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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海

洋强省建设行动计划》，标志着山东省新

一轮海洋强省建设正式启动。2021年，

山东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1.49万亿元，海

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其中，海洋渔

业、海洋生物医药业等五大海洋产业规模

居全国第一。

向海图强，山东正发动新一轮“海洋

攻势”，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释放“蓝

色潜力”，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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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在海岸线上随处可见，然而在山东海

瓷集团的车间里，不起眼的贝壳却被赋予了第

二次生命——它被锻造成“薄如纸、白如玉、声

如磬”的海洋贝瓷，价值翻了几番。

贝壳之变，高科技居功至伟。山东海瓷集

团凭借贝茨生产过程中“钙质瓷的釉中彩手绘

生产工艺方法”拿下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科技加持下的小贝壳成长为大产业，这只

是山东释放海洋潜力的“冰山一角”。山东拥

有3500多公里海岸线，约占全国海岸线的 1/6，

其拥有的近 16 万平方公里的蔚蓝国土与陆域

面积相当，海洋资源丰度指数居全国第一。

面对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富有进取心的

山东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培育壮大海洋产业的

努力。数据显示：2021 年山东海洋生产总值

1.49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 1/6，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超过 18%；海洋渔业、海洋盐业、海洋生物

医药、海洋电力和海洋交通运输业的产业规模

位居全国第一……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开创新时

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山东最大的潜力在海洋，最大的空间在海洋，

最大的动能也在海洋。

向海图强，山东托起全
国海洋科技的“半壁江山”

夏日的海南东南陵水海域一碧万顷，由我

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 10 万吨级深水半

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从来不

缺乏全球关注。

而为这一“大国重器”提供船体模块建造以

及大合龙服务的正是位于山东烟台的中集来福

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来福士）。

敢于挑战“全球首座”，这是创新者中集来

福士融在血液中的基因。要知道，全球最大、

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蓝鲸 1

号”、能够在海底 3千米处寻宝的“蓝鲸 2号”均

出自这家中国海洋工程的领军企业。

山东省下辖 16个地级市中，有 7个地市沿

海。类似中集来福士的行业龙头企业，在这些

城市云集。

“作为山东省海洋产业体系的新兴战略产

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产业规模正在走向

1000 亿元层级；同时，山东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产值超过 200 亿元，比重约占全国一半。”山东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省海洋局局长张建东

列举的上述数字，揭示出该省海洋产业的“硬

核实力”。

支撑海洋产业做大的是一批核心装备。

“以‘蛟龙’号、‘向阳红 01’、‘科学’号以及‘海

龙’号、‘潜龙’号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深远海装备投入使用，有效拓展了认识

海洋、开发海洋的广度和深度。”张建东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

科技创新，是海洋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

记者从山东省科技厅了解到，“十三五”以来，

山东承担了全国近一半的重大海洋科技工程，

实施了“透明海洋”“问海计划”等重大工程，研

发了智能浮标、深海浮标、水下无人航行器等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并得到了

应用。

浩瀚海洋，也成了山东人新技术、新模式

大展拳脚的地方。

走向远海，从一条“鱼”
到一根“链”

乘坐快艇，一路劈波斩浪，记者到达了山东

烟台长岛南隍城岛海域。这里集结了首批亚洲

最大量产型深海智能网箱平台——“经海 001

号”“经海002号”“经海003号”“经海004号”等，

它们呈“田”字形分布，分立于黄海海面。

“经海”系列智能网箱，是一种钢结构坐底

式养殖平台，其养殖包围水体达 7万立方米，可

实现网箱平台的深远海鱼类养殖功能。“传统

养殖，即在陆地上建造养殖池，占地面积大，养

殖规模难以提升。”在烟台经海海洋渔业公司

养殖事业部经理吕建国看来，将智能网箱应用

到深远海养殖后，一个网箱就可养殖约 70万尾

经济鱼类。

更重要的是借助外海水深流大、饵料资源

丰富的优势，“经海”系列网箱以人工和天然双

重饵料配以清洁水质，实现了深远海智能装备

化“类野生”养殖。

深远海养殖打破传统近海业态重叠、望洋

兴叹的局面，而在“经海”系列、全球首艘 10 万

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 号”之外，

山东还建成了国内首座深远海智能化坐底式

网箱“长鲸 1 号”、国内首座坐底式深远海智能

化海珍品养殖网箱“国鲍 1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烟台海岸带研究

所常务副所长杨红生介绍，作为国家唯一的海

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省份，截至 2020 年底，山

东海洋牧场综合经济收入超过 2500亿元，正引

领全国深远海智能装备化养殖浪潮。

鱼类养殖走向深远海，并不是孤立的，山

东人更看重产业链。

与深远海相呼应，山东人在陆地上建立起

产业园区，他们布局苗种繁育、高端研发、精深

加工、展示交易和冷链物流等产业链条，带动

海洋高端传感器、特种装备、海洋大数据、海洋

生物医药等项目聚集，开创“陆海岛”一体化、

深远海全链条发展新篇章。

从一条“鱼”延伸到一根“链”，鱼的价值得

到了“翻跟头式”的蹿升。

实际上，不仅仅是养殖领域，在海洋生物

医药、海洋牧场、海上风电、海水淡化与综合利

用等多个领域，山东人都在致力于“以点带

面”，打造多根产业链条。

三大目标，山东发展海
洋经济瞄准“世界一流”

翻开中国地图，山东大地宛如一只雄鹰，

面向海洋，振翅欲飞。

“山东最大的潜力在海洋，最大的空间在

海洋，最大的动能也在海洋。”这句话现已在山

东全省上下成为共识。山东全面推进海洋产

业转型升级、海洋科技创新攻关、海洋港口整

合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改善、海洋开放合作深

化，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

站在全球竞争的角度上，山东在海洋科

技、海洋人才的优势以及长期积累形成的海洋

产业基础，支撑着山东海洋人的信心。比如山

东拥有全国近一半的海洋科技人才和 1/3的海

洋领域院士，拥有 55所省级以上海洋科研教学

机构、236个省级以上海洋科技平台。

在去年国家科技奖评选中，山东主导及参

与完成 37项国家科学技术奖项。

以山东大学海洋研究院特聘教授吴锜承

担的深远海探测科技攻关专项——全海深下

海洋传感器的检验关键技术和校准核心算法

为例，该团队开发出全海深（11000 米）海洋环

境模拟舱，填补了国内外此类高精度检验和校

准装置的空白，使我国对深海观测设备拥有国

际话语权，推动山东成为海洋传感器强省。同

时，它对山东建设海洋物联网、实施智慧海洋

突破行动、经略深远海、促进海洋经济新旧动

能转换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技支撑下，“人才—成果—项目—产

业”的逻辑链条已经成型，山东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有了十足底气。

去年年底，山东对外发布《“十四五”海洋经

济发展规划》，设立了三大目标，即到2035年，山

东海洋经济和科技水平位居国际前列，对国民

经济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跃上新台阶；沿海港口

发展水平整体大幅跃升，建成世界一流港口；高

水平海洋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基本建成海洋

经济发达、海洋科技领先、海洋生态优良、海洋

文化先进、海洋治理高效的海洋强省。

目标高，任务重，挑战大，但山东人有信心

沿着规划，砥砺前行。

瞄准三大目标
山东发动新一轮“海洋攻势”

数据最具说服力：“十三五”期间，青岛西

海岸新区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4.4%，占青

岛海洋经济总量的 40%、占山东省海洋经济总

量的 10%……

青岛西海岸新区已成为山东向海图强、青

岛发挥龙头引领作用的崭新一极。

青岛西海岸新区承担着海洋强国战略使

命，是青岛海洋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青

岛西海岸新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十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不断放大

海洋资源集聚优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海洋产业，

推动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海洋新兴产

业扩能升级，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 大 国 重 器 ”将 养 殖
区推向深远海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海西湾，是世界知

名的船舶海工产业基地。这里聚集了 100余家

船舶海工制造企业及各类配套企业，形成了上

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

部署，我国对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不断从近海迈

向深远海。

十年来，依托海西湾船舶海工产业基地，

青岛西海岸新区着力突破关键技术，不断强化

设计研发、核心设备制造，推动船舶和海工装

备向深远海、极地海域和自动智能方向发展。

“从设想到落地，这条船中国人等了整整

40年！”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国信中船

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项目技术总工程师王

伟堂说。

今年 5月 20日，全球首艘 10万吨级智慧渔

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号”在海西湾正式交付

运营。

这是一座移动的海洋牧场。从鱼苗入舱、

投喂养殖到运输、加工、起捕，“国信1号”在一艘

船上构建起了一座渔业养殖加工厂。它的成功

下水，将我国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

“国信 1号”是海西湾船舶海工产业基地从

传统造船业向高端海工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成果之一。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日新月异

船舶海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也日新月异。

青岛西海岸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蓝色药

库”的主要研发基地。近几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管华诗对西海岸新区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颇为看好，他领衔的院

士团队与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合作共建

国际海洋药物协同创新中心，开发海洋类抗肿

瘤新药。

距离青岛正大制药不远处，青岛华大基因

研究院以 537 人的科技队伍，打造了世界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国家海洋基因库。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近年来向海洋生物产

业转型的本土企业也不在少数。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已从一家海

藻加工企业，成长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生

物制品企业，涉足海藻酸盐、功能糖醇、生物医

用材料等多个产业，其制备的体内植入用超纯

海藻酸钠打破国外垄断，开启国产化之路。

无独有偶，青岛聚大洋藻业集团有限公司

也实现了从工业级产品到食品级产品，再到海

洋生物医药级产业的转型升级，企业与管华诗

院士团队合作研发海洋寡糖，原料产值可从每

吨 10万元跃升至 200万元。

海洋生物医药曾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

产业发展的短板。在全面剖析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生态后，青岛西海岸新区推出“链长制”工

作部署，绘制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1 个图

谱”和“13 张清单”，形成产业链条全景图。据

统计，2021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产值增长超过 30%，成为新区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科技赋能经略海洋底
气足

无论是船舶海工产业的质变，还是海洋生物

医药产业日益成势，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背后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加快“中字头、国

字号”重大创新平台引建。截至目前，青岛西海

岸新区已拥有中国科学院大学海洋学院、中国

海洋大学等 20所驻区高校；集聚国家级涉海重

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17个，涉海科研院所11

家，建立院士工作站 9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设站总量达9个，海洋人才总量达6.2万人，

海洋科技优势明显，高端海洋科研平台集聚，海

洋科技企业加速培育，让青岛西海岸新区在深

入践行“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打造海洋强国

战略新支点”的国家战略使命中底气十足。

围绕经略海洋蓝图，青岛西海岸新区紧抓

科技主线，充分发挥海洋发展委员会、科技创

新委员会联动互补作用，坚持以协同创新引领

海洋科技发展，打通人才、平台、成果、产业、生

态等环节，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海洋经

济管理和服务体系；设立 1亿元高校校长基金、

1 亿元重大科技专项，出台股权激励十条等政

策，让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擦出协同创新的

“火花”；出台加快建设国家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领航区的实施意见，全力打造海洋科创高地。

以科技放大资源优势，这里扬帆远航向深蓝

从初次领略世界上最先进自动化钻机时的

震撼，到自己亲身参与研发出行业瞩目的国产

高端自动化钻机，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

司钻井工艺研究院石油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

石油机械所）副所长高煜在持续十年“啃硬骨

头”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高煜所谓的“啃硬骨头”，属于国家级课题

“深水钻机与钻柱自动化处理关键技术研究”下

的重要项目，其目标是研发我国自己的钻机自

动化系统。

十年磨一剑。当项目研发大功告成之时，

高煜从当初的职场“小白”已经蜕变为中国石化

青年岗位能手、石油机械所副所长。

面对记者的提问，高煜深有感触：“我们十

年潜心研究自动化、智能化钻井技术，帮助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让钻井行业旧貌换新颜，内心感

到无比光荣而自豪。”

对石油行业来说，采掘石油之前必须先经

过钻井阶段。传统石油钻井现场作业主要依靠

人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特别是

在管柱输送、上卸扣、起下钻等作业环节，存在

较大安全风险。

在国际上，一些新型钻机、海洋钻井平台都

配套了相应的钻机自动化装备，只需两个人在

司钻房即可实现全自动“无人接管”作业，但价

格昂贵，让国人望而却步。

高煜无法忘记那次搅动内心的震撼：“十

年前的一次技术交流会上，我看到了世界上

最先进的自动化钻机的风采，仅需一个人在

中央控制室，就能完成钻进、起下钻、上卸扣、

管柱排放一整套钻井流程，简直是在看科幻

大片。”他说。

破解一线难题，在科技前沿插上“中国制

造”的旗帜，成为高煜科研团队攻关的初心。高

煜说：“攻关这个项目，就像孕育生命，我们将之

命名为 DREAM（梦想）。”

当梦想规划好了，如何实现它却是挑战。

管柱输送、上卸扣、起下钻，这些复杂繁重的环节，以往完成每一步都需要人工

操作，这些成为高煜他们“梦想团队”的攻关重点。每一天，科研人员都在探索如何

将钻杆运上十几米乃至数十米高的钻台，整齐存放、准确连接……

作为历史的参与者，高煜已经记不清自己熬了多少日夜，画了多少图纸，跑了

多少现场……蚊虫叮咬的钻台上，灯光常亮的实验室里，不眠不休的加班夜里，高

煜和同事们的每一秒都没有浪费。他们深信：啃下硬骨头，必须付出所有。

高煜负责国内首套 ZJ90 型电驱二层台排管装置的研发，需要从零开始，一遍

遍试验，一遍遍失败，乃至一遍遍复盘、重新开始。在冥思苦想中，在反复总结中，

在越挫越勇中，他在成长，项目在慢慢成熟。最终，“机械手零下 20 摄氏度毫米级

精度控制”的目标完美实现。

10 年间，高煜科研团队持续攻关，相继研制了动力猫道、二层台排管装置、泥

浆防溅盒、液压动力集成系统、司钻集成控制系统等自动化核心设备；他们通过合

作研发，定制了适用现场集成配套的铁钻工，并优选了动力卡瓦、液压吊卡等井口

自动化工具，形成了钻机管柱自动化集成配套技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攻坚克难中，高煜也逐渐成长为“梦想团队”的核

心骨干。

如今，在国家页岩油示范区牛页 1区试验井组，“胜利天工”钻井管柱自动化系

统正发挥全力；在司钻房里，钻井工人盯着显示屏，仅凭摇杆和控制面板就能轻松

操控钻井，就像是在“开飞机”。

目前，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大步向前，“梦想团队”也在开展新一轮攻关，研发“一

键式”钻机关键模块，以高端化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赢得未来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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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世界首座规模最大的智能化深海渔场在青岛交付使用。
俞方平摄

全球首座一体化建造LNG工厂首个核心工艺模块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启航 侯宪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