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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鳌山湾，浪潮涌动。

位于青岛即墨市鳌山卫问海路北侧，紧邻这片蓝

色的大海，有一片美丽的建筑，这里便是青岛海洋科

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洋国家实验室”）

所在地。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

的引领作用，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科技部等国家有关

部委、山东省、青岛市积极作为，全力谋划和推动了海

洋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2013 年 12 月，海洋国家实

验室获科技部正式批准，2015 年 6 月正式运行，标志

着我国首个以海洋科研为特色的国家实验室“扬帆起

航”。海洋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

表示，自获批试点建设以来，在科技部、山东省、青岛

市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海洋国家实验室围绕气候、

国防、资源、能源等重大问题，瞄准世界海洋科技前沿

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按照“开放、流动、合作、共

享”的原则，以重大科研任务汇聚创新力量，以先进科

研条件夯实创新平台，以网络化布局组织协同创新，

以优质科研服务提升创新效率，着力建设国际一流的

海洋科学研究基地，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担当国家使命
筑梦“海洋强国”

地球上最广阔的咸水水体，被称之为海洋。占据

了地表 70%面积的海洋，孕育了无数的生命。向海而

兴，开海而盛；背海而弱，封海而衰。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开发海洋、走向深蓝，成为事关国家前途、民族未

来的重大战略抉择。

历史反复昭示我们，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

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经略海洋，坚定不移地走

以海富国、以海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

记曾多次对海洋强国战略作出高瞻远瞩的谋划和部

署，提出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

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指出建设海

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重点在深水、绿

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尤其要推进海

洋经济转型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

的研究开发。

纵观海洋科技发展史，借鉴美、俄、英、法等国的

经验，从国家层面布局和建设综合性的海洋科技机

构或平台，为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提供科技支撑和

引领是必然的选择，海洋科技发展急需国家级综合

性创新平台支撑。对此，海洋国家实验室坚持面向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计民生重大关切，立足世

界海洋科技前沿，确定了透明海洋与国防安全、蓝色

生命与生物资源安全、海底过程与能源矿产安全、深

海与极地极端环境、健康海洋与生态安全五大战略

任务，明确了深海高端仪器、海洋工程装备、海底矿

产、深蓝渔业、蓝色药库、海洋大数据、海洋新能源、

海洋新材料等八大产业突破方向，配套建设大型科

研平台，初步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化一

体的海洋科技创新链。

瞄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认识海洋、经

略海洋、维护国家权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等“建设海洋

强国”战略需求，海洋国家实验室先期启动实施了“透

明海洋”计划，着力发展一批海洋观测核心技术与重

点仪器设备，改变海洋观测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局

面，初步构建了西太平洋—中国海—印度洋“两洋一

海”综合立体观测系统，发展海洋环境精细化预报体

系，解决国家海洋环境安全保障平台建设中的关键技

术，以实现重点海区环境信息透明化，提高海洋环境

灾害及突发事件的预报预警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提

升我国海洋环境安全保障能力。

面向国民经济重大关切，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海洋观测仪器装备，海洋国家实验室与山东省科技

厅共同设立“问海计划”专项，强力支持相关技术发

展。依托海洋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开放式协同创新平

台资源，集合国内外科研单位优势资源，建立协同创

新网络。围绕“透明海洋”科研任务，与天津大学、中

船重工、中船工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中科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合作，自主研发

水下智能装备平台、水下及水面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

及装备、海—空—地信息安全传输系统，打造全球船

舶智能航行中心。初步建成海洋观测与探测联合实

验室、海洋高端装备联合实验室、深蓝渔业工程装备

技术联合实验室、智慧海洋与军民融合等多个创新载

体，有力推动海洋科技发展。与浪潮集团合作，开展

海洋大数据挖掘、海洋智能计算与信息服务产品开

发。支撑“屯渔戍边”和“深蓝渔业”，建设海洋创新药

物筛选与评价平台，打造蓝色药库，服务人类健康需

求。针对绿潮等近海生态灾害问题，实施了黄海浒苔

绿潮应对行动计划。

立足世界海洋科技前沿，面向国际海洋科技发

展趋势和竞争热点，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

东省联合基金的资助下，海洋国家实验室聚焦深海

极端环境与战略资源、海底过程与矿产资源开发、蓝

色生命过程与生物资源利用等前沿方向，启动了重

大战略研究项目，取得一批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潜

在应用价值的原创成果。在中印度洋海盆首次发现

了大面积富稀土沉积物，在南黄海中部隆起中—古

生代海相地层首获油气显示，大陆架钻探跻身国际

前沿。酝酿发起的“透明南大洋”、“透明印度洋”和

“海上丝路”等国际海洋大科学计划已得到国际海洋

界的积极响应。正在实施的“万米深海行动计划”，

将推动我国深海研究进程，彰显海洋国家实验室在

世界深海研究的影响力。

探索创新体制机制
打造改革“试验田”

2013年，科技部批复同意将建设海洋国家实验室

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点。

科技体制与机制创新是科技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是集中力量做大事的基础。海洋

国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栽毅表示，作为首个试点运

行的国家实验室，海洋国家实验室借鉴了全球著名海

洋科研机构建设经验，先行“试点”，创新体制机制，努

力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探索新路径。

山东省、青岛市等地方政府率先作为，主动担

当，以加快建设海洋国家实验室为己任，累计投入资

金 23 亿元开展先期建设，其中基建总投资达到 13 亿

元。2013 年海洋国家实验室试点正式获批后，山东

省、青岛市落实新增投入 10 亿元，主要用于科研条

件建设、人才引进和日常运行。通过设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山东省联合基金、“问海计划”等方

式先期启动科研工作。青岛市成立推进海洋国家实

验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支持海洋国家实验室

建设发展，并在海洋国家实验室周边建设 400 万平

方米海洋专业孵化器，300 万平方米人才公寓，配套

设立海洋发展基金。

经科技部批准，海洋国家实验室建立了理事会

管理、学术委员会指导、主任委员会负责的“三会”

组织架构；青岛市设立海洋国家实验室发展中心及

其党委，不定行政级别，探索试行自设岗位、自主

招聘、自定薪酬的职员制管理，稳定支持建设运行

经费，初步形成“大平台、小法人”的运行模式，建

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构建以功能实验

室、联合实验室、开放工作室为主体的科研体系，

启动建设 10 个大型公共科研平台，组建精干的管

理服务保障队伍，形成了系统规范的管理制度，基

本实现了规范化运行。

打破科研“碎片化”格局，变“单打冠军”为“团体

冠军”，形成了有利于海洋创新要素竞相迸发和创新

源泉竞相涌流的海洋科研生态环境。科技部等国家

11 部委、山东省、青岛市及相关科研机构形成强大合

力，组建了一个基本体现国家意志的海洋国家实验室

理事会；以国家重大任务为牵引，以大科学平台与设

施集群为依托，通过人员双聘制、知识产权共有等“形

散神不散”的机制设计，汇聚整合相关学科优势力量，

服务国家战略，初步解决了创新资源重复、分散、封闭

的问题；以共享后补助方式，建立起海洋科考船队、大

型科研仪器装备等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提高了财

政投入效力。探索推进法定机构改革试点，实现了由

“科研管理”向“创新服务”的转变。

立足国际海洋科技前沿
提高世界影响力与话语权

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在海洋，潜力在海洋，优势在

海洋，希望也在海洋。由海洋国家实验室酝酿升腾的

蓝色科技浪潮，正在改写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格局，重

振海洋科技地位。

以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为主要载体，构建以青

岛为核心、联通全国、辐射全球的协同创新网络。通

过构建全球协同创新网络，主导发起国际海洋大科学

计划，打造高端的国际学术峰会，努力提高海洋国家

实验室的世界影响力和话语权。

构建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海洋国家实验室与国

际著名涉海高校、科研单位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

中心），建立分布式全球协同创新网络。启动与澳

大利亚联邦工业研发组织、塔斯马尼亚大学、新南

威尔士大学等机构的合作，筹建国际南大洋研究中

心，并依托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建设海外科考母港，

为实施“透明南大洋”“透明印度洋”和“海上丝路”

国际海洋大科学计划提供保障；与俄罗斯希尔绍夫

研究所建立国际北极研究中心；与美国伍兹霍尔海

洋研究所建立国际深海研究中心；与德国海姆霍兹

系列海洋研究所合作，建立深海仪器装备中德联合

研究中心。

引领国际海洋科技前沿，海洋国家实验室设立面

向全球的“鳌山论坛”，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学术峰会，

引领国际海洋科技发展。2016年以来，先后召开了天

然气水合物开发、极地海洋生态、智慧海洋、海洋大数

据等主题的 9次鳌山论坛，国内外专家千余人次参与

研讨，发起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海上丝路”等国际海

洋大科学计划。9 月 19 日，成功主办 2016 年“气候变

率及其可预报性研究项目”（CLIVAR）开放科学大

会，有超过 600名国际知名科学家前来参会。

发起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由海洋国家实验室主导

发起的2016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论坛于9月26日—28

日举行，包括 1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共有 20 个

国家、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英国国家海洋研究

中心、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世界顶级海洋科研机构

和国内外知名涉海大学等 60 余个涉海院所领导人参

会，被誉为全球海洋科技领域的“G20 峰会”，为海洋

国家实验室发起“海上丝路”等国际大科学计划、确立

在全球海洋科技发展的核心地位奠定坚实基础。

深化国际科技合作
汇聚全球创新资源

海洋国家实验室通过深化国际科技合作，推动跨

国技术、成果、人才等科技资源向这里转移聚集、孵化

的效应，正日益凸显，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海洋科技

创新体系正在鳌山湾畔加速形成。

王栽毅表示，海洋国家实验室积极承担国家国际

科技合作任务，有效地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在扩大科技

开放与合作中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提升我国国际科技

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创新“项目—人才—基地”相结合

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成为国家在利用全球科技资

源、扩大科技对外影响力等工作中的骨干和中坚力

量，并对海洋领域或地区国际科技合作的发展产生引

领和示范效果。

通过发起国际海洋大科学计划，设立海外联合实

验室，主动设置全球性海洋议题，推动科技资源双向

流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领域创新治理。设立“海上

丝路”国际合作专项，在“海上丝路”周边国家合作建

立观测台站，重点在事关国家未来发展关键海域，开

展固定断面调查，形成系统调查数据；在澳大利亚建

设国际南大洋研究中心，汇聚全球力量实施“透明南

大洋”和“透明印度洋”。与国外海洋科研机构共建的

联合中心全面投入运行。推动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

峰会例会化，设立“全球海洋观测合作战略联盟”议

题，发起“海上丝路”等国际海洋大科学计划，逐步确

立在全球海洋科技发展的核心地位。

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和创新团队，对标国际，启

动建立海外科学家开放工作室，聘请海外顶尖学者担

任首席科学家，解决国家需求中的关键和瓶颈问题。

强化配套科研团队和工程技术队伍建设，形成衔接有

序、梯次配套、合理分布的人才格局。细化落实人才

配套政策，实现科研任务、大型平台、人才团队协同发

展，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国家海

洋领域原始创新策源地。启动实施“鳌山人才”培养

计划和引进计划，面向全球汇聚海洋领域高端人才。

首批 17人入选“卓越科学家”专项，16人入选“优秀青

年学者专项”，同步启动了“杰出工程师专项”。已与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达成协议，柔性

引进 20位一流科学家。

推进公共科研平台及大科学装置群建设，创新海

洋科考管理模式，统筹“蛟龙号”“科学号”“向阳红 01

号”等一批世界领先的海洋科考装置与船舶，建立了

国家级深远海大型科考船队与基础条件共享平台。

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单位联合发起了大洋钻探船建

设计划，积极推动海底观测网、深海空间站等大科学

设施建设。与山东省科学院、浪潮集团合作建设全球

海洋科研领域最快的 2000 万亿次高性能科学计算与

系统仿真平台。建成国际认可的海洋创新药物筛选

与评价平台，支撑海洋创新药物研发。完成了海洋同

位素与地质年代测试、海洋高端仪器设备研发、海上

试验场等大型科研平台的建设规划。

引领“一带一路”大合唱
同心协力绘愿景

连日来，海洋国家实验室成功主办 2016 年 CLI-

VAR 开放科学大会、2016 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论坛

等国际化海洋高端会议，传递着“同心协力绘愿景”的

信心，碰撞出“砥砺奋进谱新篇”的激情与豪迈。

吴立新说，围绕现阶段国家“深水、绿色、安全”的

战略需求，海洋国家实验室突出军民融合特色，在深

海极地探测、海洋高端仪器与装备、海洋新能源、海洋

新材料、军民两用工程技术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分

布式研究中心。

开展重大科技任务攻关，按照“强化近海、拓展远

海、探查深海、引领发展”的原则，不断增强原始创新

能力。近期，海洋国家实验室将重点启动开展“透明

海洋、深海探测、海底钻探、蓝色蛋白质、蓝色药库、海

洋新能源、极区海洋、健康海洋行动、海洋大数据和蓝

色智库”十大研究计划，形成服务国家安全和战略利

益的科学、技术、工程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以提升原始

创新能力和支撑重大科技突破为目标，建设海洋特色

鲜明的国家大型科技设施群，全面提高研发能力和工

程化开发能力。主导组织海洋观测网的建设，联合推

进大洋钻探船的建设，重点参与智慧海洋、深海空间

站、海底观测网等重大工程建设。完善深远海科考船

队、高性能计算（海洋模拟器）、海洋药物筛选三个平

台，加速建设海上试验场、海洋高端仪器装备开发、海

洋地质年代测定等公共研究平台。

支撑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着力构建从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到工程化开发的海洋科技创新链，突破制约

国家安全、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

颈，引领海洋观测与探测仪器、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大

数据、深海生物资源开发、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可

再生能源等产业发展。组织实施“问海计划”，重点开

发重型无人潜器、智能浮标、水下滑翔机等，并应用于

透明海洋计划，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需求拉动高端装

备产业发展。打造“深海众创空间”，配套组建研发基

金和项目银行，探索建立天使基金、成果转化基金等

专业基金池，引导企业力量参与国家创新任务，探索

以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

创新没有休止符。按照“创新驱动发展”“建设海

洋强国”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体部署要求，

海洋国家实验室着力打造体现国家意志、具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力争经过 3年努力，拥有 3000人

的研究队伍和重要研究设施，进入世界著名海洋科研

中心前五名；经过 5—10 年努力，拥有 5000—8000 人

的研究队伍和重大科研平台，跻身全球海洋科研中心

前三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吴立新表示，海洋国

家实验室胸怀波澜壮阔的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引领我国从认识海洋向经略海洋迈进，实现海

洋强国梦，必将谱写出世人瞩目的新篇章。

点燃点燃““海洋海洋强国强国””引擎引擎
——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打造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打造国际一流海洋科学研究基地综述国际一流海洋科学研究基地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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