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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的青岛来
说，海洋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先天优势，也
是引以为傲的资源禀赋。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
国”。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
施过程中，青岛也被寄予厚望，突出西海
岸新区、青岛蓝谷等战略平台引领，打造
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肩负这样的历史使命，青岛市近
年来在良好的海洋科研和产业基础之上，
蓝色经济动能不断增强、潜力加快释放。
2017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市GDP比重
超过四分之一，向建设国际海洋名城的目
标不断迈进。

>>>科研实力

国家级海洋创新平台落岛城

2018年4月19日，我国“科学”号考察
船完成了对西太平洋麦哲伦海山系统多
学科综合调查，回到了位于青岛的母港。
在此次科考中，科研团队对麦哲伦海山链
的典型海山进行了综合探测研究，填补了
国际上在该海山区调查的空白。
4月21日，“向阳红18”科学考察船在

位于青岛市鳌山湾的国家海洋局深海基
地靠港，其搭载31套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海燕-4000级水下滑翔机和海
燕-10000米级水下滑翔机等设备，在马
里亚纳海沟完成了18个剖面的下潜观测，
最大工作深度达到8213米，刷新了下潜
深度的最新世界纪录。
5月3日，圆满完成2018年综合海试

航次的“大洋一号”船返回青岛。本航次任
务共计45天，总航程6208海里，“海龙”
“潜龙”系列潜水器共完成12次下潜，获得
大量试验数据和丰富调查资料。其中，我
国最先进的自主潜水器“潜龙三号”共完
成4次下潜，下潜成功率百分之百，不仅创
下了我国自主潜水器深海航程最远纪录，
还开创了自主潜水器和船载地质取样装
备同时作业的新模式。
像“科学”号等以青岛为母港的大国

重器还有很多。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
实验室是我国首个海洋科技实验室。它依
托青岛市现有科考船、水下机器人、蛟龙
号等重大科研设施，整合各类海洋科研设
施和数据资源，打造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科学考察船共享平台，并具备从近海
至远海完整调查能力。而国家深海基地是
世界上第五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也是
“蛟龙”号探测器的母港。近年来，随着青
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深

海基地等为代表的“国”字号重大海洋创
新平台的落户，青岛不断地在海洋科研与
创新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引领海洋创新
走向深蓝。
作为海洋科技名城，青岛拥有涉海科

研院所18家，海洋专业高校8家，部级以
上涉海高端研发平台34家，高端研发平台
和高端人才占据全国的三分之一，海洋高
端创新载体和人才集聚，为青岛的海洋经
济发展提供了才智支撑。
未来，青岛在海洋科研领域还将有一

系列的大动作：海洋国家实验室全球第三
条大洋科考船“梦想号”将于 2021年下
水；全球海洋科研领域最快的2600万亿
次／秒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
正式启用；来自5个国家的20多个团队正
在开展“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使用高
通量技术加紧从化合物中筛选发现新药
物；“蛟龙”号将于2020年6月执行环球航
次；“七龙探海”立体深海探测网络正在加
快构建……

>>>功能布局

“一谷两区”引领蓝色经济

数据显示，2017年，青岛海洋生产总
值实现2909亿元，同比增长15 . 7%，占青
岛市GDP比重达26 .4%，海洋经济总量占
全省比重20 .8%，比2016年提升1 .5个百
分点。海洋经济拉动GDP增长3 . 9个百分
点，比2016年提升0 .4个百分点。

青岛海洋经济近年来的强劲增长，也
为蓝色经济形成区域聚集打下基础。目前
以“蓝色经济”为主导的青岛市“一谷两
区”（蓝色硅谷、西海岸新区、红岛经济
区），正在加快形成以“蓝色经济”为特色
的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增
长动力，对青岛海洋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
进一步凸显。
在东部湾区，蓝谷以海洋教育科技为

特色、以海洋高端产业为支撑，将成为引
领青岛海洋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引
擎。数据显示，2017年蓝谷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77亿元，同比增长11.5%；全年完成海洋
经济生产总值10.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14 .2%，同比增长17 .6%。全年签约重点
项目达到41个，总投资额约750亿元。
西海岸新区的海洋经济也保持较快

增长，去年全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
近四成，总量稳居各区市首位。截至目前，
西海岸新区共储备蓝色经济项目170个，
77个项目列入市蓝色经济区建设重点项
目，总投资1400亿元，分别占全市的55%
和69%。国家海洋基因库实验室、国家级
海洋物探及勘探设备工程实验室投入运
行，船舶与海洋工程创新中心获批全省首
批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增省级以上重点实
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9家、累计达到
149家。
红岛经济区蓝色经济的发展势头也

十分迅猛。截至目前，累计引进建设“国字
号”创新平台16个，中科院声学所青岛分
所、长光青岛应急技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基地正式启用，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创新
园、青岛大学全科医学院培训基地等高校
合作项目落户建设，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
工程研究院青岛分院、青岛钱学森创新研
究院揭牌成立。还形成了集国家百强药
企、创新企业的医疗医药聚集区，下一步
将建设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基地。

>>>涉海产业

海工装备制造大块头频出

3月22日，中船重工武船集团承建的
世界最大矿砂船——— 新型40万吨超大型
矿砂船“矿石天津号”在青岛命名交付。这
是青岛市船舶海工产业交出的一份闪亮
的成绩单。
事实上，青岛在深海海工装备制造领

域的实力足以跻身世界前沿，“海洋石油
201”、“深潜号”、“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这些科考“神器”的背后，都刻有青
岛自主设计和研发制造的印迹。随着哈尔
滨工程大学青岛船舶科技园、中船重工青
岛海洋装备研究院、中船重工702所、中船
重工712所等一批国内顶级海洋装备研发
机构等在青岛汇聚，青岛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研发创新体系将日趋完善，现已拥有国
家级企业创新平台3个、省级企业创新平
台1个、市级企业创新平台4个。
而在海水淡化领域，青岛坐拥市级以

上工程研究中心15家，形成了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打破国外垄断的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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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GDP四分之一是
青出于蓝，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和人才占全国三分之一，“一谷两区”

这是青岛港邮轮母港（5月7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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