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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海之大，万物勃兴。向海而兴，青岛从一个昔日的小渔村蜕变为如今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站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新起点，青岛正在书写更宏大的“海洋文章”。

9月20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走在前 开新局·喜迎二十大”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青岛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有关
情况，以及编制的《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五年规划（2022—2026年）》和《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年）》。

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是青岛基于特色优势，突出“引领型”，谋划海洋领域进阶发展的最新路径。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更加
注重经略海洋，全面增强向海图强发展优势，对于青岛实现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目标、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
宜人之城”城市愿景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青岛力争通过五年时间，实施专班化推进、指标化引领、清单化落实、责任化督导、阶段化评估，
推动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落实见效。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

海洋发展承载使命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是青岛最鲜明的特色优
势。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
标以来，青岛与海洋强国战略一同成长。近十年来，青岛海
洋经济年均增速15%以上。2021年，青岛完成海洋生产总值
4684.84亿元，同比增长17.1%，占GDP比重达30%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寄予厚
望，对于青岛海洋经济发展也充满期待。2018 年 3 月 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
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时隔三个月，习
近平总书记出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青岛考察时留下了

“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关键技术要靠我
们自主来研发，海洋经济的发展前途无量”的谆谆嘱托和殷
切期望。

积极融入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省建设，近年来，青岛海
洋特色日益浓厚，海洋主导产业加快优化，海洋科技创新加
速赋能，海洋合作氛围日趋浓厚，海洋环境治理成果彰显。
可以说，青岛在海洋领域的发展优势，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提供了条件。而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则将为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坚实基础。

四个方面突出“引领型”

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关键在于突出“引领型”。
青岛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突出“引领型”发展导向，
就是要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上走在前列，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和引领型现代海
洋城市。具体到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发布会上介绍，青岛
将努力在海洋科技、海洋产业、对外开放、海洋生态四个方面
实现引领示范。

众所周知，海洋科技和海洋人才是青岛海洋发展的巨大
优势。国家深海基地、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等顶尖高
端海洋科技创新平台相继布局启用，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

（青岛）挂牌成立；蛟龙、海龙、潜龙系列大洋深潜装备体系实
现了“三龙聚首”，“东方红 3”“蓝海 101号”“深海一号”等先
进科考船加入深远海科考船队。经多年发展，青岛聚集了全
国 30%的涉海院士、40%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和 50%的海洋
领域国际领跑技术，在海洋科技领域实现国内引领。未来，
青岛将立足发展基础，推动部、省、市共建国家深海基因库等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海
洋学院等建设，进一步提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能力，继
续实现海洋科技引领。

在海洋产业方面，青岛集聚了北海造船、中海油海洋工
程、明月海藻、鲁海丰等一批行业骨干企业，海洋及相关产业
门类中的 34 个行业在青岛都有布局，引领了我国五次海水
养殖产业化浪潮，船舶海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交通运输、

海水淡化、海洋渔业等方面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不过也应该
看到，当前国内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力度普遍不足，青岛在海
洋新兴产业方面产值仍然较低，距离实现“总体引领”还有差
距。为此，青岛正通过推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建
设、“国信1号”养殖工船建设运营，瞄准大型、高端、深水、智
能方向，大力发展高端船舶与海洋装备等举措，努力实现深
远海养殖业、船舶海工业引领。

在对外开放方面，青岛海洋开放合作领域优势突出，
具备引领发展的条件基础。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
青岛港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居全国沿海港口第四
位，海铁联运箱量连续 7年蝉联全国港口海铁联运冠军，青
岛在港口航运方面正积极推动航运、贸易、金融耦合发展，
扩大对外开放交流。与此同时，青岛作为黄河流域经济出
海口，还承担着参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国之重任。面向未来，将充分
发挥上合示范区、青岛自贸片区在海洋高水平开放中的重
要支点作用，抢抓 RCEP 生效实施机遇，深化全球海洋经
贸、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打造海洋开放合作
新高地。

在海洋生态方面，优美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生态资
源是青岛靓丽的名片。据悉，近年来，青岛积极探索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制定出台《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在全国率
先推行湾长制，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8%以
上。推动海洋生态引领示范，青岛将继续加大胶州湾保护
力度，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努力打造“水清、滩净、岸
绿、湾美、岛丽”的美丽海洋，力争形成更多可借鉴、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推动全市海洋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全省
前列。

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青岛突出在海洋科技、海洋
产业等领域的引领示范作用，最终的目标是着力打造国际海
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国际航运贸易金
融创新中心、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
心等“五个中心”。

在《五年规划》中，文件明确了“五个中心”建设的重点任
务；在《三年行动方案》中，文件针对“五个中心”建设的重点
难点问题，按照项目化、清单化要求，研究提出了未来三年重
点推进的“十大工程”：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工程、海洋科技成
果转化工程、海洋人才引进培养工程、海洋产业集群培育工
程、海洋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海洋传统产业提升工程、数字海
洋建设工程、航运贸易金融创新工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
程、海洋国际合作工程。可以说，《五年规划》是青岛建设引
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总纲，《三年行动方案》是进一步细化后
的发展部署。

发布会详细介绍了“五个中心”和“十大工程”建设。加
快建设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青岛将通过实施海洋科技创
新引领工程、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工程、海洋人才引进培养工
程，着力加强海洋重大科研平台建设、提升承担国家重大科

技任务能力和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例如，支持海洋领
域国家实验室、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青岛）等重大科研平台
加快发展，加强极地科考、深远海探测、载人潜器等海洋基础
研究，实施透明海洋与气候变化、蓝色生命与生物资源开发、
海底发现与战略性矿产资源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支持企业
牵头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盟、创新联合体，构建产学研
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

加快建设全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青岛将通过实施海
洋产业集群培育工程、海洋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海洋传统产
业提升工程，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推动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和着力培育深远海未来产业。通过高水平建设国家
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建设国内一流的船舶海工装备产
业基地、深入实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以及提升深海油
气、海底矿产、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等领域技术储备和装备保
障能力等措施，实现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矿业等产业突破
发展。

加快建设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青岛将通过实施
数字海洋建设工程、航运贸易金融创新工程，着力推动港口
提质增效、加快智慧港口建设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服务功
能。通过健全现代化港口设施，完善董家口港铁路集疏运体
系，拓展海铁联运服务网络，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通
过加快国际邮轮港区开发建设，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通过
推进港口建设与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打造港口智慧大脑，全力推动港口数字化转
型。通过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聚集高端金融要素，加速
集聚海事服务机构，提升金融服务海洋产业能力，发展船舶
管理、气象导航、海事仲裁等高端航运服务业。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青岛将通过实施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着力建设绿色生态海岸带、增强服务碳
达峰碳中和能力、加强海洋生态修复和防灾减灾能力。通过
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打造一批美丽海湾。加快推动自
然碳汇交易中心（山东）筹建落地，探索建立海洋碳汇交易机
制。提升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防控能力，加强海洋环境预
警监测能力建设，提高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水平。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心，青岛将通过实施海洋
国际合作工程，着力打造海洋开放新高地、拓展国际海洋合
作空间、搭建国际组织合作发展平台。建设好上合示范区、
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等海洋开放合作平台，支持中国—
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建设运行，推动东亚海
洋合作平台实体化，深化全球海洋科技、产业、经贸等领域务
实合作。

“到2026年，青岛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达到33%左
右，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 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2800万
标箱。”发布会上透露出了我市海洋发展的五年规划目标。

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在全球彰显特色，加
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青岛正牢记使命
嘱托、加紧加快行动。《五年规划》刻画的“五个中心”方向明
确，《三年行动方案》规划的“十大工程”可操作性强。目标清
晰明确，唯有奋斗作答。将蓝图尽快转变为施工图，青岛“活
力海洋之都”的城市愿景将一点点变成现实。

基于特色优势，努力在海洋科技、海洋产业、对外开放、海洋生态四个方面实现引领示范，谋划
海洋领域进阶发展的最新路径——

建设“五个中心”，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勋祥

努力实现“四个引领”

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关键在
于突出“引领型”。青岛将努力在海洋科
技、海洋产业、对外开放、海洋生态四个方
面实现引领示范

海洋科技

未来，青岛将立足发展基础，推动部、省、
市共建国家深海基因库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推动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海洋学院
等建设，进一步提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能
力，继续实现海洋科技引领

海洋产业

青岛正通过推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
验区建设、“国信 1 号”养殖工船建设运营，瞄
准大型、高端、深水、智能方向，大力发展高端
船舶与海洋装备等举措，努力实现深远海养殖
业、船舶海工业引领

对外开放

面向未来，将充分发挥上合示范区、青岛
自贸片区在海洋高水平开放中的重要支点作
用，抢抓 RCEP 生效实施机遇，深化全球海洋
经贸、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打造
海洋开放合作新高地

海洋生态

推动海洋生态引领示范，青岛将继续加大
胶州湾保护力度，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努力打造“水清、滩净、岸绿、湾美、岛丽”的美
丽海洋，力争形成更多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推动全市海洋工作继续走在全
国、全省前列

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最终的
目标是着力打造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
心、全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国际航运贸
易金融创新中心、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
心、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心等“五个中
心”。《五年规划》明确了“五个中心”建设
的重点任务；《三年行动方案》针对“五个
中心”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未来
三年重点推进的“十大工程”

国际海洋科技创新中心

青岛将通过实施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工程、海洋人才引进培养工
程，着力加强海洋重大科研平台建设、提升承
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能力和提升产学研协同
创新能力

全球现代海洋产业中心

青岛将通过实施海洋产业集群培育工程、
海洋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海洋传统产业提升工
程，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推动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和着力培育深远海未来产业

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

青岛将通过实施数字海洋建设工程、航运
贸易金融创新工程，着力推动港口提质增效、
加快智慧港口建设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服务
功能

全球海洋生态示范中心

青岛将通过实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
程，着力建设绿色生态海岸带、增强服务碳达
峰碳中和能力和加强海洋生态修复和防灾减
灾能力

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中心

青岛将通过实施海洋国际合作工程，着力
打造海洋开放新高地、拓展国际海洋合作空
间、搭建国际组织合作发展平台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