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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海洋起高峰
西海岸新区坚持走创新引领型海洋科技发展之路，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本报记者 王雪
　　
  仲夏西海岸，风从海上
来。今日盛装开启的2022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
坛，必将在黄海之滨再次掀
起一股“蓝色旋风”。
　　连续多年举办这一海
洋领域国际盛会，西海岸
新区的底气其来有自。作
为全国目前唯一以海洋经
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
区，西海岸新区始终把创
新前置为海洋经济发展的

“必选项”，坚持以协同创
新引领海洋科技发展，加
快国家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领航区建设，努力打造海
洋强国战略新支点、海洋
强省先行区和引领型现代
海洋城市主要承载区。
　　作为“山东第一区”，
勇担经略海洋国家战略使
命的西海岸新区，在融入
和服务海洋强国建设中不
断创新引领、展现担当：集
聚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70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等市级以上创新
平台541个；高新技术企业
882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1141家；7个项目（占全
市近六成）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31个项目（占全市
1 / 3）获 得 省 科 学 技 术
奖……
　　一路前行至今，西海
岸新区科技创新能力正在
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
跃，担当起高质量发展的
强力引擎。2022年一季
度，新区实现海洋生产总
值增长12.8%，占全区GDP
比重43.1%，总量占全市
GOP比重达42.2%，六大特色
海 洋 产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5.8%，贡献度达到78.8%。

推进校城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6月7日清晨，一场盛大的收鱼活动
在位于黄海深处的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
养殖试验区展开，国产深远海三文鱼养
殖又获丰收。这是继去年“深蓝一号”网
箱首次完成规模化收鱼以来的又一次全
新突破，标志着试验区海域实现规模养
殖常态化、养殖品种多样化。
　　以深远海三文鱼养殖为代表的海洋
渔业，是西海岸海洋产业发展“雁阵”的
其中一环。近年来，西海岸新区以发展
海洋优势产业集群为重点，突破重点环
节和关键问题，加快强链补链延链项目
建设，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实现
海洋产业提质增效，亮点纷呈：
　　船舶海工产业方面，青岛北船重工成
功升级为中船集团二级公司，首次批量承
接集装箱船制造订单；中国船柴低速柴油

机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二；加拿大LNG项目
首个核心模块等一批国内国际首制高端
船舶海工产品成功交付。2021年，新区船
舶海工产业产值增长超过50%。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方面，正大制药与
管华诗院士团队合作打造“蓝色药库”，抗
结肠癌新药完成安全性评价、取得国家临
床批文；华大基因联合发起设立全国首个
基因科技产业发展共同体，全球最大通量
基因测序仪项目投产；明月海藻集团体内
植入用超纯海藻酸钠打破国外垄断，开启
国产化之路；青岛清原公司在新化合物

（除草剂）创制及应用研究领域位列全球
第三、国内第一。2021年，新区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产值增长超过30%。
　　海洋渔业方面，深远海“蓝色粮仓”建
设取得新突破，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

区首批国产深远海三文鱼规模化养殖收
鱼成功；海洋冷链产业方面，国家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实现破题，全国首艘超低温冷
藏运输加工船“海洋之星”命名投用……
　　经略海洋，新区重任在肩；征途漫
漫，惟有踔厉奋发。今年1至5月份，西海
岸新区累计招引海洋领域亿元以上项目
共21个；加快推进33个市级涉海重点项
目建设，项目个数和投资额占全市比重
均超过30%。展望未来，西海岸新区将继
续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
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为特色，集聚创新要
素，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生态，努力打造创
新型城市标杆，向着奋力建设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引领区的更高目标加
速迈进！

聚焦海洋科技>>加速隆起创新高地
　　5月20日，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
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在中国船舶
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交付运营，
我国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实现了由

“0”到“1”的进阶发展。这一科技含量满
满的大国重器，是西海岸新区以科技创
新撬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又一印证。
　　做好发展海洋经济这一“必答题”，
需要科技底气作为底层支撑。眼下的西
海岸，正全力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布
局，打造海洋科技创新高地。
　　集聚“大院、大所、大学”研究 优
势——— 加快“中科系、中船系、高校系”重
大创新平台引建，集聚中科院大学海洋

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岛校区、中国海
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4所“双
一流”涉海高校，共集聚国家级涉海重点
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17个，涉海科研院
所11家，建立院士工作站8家，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总量达9个。
　　加快构建创新联合体——— 整合各创
新主体资源，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骨干
企业共建高端新型平台，培育发展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海藻生物等8个科技创
新中心；加快建设中电科高端装备研究
院等高端研发机构，中船人因工程研究
院等12家单位入选山东省新型研发机
构，藻蓝生物等5家单位获评省级优秀新

型研发机构，约占全市1/3。
　　放大创新平台溢出效应——— 依托

“国字号”涉海科研院所、重大创新平台，
增强平台与产业链接，打造经济增长新引
擎。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整合13
家涉海科研院所力量，建立研发中心和转
化中心，构建创新创业共同体；中船重工

（青岛）海洋装备研究院全面运营，聚焦高
技术船舶、海洋资源开发装备、海洋环境
监测系统等前沿领域；中国海洋工程研究
院项目团队入驻新区，组建研究中心18
个，打造海工协同研发综合体和产业化示
范基地，为新旧动能转换和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高效科技供给。

赋能海洋产业>>加力推进动能转换

　　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到底有多难？“这中间需要攻克原材料、设
备、工艺、审批等系列难题。就是这‘最后
一公里’，往往因为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
的限制而难以打通。”青岛明月海藻集团
董事长张国防说。
　　这个瓶颈性难题如何破解？拥有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科技大学等20所
驻区高校的西海岸新区，直击企业发展需
求，围绕创新链与海洋产业链融合发展，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决定性作用，出
台一揽子举措，强力畅通产研双向链接快
车道，促进科技与产业有机融合：
　　鼓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大工科
院校加速“下海”，布局海洋能源与信息
工程等近20个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定

向培养新区急需紧缺人才；针对高校科
技成果就地转移转化设立1亿元高校校
长基金，制定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直接股权投资、股权激励十条等政策办
法；启用青岛国际海洋产业资本配置中
心，新设立山东陆海联动基金、海洋新
兴产业基金两个总规模105亿元的产业
发展基金；靶向推动海洋装备、海洋生
物医药等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每个
技术攻关项目予以最高400万元资助；
征集发布新区企业关键技术需求200余
项，实施“揭榜挂帅”提升科技供给能
力；联动西海岸新区技术交易市场和

“校企通”高校人才成果转化平台，打造
“线上线下”融合的科技成果展示交易
集市……今年1至5月份，新区技术合同

成交额完成7.79亿元，同比增长44%；全
区专利授权量15000余件，综合发展指
数位居国家级新区第二。
　　这种科研力量与产业发展的紧密联
动，不断推动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例如，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开创的“基于动态压力的油
气管道泄漏工况诊断技术”成功应用于
液化天然气管道，保障了山东港口青岛
港董家口港区1450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安
全接卸及气化外运任务；山东科技大学
研发的“大型港口重载移动机器人”，成
为国内首台出口海外的大型港口重载移
动机器人；中船柴与征和工业联合攻关
船舶领域链传动产品，破解了国内船舶
企业链传动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

□孙进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