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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领跑技术……

就青岛产业优势？
的海洋人才中心城市。《关于实施新时代
“人才强青”计划的意见》制定了海洋人
才发展计划，给予海洋人才一系列优惠
政策。比如，海洋领域高层次人才，按照
用人单位实际给付个人劳动报酬的30%
给予补贴；海洋领域急需紧缺专业的博
士、硕士，按照每人每月1500元、1200元
标准给予住房补贴，分别高于其他领域
博士、硕士25%和50%；开展海洋领域突
出贡献人才评选活动，获评人才最高可
享受30万元奖励，对有重大贡献或取得
重大科技突破的实施“一事一议”。

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不再“墙内开花墙外香”
长期以来，青岛高校、科研机构与地

方、企业对接不充分，科研优势与产业布
局严重错位，海洋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
需求不对称，再加上市场导向驱动不足、
科研成果转化平台支撑能力不够、政策
体制对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适应性不佳等
多种因素制约，本地转化率较低。
例如，青岛海洋科研优势主要集中

在传统的海洋生物、海洋渔业、海洋地
质、物理海洋等基础科学领域，成果难以
在本地实现产业化。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董事长张国防曾

坦言，公司近年来多次从高等院校和科研
院所引进海洋生物方面的科研成果，但真
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少之又少。“一项科
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还需要攻克
原材料、设备、工艺、审批等一系列难题。
就是这最后一公里，往往因为资金、人才、
政策等方面的限制而难以打通。”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科研团队

参与研发的GV-971，是全球第14个海
洋创新药，可以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然
而，GV-971研发经历过一段无人问津
的尴尬境地，由于当时青岛企业前期投
入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无奈之下到

外地去转化，最终成为上海制药行业的
明星产品，墙内开花墙外香。
“我在中国海洋大学，在青岛，把成
果放在上海，父老乡亲都问这个成果弄
哪儿去了，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但是过程
就是这么个过程，这是个客观事实。”管
华诗院士曾坦言，他也想在青岛转化，但
是很难找到人来投资。
另一个由管华诗院士主导的海洋抗

肿瘤药物BG136，可以靶向治疗结肠
癌，但在临床研究阶段的投资强度从百
万级激增到千万级，这是高校院所负担
不起的。与此同时，上海向BG136项目
伸出了橄榄枝，以10倍的报酬挖管华诗
院士团队。
为了不再留下“科技成果外流”的遗

憾，青岛设立了总规模50亿元的“中国蓝
色药库开发基金”，从海洋先导化合物发
现到成果产业化提供全链条投资支持，
着力解决海洋药物研发周期长、成本高、
风险大问题，同时引入市场化运作、社会
资本参与、专业机构评估，推动更多海洋
药物在本地研发生产。
目前，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中

国海洋大学和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
联合研发的免疫抗肿瘤海洋药物BG136
即将出炉；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与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成立的
青岛海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实现首轮融
资，进一步支持“蓝色药库”开发计划，推
动海洋药物“梯次产出”。
青岛蓝谷药业有限公司与中科院海

洋所合作研发慢性肾病海洋药物升级产
品，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收入超10亿元。
此外，还积极引入外地成果，抗肿瘤海洋
药物HD-18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

情况，只是一个缩影。近几年，青岛不断
完善“高校院所＋企业”深度对接机制，
推动涉海企业与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
构加强合作，开展支撑海洋产业发展的

核心共性技术研发和转化，同时，优化
“科技+企业+金融”对接机制，促进更多
海洋科技成果就地转移转化。

立足青岛策源地
强化海洋科技创新引领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海

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了解海洋观测
设备与信息服务系统研发应用情况，连
线“深海一号”作业平台。虽然远在南海
之滨，但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
“深海一号”作业平台都跟青岛有关，前
者是青岛海洋科教力量的开枝散叶，后
者的主体建造及总装等核心工作均在青
岛完成。
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成立

于2019年5月，现有院士、长江学者等高
层次人才70余名，研究生408名，在服务
国家海洋安全、资源开发、防灾减灾、海洋
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深海”
和“热带”两大主题，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
海南地域特色，三亚海洋研究院目前主要
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构建“南海立体
观测网”，这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空-天-
地-海”一体化区域海洋观测系统；二是牵
头建设“南海海洋大数据中心”。
2020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院长包振民成为
三亚柔性引进的首位“海南省大师级人
才”。
今年2月，由包振民院士领衔的海南

省热带水产种质重点实验室在崖州湾科
技城揭牌运行，成为该团队在打造世界
一流海水种业研发平台上迈出的又一大
步。当下，在三亚海洋研究院热带海洋生
物种质资源开发与种业工程中心的实验
室里，包振民院士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开
展卵形鲳鲹、东星斑、南美白对虾等新品
种选育。
水产种业是青岛的传统优势产业。

青岛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渔业产业基础
强、海洋科研力量突出，是我国五次海水
养殖浪潮主导品种的研发地，先后培育
出国家审定的水产新品种60个，占全国
总数1/4以上。其中，三倍体牡蛎、墨瑞鳕
在全国苗种市场占有率超过70%，“白玉
参”、“黄海系列”中国对虾、“海大系列”
长牡蛎等品种受到业内高度认可。
“青岛发展海洋种业具有人才和技
术优势，但近年来发展力度相对不足，很
大一个原因是把水产种业与水产养殖业
联系得太密切，认为成果难以在本地转
化，且后者存在效益低、影响海洋环境等
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育种业发
展。”包振民曾表示，海洋种业是“总部经
济”，可以立足青岛，成果转化应瞄准全
国全球，完全不必一直盯着本地转化。
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

究所、青岛瑞滋集团有限公司历时12年
联合研发选育的“参优1号”刺参新品种，
有效解决了高温和化皮病给刺参养殖业
造成的严重损失，可覆盖辽宁、山东、河
北、福建等全国沿海刺参养殖主产区。
“‘参优1号’刺参苗种价格比其他同类产
品高近70%，但仍供不应求，目前在国内
的幼体市场占有率达到30%以上。”青岛
瑞滋集团总经理范瑞用说。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种业，青岛

市今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快现代种业创
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保、育、测、
繁、推”等关键环节,突出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强化育种科研创新,全面提升种业
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在振兴水产种业方
面，青岛正在探索组建中国蓝色种业研
究院（青岛），打造全国水产种质研发创
制高地和水产种业产业化应用基地。
聚焦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科技

自立自强，青岛海洋科研力量加强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立足青岛这一策源
地，辐射全国乃至世界，引领、带动作用
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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