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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

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凯

聚力打造创新策源地，抢占海洋
科技制高点

海洋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战略支撑点。今年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持续聚力
打造创新策源地，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

高能级海洋科创平台集聚发展。新区工委科
技委、海洋委一体化运行，印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培育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2024-2026
年）》，统筹涉海科技资源；“仲华”大科学装置总控
与数据中心建成，空天动力装置列入教育部“十五
五”培育项目，海洋生态系统积极申报“十五五”大
科学装置；挂牌成立青岛海洋气象研究院，精细化
海洋气象服务；汇聚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等11家

“国字号”涉海科研院所、各类涉海创新平台 246
家。抢抓国家实验室体系重组契机，进一步“上接
天线”，累计重组获批海洋关键材料、海洋食品加工
与安全控制等7家涉海全国重点实验室及分部。

高层次涉海人才加速引育。印发《青岛西海岸
新区统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实施意见》，
统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成立青岛海洋
发展干部人才学院，建设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
心、区域人才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举办中国海洋
工程科技创新论坛、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蓝洽会等
活动，布局人才窗口、搭建人才飞地、组建校友联
盟，集聚中国海洋大学等12所涉海高校，海洋人才
7.9万人、涉海合作院士27名。

高水平海洋创新成果蓄势赋能。强化政策资
金保障，制定大院大所向区向海发展意见，出台资
金管理使用办法，设立高校校长基金、大院大所专
项资金、重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高校校长基金累
计支持95个项目建设转化。探索“企业出题、校所
答题、联合攻关、政府服务”模式，推动高校院所与
企业需求精准对接，上海技术交易所（青岛）科创服
务中心揭牌，山东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山东省船舶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实体化运营，山东
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举办
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发布海洋科技成果
195项、需求49项；哈工程船舶科技园获评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小巨人”企业1家、省级瞪
羚企业2家、高新技术企业18家，累计总产值20余
亿元。

塑造海洋经济新优势，建强海洋
产业发展主阵地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今年
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不断塑造海洋经济新优势，
建强海洋产业发展主阵地。

放牧深远海，深耕“蓝色粮仓”。加快海洋牧场
建设，累计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17处，分别占全省
和全国的1/5、1/11，成为全国县（区、市）级最大的
国家级海洋牧场群。创建首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
殖试验区，“深蓝1号”网箱累计收鱼1000余吨，开
创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先河。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创建国家级刺参良种场1处（青岛瑞滋集团）、省级
水产原良种场6处，获国家水产新品种认定2个（刺
参新品种“参优1号”、对虾新品种“海茂1号）。瑞

滋集团“参优1号”苗种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
“阡里毛虾”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注册，新区
水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达到4个。

聚力高精尖，打造“大国重器”。依托海西湾国
家级船舶海工产业基地，集聚北海造船、中海油海
工等100多家船舶海工及各类配套企业，打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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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建成世界最大吨位级“海上石油工
厂”P70、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FPSO）“海葵一号”、全球首例一体化建造LNG模
块化工厂、国内首艘搭载智能船舶系统的风电安装
平台“港航平5”等一批大国重器，全球首批15万吨
级大型养殖工船启动建造；潍柴海洋装备制造中心
一期竣工，聚力打造国际领先的船舶研发建造产业
基地。引进中船民船中心总部、麦克德莫特国际等
项目，补齐船舶海工发展短板，船舶海工由“造壳”
向“造心”加速迈进。

耦合“航贸金”，港产城融合发展。重点依托青
岛港、青岛自贸片区、唐岛湾金融科创区，大力发展
高端物流、大宗商品交易、绿色金融等涉海服务业，
着力推动航运、贸易、金融一体发展。深化区关港
联动创新，推出中转集拼+多式联运等100余项创
新举措，建成北方最大的船舶交易市场，全国首创

“海员司法救助资金池”服务模式，青岛港跻身世界
第四大港口、建成亚洲首个自动化码头，国际航运
枢纽竞争力指数位居东北亚之首。

丰富新业态，海洋文旅持续繁荣。开展文化旅
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引入缦合缦等高端文旅
项目，实施竹岔岛旅游开发，唐岛湾文化艺术中心
启用，东方贝壳文化博览园等文旅项目加快建设，
凤凰岛艺术中心、时空数字艺术产业园投入运营。
深度挖掘商贸文化、民风民俗，360°全景秀《海上有
青岛》场场爆满，成为青岛文旅新名片。成功举办
青岛国际啤酒节、中国海洋美食文化节等节会，灵
山岛生态旅游区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金
沙滩啤酒城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明月海藻世
界获评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深蓝之光”对外
开放，“网红打卡地”串珠成线。

深耕海洋治理，打造海洋开放合作
新高地

海洋治理在推动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多
方合作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青岛西海岸新区加强深耕海洋治理，打造海洋
开放合作新高地。

持续扩大“蓝色朋友圈”。连续举办七届东亚
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全国唯一的“海洋十年”国
际合作中心运行，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实施伙
伴，全球海洋观测伙伴关系西太区域办公室等6家
涉海国际组织入驻。今年10月，2024海洋合作发
展论坛在新区成功举办，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
1790位嘉宾出席，成为山东省历史上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的海洋盛会。

青岛自贸片区提质升级。中国（山东）自贸试
验区青岛片区全部位于西海岸新区，获批五年来，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自主改，助力海洋
改革开放走在前。率先打造口岸恒温查验新模式，
集装箱查验作业效率整体提升50%。“蓝色自贸”海

洋经济统计核算新模式、海域使用权及海上构（建）
筑物所有权登记改革、海洋经济活动商事主体登记
即认机制等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

构建人海和谐美丽海洋，海洋可
持续发展实现新突破

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是一个全球性问
题，也是大家共同的期盼。青岛西海岸新区着力构
建人海和谐美丽海洋，海洋可持续发展新突破。

创建全国美丽海湾。严格落实“河长制”“岛长
制”等长效机制，在全国率先实施“湾长制”，扎实做
好海洋生态红线监管。开展灵山湾、龙湾、古镇口
等海岸线修复工程，扎实推动灵山岛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建设。“碧海含金 蓝碳有价”案例获评
2024年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蓝湾整
治累计清理岸线137公里，沿海岸线成为一条独具
特色的文化大道、旅游大道、生态大道、景观大道，
灵山湾获评全国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助推蓝色碳汇发展。获批全国首批、山东首个
气候投融资试点区（市），建成全省首个气候投融资
项目库。举办中欧气候投融资暨ESG（环境、社会、
治理）国际合作会议、中欧可持续发展青岛论坛等
系列活动，打造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新平台。
积极开展海洋碳汇标准体系研究，促成山东省首笔
海洋碳汇交易。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成为全国
首个“负碳海岛”，获评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近6亿元，为全国海岛领域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提供新样板。实施滨海湿地退养还湿，
建设西海岸国家海洋湿地公园，新区荣获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节约集约利用海域海岛资源。探索海域使用
权立体分层设权，推动跨风河新建桥梁工程等项目
实现海域分层立体使用确权，海域管理模式加速从

“平面”向“立体”转变；加快海域海岛保护开发，统
筹用好竹岔岛、灵山岛等海岛独特资源，加快推进
三峡海上风电等新能源重点项目。

下一步，青岛西海岸新区将继续创新发展、先
行先试，深化外贸政策优化创新和海洋政策集成改
革，持续办好“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海洋合作
发展论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奋力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新区实践，为青岛加快建设引领型现
代海洋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日前，《青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发布，明确“4+3”的城市性质和核心功
能定位，其中城市性质中的“现代海洋城市”，是对
青岛城市定位的全面提升，是深化落实海洋强国
战略提出的新使命、新定位。作为全国第一梯队
的海洋城市，青岛的优势在海洋，特色在海洋，未
来也在海洋。

青岛西海岸新区，是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
题”的国家级新区。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落实
全省、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主
动服务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海洋强市建设大局，
走在前、挑大梁，聚焦科技兴海、产业强海、向海开
放、生态养海、统筹陆海，加速培育壮大海洋新质
生产力，奋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
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从蔚蓝到未来。据初步核算，2024年前三季
度，青岛西海岸新区实现海洋生产总值1676.2亿
元、增长8.6%，占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的41.6%，占新
区地区生产总值的43.2%，对全市海洋经济贡献率
为44.65%。

■青岛西海岸新区推出360°全景秀
《海上有青岛》。

■青岛西海岸
新区海西湾船舶海
工产业基地。

韩加君 摄

■青岛西海岸新区唐岛湾风貌。

■亚洲首个全自动化码头——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张进刚 摄

■2024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

■华大基因北方中心。

■“港航平5”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交付。 张进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