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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构筑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度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打造海洋国际合作新高地

向海开放，澎湃蓝色动能

　　因海而生、依港而兴，港口是西海岸新
区的发展优势之一。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3绿色与安全港口
大会（第二届北部湾绿色港口发展论坛）
上，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获评五星
级“智慧港口”、五星级“绿色港口”，标志着
该码头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个智慧、绿色

“双五星”港口。
　　当前，自动化码头三期建设正加快推
进，实现关键技术国产化，构建贯通港口氢
能制、储、运、加、用全链条，着力打造更智
慧、更绿色、更高效的港口。
　　离开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来到山东港
口青岛港董家口港区，这里车船如织，各码
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月初，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第
二座40万吨级矿石泊位工程首个沉箱封
顶。该工程是山东省重点工程，项目总投
资45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董家口港区的
铁矿石年接卸能力将提升至3000万吨，为
新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走进毗邻港区的董家口经济区，一条
条错落有致的化工原料运输管廊映入眼
帘，脉动着高质量发展活力。目前，新区正
以专业园区建设为突破口，实施“聚核聚
链”行动，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开展集
群化招商 ，持续“扩链、强链”，壮大实体
经济。
　　在陆海统筹方面，新区也将积极推进
董沂、董潍等疏港铁路规划建设。港口发
展壮大，除了自身的停泊条件外，还需要发
展腹地，而疏港铁路的规划建设正有助于
新区实现快速集散货物，真正打造沿黄流
域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积极推进青岛港
加快向枢纽港、贸易港、金融港转型升级的
脚步，打造一流智慧港口、绿色港口。青岛
港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跃居全
球第四、第五位，海铁联运箱量连续8年位
居全国港口第一。“双港口”发展能级不断
提升，外贸航线达到215条，与世界18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通航贸易，
成为国家大宗干散货集散中心、国家重要
的能源储运中心、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和
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以一港联通世界，港口加速了全球各
类发展资源在新区集聚、耦合，城市对外开
放的格局和站位更加高远。

　　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要建强用好高能级开放合作平台。
　　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改革开放试验
田，自贸试验区建设是西海岸新区必须扛
起“国之重任”。
　　日前，青岛中集普威新能源科技项目
在青岛自贸片区破土动工。项目推进过程
中，片区在全省首推的“产业用地一件事+
规划审批告知承诺+标准图册”模式落地见
效。在该模式下，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设
由原来平均100多个工作日压缩到7个工
作日。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积极探索青岛自
贸片区更高水平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
区提升战略，累计探索形成252个创新案
例，9项试点创出全国经验。根据商务部评
估，青岛自贸片区在全国67个自贸片区中
处于第一梯队。
　　今年，西海岸新区将深入实施“自贸
2.0版”改革，推动制度创新扩容升级，稳步
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深化“区关港”联动创新机制，争取启运港
退税等政策突破，加快推进本外币合一银
行账户体系等试点任务，年内形成不少于
30项含金量高的制度创新成果。同时，推
动产业发展扩量升级，聚焦聚力发展现代
海洋、国际贸易、航运物流、现代金融、先进
制造等五大产业，加快建设智能家电、基因
技术等四个千亩专业园区。
　　“自贸大潮”在黄海之滨澎湃激荡，释
放出愈加强大的发展动力。
　　开放，一直是西海岸新区最为鲜明的
特质。近年来，新区高质量建设国际合作
园区平台，放大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效应 ，中日韩消费专区电商体验中
心、青岛跨境电商产业园、日韩服贸港投
入运营，打造黄河流域“9+2”区域跨境电
商进口商品供应链产业集群，在美国、俄
罗斯、韩国、泰国等国家地区开设运营海
外仓 ，跨境电商进口规模在全市占比超
95% 、在全省占比超70% 。山东国际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落地全国首单电子仓单质
押业务，累计现货交易额突破8 0 0 亿元。
高标准建设国际经济合作园区，启用青岛
日本、青岛德国国际客厅，中日（青岛）地
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总体规划完成、封闭运
作模式获批，集聚了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
的400余家企业。

  蔚蓝大海，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和
经济价值。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诸多
挑战，只有加强合作、同舟共济，才能共创
美好未来。
　　在2022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
上，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内
多家科研机构和国际机构共同申办的“海
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获批，落户西
海岸新区，成为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首批
批复的5个“海洋十年”协作中心之一，也是
中国唯一获批的协作中心，西海岸新区成
为我国首个深度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的
地方政府。
　　今年，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
协作中心在西海岸新区启用，还将于9月底
召开国际启动大会，与海内外同仁一道，探
讨和推动“海洋十年”最新成果为可持续发
展服务。
　　此外，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还
于2022年牵头申请并获批了一项“海洋十
年”大科学计划———“海洋与气候无缝预报
系统”（简称OSF）。这项计划联合了全球
25个国家、34所科研机构和3个国际组织共
同发起。这是我国物理海洋学领域首个在
联合国框架下发起的全球性大科学计划。
　　据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然资源部
第 一 海 洋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乔 方 利 介 绍 ，
OSF大科学计划将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大
幅提升对海洋和气候系统的认知水平，力
争弥补甚至消除海洋和气候数值预测预报
领域的时间盲区，从而对山东省的农业生
产、水产养殖、海洋捕捞和远洋航运等行
业，发挥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以及
OSF大科学计划的成功获批，体现了国际
社会对我国在海洋与气候预报这一关键领
域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科技领导力的高度
认可，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从“跟跑”逐
步走向了“领跑”。
　　未来，西海岸新区将高起点打造海洋
国际合作新高地：加快建设“海洋十年”国
际合作中心，实体化、专业化、特色化和国
际化运作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
际技术标准规则制定，研究推广海洋综合
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的解决方案，推
动共建跨国蓝色产业园，打造海洋经济国
际合作先导区，创出山东省、青岛市海洋综
合管理最佳实践经验。

　　□本报记者 李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海上互联互通
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
　　覆盖地球约70%面积的海洋，孕育了生
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不仅对人类生
存具有重要意义，也日益成为全球合作的重
要领域。
　　从辉煌灿烂的琅琊文化一路走来，开放基
因始终流淌在西海岸新区的血脉中，并成为推
进高质量发展最大的优势所在、希望所在、潜
力所在。近年来，西海岸新区深耕向海开放，
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等，实施海洋领域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深度
参与全球海洋经济竞争与合作，打造海洋国际
合作的青岛样板、山东实践，为深度参与全球
海洋治理输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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