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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为加快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促进海洋经济和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文章分析山东省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现状、海洋科技产业发展的特点及其制

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各海洋产业发展迅速,已初步聚集化;海洋科技创新显著支撑和促

进海洋经济发展,但绩效和效率仍较低;海洋科技产业的源头创新能力、发展模式、涉海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创新功能载体和国际化等优势明显,但在产业聚集度、科技创新平衡发展、龙头企业带

动、专业化公共研发试验平台、新兴产业发展速度、金融财税政策落实和创新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等

方面仍存在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区建设路径,即强化原始创新核心

作用、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坚持海洋生态环境优先、加强全球合作和创新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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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analyzedthestatusofmarineindustryandmarineS&TinnovationinShan-

dongprovince,andtheircharactersandrestrictivefactors,inordertoagglomeratemarineS&T

industryandupgradethestructureofmarineindustry.Thestudyshowedthatmarineindustriesin

Shandongprovincehaddevelopedfastandagglomeratedinitially.Also,marineS& Tinnovation

promotedthemarineeconomy,however,theresultandefficiencywerelowrelatively.Theadvan-

tagesonoriginalinnovation,developingmodel,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marineenterprises,the

carriersofinnovationfunctionandinternationalizationwereveryobviouscomparedtotheag-

glomerationofmarineindustry,thebalanceddevelopmentofS&Tinnovation,thedrivingpower

ofleadingenterprises,thetestplatformforR&D,thespeedofnewindustries,thefinancialpoli-

ciesand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Basedontheaboveall,thedevelopmentpat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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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S&TIndustryAgglomerationDistrictinShandongprovinceweresuggestedinth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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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创新

驱动发展等的宏观指导下,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等以海洋为主题的区域规划以及“十三五”规划等

的具体部署下,我国海洋科技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学者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运用在海

洋产业领域,刘洪滨[1]、赵昕[2]、韩立民[3]、纪建悦[4]、

王晶[5]和徐胜[6]等分别对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区

域海洋产业结构和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等进行

研究。海洋科技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孟

庆武[7]、倪国江[8]和刘曙光[9]等提出海洋科技创新的

定义,刘凤朝[10]、李华杨[11]和姜鑫[12]等在此基础上

延伸提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概念,并开展相关评价

研究。在产业聚集度方面,国外研究中的定性方法主

要有区位模型和钻石模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

着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等的不断完善,定性研究开始

转向定量研究,经历由产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空

间基尼系数、E-G指数到无参数回归模型等的发展过

程[13];国内学者已认识到海洋产业聚集在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科技产业聚集方面,提

出产业聚集是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14]。目前我国亟须开展科技引领海洋产业聚集发

展、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区域海洋科

技产业聚集区建设研究。

山东省是海洋经济大省,海洋资源禀赋良好,

海洋科技实力雄厚,近年来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和支

撑海洋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形成较完备的海

洋产业集群和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与此同时,山东

省仍存在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度不高、海洋科技创新

发展不平衡、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专业化公

共研发试验平台较少、新兴产业发展速度缓慢、金

融财税政策落实和创新不足以及海洋生态环境压

力较大等问题。目前山东省正处于动能转换、结构

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发挥海洋领

域的综合优势,以科技为先导、以产业为聚集,建设

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区。

1 山东省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现状

1.1 海洋产业

“十二五”以来,山东省海洋生产总值保持年均

10%以上的高速增长,海洋经济在山东省整体经济

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

得益于国家顶层设计和创新驱动战略,山东省

沿海地区立足于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已初步

建立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和错位竞争的海洋产业区

域发展新格局,各种海洋产业发展迅速,形成较完

备的产业集群和技术体系。①海洋装备制造领域,

形成以烟台深海钻井平台、东营滨州采油装备、威

海新型船舶和潍坊海洋配套装备为主的海工装备

制造和配套产业集群,拥有从船舶修造、船用柴油

发动机制造、船舶电力系统研发到港口和船用机械

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形成海洋油气、海洋监测仪器

仪表和海水淡化3大海工装备优势领域,尤其是海

工平台设计制造和总装能力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②海洋化工领域,潍坊、滨州和东营地区形成以卤

水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的海洋化工、海洋医药和海

水综合利用等科技产业的链条式发展,并形成优势

产业集群;③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青岛海洋生物医

药研究院以及烟台海洋生物与医药产业基地等科

研和产业平台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值

居全国首位;④现代海洋渔业领域,养殖模式向生

态化、集约化和工业化发展,生产空间由近海走向

远洋,传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值稳居全国首位;

⑤滨海旅游领域,大力开展海岸带和滨海湿地的生

态保护和修复,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河口湿地、滨海

渔盐、海底牧场和野生生物等特色鲜明,发展生态

旅游产业潜力巨大。

目前山东省主要海洋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洋

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

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电



第8期 王健,等: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发展研究 19   

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

主要海洋产业已初步聚集,但聚集程度仍有待提高。

1.2 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在海洋科技创新的带动下,山东省海洋经济已

进入集约式增长阶段,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具

有显著的支撑和促进的作用,但仍存在不足。

从海洋科技创新的绩效来看,山东省在海洋科

技创新产业化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仍有不足,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与广东省和上海市等技术经济

活跃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从海洋科技创新的效率

来看,山东省海洋科技资源的巨大优势没有完全发

挥,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有明显差异:①青岛

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占据科技创新的核心地

位,区内各项创新基础和资源投入以及创新产出在

空间上呈向青岛市聚集的趋势;②东营市、烟台市、

潍坊市和威海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较接近,但与青岛

市差距较大,整体位居中游;③日照市和滨州市的

科技创新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巨大,亟待大力提高。

海洋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已成为国家或地区提升

产业竞争力、促进海洋经济转型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重要方式。目前正在建设的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提出“以蓝色经济引领转型升级的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定位以及建设全球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的目

标,将带动区域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山东省应综

合统筹创新要素,发挥海洋基础研发力量对传统产业

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方面的作用;通过提高海洋经济

技术效率,进一步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2 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发展的特点

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创新驱动海洋经济

发展,海洋科技源头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初步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海洋科技产业,建设

若干海洋产业特色园区和创新载体,探索海洋科技

产业融合新模式,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海洋产业发

展成效显著。

2.1 海洋科技源头创新能力优势明显

海洋科学基础研究是推动海洋科技创新的源

头力量。山东省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为龙头的海洋科研集群,汇聚15家中央驻鲁

海洋科研教学单位;拥有全国近50%的高层次海洋

科技人才、20名“两院”院士、32家省部级海洋重点

实验室和14艘海洋科学考察船;承担“十五”以来全

国海洋领域近50%的“973”和“863”计划项目,实施

“透明海洋”和“问海计划”等重大海洋科技工程,催

生一大批对海洋产业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科研成果;

显著提升解决重大海洋科学问题和海洋科技源头

创新的能力,进一步巩固海洋科技在全国的优势地

位,在抢占世界海洋科技前沿和满足国家海洋战略

需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2 海洋科技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依靠海洋科技进步,山东省逐步建立绿色循环

利用、海陆统筹联动和产业精准定位等多种产业转

型升级新模式。绿色环保和低碳高效的海洋化工

循环经济初步形成,“一水多用”和“一地多用”等产

业模式蓬勃发展,形成海水养殖-浓缩制盐-提溴

制碱-海水淡化(光伏发电)-金属钠镁提取-溴

系医药-阻燃剂-节能环保产业等较完整的产业

链条;海洋科技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加强,“以

海带陆,海陆统筹”初见成效,山东华特磁电、青州

巨龙环保和山东开泰等一大批非涉海企业纷纷涉

足海洋产业;海洋科技企业定位精准,细分市场竞

争优势明显,在诸多行业产生“隐形冠军”,如寿光

富康制药的TMB和TMP产量居全国首位,无棣海

忠软管公司是国内唯一规模化生产海底300m水

深静态软管的企业,山东九环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抽

油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连续12a居全国首位。

2.3 涉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山东省涉海企业拥有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4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21个海洋领域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基本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海洋产业技术创

新体系,涌现中集来福士、胜利高原、东方海洋、寻

山集团、明月海藻和绿叶制药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创新型企业。如,中集来福士是全球领先的海

工装备制造商之一,其深水半潜式平台订单占全球

市场份额的21%,自主研发的半潜式和自升式多型

海洋钻井平台数量占国内的80%;无棣海忠软管公

司的深海动态柔性管道产品打破国际技术垄断,技

术水平国际领先;黄海造船有限公司建造我国首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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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船长在150m以上的大

型客滚船。

2.4 创新功能载体统筹发展初见成效

山东省在沿海地区布局一批海洋科技产业区

域创新载体,科技产业聚集和军民融合联动效应初

显。建设东营现代渔业示范区、蓬莱经济开发区海

洋装备制造产业园和荣成海洋食品药品经济园等

18个省级海洋特色产业园;烟台海洋生物与医药产

业基地进入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打造国际生

物科技园和绿叶国际医药科技产业园等创新单元;

潍坊滨海海洋化工和鲁北海洋科技产业等“国家火

炬特色产业基地”的带动作用明显,成为区域海洋

经济新的增长极;青岛古镇口海洋军民融合示范园

区围绕军民融合和海洋科技的功能定位,实现国

防、科技、产业、人才和设施等的全面和联动发展。

2.5 海洋科技产业国际化步伐加快

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不断拓展国际化视野,青

岛中德生态园、中韩(烟台)产业园和中新国际海洋

城等国际合作园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典

范,与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英国、韩国、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乌克兰等国的海洋科技交流与

合作不断深化,海洋科技产业的区域开放度明显提

高。重点涉海企业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通过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全方位国际化合作模式,有

效实现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突破。其中,中

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收购瑞典知名设计公

司BTAB,形成中欧互动的产品研发创新格局;山东

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在全球建立16个技术研发

中心,形成全球技术研发、销售和售后体系;杰瑞石

油服务集团获得Plexus公司知识产权的授权,实现

海洋油气开发水下设备的本土化供应;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收购美国Avioq公司并布局精准医疗,实现

主业做强、多元产业并举的创新发展。

3 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度不高

通过聚集创新资源和叠加扶持政策,目前建成

的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效

果显著,但海洋技术研发转化资源仍较分散,尚未

建立专业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3.2 海洋科技创新发展不平衡

海洋科技研发重点不平衡,基础性和前沿性研

究多,而产业共性和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少,大部分

技术突破处于技术创新链条或产业链条的外围;海

洋科技力量布局不平衡,中央驻鲁海洋研究机构有

80%集中在青岛市,其他沿海地区分布较少;海洋

科技投入不平衡,青岛市获得科研经费多,其他沿

海地区少。此外,近年来大量高端科技人才流向外

地,也带来较大冲击。

3.3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

海工装备制造、海洋化工和海洋渔业等产业已

涌现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但企业规模和总体实力与

海尔等企业差距较大;海洋化工类企业资源依赖性

强,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

力不高;海工装备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末

端,利润受制于上游企业,易受国际市场冲击;许多

企业的核心技术、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装备国产化率低,难以拉动配套产业发展;企业聚

焦于自我发展,区域创新引领作用不明显,抱团发

展能力不足。

3.4 专业化公共研发试验平台较少

涉海企业科技研发实力不均和建设重复,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生产脱节,众多中小

企业缺乏研发或试验所需资金、场所、设备和人力

等条件,中试等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受管理体

制约束过多。

3.5 新兴产业发展速度缓慢

海洋生物医药业和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新

兴产业已逐渐兴起,但产业规模有待进一步壮大;

非涉海企业开始涉足前沿海洋科技产业,但仍处于

试验研发阶段,尚未实现规模化生产,距形成新兴

产业仍有较大距离。

3.6 金融财税政策落实和创新不足

海洋科技企业与社会资本的联系不够密切,支

持海洋科技企业发展的创新型金融产品较少,企业

普遍存在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海洋渔业和海工

装备制造业险种较少,企业承担风险较大;地方政

府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等财

税优惠政策的执行方面,存在“重收入、轻优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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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降低企业研发积极性。

3.7 海洋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山东省近海海域整体污染较严重,黄河口和莱

州湾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绿潮等

海洋生态灾害发生频率较高,人海关系仍较紧张。

4 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区建设路径

综上所述,山东省具备打造海洋科技产业聚集

区的资源、产业和科技优势,但在产业聚集度、创新

资源分布和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存在“短板”,亟须

充分发挥海洋科研机构云集、海洋高端人才汇聚和

海洋科研实力领先的创新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海

洋产业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要素,以交

流合作带动开放共享,促进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加

快建设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区。

4.1 强化原始创新核心作用,建设国际海洋科学

中心

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龙

头,统筹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

国家级优势海洋科研机构资源,建设科技资源有效

聚集、科学技术国际领先、科研环境自由开放和体

制机制运行灵活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际海洋

科学中心,开展引领海洋科技发展的前瞻性基础研

究,强化国际海洋科技原始创新核心作用。

4.2 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打造海洋科技产业聚集

高地

围绕海洋科技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提升海洋

科技产业创新能力,布局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建立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研发创新体系,以技术创新

支撑产业发展,以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升级,推动海

洋产业群“上下配套、左右耦合”,打造海洋科技产

业聚集高地,形成创新型产业增长极。

4.3 坚持海洋生态环境优先,建立生态文明和谐

家园

树立绿色、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实行生态

优先和开发保护并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建立健

康低碳的生态体系,破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实现

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发展节

能减排技术,积极探索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模式,

促进人海和谐。

4.4 加强全球合作,打造海洋科技国际品牌

发挥科技创新合作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

作用,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海洋科技创

新合作需求,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建设成为全球

海洋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4.5 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聚集区发展环境

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改革的一

系列重大部署,在海洋科技产业聚集区构建充满活

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保障机制;建设海洋领域专业

化公共研发、检测和试验平台,推动开放共享,降低

企业成本,促进技术协同和成果转化;统筹优化科

技创新资源,强化金融财税等政策的落实和创新,

提高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建立聚集区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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