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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海渔〔2023〕63号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福建省水产加工补助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农

业农村局、财政金融局：

为加快推进水产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提升水产加

工设施设备水平，实施好新一轮水产加工项目，切实发挥资金使

用效益，现将《福建省水产加工补助资金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 建 省 财 政 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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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方案要求，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

2023年 12月 7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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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水产加工补助资金实施方案

为做好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相关项目实施工作，保障项目顺利

实施，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进一步推动水产品加工业高

质量发展，提升加工现代化水平，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

实施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农〔2021〕

41号）、《福建省落实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闽财农〔2021〕25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论述，落

实省委、省政府对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以推动水产品加

工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中央农业产业发展资金（渔业发展

方向）和中央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持引

导，重点推动一批信息化、智能化、规模化的水产加工配套项目

建设，提高水产品加工设施设备水平、冷冻保鲜能力、品牌渔业

建设水平，促进我省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二、实施内容

（一）支持范围

1.新建或更新改造水产品加工设施设备。（1）新建水产品

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项目。支持水产养殖主产县大宗海淡

水养殖产品就地加工，新建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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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购置暂养净化、冷藏冷冻、生态环保等设施和原料处理、分级

分割、灭菌包装等设备给予适当补助。（2）新建水产品精深加工

生产线项目。支持“十四五”期间水产品加工企业引进信息化、

智能化、低能耗、环保型生产线，推动水产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支持新增投入资金大于 100万元的水产品精深加工生产线

项目，重点扶持以三倍体牡蛎（生蚝）、大黄鱼、鲍、海参、海

带、紫菜、对虾、鳗鲡等福建优势特色养殖品种以及我省近海捕

捞大宗渔获物和远洋捕捞高附加值产品为原材料的水产品预制菜

加工生产线项目，优先支持提升潜力大、建设条件成熟、带动能

力强、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提升我省优势特色水产品加工业现代

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2.新建或更新改造水产品冷库。主要支持“十四五”期间新

建或升级改造最低制冷温度达到-23℃以下，新增投入资金大于

300万元的规模化水产品冷库，其中沿海地区水产品冷库的库容

量至少应达到 1万立方米、内陆地区水产品冷库的库容量至少应

达到 5000立方米（其中超低温冷库不受库容量限制）。重点支持

深远海装备养殖项目配套的水产品冷库建设项目、水产品预制菜

加工生产线项目配套的冷库建设项目、库容量较大且最低制冷温

度达到零下 60度以下的超低温冷库项目。

3.支持开展“福渔”品牌培育。支持福建优势特色水产品牌

策划、宣传和营销项目，开展“三品一标”水产品认证，创立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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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建或升级改造闽台水产加工产业园。支持具备相应产业

基础、区位和交通等优势以及要素资源聚集基础较好的海峡两岸

闽台水产加工产业园区建设，重点发展优势特色水产品加工主导

产业，提高产业集聚度。同时，支持对建设成效好的现有水产加

工产业园进行扩容提质增效。主要用于支持园区厂房、物流电商

配送中心和产地批发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补助对象

1.水产品加工设施设备新建或更新改造方面。支持具备加工

能力的渔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等。补助对象应符合国家、地方

水产品加工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属于食品生产的，应持有

《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近三年

未发生质量安全事件。

2.水产品冷库新建或更新改造方面。支持具备冷冻冷藏能力

的渔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等。

3.“福渔”品牌培育方面。支持“十四五”期间获评国家地

理标志、全国特色水产品之乡、福建省名牌农产品、福建十大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福建十大渔业品牌等省级及以上渔业品牌的

渔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行业协会及相关单位等。补助对象应

符合国家、地方水产品加工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属于食品

生产的，应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近三年未发生质量安全事件。

4.新建或升级改造闽台水产加工产业园。支持沿海重点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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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府作为创建主体，立足两岸融合发展实际，依托当地优势、特

色水产产业集群，建立具有生产、加工、研发、仓储、物流等关键环

节的闽台水产加工园区。创建主体要编制产业园规划建设方案，与当

地产业优势、发展潜力、经济区位、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相匹配，

符合当地经济社会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并已取得土地或海域

使用等相关权属证明。

（三）补助标准

1.对新建或更新改造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项

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新增投入总造价的 30%给予补助，每个项目

单位补助总额不超过 300万元。对新建或更新改造水产品精深加

工生产线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新增投入总造价的 30%给予补助，

单个项目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

2.对新建或更新改造水产品冷库，按照项目新增投入的 30%

给予补助，其中，最低温达到零下 60度以下的大型超低温冷库项

目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其余类型单个项目补助资金最

高不超过 200万元。

3.对于开展特色渔业品牌策划、宣传和营销等品牌培育的，

按照项目新增投入的 5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

过 50万元。同一个品牌仅可享受一次省级补助。

4.对新建或升级改造闽台水产加工产业园，按照不超过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新增总投入的 30%给予补助，补助资金不超过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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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流程

补助资金项目由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于每年 3月底前组织

项目申报，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对拟补助对象进行公示，公

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每年 4月 30日前向省海洋与渔业局、省财政厅提出项目

资金申请，省海洋与渔业局会同省财政厅研究确定后下达补助资

金。县级财政部门会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将资金拨付项目单

位。项目补助资金按照“先建后补”的方式拨付，在项目建设完

成、通过验收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拨付补助资金。

水产加工设施设备项目、水产冷库项目、水产加工产业园区

项目的书面申请需明确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内容及拟申请补

助金额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报主体对材料真实性和完整

性负责。渔业品牌营销项目的书面申请明确项目的方案、形式和

内容以及拟申请补助的金额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

强化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做好项目申报、批复和绩效管理

等工作。市、县两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项目库建设，做好

项目前期储备。

（二）强化过程管理。项目所在地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

认真落实项目资金方案，严格审核申报条件和资料、信息，确保

补助资金精准有效。“一个业主、同个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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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年度已获得中央、省级财政支持的水产品加工相关项目尚未

通过验收的业主，不得再申报新年度项目。同个项目或相关建设

内容已获得其他省级财政及以上补助的，不得再申报享受本实施

方案内相关方向补助。

（三）强化资金监管。项目所在地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要求，确保将资金落实到项目。不

得挤占、挪用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弥补预算支出

缺口等与水产品加工无关的支出，确保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四）强化绩效考核。项目所在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组

织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工作，重点对项目开展情况、资

金使用情况、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进行评价。财政部门要做好绩

效评价的组织指导工作。绩效自评情况应当于次年 3月底前报送

省海洋与渔业局和省财政厅。省海洋与渔业局和省财政厅必要时

对绩效情况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改进预算

管理、以后年度补助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