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海洋国际合作输出“中国智慧”
2023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开幕“海洋十年”青岛倡议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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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国际海洋场景创新合作中心揭牌

开幕式上举行了“零碳会议”暨碳中和证书
颁发仪式。据悉，经权威第三方机构中国船级
社核查与评价，本次论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将在活动结束后一年内以青岛西海岸新区贝
类养殖项目产生的碳汇量进行足额抵消，实现
论坛“碳中和”。这一行动既是加强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的创新之举，也是国内利用海洋碳汇实
现海洋论坛“碳中和”的率先探索，旨在为践行
国家“双碳”战略、建设“健康且有复原力的海
洋”作出青岛贡献。

现场，山东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创新创业共同体）、“海洋十年”国际海洋场景
创新合作中心进行揭牌。其中，创新创业共同
体是山东省政府批准建设的省级创新创业共同
体，由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山东省
海洋科学研究院、中科院海洋所等单位共同建
设，包含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骨干企业等理事
单位 29 家。创新创业共同体以提高山东省海
洋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发展壮大海洋产业为目
标，重点围绕海洋信息技术、海洋生物医药、海
洋清洁能源、海水资源利用、海洋碳汇等五个海
洋特色新兴产业发展，聚焦八个细分领域产业
链条，重点推进六大建设任务，凝聚“政产学研
金服用”等优质要素和优势资源，打造“科技引
领、资源集聚、协同攻关、深度融合、互补互促、
开放共享”的海洋产业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为加
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省建设提供重大
的战略支撑。

“海洋十年”国际海洋场景创新合作中心则
将链接全球创新创业者和海洋科技企业，为
海洋产业寻找优质平台场景，创新供需对接，
将商业化动力缺失的海洋科技项目向以市场
和企业推动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形
成以海洋新技术应用为特征的“领先市场”，
推动技术领先优势快速转化为市场领先优
势，促进海洋领域新业态、新企业、新技术、新
产品加速涌现。

>>>携手
发布“海洋十年”青岛倡议

会上，“海洋十年”青岛倡议正式发布。倡
议围绕打造世界海洋国际新平台、加强海洋科
技创新、发展蓝色经济、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等方面呼吁全人类携手“海洋十年”，推动实现
从“我们所拥有的海洋”到“我们所希望的海洋”

的转变，促进海洋、气候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 展 。 倡 议 的 发 布 ，将 进 一 步 推 动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落实，促进“海
洋十年”七大愿景实现，有助于凝聚全球“海洋
十年”发展共识和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助力青岛打造国际海洋名城和建设引领型现
代海洋城市。

主论坛环节，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
彼得·汤姆森，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ONCE 国际大科学计划负责
人焦念志，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姜国栋分别围绕“改善人类与自然关系，致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促 进 人 海 和 合 共 生 ”“ 联 合 国 海 洋 负 排 放

（ONCE）国际大科学计划”“走向深远海的山东
实践”做了主题演讲。

本届论坛由自然资源部、山东省人民政府
主办，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青岛市人民政府
承办，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执行，山东海洋集团
有限公司支持，由“一主、九分、一展”十一个板
块活动组成。一主，即开幕式暨主论坛；九分，
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防灾减灾论坛、深
海保护与利用论坛、2023国际蓝碳论坛、蓝色伙
伴关系论坛、海洋品牌与产业赋能论坛、国际海
洋产业融合发展企业家论坛、国际合作蓝色青
年科学家论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暨海
洋特色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国际海洋合作
与治理论坛；一展，即 2023 东亚海洋博览会。
同期，还将举办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
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成就和展望国际研讨会以
及欧洲涉海企业投资考察行、中日创新企业青
岛行两场经贸对接活动。

>>>发展
打造海洋国际合作青岛样板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的标志性项目。青岛论坛作为东亚海洋合作平
台的主要活动，此前已连续成功举办 6 届，累计
发布重量级报告（指数）26 份，成立东亚港口
联盟等国际合作联盟和协调机构 9 个，吸引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400 家企业和机构
参展。青岛论坛和东亚海洋博览会已成为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海洋论坛和知名海
洋展会品牌，成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载体。今年 2 月，亚洲唯一“海洋十
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启
用，中国唯一“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在新区
落户，西海岸新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携手东
亚伙伴，迈向世界舞台。

作为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
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实施科技兴海、产业强
海、开放通海、生态养海、统筹陆海，海洋经济
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聚焦“健康且有
复原力的海洋”，新区坚持海洋生态优先，大
力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成为全国首批、山
东首个获批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的区市，建
有全国首家自然碳汇交易中心，灵山岛成为
全国首个“负碳海岛”，灵山湾获评全国首批
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全力打造绿色可持续的
海洋生态环境。新区将以本次论坛为重要契
机，实体化、专业化、特色化、国际化运作东亚海
洋合作平台，推动建设跨国蓝色产业园、海洋经
济国际合作先导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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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李沛 于波
通讯员 陶雯雯

6月28日，以“‘海洋十年’，和合共生”为主
题的2023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开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海洋专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400余位嘉宾，以

“线上+线下”形式，共商海洋合作大计，共谋海
洋发展愿景。开幕式上，“海洋十年”青岛倡议
正式发布，山东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创新创业共同体）、“海洋十年”国际海洋场景
创新合作中心揭牌。本届论坛还获颁“零碳会
议”暨碳中和证书。本届论坛紧抓联合国“海洋
十年”这一全球顶层海洋科技倡议和“海洋十
年”国际合作中心落地青岛的两大机遇，聚焦

“海洋十年”七大愿景之一“健康且有复原力的
海洋”，集中展示我国海洋领域高质量发展与国
际合作的成就，交流健康海洋与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国际经验和技术成果，推广海洋生态文明
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和典型案例，推动山
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助力实
现联合国“海洋十年”愿景，为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深蓝2号”
预计年底前投入运营

在上午的主论坛环节，山东海洋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国栋给大家带来一
个好消息，那就是年产能可达 1800 吨的“深
蓝 2 号”，预计年底前投入运营。此前，年产
能 1000 吨的“深蓝 1 号”已在 2022 年 6 月和
2023 年 5 月先后两批成功收鱼，在全球首次
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获得成功，将国产
三文鱼搬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深远海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经济
效益作为支撑。姜国栋提到，为扩大生产规
模，在总结“深蓝1号”的基础上，集团设计建
造了我国应用海域最远、适用水深最深、养殖
水体最大、功能性能最先进的大型网箱装备

“深蓝 2 号”，养殖水体达 18 万立方米，使用
寿命增至 30 年，年产能可达 1800 吨，项目预
计年底前投入运营。未来，集团还将继续完
善鲑鳟鱼陆海接力模式，优化养殖品种，根据
海洋环境四季变化规律合理投放苗种，降低
夏季高温期养殖风险。

“深远海养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生物、海洋气候、
渔业养殖、冷藏加工等方方面面。”姜国栋说，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深远海养殖产业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

■深读一点

“海洋十年”青岛倡议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