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大明：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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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各位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岛城，围绕“蓝色经济——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这一主题，共谋蓝色经济发展大计，对于加

快海洋科技创新，大力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推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东是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地处环

渤海经济区和黄海经济圈的交汇部位，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陆域面积15.7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3345 公里，辖17 个市、140 个县

（市、区），常住人口9579 万，居中国的第二位。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居中国大陆的第三位。 

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10 年，山东省的生产总值39416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2.5%。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呈现出增长平

稳、物价可控、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特点，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

33030.95 亿元，增长11.1%。 

 今年国务院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了重大的历史机遇。规划主体区包括山东沿海6 市2 县，海域面积15.95 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6.4 万平方公里。2010 年，区内总人口

3315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18725 亿元。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大力推进规划的组织实施，蓝色经济区建

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上半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0430 亿元， 

同比增长了11.7%。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促进海洋资源优势加快转变为海洋产业发展优势。纵观国内外海洋经济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促进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海洋科技的每一次创新都会带来海洋经济的深刻变革，促进海洋经济的蓬

勃发展，从海带育苗技术的首次突破到对虾、扇贝、海参和鲍鱼等引种、育苗养殖技术的成功，都大大提升了海洋经济产业化的水平。加

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对于海洋科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是传统海洋产业由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需要海洋科技的应用与推广。海洋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需要海洋科技的重大突

破。 

二是随着沿海经济不断发展，海洋环境污染加重，突发事件频繁，海洋公益服务水平亟待提升，这些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加以解决。 

三是拓展海上发展空间需要科技创新。领土安全、国际航运安全、公海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竞争，实际上是现代海洋高科技的竞争，谁

拥有了高科技，谁就拥有了开发、控制、综合管理海洋的能力。 



本次论坛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为主题，对于大力培育海洋优势产业，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

东海洋资源丰富，科研实力居全国首位，在加快海洋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一是海洋科技人才优势突出。拥有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一批国家级海洋科研机构，中高级海洋科研人员占全国的60% 

以上，其中涉海两院院士23 名，占全国70% 以上。 

二是海洋科技创新体系较为完善。有近60 个国家和省属涉海科研教学试验点，29 个省部级海洋重点实验室，20 多艘各类海洋科学

考察船，10 个国家级科技兴海示范基地，23 个国家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 

三是海洋科技成果丰富。近年来，全省科研部门和单位，承担了国家海洋领域的973、863 等计划项目50 多项，在研的海洋科技项目

1700 多项。 

四是海洋科技水平国内领先。海洋灾害监测预报，海洋防腐，海水养殖引种和选育、繁育，海洋活性物质提取，海洋微藻能源，海藻

纤维等关键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以生化工程、酶工程为基础的海洋药物工程保持国内领先。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建设，需要着力突破海洋经济核心和关键技术，全面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必须紧紧围绕满足海洋资源环境重大需求，重点

发展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监测预测、海洋灾害预警预报、深远海等前沿技术；围绕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突

破海洋生物、海洋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等高新技术；围绕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攻克海洋渔业种质与病害防治、滩涂海水灌溉、

盐碱植物培育与种植、海洋化工应用等创新技术，努力为海洋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随着海洋技术的发展，大力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成为发展蓝色经济区的重要标志。围绕建设具有较强国际

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聚集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了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生物、海洋能源矿产、海洋运输物流、海洋文化

旅游等14 个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我们将以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以发展海洋优势产业集聚为重点，强化园区、基地和企业

的载体作用，加快发展海洋第一产业，优化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调发展。我们将突

出抓好三个重点，着力打造四个基地，加快构建五个保障体系。 

三个重点： 

一是抓好重点项目的建设。坚持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改造海洋传统产业相结合，加快推进一批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海洋

交通运输物流、海洋文化旅游等产业的重点项目；二是抓好重点企业的培植。把做大做强重点企业作为培育优势产业的重要着力点，加快

培育一批规模大、实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实施中小企业的培育计划，完善扶持政策，集中力量扶持一批高技术企业、精

深加工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三是抓好重点特色园区的建设。突出海洋产业特色，创新园区发展模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海洋优

势产业向特色园区聚集，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规划，加快推进青岛西海岸、潍坊滨海、威海南海三个海洋经济新区和青岛中德生态

园、日照国际海洋城、潍坊滨海产业园的建设。 

四个基地：一是打造新型海洋产业基地。用好用活国家优惠政策，在青岛建设国际一流的海洋生物研发和产业中心，加快建设烟台核

电研发中心，启动建设一批大型风电项目和海洋能发电示范项目，重点开发海水淡化新材料、海洋高分子材料等新产品，建设全国重要的

海洋生物产业、海洋新能源产业和海洋新材料产业基地；二是打造现代海洋渔业基地。加快发展现代水产养殖业、渔业增殖业和现代远洋

渔业，重点建设一批良种基地、标准化健康养殖园区、海洋牧场示范区和出口海产品安全示范区，加快推进青岛海水养殖优良种质研发中

心、威海海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大力推进重点冷链物流项目，建设全国重要的水产品价格形成中心和水产品物流中心；三是打造现代

海洋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海洋装备产品，培育一批年产值过百亿元的龙头企业，建设国家海洋设备的检测中

心，加快推进海洋装备制造业建设，推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工作，将日照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钢铁精品基地；四是打造现代海洋服务

业基地。大力发展海洋体育文化产业，建设一批带动力强的海洋文化产业园、全国综合性海洋体育中心和海上运动基地。建设长岛休闲度

假岛和荣成好望角度假区，做大做好山东蓝色旅游品牌，把蓝色经济区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滨海旅游目的地。大力发展软件外包，建设具有

影响力的软件出口加工基地。重点加强青岛、日照、烟台、威海四大临港物流中心，积极推进东营、潍坊、滨州等临港物流园区的建设，

打造以青岛为龙头的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 

五个保障体系：一是着力构建改革创新制度保障体系。以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目标，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城乡统筹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启动中日韩国际合作实验室的建设，争取国家批准建设中日韩循环经济

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新途径，为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制度保障；二是着力构建海陆统筹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充分发挥

组合效益和整体优势，统筹规划、优化布局，推进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重点工程建设，推动以青岛港为龙头的东北亚航运综合

枢纽建设，形成海陆相连、空地一体、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三是着力构建资源与能源保障体系。大力推进现代水利示范省建



设，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和相关配套工程建设，构建配套完善的水利设施体系。大力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加快发展风能、生物能、太阳

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优化发展燃煤火电，构筑安全清洁的能源保障体系；四是着力构建生态建设安全保障体系。以生态海洋建设为

目标，集约高效利用海洋资源，推进集中集约用海等片区建设和利用地的集中连片开发，加快各类海洋与渔业保护区建设，积极开展海洋

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实施重点海湾生态整治与修复工程，积极推进国家环黄渤海海洋灾害预测与防灾减灾中心建设，提高海洋灾害应急

能力，构筑海陆空一体的观测预报和防灾减灾机制；五是着力构建现代信息化服务保障体系。加快互联网、云计算的发展，推进电信网、

互联网、广播电视网融合发展，加快推进金土工程，实施数字海洋工程，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加快构筑智能化、高速化、国际化的现代信

息网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大力培育海洋优势产业，离不开国内外的大力支持，山东愿与各区域、各兄弟省市进

一步加大交流，深化合作，建立互利共赢的海洋领域合作新机制。为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继续深化科技交流与合作。我们愿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一起，进一步加强海洋科技交流和联合攻关，开展在远海、深海等海

洋高新技术研究前沿和国际海洋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努力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和科技对海

洋事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加强在海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的协作，推动海洋科技人才流动，合作建立各类海洋人才基地。 

二是进一步强化海洋经济区域协作。我们将秉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署，与各地区一起建立更

加紧密的协作机制，共同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强产业分工与协作，合理布局海陆基础设施，加强重大项目的合作，加快发展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海洋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培育具有特色的产业体系。 

三是切实加强海洋环境的保护合作。我们将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方针，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与世界各国、有关国

际组织和沿海兄弟省市一起，加快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推进海洋生态环境分类保护制度、海洋环境准入制度建设，加强海洋环境

监测监督，完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着力突破重大海洋灾害精细化预警关键技术，推进海洋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加快形成良性

循环的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安全，增强海洋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预祝本届高峰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在山东期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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