务于联盟内企业的渔获收购、运输和其他远洋渔业服务市场。 

正如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广庆所言，

“实施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我们正走在路上。” 

回看过往风景，我们绝不满足于此，而是要抓住历史机遇，继续把新旧动

能转换这篇大文章做好做细，把前面的路走好，驰而不息，久久为功。 

未来，围绕新旧动能转换，我们还有很多的思路要付诸实践，有很多的功

课要认真去做，我们将继续坚持“经略海洋”大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向打造旗下“大渔业”板块的目标再启新征程，为山东省海洋渔业新旧动能转

换再作更多更大贡献。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全球渔业产业转型、格局调整的新征程中，中鲁

远洋正昂首阔步迈上新的台阶，迎来新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