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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浙江省海洋科技发展和海洋强省建设,文章概述浙江省海洋科研力量,分析其主要优

势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海洋科研力量优质且充足,科研项目及

其成果大量涌现,优势科研领域初步形成;浙江省海洋科研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优越的资源和区位

条件、蓬勃的海洋事业发展以及改革创新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与此同时,存在整体发展水平仍有

差距,力量、学科和人才分布不均衡以及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不足的问题;未来应谋划海洋科技发

展战略、促进海洋科研协同发展、完善海洋科研领域体系、优化海洋科研人才结构和推动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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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inZhejiangprovince,the

currentsituation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wassummarizedinthispaper.Themainadvan-

tagesandexistingproblemswereanalyzed,andcorrespondingsuggestionswereproposed.Results

showedthatthemarineresearchinZhejiangprovinceisofhighqualityandsufficient,withalarge

numberofresearchprojectsandachievementsemerging,andthedominantscientificresearch

fieldstakingshapeinitially.ThedevelopmentofmarineresearchinZhejiangprovincewasmainly
benefitedfromthesuperiorresourcesandlocationconditions,thevigorousdevelopmentofmarine

businessandthereformandinnovationofmarinemanagementmechanism.Meanwhile,theoverall

levelofdevelopmentstilllagsbehind.Thecapability,disciplineandtalentwereunevenlydistribu-

ted.Scientificinnovationandinversionandapplicationofscientificandtechnicalachievements

wereinsufficient.Therefore,itisnecessarytodesignthestrategyofmarinescienceandtechnolo-

gy,promotethecoordinatedevelopmentofmarineresearch,improvethesystemofmarinere-

search,optimizethestructureofresearchtalentsand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marines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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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inthefuture.

Keywords:Marinescienceandtechnology,Scientificinnovation,Talentconstruction,Scientificre-

searchinstitution,Achievementstransformation

0 引言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南翼,

东临东海、南接福建省、西衔江西省和安徽省、北邻

上海市和江苏省,海洋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1]。

随着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的全面

建设、“5211”海洋强省行动的深入实施以及海洋产

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浙江省海洋事业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科技创新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海洋科

技对海洋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2-3],海洋经济发展

离不开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4-6]。本研究概述

浙江省海洋科研力量,分析其主要优势和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浙江省海洋科技发

展,进一步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浙江省海洋科研力量

截至2018年6月,浙江省有27家海洋科研机

构,包括高校9家、国有企业3家和事业单位(含科

研院所)15家。海洋科研人员约1520人,包括高级

职称人员668人、“两院”院士7人、省部级及以上人

才工程人员375人次、领军人物142人和创新团队

89个。科研领域全面涵盖海洋基础学科和应用

学科。

高校累计开设74个涉海本科专业,具有15个

涉海一级学科硕士点,具有海洋科学1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海洋资

源与环境、海洋信息科学与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海洋药物学、海洋化学与化工、中国历史地理

(边疆与海洋史)7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涉

海省级一流学科有14个:A类学科6个,包括海洋

科学(浙江海洋大学)、海洋水产(浙江海洋大学和

宁波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浙江工商大学)、生物

工程(浙江万里学院)以及中国海洋历史与文化(浙

江师范大学);B类学科8个,包括船舶与海洋工程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和浙江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浙江海洋大学和宁波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浙江海洋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浙江海洋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浙江工商大学)以及海洋水

产(浙江万里学院)。

建有涉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个和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26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包括流体动力

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卫星海洋

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

研究所)、声呐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国家海洋生物制

品检测重点实验室(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和浙江

省检验检疫局)以及国家海洋设施养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浙江海洋大学、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和

浙江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总体来看,随着浙江省海洋事业的稳步发展,

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并取得一

系列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海洋科研力

量优质且充足,科研人才数量、质量和结构不断提

升;②海洋科技投入呈增长趋势,科研体系逐渐完

善,科研项目及其成果大量涌现;③优势科研领域

初步形成:膜法海水淡化技术及其产业化、海产品

育苗和养殖技术、海产品超低温加工技术以及分段

精度造船技术等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海洋潮汐能开

发利用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浙江省海洋科研的主要优势

2.1 优越的资源和区位条件

浙江省是海洋大省,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海岛、

港口、渔业、能源、油气和景观等海洋资源,其中海

岛数量、海岸线长度、近海渔场可捕量和潮流能蕴

藏量均居全国首位。此外,浙江省是“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具有连接东西、辐射南北和沟

通内外的区位。优越的资源和区位条件是海洋科

研的直接载体和先天优势。

2.2 蓬勃的海洋事业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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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的加快推进,浙江省海洋事业发展面临前

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海洋科技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出台并落实多项

政策,为海洋科研创造良好契机。

2.3 改革创新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

作为全国首批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浙江省

先行先试,通过改革创新海洋管理体制机制,着力

推进海洋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例如:率先以规

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海域和海岛使用的市场化机

制,实现全国首个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拍卖;率先

将海域使用权“直通车”制度合法化并在全省推广,

温州市成功申请成为全国首个海域综合管理创新

试点城市;率先开展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海洋生

态红线制度试点,组建省海岸线管理办公室,实施

沿海滩涂“滩长制”管理,大力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成为全国唯一的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省。

海洋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不仅刺激产生新的

海洋科研需求和目标,而且为海洋科研提供基础平

台和制度支撑。

3 浙江省海洋科研存在的问题

3.1 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差距

与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和广东省等相比,浙

江省海洋科研的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差距[7-9],主要

表现在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经费投入、国家重点学

科、新兴专业、课题立项和成果产出等仍较少。

3.2 力量分布不均衡

浙江省海洋科研力量较分散且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科研机构涉及不同的行业和领域,缺乏统一、

规范和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沟通平台,无法实现资源

共享,导致资源浪费和科研重复等现象,从而降低

海洋科研的效率和质量。由于缺乏“龙头”科研机

构的引领作用,海洋科研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出现

大量“小课题、小成果、小发明、小成就”,而综合性

强和集成度高的国家级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较少,

有影响力的重大科技成果也较少。

3.3 学科分布不均衡

浙江省海洋科研的学科设置具有自发性和随

机性等特点,缺少面向国家战略实施和现代海洋产

业发展的规划和布局,并出现“重硬科学、轻软科

学”和“重传统科学、轻新兴科学”的现象。海洋战

略、海洋管理和海洋法律等仅为特色研究方向,尚

未形成科研体系。海洋信息技术、海洋生物医药、

海洋新能源和海洋工程装备等方面的科研基础明

显薄弱。

3.4 人才分布不均衡

浙江省海洋科研人才集中在杭州市以及高校

和科研院所,而其他城市和企业较少;综合型和高

层次以及科技创新、经营管理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

科研人才较少。

3.5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不足

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滞后,科研仍以跟踪和

模仿为主,在重大和关键海洋技术领域突破较少;

海洋科技成果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均不高,对经济增

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力仍不足[10]。促进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仍有待完善,尚未形成以企业

为主体,由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共同组成的科技成果转化链。

4 对策建议

4.1 强化顶层设计,谋划海洋科技发展战略

借“两区”建设和“5211”海洋强省行动的东风,

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海洋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谋

划符合浙江省实际的海洋科技发展战略,并制定明

确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从而提升海洋科研整体发展

水平。

4.2 统筹科研力量,促进海洋科研协同发展

拓展视野,集聚全省、全国乃至国际海洋科研

力量,打造具有绝对优势和领军能力的“龙头”科研

机构,并充分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海洋科

研协同发展。以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为原则,在项

目实施、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交流合

作,探索联合攻关机制,优化组合各类科研资源和

人才资源,共同推进重大和关键海洋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加强科研机构之间的沟通,建立开放式和共

享化的仪器设备和数据管理体系,避免重复和封闭

建设,提高科研的效率和质量。以浙江省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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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浙江省海洋科技协会和海

洋工程学会等行业协会的成立和运作,建设海洋重

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新型企业研究院,组织海洋

多学科融合交流和培训等。

4.3 加大经费投入,完善海洋科研领域体系

继续加大对公益性和基础性海洋科研的持续

性投入,促进以政府为引导,社会、企业、公众和外

资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和多渠道的海洋科技创新

投入。通过设立海洋科技创新专项基金,保障经费

投入的稳定性、长期性和增长性,同时支持重大海

洋科技项目攻关。“十三五”期间,重点加大对海洋

发展战略、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环境整治、海洋数字

平台和海洋防灾减灾等基础性和应用性技术领域

以及深水、绿色和安全等海洋高技术领域的专项经

费和政策支持。根据行业和地区需求、投入产出效

益以及辐射效应,科学、合理和及时地配置海洋科

研资源和成果。重点培育优势学科,大力建设薄弱

学科,完善海洋科研领域体系。

4.4 加强队伍建设,优化海洋科研人才结构

根据浙江省海洋经济和海洋战略的发展需求,

以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进一步完善

人才培养、评价、激励和流动机制,努力打造规模适

度、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和素质优良的海洋科研队

伍。通过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3个环节,

建立健全多层次和多形式的海洋科研人才体系。

扩大涉海专业规模,推进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

提高海洋教育水平。重点引进和培养海洋高技术、

创新型和重点领域的领军人才,充分发挥领军人才

的带动作用,围绕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经济发

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海洋权益维护等重大

课题,建设浙江省海洋“智库”。

4.5 提高创新能力,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抓住机遇,全面谋划,争取在全国率先建成具

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产、学、研、政、

企有机结合,建立海洋科技创新战略联盟,以重大

海洋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有效促进海洋科技成果在

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公益服务和海洋经济发展等领

域的应用。以舟山市和宁波市被列入“十三五”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为契机,通过推进产业链

协同创新和产业孵化集聚创新,支持涉海企业开展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一批创

新型“龙头”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促进重点产业向中

高端迈进。建设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全面提升

信息集散、技术评估、技术咨询、市场预测、决策支

持、项目孵化、投资融资和客户服务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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