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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坚持任务化、项目化、工
程化推进，重点实施十大支撑工程，
扎实有效推动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
　　深远海资源综合开发工程，将建
设国家深远海养殖试验区，为全国深
远海养殖发展提供青岛经验和青岛
方案。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扩容工程，
将加快推进海藻生物千亿级产业链，
规划建设海洋高新区海洋生物产业
园。船舶海工产业创新转型工程，将
聚力打造海洋高端装备产业基地、打
造中国蓝海基地、国际领先的船舶海
工基地。海洋国际合作平台联通工
程，将深化推进自贸区青岛片区海洋

领域试点任务，打造“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新平台。智慧海洋平台精细管控
工程，将建设海洋要素聚合的智慧平
台，建成海洋综合管控的“蓝色天
网”。海洋企业工业互联赋能工程，将
以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海洋产业发
展，加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海洋科
技产业协同创新工程，将打造古镇口
海洋科教创新区，建设完备的海洋知
识产权交易平台体系。海洋高层次人
才支撑计划工程，将围绕重点海洋产
业发展方向，在“十四五”期间支持20
个高层次人才产业化项目，引进培育
100名以上海洋高层次人才，新增200
亿元产业规模。海洋渔港城市融合提

升工程，将对全区22处现有人工渔港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打造“人海和谐”
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进一步促
进生态渔业以及休闲旅游业的发展。
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提升工程，将高质
量完成海岸线修测任务，巩固提升

“蓝色海湾”综合整治成果，实施陆海
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强化用海巡查监
管，保护海洋生态。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铸就未来。
西海岸新区将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改
革创新，强化“海洋委主导、海洋办统
筹、部门抓落实、专班抓攻坚”工作运
行机制，上下协调、高效运行，确保各
项任务顺利实施。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印发，重点发展七大产业链，构筑
“一核、四湾、多园”发展格局，提升产业发展三大驱动力，实施十大支撑工程———

到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力争突破2800亿

七“链”共舞，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重点突破，实施十大支撑工程

　　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
《规划》强化要素支撑，提升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产业要素集聚供给、海洋
对外开放合作三大驱动能力，增强海
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海洋产业
提质增效，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
　　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在
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方面，通过增

强科技研发实力、突出企业主体地位、
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拓宽成果转化渠
道四个方面，持续强化科技要素支撑。
　　在提升产业要素集聚供给能力
方面，进一步优化人才、资金、土地、
海域配置机制，提升配置效率，通过
提高育才引才效能、加大投资融资支
持、优化土地海域配置三个方面，强
化海洋产业发展支撑。

　　开放是海洋经济的根本特征。在
提升海洋对外开放合作能力方面，则
按照新区发展定位要求，利用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特殊政策区的先行先试
优势，通过扩大涉海贸易开放、扩大
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开放、探索国际
合作新模式三个方面，加快构建开放
型海洋经济体系，打造示范和引领带
动全市、全省开放合作战略高地。

要素支撑，提升三大驱动能力

　　基于新区自然海湾、城市和产业
空间分布，《规划》遵循产城融合、组
团发展思路，构筑“一核、四湾、多园”
海洋经济发展格局。
　　“一核”，即以胶州湾区为核心，依
托湾区坚实的造船海工、临港物流、石
油化工等产业基础，用好自贸试验区
政策红利，大力发展航运服务、跨境电
商、大宗交易等新兴业态，以现代服务
业推动海洋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打
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

　　“四湾”，即以唐岛湾区、灵山湾
区、古镇口湾区、董家口湾区为增长
极，大力发展海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其中，唐岛湾区聚焦金融服
务、总部办公、科创孵化等产业功能，
完善文教卫体等服务设施，打造国际
标准的金融科创服务区。灵山湾区以
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为主攻
方向，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海洋新
兴产业两大产业集群，打造新区西部
城区活力中心。古镇口湾区着力培育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海洋科教
创新高地和海洋先进制造业新增长
极。董家口湾区将建设国家大宗商品
储存、加工、物流基地和重要的交易
中心，打造现代化临港产业区和海洋
特色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海洋特
色循环经济示范区。
　　“多园”，即依托胶州湾区、唐岛湾
区、灵山湾区、古镇口湾区、董家口湾
区五大湾区打造，培育现代海洋产业
集群，构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带。

产城融合，明确空间布局规划

　　《规划》立足新区海洋经济基础
和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海洋
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要发
展方向，持续做强船舶海工、海洋航
运贸易金融、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
药、海洋冷链、海洋科技服务六大特
色优势产业链，打造具有较高知名度
的特色滨海旅游产业链，加快构建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
　　船舶海工产业链方面，依托海西
湾修造船基地的造船工业基础，建成
国家级高端船舶修造产业基地和世
界级船舶海工装备生产基地，到2025

年产业链增加值力争达到490亿元。
海洋航运贸易金融产业链方面，发挥
新区作为区域性海上航运枢纽中心
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优势，发展航
运贸易、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到2025
年产业链增加值力争达到730亿元。
海洋化工产业链方面，充分利用董家
口液体化工和天然气码头基础条件，
打造全国重要沿海石化基地，到2025
年产业链增加值力争达到370亿元。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方面，打造国内
一流的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产业基
地，到2025年产业链增加值力争达到

150亿元。海洋冷链产业链方面，大力
发展深远海养殖，建设国家深远海绿
色养殖试验区，到2025年产业链增加
值力争达到180亿元。海洋科技服务
产业链方面，大力发展涉海研发服务
业、新兴研发服务业，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和服务水平，到2025年产业链增
加值力争达到100亿元。滨海旅游产
业链方面，打造现代化、智慧化、国际
化滨海旅游业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特色滨海旅游产业链，到2025年，全
区年均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万人
次，产业链增加值力争达到280亿元。

　　□本报记者 李涛

　　走在前、开新局！5月28日上午，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开幕，齐鲁大地进入“党代会时间”。省党代会报告
对山东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蓝图进行了擘画，并对今后五年着力抓好的12个方面重点工作进
行部署安排，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打造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抢占海洋产业发展制高点，建设人海和
谐美丽海洋。”作为全省唯一承担“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国家战略使命的
国家级新区——— 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如何拥抱蔚蓝机遇？又将扛起怎样的重任？
　　近日，新区管委办公室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从综合实力、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五个方面确定了20个海洋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到2025年，新区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快速高质发展，力争年均增长15%，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800亿元，海洋
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2%，占全市海洋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保持40%以上。
　　详观《规划》，结合实际，西海岸新区有雄心、有实力、有底气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打造青岛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核心区、山东海洋强省先行示范区和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新区海洋经济发展 
“十四五”规划速览

 ●到2025年，新区海洋经济力争
年均增长15%，海洋生产总值突破
2800亿元
 ●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超过42%，占全市海洋生产总
值比重持续保持40%以上
 ●现代海洋产业增加值超过2200
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达80%
 ●打造青岛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
城市核心区、山东海洋强省先行示
范区和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三大要素支撑

滨海旅游产业链

  到2025年增加值力争达到280亿
元，全区年均接待游客8000万人次

海洋航运贸易金融产业链

到2025年增加值力争达到730亿元

海洋化工产业链

到2025年增加值力争达到370亿元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

到2025年增加值力争达到150亿元

海洋冷链产业链

到2025年增加值力争达到180亿元

海洋科技服务产业链

到2025年增加值力争达到100亿元

七大重点产业链

十大支撑工程

◆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要素集聚供给能力
◆提升海洋对外开放合作能力

■深远海资源综合开发工程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扩容工程
■船舶海工产业创新转型工程
■海洋国际合作平台联通工程
■智慧海洋平台精细管控工程
■海洋企业工业互联赋能工程
■海洋科技产业协同创新工程
■海洋高层次人才支撑计划工程
■海洋渔港城市融合提升工程
■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提升工程

船舶海工产业链

到2025年增加值力争达到490亿元

发展目标

空间布局
构筑“一核、四湾、多园”
海洋经济发展格局

一核：胶州湾区
四湾：唐岛湾区、灵山湾区、古
镇口湾区、董家口湾区
多园：加快打造船舶海工、金
融科创、海洋生物医药、海洋
科教创新等一批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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