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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研平台众多
亟待形成合力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

技术。青岛拥有众多涉海高校、科研院所及
创新平台，除了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
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
究所等传统科研平台，近几年新建了海洋
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中科院海洋
大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青
岛）等“国字号”涉海科研平台。
然而，众多科研平台存在多而不统、

“九龙治水”的问题，导致企业需求与高校
和科研院所成果匹配不理想，双向赋能偏
弱，大量科技成果没有形成现实生产力，亟
待补齐这一科创短板。
以深远海开发为例，青岛拥有国内唯

一的国家深海基地和国内首个国家深远海
绿色养殖试验区，国家深远海开发战略保
障基地、中国深远海开发集团、深海水下装
备产业园等相继列入省市海洋经济规划，
国家深海基因库、国家深海大数据中心和
国家深海标本样品馆三大深海公共科技平
台及深海科考母港基地等重大深远海项目
加快建设，深远海装备制造取得产业化突
破，远海风电开发也开始起步，是名副其实
的深远海开发领军城市。
不过，青岛在深远海开发方面还存在

诸多问题。“多个深远海平台建设齐头并
进，功能定位不清晰甚至冲突，缺乏系统设
计和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重复投资、重复
建设问题时有发生。此外，远洋捕捞、深海
养殖、海上风电等产业各有各的基地，相互
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山东省海洋经济文
化研究院研究员刘康说，深远海开发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设计和综合保障，政
产学研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
深远海开发离不开科技创新与装备突

破，深海油气、风电及养殖开发的关键技术
环节与核心装备研制能力不足，已成为青
岛深远海产业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堵点。刘

康认为，对比上海、深圳、广州等先进城市，
青岛的海工装备研制、海洋信息技术、海洋
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及深海工程技术支
撑能力相对落后，深远海产业发展存在明
显短板，关键核心技术、产业链关键环节亟
待加强。
刘康建议，依托市委海洋委或市发改

委，成立青岛深远海开发协调工作组，统筹
政产学研载体建设。“调整优化西海岸新
区、蓝谷、自贸试验区等功能区深远海功能
定位，建立统一的深远海开发立项审批制
度、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重大科技攻关与产
业化项目政产学研协同组织机制。统筹国
家深海基地与国家深远海开发战略保障基
地建设，协调中国深远海开发集团、国家深
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国家海洋科考船母
港、海上综合试验场陆基码头与配套保障
设施建设，形成协调高效的深远海开发服
务保障体系。”

应用型海洋人才不足
重金“引育留用”
长期积累形成的海洋科技人才优势，

是青岛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第一
资源”。
顶尖人才是担当国之重器、突破关键

技术的领军人物，是提升城市创新力的关
键支撑。青岛拥有20多位涉海院士，占全国
涉海院士总数约30%。为引进集聚院士等
顶尖科学家，青岛自2017年开始实施顶尖
人才认定奖励政策。今年4月，青岛市委对
自主培养的两位新当选院士进行嘉奖，授
予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
员王军成、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
研究所研究员陈松林“青岛市顶尖人才”称
号，每人奖励500万元。
不过，青岛市海洋人才队伍建设的短

板也比较明显：85%以上的海洋人才从事
基础研究，从事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新材
料、海洋信息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的应用型人才不足20%，人才布局失衡、
流失现象严重。
例如，海水温度、盐度、深度是海洋环

境调查和监测中最重要的常规观测项目，
截至2019年，中国各类型温盐深传感器市
场规模约为1 .5亿元，其中95%由国外温盐
深传感器占据，指标超过7000米的高端温
盐深传感器更是100%由国外企业垄断。
“驻青高校院所中，仅有山东省科学院
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山东大学海洋研究
院在开展温盐深传感器相关研发工作，两
个团队加起来共23人。”中科院海洋所科研
处副处长于垚说。
再如，船舶海工产业是青岛的传统优

势产业，建造了不少“国之重器”，但仍存在
研发设计能力不足、核心配套技术实力不
强、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为加快补齐船
舶海工产业发展短板，青岛加快海洋工程
类科研机构及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力度，与
清华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联合组建
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青岛），同时争取设
立不低于500亿元以上的中国海洋工程发
展基金，专门用于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相
关项目的成果转化。
在“海洋强国”战略驱动下，国内其他

沿海城市竞相招揽海洋人才。深圳海洋大
学筹建负责人公开表示，将面向全球顶尖
大学“成建制地”引进海洋领域高水平的学
术梯队，面向世界知名海洋高科技企业与
科研机构吸引优秀人才。
青岛作为海洋人才高地，也感受到了

压力，近几年大力招引高校科研院所。中科
院大学海洋学院整合中科院13个涉海研究
所的优势科研力量，将海洋教学重心由北
京转到青岛，利用青岛丰厚的海洋资源推
进科教产创深度融合，培养国际化、创新
型、复合型的海洋人才。中科院海洋大科学
研究中心全面投入运行以后，将充分发挥
平台汇聚作用，吸引好的海洋项目、人才、
团队、科技资源向青岛集聚。
目前，青岛正着力打造全球有影响力

聚集全国30%涉海院士、40%涉海高端研发平台和50%海洋领域国

超硬核的科研实力如何成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红梅

6月8日，由自然资源部
第一海洋研究所牵头发起的
联合国“海洋十年”大科学计
划正式获批，标志着我国在海
洋与气候预报预测领域跨入
国际科学引领阶段，成为青岛
海洋科技创新综合能力的又
一注脚。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海洋科学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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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打
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核
心支撑和最大底气。
不过，青岛海洋科技创新

短板也很明显：涉海科研人员
80%以上集中在高校、科研
院所，且大多集中在海洋基础
研究领域，从事海洋工程装
备、海洋新材料等海洋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领域的应用型人
才不足20%，难以对产业发
展形成有效支撑，而且海洋人
才及科技成果外流的压力日
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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